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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教育部高职高专测绘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为适应高职高专工程测量技术专
业“控制测量”课程的教学需要编写的。
全书内容主要包括绪论、平面控制网及技术设计、角度测量、距离测量、平面控制测量概算、高程控
制测量、GPS定位技术在控制测量中的应用、控制网平差及技术总结等。

本书适合作为高职高专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学生“控制测量”课程学习的教材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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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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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1．2．2 要有足够的精度 以工测控制网为例，一般要求最低一级控制网（四等
网）的点位中误差能满足大比例尺1：500的测图要求。
按图上0．1 mm的绘制精度计算，这相当于地面上的点位精度为0．1×500=5（cm）。
对于国家控制网而言，尽管观测精度很高，但由于边长比工测控制网长得多，待定点与起始点相距较
远，因而点位中误差远大于工测控制网。
 2．1．2．3 要有足够的密度 不论是工测控制网或专用控制网，都要求在测区内有足够多的控制点。
如前所述，控制点的密度通常是用边长来表示的。
《城市测量规范》中对于电磁波测距导线的平均边长规定列于表2．1中。
 2．1．2．4 要有统一的规格 为了使不同的工测部门施测的控制网能够互相利用、互相协调，也应制
定统一的规范，如现行的《城市测量规范》和《工程测量规范》。
 此外，在我国目前测距仪使用较普遍的情况下，电磁波测距导线已上升为比较重要的地位。
表2．1中电磁波测距导线共分5个等级，其中的三、四等导线与三、四等三角网属于同一个等级。
这5个等级的导线均可作为某个测区的首级控制。
 2．1．3 导线测量的外业工作 导线测量的外业工作包括：踏勘选点及建立标志、量边、测角和联测。
 2．1．3．1 踏勘选点及建立标志 选点前，应调查搜集测区已有地形图和高一级的控制点的成果资料
，把控制点展绘在地形图上，然后在地形图上拟订导线的布设方案，最后到野外去踏勘，实地核对、
修改、落实点位和建立标志。
如果测区没有地形图资料，则需详细踏勘现场，根据已知控制点的分布、测区地形条件及测图和施工
需要等具体情况，合理地选定导线点的位置。
 实地选点时应注意下列几点： （1）相邻点间通视良好，地势较平坦，便于测角和量距。
 （2）点位应选在土质坚实处，便于保存标志和安置仪器。
 （3）视野开阔，便于施测碎部。
 （4）导线各边的长度应大致相等，除特殊情形外，应不大于350 m，也不宜小于50 m。
 （5）导线点应有足够的密度，分布较均匀，便于控制整个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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