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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是测绘学科的基础性问题，在测绘工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测绘基准是指进行测绘工作的各类起算面、起算点及其相关的参数，包括大地基准（即坐标基准）、
高程基准、深度基准、重力基准等，它们是国家测绘工作的起算依据，是建立各个测绘系统的基础；
测绘系统是指通过布设全国范围的各类大地控制网而实现的各类基准的延伸，包括大地坐标系统、平
面坐标系统、高程系统、地心坐标系统和重力测量系统等，它们是各类测绘成果的依据。
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的设立、使用是否科学、完善，直接关系到国家测绘成果的精确度和实用性，我
国1959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测量法式》和1992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都明
确规定了我国统一的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的法律地位和技术原则。
作为测绘工程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本书以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为主线，以后续专业课程的需要和
工程实际应用为主导，结合大地测量学科的当前进展，在我院几代人的教学实践和编著者多年教学经
验的基础上编写完成。
其中，第一章介绍了大地测量学的任务、作用和发展简史；第二章概括介绍了各类大地测量技术和方
法，第三、四、五、六、七章详细讨论了测绘基准与大地控制网、大地水准面与高程系统、参考椭球
面与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与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以及大地坐标系的建立等问题。
本书是理解和掌握测绘学科各专业课程的基础教材。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首先重视教材新体系的构筑，力求避免原有多门课程知识的简单拼凑，按
照21世纪人才培养对大地测量学基本知识的要求，针对大学本科生的已有知识基础，明确教材主旨，
合理选取教材内容，贯彻“少而精”的方针。
本书并不完全遵循已有的专业课程体系，也不受限于以往的课程设置范式。
大学专业基础教材与适当介绍学术热点、学术前沿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恰好可以成为激励学
生热情并融科学性、趣味性于一炉的画龙点睛之处。
因此，本书在重视教材内容的经典性和完整性的同时，也酌情安排了一些关于学科新进展的窗口，以
利于开拓学生的视野和思路，并作为测绘工程后续专业课程的接口。
本书第一、四、五、七章由吕志平编写，第二、三、六章由乔书波编写，全书由吕志平统稿，书中插
图由乔书波组织绘制。
张建军教授、柴洪洲教授审阅了全书。
在本书完稿之际，要特别感谢我院朱华统教授、熊介教授、黄继文教授、徐正扬教授等前辈在课程建
设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他们虽未直接参与本书的编写，但他们为我们留下的丰富教学成果和形成的
我院富有特色的课程教学体系是本书得以顺利完成的前提。
感谢教研室张建军、柴洪洲两任主任对课程建设的领导和支持。
感谢课程组其他成员的努力和协作，他们是：刘长建、马高峰、赵冬青、李健、张西光等，课程建设
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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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而全面地讨论了测绘基准与大地控制网、大地水准面与高程系统、参考椭球面与大地坐标系
、高斯投影与高斯平面坐标系、大地坐标系的建立等测绘学的基本问题，介绍了与之相关的各类大地
测量数据采集技术。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测绘类各专业本科生的通用教材，对于从事与测绘工程有关的技术人员也是一
本值得推荐的基础性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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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因此，测绘地形图首先要布设一定密度的大地控制点。
传统大地测量作业效率低、周期长、劳动强度大、投资高，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各类中、大
比例尺地图的需求迅速增长，要求有快速精密定位和快速测图技术的保障。
现在全球定位系统（GPs）定位能以5～10min的时间（传统方法需要几小时到几天）和厘米级精度测
定一个点位；GPS用于航空摄影和地面自动测图系统，可以解决快速大比例尺成图问题。
在工程建设中，大地测量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在工程设计阶段建立用于测绘大比
例尺地形图的测图控制网。
设计人员是在大比例尺地形图上进行建筑物设计或区域规划的，大地测量的任务是布设作为图根控制
依据的测图控制网。
（2）在工程施工阶段建立施工控制网。
施工测量的主要任务是将图纸上设计的建筑物放样到实地，并使各建筑物按照设计的位置修建。
对于不同的工程，施工测量的具体任务是不同的。
例如，隧道施工测量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对向开挖的隧道能按照规定的精度贯通。
放样过程中，仪器所安置的方向、距离都是依据控制网计算出来的，因而在施工放样前，需建立具有
必要精度的施工控制网。
（3）在工程竣工后的运营阶段建立以监测建筑物变形为目的的变形观测专用控制网。
由于在工程施工阶段改变了地面的原有状态，加之建筑物本身的重量将会引起地基及其周围地层的不
均匀变化（变性）。
此外，建筑物本身及其基础，也会由于地基的变化而产生变形。
这种变形，如果超过了某一限度，就会影响建筑物的正常使用，严重的还会危及建筑物的安全。
在一些大城市（如我国的上海、天津），由于地下水的过量开采，会引起市区大范围的地面沉降，从
而造成危害。
因此，在竣工后的运营阶段，需对这种有怀疑的建筑物或市区进行变形监测，为此需布设高精度的变
形观测控制网。
在交通运输方面，大地测量与定位技术为提高交通效率、减少交通事故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古代，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古代天文学家创造的天文导航方法开创了人类航运史，导致了美洲新大
陆的发现；丝绸之路带来了唐代欧亚贸易，促进了经济繁荣。
古老的大地定位技术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
交通运输对定位信息的需求量、种类、质量和实时性要求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生产、经济和科技发展的
水平。
古代交通工具的导航定位水平是几公里到几十公里，而今天的海运和空运导航定位水平是几米到几十
米。
现在GPS导航装置能提供分米级甚至厘米级精度的实时导航，这对起降频繁的大型机场来说十分重要
。
目前我国公路汽车流量猛增，据统计，近年我国公路交通事故的原因大都与驾驶员不能实时确定车位
和车距以及缺乏超过障碍的快速反应能力有关。
目前，GPS汽车自动定位显示和反应系统可望普及，这一导航设备将可有效地控制汽车交通事故的发
生。
内河航运在狭窄的航道和港区避免撞船事故也需要这类装置。
高效高精度的卫星导航和定位能力，为大幅度减少交通事故，提高交通运输效率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大地测量在空间技术和国防建设中的作用航天器（卫星、导弹、航天飞机和行星际宇宙探测器等
）的发射、制导、跟踪、遥控以至返回都需要两类基本的大地测量保障：一是精密的大地坐标系以及
地面点（如发射点和跟踪站）在该坐标系中的精确点位；二是精密的全球重力场模型和地面点的准确
重力场参数（重力加速度、垂线偏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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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地测量学基础》由测绘科技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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