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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测量"是土建类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更侧重实践的课程#课程的

实践能力主要体现在应用测量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测量仪器进行测$算$绘作业 !个方面% 本书在这 !

个方面都引入并介绍了成熟的先进技术#其中#测的重点是操作主流全站仪$数字水准仪与 "#$$ %&'#算

的重点是应用随书光盘提供的工程编程机()*+,--.程序进行现场快速计算#绘的重点是操作数字测图软件

/0$$进行数字测图及其数字地形图的应用#建筑物放样的重点是数字化放样方法等%

本书适用于土建类各专业使用#也可用于本行业施工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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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言

进入 56世纪#高等职业教育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办学在全国呈现出点多面广的格局% 截

止到 5-6!年#我国已有 ;-- 多所院校开设了高职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在校生达到 5, 万余

人% 如何培养面向企业$面向社会的建筑工程技术技能型人才#是广大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教

育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作为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确定的国

家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专业#也被许多示范高职院校选为探索构建+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行动

导向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建设的专业#这些都促进了该专业的教学改革和发展#其教育背景

以及理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了满足建筑工程技术专业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重庆大学出版社在历经多年

深入高职高专院校调研基础上#组织编写了这套!高等职业教育建筑工程技术专业规划教

材"% 该系列教材由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泽教授担任顾

问#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李辉教授$吴明军教授分别担任总主编和执行总主编#以国家级

示范高职院校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省级特色专业的院校为编著主体#全

国共 5-多所高职高专院校建筑工程技术专业骨干教师参与完成#极大地保障了教材的

品质%

系列教材精心设计该专业课程体系#共包含两大模块'通用的+公共模块,和各具特色的

+体系方向模块,% 公共模块包含专业基础课程$公共专业课程$实训课程三个小模块-体系

方向模块包括传统体系专业课程$教改体系专业课程两个小模块% 各院校可根据自身教改

和教学条件实际情况#选择组合各具特色的教学体系#即传统教学体系)公共模块L传统体系

专业课*和教改教学体系)公共模块L教改体系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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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及参考学时

模块

类型

课程

类型
课程名称

参考

学时
备1注

公共

模块

专业

基础

课程

公共

专业

课程

实训

课程

)6-周*

建筑力学

建筑材料与检测

建筑构造与识图

建筑结构

建筑/0J

建筑设备工程

建筑工程测量

建设工程监理

建设工程法规

合计

建筑抗震概论

建筑工程施工组织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工程经济学

合计

施工测量综合实训

建筑制图综合实训

建筑施工综合实训

施工管理综合实训

建筑工程资料管理综合实训

合计

55-

;-

,-

6,- 含结构施工图识读

7+

7- 含水$电施工图识读

;-

7+

!-

:;-

7+

;-

:-

;-

+-

!+

!5-

5周 含地形测绘$施工放线

6周 含建筑物测绘

+周 含施工方案设计$预算$施工实操

6周
含造价确定#投标书编制#计算和审核工

程进度$产值

6周
含建筑工程资料填写$整理$归档#建筑

工程资料软件应用

6-周

体系

方向

模块

)二选

一*

传统

体系

专业

课程

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建筑施工技术

合计

;-

;-

57- 含高层建筑施工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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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块

类型

课程

类型
课程名称

参考

学时
备1注

体系

方向

模块

)二选

一*

教改

体系

专业

课程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

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

钢结构工程施工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屋面与防水工程施工

合计

,- 含高层混凝土结构施工

+-

;-

:- 含高层钢结构施工

;-

7-

!;-

本系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突出以下特色'

)6*依据!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试行*"中+高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教

学标准,和+实训导则,编写#紧贴当前高职教育的教学改革要求%

)5*教材编写以项目教学为主导#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适应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的发展方向%

)!*教改教材的编写以实际工程项目或专门设计的教学项目为载体展开#突出+职业工

作的真实过程和职业能力的形成过程,#强调+理实,一体化%

)7*实训教材的编写突出职业教育实践性操作技能训练#强化本专业的基本技能的实训

力度#培养职业岗位需求的实际操作能力#为停课进行的实训专周教学服务%

)+*每本教材都有企业专家参与大纲审定$教材编写以及审稿等工作#确保教学内容更

贴近建筑工程实际%

我们相信#本系列教材的出版将为高等职业教育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教学改革和健康

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5-6!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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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书标配 JKJ光盘的使用方法

随书标配一张容量约为 , "8的单面双层 JKJ光盘目录如图 6 所示#其价格已包含在

图书售价中#请读者购书时向经销商免费索取% 光盘使用前#请先阅读下列说明%

图 61随书标配JKJ光盘目录

1

"

将光盘放入 JKJ光驱中使用#不能放入 /J光驱

使用%

&

光盘+Q电子章节,文件夹下放置了本书纸质教材以外

的 ?O(格式文件%

'

光盘+Q电子教案,文件夹下放置了包含本书全部内容

的电子教案 ??>文件$含本书全部内容与建议学时数的教学

日历 ODA文件#光盘+ Q辅助电子教案,文件夹下放置了为国

内外测量仪器厂商制作的全系列测量仪器与软件介绍的电

子教案 ??>文件% 建议读者使用 S((TAU5--- 或以上版本打

开% 任课教师如要修改电子教案内容#请先将其复制到 ./

机硬盘中并取消文件的只读属性%

(

光盘+Q练习题答案 ?O(加密文件,文件夹下放置了包

含本书全部章节练习题答案的 ?O(加密文件#它们只对教师

与工程技术人员开放#不对在校学生开放#请将本人的证件

扫描后存为V."图像文件发送到 B=*+-;H6;!4ADE邮箱获取

密码%

)

光盘+Q试题库与答案,文件夹下放置了测量试题库与

参考答案#内容涵盖了本书全部教学内容% 试题库按填空题$判断题$选择题$名词解释$简

答题与计算题分类排列#教师只需要根据已完成的教学内容#在试题库的每类试题中各选择

6



一部分试题就可以快速生成一份新试卷并得到试卷答案%

*

如图 5所示#光盘+Q测量实验与实习,文件夹下放置了 9次测量实验指导书与测量实

习指导书的开放 ODA文件#教师可根据本校各专业的实际情况选择实验与实习的内容%

图 51$Q测量实验与实习%文件夹下

的开放 ODA文件目录

+

光盘+()*+,--.程序,文件夹下放置了本

书()*+,--.母机的 6- 个程序的逐屏数码图片

??>文件#还放置了主要程序的操作视频文件%

建议教师安排多名同学分别输入到各自的计算

器内#然后通过数据通讯方式传输到一台 ()*

+,--.中#最后分别传输给每位同学%

,

光盘+ Q测量仪器录像片,与+ Q视频教

学,文件夹下放置了反映当今国际先进测量仪

器与测量方法的视频录像文件#主要有 E?P与

0K2视频格式文件#它们不能在普通 JKJ机上播放#只能在 ./机上使用视频播放软件播

放#建议使用 WTFOD@XYUOTZ.[Z\U]软件播放%

-

光盘+Q测量仪器说明书,文件夹下放置了国内外主流仪器厂商生产的绝大部分全站

仪$"#$$与测量软件的 ?O(格式说明书文件#它需要先安装 ?O(阅读器才可以打开$查看及

打印这些说明书文件的内容%

.

光盘+Q高斯投影程序,文件夹放置了."5*64U)U程序文件#请读者将该文件夹复制到

./机的硬盘#即可执行."5*6程序计算%

."5*64U)U程序文件可以在WTF9,$WTF .̂$WTF:3!5_T>下运行#方法是#先按书中介绍的

程序要求#用WTFOD@X记事本编写一个已知数据文件并按程序要求的文件名存盘保存#在

WTFOD@X的资源管理器下双击扩展名为U)U的./机程序#输入已知数据文件名#按回车键#

当已知数据文件名$文件格式及其内容正确无误时#将在同文件夹生成一个 $<成果文件和

/$与 $'坐标文件% 用记事本打开它们即可查看计算成果%

/01

光盘+Q全站仪模拟器,文件夹下放置了部分全站仪的模拟器软件#只有徕卡全站仪的

模拟器软件需要安装#其余全站仪的模拟器软件只需要将其复制到用户 ./机硬盘#并将其

发送到WTFOD@X桌面上即可使用%

/02

光盘+Q全站仪通讯软件,文件夹下放置了国内外主流全站仪生产厂商的全站仪通讯

软件#其中#索佳$南方测绘与科力达公司的通讯软件不需要安装#只需将其复制到 ./机的

硬盘中#然后发送到WTFOD@X桌面上即可使用#其余通讯软件需要安装后才能使用%

编1者

5-6!年 6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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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言

这是一本适用于高职高专土建类各专业的多媒体立体化教材#随书标配 , "8单面双层

JKJ光盘提供了本课程所需的全部电子教学文件%

本书采用最新版!工程测量规范"

/60与地形图图式/70/+0/;0

#以培养学生的测$算$绘职业

技能为主线进行编写#其中+测,是操作常规光学仪器$全站仪$数字水准仪$"#$$ %&'采集

或放样点位的坐标-+算,是应用工程编程机 ()*+,--.程序计算点位的坐标-+绘,是应用

0C>D/0J与数字测图软件/0$$编辑与采集点位的坐标%

从 5-65年开始#教育部在全国高职院校举办测量技能大赛#大赛的 ! 项内容是'J$-+

精密水准仪二等水准测量$卡西欧图形机 ()*9:+-"

#

测量编程计算$南方 /0$$ 电子平板法

数字测图% 大赛内容实际上属于测$算$绘技能之一#这也正是本书全力打造的基本内容%

卡西欧工程机()*+,--.与图形机()*9:+-"

#

的程序语言是完全相同的#学会了()*+,--.

就很容易掌握()*9:+-"

#

的使用方法% ()*9:+-"

#

可以使用通讯软件 M0*657 与 ./机进行

数据通讯#可以在M0*657中输入与编辑程序并上传到机器内存#因此#()*9:+-"

#

的程序输

入与交流比()*+,--.更加方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文献/6!0与/670%

测量的任务是测定与测设#两者的基础是空间点位的三维坐标% 土建类专业学生到施

工企业就业#所从事测量工作的内容#9+N以上是测设% 测设也称施工放样#施工放样的关

键是获取放样点位的三维设计坐标%

电子测量软硬件设备的应用与普及#对测量的原理与方法$教材的内容改革提出了新的

挑战% 在对测$算$绘技能#尤其是对卡西欧编程机程序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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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内容做了如下调整#以使本书内容适应施工测量生产实践的需要%

"

建筑物数字化放样'它是在0C>D/0J中对建筑基础施工图 O@P文件进行编辑$校准并

变换为测量坐标系#用数字测图软件/0$$采集设计点位的坐标文件#最后将坐标文件上载

到全站仪或"#$$ %&'内存#就可以实现快速$高效$准确地放样%

&

本书的()*+,--.程序取自文献/660/650#为配合工程编程机 ()*+,--.的教学需要#

光盘提供了+Q电子章节Q附录8R()*+,--.编程计算器简介4?O(,文件%

'

附录0测量实验只给出了 7个基础测量实验#这是学习本课程所需进行的最低限度

的测量实验#我们在光盘+Q测量实验与实习,文件夹下给出了完整的 6- 个测量实验指导书

及测量实习指导书的开放 ODA文件#以便于教师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选择与修改测量实验

指导书及测量实习指导书的内容%

(

建筑变形测量是土建类专业学生应了解的内容#但按现有的!建筑变形测量规程"

/:0

的规定#变形与沉降观测网都要求按严密平差法进行数据处理#而非测绘专业的学生不具备

这些知识% 为压缩纸质教材篇幅#本书将该内容制作成+附录/R建筑变形测量4?O(,文件#放

入光盘+Q电子章节,文件夹#供大家选用%

)

按高职教育课程理论知识够用为原则#简化与压缩了第 ; 章测量误差的内容#其他章

节的内容与本科教材/6-0是基本相同的%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使用主流测量仪器

与设备从事建筑施工测量的职业技能#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课程#因为如果学生到施工企业

就业#无论什么学历#面对的施工测量岗位是基本相同的%

本书由覃辉主编#由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卢正教授主审%

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意见#以改进我们的修订工作% 敬请读者将使用中发现的

问题和建议及时发送到 B=*+-;H6;!4ADE邮箱%

编1者

5-6!年 6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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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章
绪　 论

　 　 •基本要求　 理解重力、铅垂线、水准面、大地水准面、参考椭球面、法线的概念

及其相互关系；掌握高斯平面坐标系的原理；了解我国大地坐标系———“１９５４ 北京坐

标系”与“１９８０西安坐标系”的定义、大地原点的意义；了解我国高程系———“１９５６ 年

黄海高程系”与“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的定义、水准原点的意义；了解 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

标系的定义。
•重点　 测量的两个任务———测定与测设，其原理是测量并计算空间点的三维

坐标，测定与测设都应在已知坐标点上安置仪器进行，已知点的坐标是通过控制测量

的方法获得。
•难点　 大地水准面与参考椭球面的关系，高斯平面坐标系与数学笛卡儿坐标

系的关系与区别，我国对高斯平面坐标系 ｙ 坐标的处理规则。

１．１　 测量学简介

测量学是研究地球表面局部地区内测绘工作的基本原理、技术、方法和应用的学科，测
量学将地表物体分为地物和地貌。

地物：地面上天然或人工形成的物体，它包括湖泊、河流、海洋、房屋、道路、桥梁等。
地貌：地表高低起伏的形态，它包括山地、丘陵和平原等。
地物和地貌总称为地形。 测量学的主要任务是测定和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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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广东省江门市北新区体育公园地形图与规划设计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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