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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测量学是研究地球空间中具体几何实体的测量描绘和抽象几何实体的测设实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的一门应用性学科。
工程测量学直接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是测绘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
近些年来，随着测绘科技的飞速发展，工程测量的技术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一
是电子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激光技术、空间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以及测绘科技本身的
进步，为工程测量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筑领域科技的进步，各
种大型建（构）筑物和特种精密建设工程等不断增多，对工程测量不断提出新的任务、新课题和新要
求，使工程测量的服务领域不断拓宽，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工程测量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建设工程测量属于工程测量学的范围，在工程建设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它服务于工程建设的每一个阶
段，贯穿于工程建设的始终。
建设用地的选择，道路管线位置的确定等，都要利用测量所提供的资料和图纸进行规划设计；施工阶
段则需要通过测量工作来衔接，以配合各项工序的施工；竣工后的竣工测量，可为工程的验收、日后
的扩建和维修管理提供资料；而在工程管理阶段，须对建（构）筑物进行变形观测，以确保工程的安
全使用。
同时，建设工程测量的精度和速度直接影响到整个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其地位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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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阐述了水利水电工程测量与施工放线的基础知识、测量原理、方法、应用等内容。
全书共分17章，内容主要包括水利水电工程简介、工程测量基础知识、工程测量仪器设备及其应用、
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水利水电工程控制测量、地形测量、摄影测量、地籍测量、施工放
线基本工作、河道与渠道测量、线路测量、建筑物的施工测量、建筑物变形测量、水利水电专业工程
测量、工程测量竣工与验收等。
    本书内容齐全，可供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测量人员工作时使用，也可供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学习
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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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节桥涵测量一、桥涵平面控制测量（1）当路线平面控制测量的精度、控制点分布、控制
点的桩志规格不能满足桥梁设计需要时，应在定测阶段布设桥梁平面控制测量网。
（2）桥梁的每一端附近应设置2个及以上的平面控制点，并应便于放样和联测使用，控制点问应相互
通视。
（3）桥梁平面控制测量精度和等级，应满足表13—4桥轴线相对中误差的要求。
对特殊结构的桥梁，应根据其施工允许误差，确定控制测量的精度和等级。
（4）桥梁平面测量控制网采用的坐标系宜与路线控制测量相同，但当路线测量坐标系的长度投影变
形对桥梁控制测量的精度产生影响时，应采用独立坐标系，其投影面宜采用桥墩、台顶平均设计高程
面。
桥梁平面测量控制网应采用自由网的形式，选定基本平行于桥轴线的一条长边作为基线边与路线控制
点联测，作为控制网的起算数据。
联测的方法和精度与桥梁控制网的要求相同。
（5）桥位平面控制测量，可采用多边形、双大地四边形、导线网形式。
采用的观测方法、仪器设备、技术指标应满足确定的精度和等级要求。
（6）在桥轴线方向上，可根据需要每岸设置2个以上桥位控制桩，桥位桩放样精度应达到二级导线精
度要求。
桥位桩应设于土质坚实、稳定可靠、不被淹没和冲刷、地势较高、通视良好处。
一般采用混凝土桩，山区有岩石露头处，可利用坚固的岩石设置，荒漠戈壁、森林、人烟稀少地区也
可设置木质方桩。
桥位控制桩宜纳入桥梁控制网进行平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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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利水电工程测量与施工放线一本通》为工程测量与施工放线一本通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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