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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叙述我国现行地理空间定位各种基准，包括大地基准、高程基准、深度基准、重力基准的基
本概念、历史沿革、建立背景、方法和结果及其应用。
全面介绍了目前广泛采用的国际地球参考框架（ITRF）和WGS84大地坐标系。
资料数据翔实、丰富。
可供从事测绘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以及相关学科专业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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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二章 1985国家高程基准　　§12.1 重新确定国家高程基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我国1957年
建立的1956年黄海高程基准，是以青岛验潮站1950-1956年的验潮结果所确定的黄海平均海面作为高程
起算面。
它是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能够选择的最佳方案，对于统一全国高程基准发挥了重大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验潮资料的积累，又显现出明显的不足和缺陷。
　　（1）青岛验潮站7年的验潮资料，潮汐数据时间较短，不能消除长周期潮汐变化的影响，计算的
平均海面不太稳定，代表性欠佳。
　　（2）潮汐数据记录存有个别错误，经核查证实其中1950年和1951年测定的年平均海面与其他5年
结果相比约偏低20cm，而同期我国其他验潮站并没有出现同类现象。
　　（3）对我国沿海海面状况尚缺乏深入了解，没有测定各地平均海面与黄海平均海面的差值，不
能确定我国沿海海面存在的南高北低的具体量级，也就无法顾及我国海面存在的倾斜问题。
　　（4）1956年黄海高程基准并没有传递至海南岛，海南岛的高程是采用榆林（安游）验潮站测定的
平均海面起算的榆林高程基准。
　　我国1979年开始按照统一规划和技术标准布设了国家一等水准网，不但全面更新国家高程控制骨
干，提高成果的精度和现势性，同时也为建立更加科学和稳定的高程基准奠定了基础。
　　重新确定高程基准与国家一等水准网布测同时进行，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国家水准网布测成果，
大大减少了确定高程基准所必须的各验潮站间的长距离水准联测；另一方面国家一等水准网成果的启
用必然导致已有水准点高程的改变，也避免了单纯因高程基准变更带来的水准点高程的变换工作。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以青岛验潮站为代表的各验潮站又积累了20余年的验潮数据，它们为求
定稳定准确的平均海面和建立我国新的高程基准提供必要数据资源。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海洋潮汐、平均海面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实际工作得到了加强，具
备了完成这一课题的技术人才和设备条件。
　　§12.2 重新确定高程基准的主要依据　　1983年全国一等水准布测协调组扩大会议就国家一等水
准网采用高程基准面问题提出了如下四个方案：　　第一方案，继续采用1956年黄海平均海面；　　
第二方案，采用青岛验潮站的19年或1949年以来全部验潮资料计算的平均海面；　　第三方案，采用
沿海分布均匀的多个验潮站同步平均海面的平均值；　　第四方案，采用与全球大地水准面吻合最好
的平均海面。
　　第一方案由于存在明显的缺陷，不宜采用。
第四方案从发展观点看是最理想的，但目前尚不具备条件。
从科学性、实用性出发，宜在从第二、第三方案中选定新的国家高程基准面。
实质是采用单个或几个验潮站来确定平均海面以及如何将其传递到海南岛的问题。
显然采用第三方案比第二方案确定的高程基准面更为接近似大地水准面，也有利于海岸工程建设。
但是基于以下的考虑，最后确定采用第二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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