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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和科学技术。
测绘学在中国历史珍贵文化和科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不少古代杰出科学家们的光辉业绩和伟大的发明创造很多与测绘有关。
例如，出现于秦代以前，后经刘徽编注成书的世界名著《九章算术》中有一章讲测绘理论。
《墨经》、《周髀》、张衡（公元78-139年）地动说，祖冲之（公元429-500#：）的“密率”等创立了
古代测绘学的理论基础。
李冰（公元前280一前220年）修都江堰，郦道元（公元466-527年）作《水经注》，孔庙、秦陵、运河
、长城，都包含了测绘学的伟大实践。
历代王朝的统治，战事运筹，疆域划分，水利建设，交通运输等有关国家兴亡之大计筹划，都靠测绘
资料了解国情和认识世界，为其实施提供技术保障。
从古至今，在所有技术科学中，测绘学的发展和进步最早得益于数学、物理、天文、地理等基础学科
的成就。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如光学、电子学、计算机技术使测绘学如虎添翼，突飞猛进。
测绘学历史地成为技术科学的先驱，她的进步反过来又推动着各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正如本书所集记，从先秦到民国，不少朝代有过专管测绘的官职和机构设置。
测绘技术科学的基础和实力的真正形成，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成为现实。
随着全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测绘事业迅速进步，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们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高素质的科学技术专业队伍。
他们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科学事业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堪与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相映
同辉。
面临21世纪，世界测绘科学技术正在阔步前进，日新月异。
测绘学研究和工作范围已从地球扩展到太阳系空间，要绘制月球、金星、火星、木星等的星图；大地
测量已由陆地扩展到海洋，从静态到动态，从单学科发展成多学科综合研究；测图技术已从航空遥感
进到航天遥感，建立长基线高精度测量体系；制图技术正在全面向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变
，等等。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和各项科技事业的进步，要求测绘事业提供更严密的科
学基础和更精确的科学数据。
中国的测绘科学技术面临着新的挑战，任重道远。
人们期望中国测绘界的同行们能勇敢迎接新的挑战，鼓足干劲，努力进取，把中国的测绘事业推向世
界高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发展世界测绘科技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总结中华民族在测绘学方面的历史贡献，以历史为镜，习史资治，继承光辉传统，激励来者，是广大
科学界的要求，也是对世界科技史学界的贡献。
1988年国家测绘局委托中国测绘学会组织编写《中国测绘史》，设立了编辑委员会，发动各部门、各
地区广泛参与，终于能完成这部《中国测绘史》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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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书对古代测绘的史实，以采用现代汉语为主进行记述。
其中必须引用原文的地方，必要时酌加注释或注明。
    二、中国古代即有测绘，但当时称谓与现代不同，“测绘”一词直到清代才广为使用。
与测绘相关的若干专用词语，历代的称谓也不尽相为求本史从古至今的叙述脉络清楚，便于了解测绘
的历史发展和规律，本书在测绘专业名词或术语的使用上，凡内容和性质相同或相近而代词不一者，
均尽量使用现代的标准用词，以求全书的大体一致。
必要时酌加注释或说明。
 　 三、引摘史籍原文时，原文中的繁体字或古字凡能改为标准简化汉字的，都以简化字代替。
地名人名或其他改为简化字容易发生误解的，仍保留原字。
    四、本书撰写体例按国家有关规定。
对涉及测绘的若干专用体例另作补充。
    五、本书结构分卷、篇、章、节、目，分三卷编写。
    本书各卷时限的划分为：    第一卷：上古至元代，第二卷：明代至民国，第三卷：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后·1949—1989。
 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合订本，第三卷出版单行本。
    六、本书年代记述，从上古至清末，以各朝代帝王年号纪年为主，括注公元纪年；从1912年起，以
公元纪年为主。
  　七、本书中政区或单位等名称，常因时改变。
为叙述简便，在标题或一般情况下，这些名称以叙史下限时的名称为准，其他场合以当时的名称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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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70年代以来，城市测绘单位大量购置电子计算机、电磁波测距仪。
许多测绘人员掌握了计算机的使用，编写了大量计算程序，满足了生产需要，在城市测绘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电磁波测距仪为测绘提供了精确测距手段，减少了大量繁重的量边工作，带来了控制布网的改革。
据1983年底不完全统计，城市测绘单位与建筑勘测部门共拥有测距仪78台。
一些城市测绘单位先后购置了航测成图设备和地面摄影设备，改革了测图方法，缩短了成图周期。
为快速测绘城市规划用图，1976年6月至1983年6月，全国进行了80多个城市的航空摄影，累计面积5万
多平方公里，有40多个城市测绘单位开展了航测内业成图工作。
地面立体摄影测量仪器和立体测图仪，已开始用于古建筑摄影测量、地基基础测量、建筑结构测量、
体育科研和环境监测等方面。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综合勘察院在用强夯法固基的现场检验中，采用近景摄影测量对12吨重的夯锤
在18米落距的工作状态下进行摄影，测定夯锤一次地面点的三维坐标，以求取每隔几分钟的地面变形
，并与其它动压力测试和钻探资料结合，分析在特定工程地质和施工工艺的条件下，强夯法的机理与
施工的规律，取得了精确的数据。
北京园林局委托清华大学等单位对北京各公园古建筑园林艺术进行近景摄影测量绘制出一部档案资料
。
江苏建筑设计院对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综合勘察设计院对北京九龙壁、恭王府、
王塔寺金刚宝座塔，蓟县白塔、独乐寺、观音阁，四川宝顶山摩崖石刻造像和大同云岗石窟等进行近
景摄影，绘制现状立面图及部分细部大样图。
对古代遗迹、文物、建筑、园林艺术的保存和修复都有重要作用。
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勘测单位，为了提高制图印刷能力，添置了植字机、晒版机、打样机
、胶印机和静电复印机，建立了制印车间。
制图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图种已由单一的地形图发展为多种的专业图，如历史图集、交通图、气象
图、震害图、旅游图和街道图等。
制图采用刻图、透明植字剪贴工艺，使用阿拉伯数字写字仪，简化了制图程序。
还采用了生产正射影像地图等技术。
1985年起，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城建局勘测处统一组织进口现代测绘仪器。
短程红外测距仪的引进，不仅加快了城市等级导线的施测速度，还使城市工程测量起了根本性的改变
，如城市工程测量中，受行人、车辆干扰，量距非常困难，测距仪的引用，改变了这一局面，且速度
快、精度好。
推广应用PC-1500计算器，则使计算简便迅速，且可在野外测量中即时进行计算，大大缩短了生产周
期。
航测遥感技术的应用，除制成各种大比例尺线划图外，还制作了不同比例尺的影像地图。
1987年5月，江苏南通市城市测绘单位，联合土地局、房产部门走出了一条“一图多用”的测绘新路子
。
他们分析研究了地形图、房产图、地籍图的共性与个性，根据不同要求，采取不同的技术手段，克服
了管理上、技术上的难关，用较少的人力、物力，测绘成地形、房产、地籍图，取得了初步成果。
这一系统工程的完成，在城市测绘事业发展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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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测绘史》编纂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参加和支持、关心编纂本书的单位和个人虽已在本史各卷中提及，但由于本书编纂时间较长，有关单
位的负责人、本编委会和编辑部的成员有许多变动，在全书编纂完成之际，我们谨对以下各同志表示
诚挚的感谢。
1989-1999年期间担任国家测绘局、总参测绘局历届局领导、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主管测绘工作的司局长
们，担任有关测绘单位各级领导职务的同志，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对本书的编纂工作给予很多
关心和支持。
曾经担任本书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的勾萃山、郭利彪同志，担任编委的张大有、林天冲、马伟民、张斌
勇、冯保安、吴维顺、程宏基等同志；担任过编辑部正副主任的刘自健、于春雨、李世宁同志；担任
过第三卷主编的卢乾坤和副主编的俞雅珍、李世宁同志；在编辑部工作过的刘冠玉、余森伦、孟健同
志，都对编纂本书给予很多关心和支持，付出过辛勤劳动。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还有许多同志或直接参加编纂工作，或查抄档案提供史料，或提出建议。
有许多同志承担打字、复印、校对和稿件传递工作，为本书作出了贡献。
总之，我们向所有对本书的编纂和出版工作给予关心、支持的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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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测绘史(第3卷)(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89)》是由测绘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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