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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满足应用型本科院校建筑工程专业教学发展的需要，重庆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了《应用型本科
院校土木工程专业系列教材》。
本教材是根据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所规定的专业方向和专
业调整方向，结合我国当前教育改革、课程设置和学时分配的实际编写的。
　　本教材在内容上力求讲清建筑工程测量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内容取舍适度，注重测量基本计
算和测绘仪器的基本操作，使学生学完本课程后能理论联系实际，学会分析和解决建筑工程测量中的
实际问题。
　　本教材由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测量工程系岑敏仪教授任主编，并参与编写第1，9章，洛阳
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章后甜编写第2，3章，广西工学院土木建筑工程系杨晓云编写第4，5章、梁鑫编
写第12，13章，山西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王贵文编写第6，7，8章，重庆三峡学院建筑工程系
何泽平编写第10，11章。
全书由杨晓云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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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工程测量》共分13章，内容包括绪论、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及直线定向、测量
误差的基本知识、小区域控制测量、地形图测绘、地形图的应用、施工测量、民用建筑施工测量、工
业建筑施工测量、建筑物的变形测量、测量实验。
全书内容表述深入浅出，结合工程实践，融入最新规范，介绍新方法和新工艺，突出实用性，强化图
文结合，便于提高读者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建筑工程测量》可作为土建工程类各专业的测量学教材，也可作为城市规划、建筑学相关专业
培训教材，还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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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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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域控制测量6.1 控制测量概述6.2 导线测量6.3 交会定点测量6.4 高程控制测量6.5 全球定位系统
（GPS）简介习题与思考7 地形图测绘7.1 地形图的基本知识7.2 地形图的分幅和编号7.3 大比例地形图
经纬仪测绘方法7.4 数字化测图简介习题与思考8 地形图的应用8.1 地形图应用的基本内容8.2 地形图在
工程建设中的应用习题与思考9 施工测量9.1 角度和长度的测设9.2 点的平面位置的测设9.3 已知高程的
测设9.4 坡度线测设9.5 施工控制网的布设习题与思考10 民用建筑施工测量10.1 概 述10.2 建筑物轴线放
样10.3 建筑物基础施工测量10.4 建筑物墙体施工测量10.5 高层建筑的施工测量10.6 竣工测量及竣工总平
面图的编绘习题与思考11 工业建筑施工测量11.1 概 述11.2 工业厂房施工测量11.3 烟囱、水塔施工测量
习题与思考12 建筑物的变形测量12.1 概述12.2 建筑物沉降观测12.3 建筑物水平位移观测12.4 建筑物的
倾斜观测12.5 建筑物的裂缝观测和挠度观测习题与思考13 测量实验13.1 水准仪的使用13.2 普通水准测
量13.3 经纬仪的使用13.4 水平角度测量13.5 竖角观测与视距测量13.6 全站仪的使用13.7 全站仪导线的测
量13.8 地形图的测绘13.9 点位的放样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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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式（3.9）可知，6与偏心距c成正比，与距离D成反比。
在水平角测量时，标杆或其他照准标志应竖直，并要求尽可能瞄准标杆或其他标志的基部，以减少目
标偏心误差的影响。
　　（3）整平误差在水平角测量时，必须使水平度盘处于水平位置、竖轴竖直，若仪器未能精确整
平或在观测过程中气泡不再居中，竖轴就会偏离铅直位置。
整平误差不能用观测方法来消除。
在测量过程中，若发现水准管气泡偏离零点超过一格以上时，应重新整平仪器，重新观测。
　　（4）照准误差引起照准误差的因素很多，如望远镜孔径的大小、分辨率、放大率、十字丝粗细
，人眼的分辨能力，目标的形状、大小、颜色、亮度和背景，以及周围的环境等，其中与望远镜放大
率的关系最大。
通常，人眼可以分辨两点间的最小视角为60，望远镜的照准误差一般用下式计算：式中v——望远镜的
放大率。
　　（5）读数误差读数误差与读数设备二照明情况和观测者的经验有关。
一般来说，主要取决于读数设备。
通常认为，DJ6光学经纬仪的估读误差不超过分划值的1／10，即不超过土6；m，光学经纬仪不超过
土1”。
如果照明情况不佳：读数显微镜存在视差，以及读数不熟练，估读误差还会增大。
　　3）外界条件的影响　　观测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外界条件对观测质量有直接影响，如松软的
土壤和大风影响仪器的稳定、日晒和温度变化影响水准管气泡的运动、地面热辐射引起目标影像的跳
动等，这些都会给观测水平角带来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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