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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职高专工程测量技术专业规划教材：测量平差（第2版）》是为适应高职高专工程测量
技术专业测量平差课程的教学需要而编写的。
《全国高职高专工程测量技术专业规划教材：测量平差（第2版）》共分6章，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测量
误差的基本理论和工程测量数据处理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测量误差基本知识、测量误差理论及其应
用、条件平差、间接平差、误差椭圆、测量平差软件应用。
书后的附录对测量平差中常用的数学基本知识作了简要的介绍。
　　《全国高职高专工程测量技术专业规划教材：测量平差（第2版）》适合作为高职高专工程测量
技术专业的教材使用，也可供测绘工程技术人员、水利水电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土木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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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5.4 相对误差椭圆第6章 测量平差软件应用6.1 平差易软件介绍6.1.1 平差易程序主界面介绍6.1.2 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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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报告的生成与输出6.2 科傻系统测量平差软件介绍6.2.1 科傻平差程序主界面介绍6.2.2 科傻控制网数
据处理过程附录附录A 线性代数的基本知识附录B 与测量平差有关的概率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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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系统误差在相同的观测条件下进行一系列观测，如果误差在大小、符号上表现出系
统性，或者在观测过程中按一定的规律变化，或者为一常数，那么，这种误差就称为系统误差。
例如，水准尺的刻划不准确、水准仪的视准轴误差、温度对钢尺量距的误差、尺长误差等均属于系统
误差。
系统误差具有累计性，对成果的影响较大，应当设法消除或减弱它的影响。
采用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在观测的过程中采取一定的观测方法削弱；二是在观测结果中加入改正
数。
其目的就是消除或减弱系统误差的影响，使其达到忽略不计的程度。
2.偶然误差在相同的观测条件下进行的一系列观测，如果误差在大小和符号上都表现出随机性，即从
单个值来看，其大小和符号没有规律性，但就大量误差的总体而言，具有一定的统计规律，这种误差
称为偶然误差。
例如，观测时的照准误差，读数时的估读误差等，都属于偶然误差。
如果各个误差项对其总和的影响都是均匀小，即其中没有一项比其他项的影响占绝对优势时，那么它
们的总和将是服从或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
因此，偶然误差就其总体而言，都具有一定的统计规律，所以，有时又把偶然误差称为随机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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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测量平差(第2版)》是全国高职高专工程测量技术专业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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