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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注册测绘师，是指经考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证书》，并
依法注册后，从事测绘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我国的注册测绘师制度于２００７年
建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由原人事部、国家测绘局共同颁布了注册
测绘师制度的有关规定及配套实施办法。２０１１年，采用考核的办法，经注册测
绘师资格考核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复核并公示，我国第一批注册测绘师正式诞
生。首批注册测绘师的产生，标志着这一制度进入实施阶段，对于加强测绘行
业的管理，提高测绘专业人员素质，规范测绘行为，保证测绘成果质量，推动我
国测绘工程技术人员走向国际测绘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帮助广大测绘专业人员以及有志于测绘执业的考生快速、高效地掌握
教材及考试大纲要求的知识，顺利通过考试，中大网校与天津大学出版社联合组
织测绘方面的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全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真题·模拟·解
析三合一精品试卷”。根据考试特点和考纲要求，本系列三合一精品试卷分为
三册：《测绘综合能力》、《测绘管理与法律法规》和《测绘案例分析》。

精品试卷依据最新全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大纲及教材进行编写。其内
容包含２０１１年考试命题以及作者编写的多套模拟试题，并一一进行了解析，同
时，对２０１１年考试的知识点、考点分布及分值进行了详细统计，从中可以帮助考
生总结经验、摸索出题规律，加强有针对性的复习，以适应考试要求。尤其是作
者殚精竭虑、精心编写的多套模拟试题，针对性强、覆盖面广，是考生考试训练
的重要参考资料。本套精品试卷具有如下特点。

（１）紧扣大纲，指导性强：本套精品试卷严格依据大纲编写，涵盖大纲要求
的全部考点，重点、难点在本书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

（２）题目新颖，解析详细：作者精心挑选并编写了大量的模拟试题，这些试
题以２０１１年真题为模板，在出题角度和深度方面模拟真题，并解析详尽，有利于
考生掌握答题的思路、方法和技巧。

（３）包含真题，实用高效：本套试卷包含最新的考试真题，帮助考生熟悉真
题考查范围，使考生在复习时能够准确地把握考点，增加考生实战经验，使考生
在短时间内提高应试能力。

在此，特别感谢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河北农
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测绘专业老师的鼎力支持。

由于本书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由衷祝愿广大考生能够顺利通过考试，并取得优异成绩。

全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趋势研究小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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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２０１１年全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
“测绘综合能力”试卷分析

２０１１年全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正式实行，标志我国测绘师执业资格确立了符合国际惯
例规格、标准及严格的认证程序。第一次《测绘综合能力》试卷的出题情况如下：单选题８０题，
每题１分；多选题２０题，每题２分；试卷满分１２０分。总的来说，大部分试题考查的都是基本
概念和基本理论以及测量规范的基础知识。这是第一次国家尝试性考试，所以试题总体不是很
难，今后的考试必将在难度上有一定的提高。试题涉及测绘领域的十个部分，出题比较灵活，这
就需要考生在复习过程中把握深度，加大广度，紧扣教材，深入理解。

根据试题的题目来看，有些题目是直接考试教材的内容，比如单选题第４５题：在设计地图投
影方式时，呈圆形轮廓的区域宜采用什么投影。教材中有明确答案，就是方位投影。这种试题属
于基本知识的考查，难度较低。因此，如果认真学习教材，很容易选择出正确答案。但有些题目
需要做一些简单的计算，才能选出正确答案，不过这种题目的数量较少，而且计算量也非常小，用
计算器就可直接计算出来。比如单选题第２５题，就是一道很简单的计算题，题目中已说明是等
影响原则，也就意味着Δ１＝Δ２，代入题中公式计算可得出答案。从２０１１年度第一次考试来看，考
查的内容对于大地测量、工程测量、摄影测量和地图编制的内容较多，其中ＧＰＳ知识点是考查的
重点。ＧＰＳ是近代测绘的发展，目前被广泛使用，因此考生在复习过程中要重点关注有关ＧＰＳ
的知识点。

根据２０１１年的考试出题情况，要想顺利通过测绘综合能力的考试，考生要做到如下几点。
（１）要仔细通读辅导教材，整体把握各个方面的知识点。教材是考生复习的基础，是根

据考纲要求而编写的，也是考试的基本依据。考试中的各个考题都能在教材中有所体现。
因此，考生要认真研读教材，把握各个方面的知识点。

（２）对所学知识要活学活用，灵活运用，理解其内涵，不能一味地死记硬背。因为有很
多考题就是变换了角度，改变一下问法而已。除了学习辅导教材以外，我们在复习过程中还
要重点学习《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测量规定》、《工程测量规范》、《１∶５００、１∶１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数字化测图规范》、《数字地形图系列和基本要求》、《行政区域
界线测绘规范》、《房产测量规范》、《１∶５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
范》、《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更新规范》等相关内容，对于这些规范都应该有所了解，以丰富
自己的知识面。

（３）要多看多练，加强实战训练。多做习题，是扩大知识面、巩固书本知识、提高应试能
力的重要途径。本次全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趋势研究小组根据广大考生的要求，编写了
这套真题·模拟·解析三合一精品试卷。这是根据考纲要求，在对２０１１年考试试题进行全
面分析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这套精品试卷既对２０１１年试题给出答案和解析，也对各套模拟
试题给出了答案和解析。可以帮助考生全面复习所学知识，把握考试重点，掌握答题技巧，
提高应试能力。

为了帮助考生对２０１１年考试试题有较全面了解，现将２０１１年命题涉及的主要考点和
分值统计情况列表如下。

—１—



２０１１年命题涉及的主要考点及分值统计

知识点 ２０１１年考试分值 命题涉及的考点

大地测量 ２７

　ＧＰＳ独立边数量的计算

　ＧＰＳ配用的商用软件的使用范围

　ＧＰＳ定位模式

　ＧＰＳ的联测

　ＧＰＳ控制网技术设计的内容

　大地高与正常高的关系

　２０００国家ＧＰＳ控制网的组成

　国家一、二级高程控制网的方法

　我国的现行高程系统和国家坐标系统的知识点

　跨河水准测量的精度要求

　水准测量的原理

　单一水准路线的平差计算

　三角高程测量的精度影响

　地形测图图根控制的精度要求

　地形测图控制网的平面精度

　地形测图图根水准的起点要求

　加密重力测量的注意事项

　相对重力测量的内容

工程测量 １５

　工矿区１∶５００竣工图测绘的精度要求

　陀螺经纬仪的测定

　沉降观测基准点的数量要求

　变形测量注意事项

　工程测量坐标系的选择

　市政工程施工设计阶段对地形图的要求

　施工放样中，等影响原则处理误差

　贯通测量的精度要求

　小角法的误差传播

　大坝变形测量的内容

　线路定测的内容

　建筑物垂直位移的方法

摄影测量与遥感 １３

　投影差以及减小投影差的方法

　航测内业数字化的过程

　解析法相对定向

　航测法外业的内容

　多源遥感的优点

　共线方程的使用

　地面采样间隔

　ＰＯＳ的组成

　摄影测量空中三角测量计算

—２—

测绘综合能力



续表

知识点 ２０１１年考试分值 命题涉及的考点

地图编制 １６

　方位投影的使用范围

　地图综合编制的方法

　专题图的表示方法

　制图综合物体选择顺序原则

　图廓边长与理论值的精度要求

　地图图幅设计

　不同比例尺地形图的投影方法

　地图的分幅与编号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的编绘

　等高线的分类

　数字地形图产品标记内容

　地形图更新方式按地形要素等因素

　电子地图的设计内容

地理信息系统 １３

　栅格数据的特点

　图形输出设备的分类

　Ｅ－Ｒ图

　ＧＩＳ软件测试的顺序和内容

　ＧＩＳ工程项目设计的内容

　矢量空间数据压缩

　地理信息系统输出产品的类型

　数据库系统

　数据字典

地籍测绘 ６

　地籍图界址点的精度要求

　地籍界址点坐标的测量方法

　地籍管理的内容

　地籍测量坐标系的选择原则

　变更地籍测量的要求

界线测绘 ６

　现行的界线测绘的高程系统和坐标系统

　界线测绘的内容

　行政区域界线测绘规范对边界协议书附图界桩点的精度要求

　边界协议书附图的表示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域边界协议书附图集的内容

房产测绘 ８

　房产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原则

　房产测量规范规定的房屋建筑面积的组成

　房屋建筑结构的类型

　房地产变更测量的分类

　建筑面积计算

　房产测量规范中的测量精度要求

　房产权属的内容

—３—

一、２０１１年全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测绘综合能力”试卷分析



续表

知识点 ２０１１年考试分值 命题涉及的考点

测绘航空摄影 ６

　推扫式阵列传感器的成像特点

　ＧＰＳ辅助航空摄影测量

　航空摄影机检校的内容和目的

　航空像片重叠度的计算

　航空摄影测量中的地形类别

海洋测绘 １０

　海道测量的高程系统

　干出礁

　海图潮信资料的内容

　海图的内容要素

　常用的海道平面控制测量

　测深仪器

　主测深线与等深线关系的要求

—４—

测绘综合能力



二、２０１１年“测绘综合能力”试卷与答案及解析

（一）　“测绘综合能力”试卷

　　一、单项选择题（共８０题，每题１分，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最符合题意）

１．使用Ｎ 台（Ｎ＞３）ＧＰＳ接收机进行同步观测所获取的ＧＰＳ边中，独立的ＧＰＳ边的
数量是（　　）。

Ａ．Ｎ 　　　　　　Ｂ．Ｎ－１　　　　　Ｃ．Ｎ（Ｎ＋１）／２　　Ｄ．Ｎ（Ｎ－１）／２
２．我国现行的大地原点、水准原点分别位于（　　）。

Ａ．北京、浙江坎门 Ｂ．北京、山东青岛

Ｃ．陕西泾阳、浙江坎门 Ｄ．陕西泾阳、山东青岛

３．大地水准面精化工作中，Ａ、Ｂ级ＧＰＳ观测应采用（　　）定位模式。

Ａ．静态相对 Ｂ．快速静态相对 Ｃ．准动态相对 Ｄ．绝对

４．为求定ＧＰＳ点在某一参考坐标系中的坐标，应与该参考坐标系中的原有控制点联
测，联测的点数不得少于（　　）个点。

Ａ．１ Ｂ．２ Ｃ．３ Ｄ．４
５．地面上任意一点的正常高为该点沿（　　）的距离。

Ａ．垂直至似大地水准面 Ｂ．法线至似大地水准面

Ｃ．垂直至大地水准面 Ｄ．法线至大地水准面

６．ＧＰＳ点的大地高Ｈ、正常高ｈ和高程异常三者之间正确的关系是（　　）。

Ａ．＝Ｈ－ｈ　 Ｂ．＜Ｈ－ｈ　 Ｃ．＝ｈ－Ｈ　 Ｄ．＜ｈ－Ｈ
７．按现行《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测量规定》，随ＧＰＳ接收机配备的商用软件只能用于

（　　）。

Ａ．Ｃ级及以下各级ＧＰＳ网基线解算 Ｂ．Ａ级ＧＰＳ网基线预处理

Ｃ．Ｂ级ＧＰＳ网基线精处理 Ｄ．Ａ级ＧＰＳ网基线精处理

８．水准测量时，应使前后视距尽可能相等，其目的是减弱（　　）的误差影响。

Ａ．圆水准器轴不平行于仪器竖轴 Ｂ．十字丝横丝不垂直于仪器竖轴

Ｃ．标尺分划误差 Ｄ．仪器视准轴不平行于水准管轴

９．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单一水准路线高差闭合差的分配原则是（　　）。

Ａ．按距离成比例反号分配 Ｂ．按距离成比例网号分配

Ｃ．按测段平均反号分配 Ｄ．按测段平均网号分配

１０．一、二等水准路线跨越江、河，当视线长度大于（　　）ｍ时，应根据视线长度和仪器
设备等情况，选用规范规定的相应方法进行跨河水准测量。

Ａ．５０ Ｂ．１００ Ｃ．１５０ Ｄ．２００
１１．加密重力测量测线中，当仪器静放３小时以上时，必须在（　　）读数，按静态零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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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Ａ．静放前 Ｂ．静放后 Ｃ．静放中 Ｄ．静放前后

１２．相对重力测量是测定两点的（　　）。

Ａ．重力差值 Ｂ．重力平均值 Ｃ．重力绝对值 Ｄ．重力加速度

１３．工矿区１∶５００比例尺竣工图测绘中，主要建筑物细部点坐标中误差不应超过
（　　）ｍ。

Ａ．±０．０５ Ｂ．±０．０７ Ｃ．±０．１０ Ｄ．±０．１４
１４．陀螺经纬仪测定的方位角是（　　）。

Ａ．坐标方位角 Ｂ．磁北方位角

Ｃ．施工控制网坐标系方位角 Ｄ．真北方位角

１５．建筑物沉降观测中，基准点数至少应有（　　）个。

Ａ．１ Ｂ．２ Ｃ．３ Ｄ．４
１６．某平坦地区１∶２　０００比例尺地形图的基本等高距确定为１ｍ，全站仪测图时，除应

选择一个图根点作为测站定向点外，尚应施测另一个图根点作为测站检核，检核点的高程误
差不应大于（　　）ｍ。

Ａ．±０．１０ Ｂ．±０．１５ Ｃ．±０．２０ Ｄ．±０．２５
１７．在水准测量中，若后视点读数小于前视点读数，则（　　）。

Ａ．后视点比前视点低 Ｂ．后视点比前视点高

Ｃ．后视点、前视点等高 Ｄ．后视点、前视点的高程取决于仪器高度

１８．如图，由两个已知水准点１、２测定未知点Ｐ的高程，已知数据和观测数据见表，其
中Ｈ１为高程，ｈ１为高差，ｎ１为测站数，Ｐ点的高程值应为（　　）ｍ。

１　 ２
Ｈ１（ｍ） ３５．６０　 ３５．４０
ｈ１（ｍ） ０．６０　 ０．６０
ｎ１ ２　 １

Ａ．３６．００ Ｂ．３６．０４ Ｃ．３６．０７ Ｄ．３６．１０
１９．为满足测量成果的一测多用，在满足精度的前提下，工程测量应采用（　　）平面直

角坐标系。

Ａ．任意带高斯正形投影 Ｂ．独立

Ｃ．国家统一３°带高斯正形投影 Ｄ．抵偿投影面的３°带高斯正形投影

２０．市政工程施工设计阶段需要的地形图比例尺一般为（　　）。

Ａ．１∶１００～１∶２００ Ｂ．１∶５００～１∶１　０００
Ｃ．１∶２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 Ｄ．１∶１０　０００
２１．某丘陵地区１∶１　０００地形测图基本等高距确定为１ｍ，那么，图根控制点的高程相

对于邻近等级控制点的中误差不应超过（　　）ｍ。

Ａ．±０．１０ Ｂ．±０．１５ Ｃ．±０．２０ Ｄ．±０．２５
２２．大比例尺地形测图时，图根控制点相对于邻近等级控制点的平面点位中误差，不应

大于图上（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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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１０ Ｂ．±０．２ Ｃ．±０．３ Ｄ．±０．５
２３．测图控制网的平面精度应根据（　　）来确定。

Ａ．控制网测量方法 Ｂ．测图比例尺

Ｃ．测绘内容的详细程度 Ｄ．控制网网形

２４．地形测图时，图根水准测量起算点的精度不应低于（　　）的精度。

Ａ．等外水准点 Ｂ．一级导线点 Ｃ．四等水准点 Ｄ．三等水准点

２５．在施工放样中，若设计允许的总误差为Δ，允许测量工作的误差为Δ１，允许施工产
生的误差为Δ２，且Δ２＝Δ２１＋Δ２２，按“等影响原则”，则有Δ１＝（　　）。

Ａ．１２Δ Ｂ．１
槡２
Δ Ｃ．１３Δ Ｄ．１

槡３
Δ

２６．按现行《工程测量规范》，一条长度为６ｋｍ的隧道工程相向施工，其中线在贯通面
上的高程贯通误差不应大于（　　）ｍｍ。

Ａ．５０ Ｂ．６０ Ｃ．７０ Ｄ．８０
２７．如图，利用小角法测定观测点Ｐ与基准线ＡＢ 间的水平位移Δ，已知Ｐ点距Ａ 点的

距离Ｓ为４０ｍ，测角中误差为±５″，在不考虑距离测量中误差影响的情况下，Δ的测定精度

为（　　）ｍｍ。（提示∶Δ＝α
ρ
＋Ｓ，此处ρ取２００　０００）

Ａ．±０．５ Ｂ．±１．０ Ｃ．±１．５ Ｄ．±２．０
２８．大坝变形测量中，视准线法可以用来测定坝体的（　　）。

Ａ．垂直位移 Ｂ．挠度 Ｃ．主体倾斜 Ｄ．水平位移

２９．《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规定我国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均以（　　）地形
图为基础，按经差和纬差划分图幅。

Ａ．１∶１０００　０００ Ｂ．１∶５００　０００ Ｃ．１∶１００　０００ Ｄ．１∶１０　０００
３０．航空摄影测量中，因地面有一定高度的目标物体或地形自然起伏所引起的航摄像

片上的像点位移称为航摄像片的（　　）。

Ａ．倾斜误差 Ｂ．辐射误差 Ｃ．畸变误差 Ｄ．投影差

３１．按现行《１∶５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数字化测图规范》，一幅
图内宜采用一种基本等高距，当用基本等高距不能描述地貌特征时，应加绘（　　）。

Ａ．计曲线 Ｂ．等值线 Ｃ．首曲线 Ｄ．间曲线

３２．按现行《数字地形图系列和基本要求》，数字地形图产品标记内容的顺序为（　　）。

Ａ．分类代码、分幅编号、使用标准号、产品名称

Ｂ．产品名称、分类代码、分幅编号、使用标准号

Ｃ．分幅编号、分类代码、使用标准号、产品名称

Ｄ．使用标准号、产品名称、分幅编号、分类代码

３３．基于胶片的航测内业数字化生产过程中，内定向的主要目的是实现（　　）的转换。

Ａ．像片坐标到地面坐标 Ｂ．扫描坐标到地面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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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像平面坐标到像空间坐标 Ｄ．扫描坐标到像片坐标

３４．解析法相对定向中，一个像对所求的相对定向元素共有（　　）个。

Ａ．４ Ｂ．５ Ｃ．６ Ｄ．７
３５．城区航空摄影时，为减少航摄像片上地物的投影差，应尽量选择（　　）焦距摄影机。

Ａ．短 Ｂ．中等 Ｃ．长 Ｄ．可变

３６．航测法成图的外业主要工作是（　　）和像片调绘。

Ａ．地形测量 Ｂ．像片坐标测量 Ｃ．地物高度测量 Ｄ．像片控制测量

３７．ＧＰＳ辅助航空摄像测量中，机载ＧＰＳ的主要作用之一是用来测定（　　）的初值。

Ａ．外方位线元素 Ｂ．内定向参数 Ｃ．外方位角元素 Ｄ．地面控制点坐标

３８．就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言，下列航测数字化生产环节中，自动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是
（　　）。

Ａ．影像内定向 Ｂ．ＤＯＭ的生产 Ｃ．ＤＬＧ的生产 Ｄ．空中三角测量

３９．多源遥感影像数据融合的主要优点是（　　）。

Ａ．可以自动确定多种传感器影像的外方位元素

Ｂ．可以充分发挥各种传感器影像自身的特点

Ｃ．可以提高影像匹配的速度

Ｄ．可以自动发现地物的变化规律

４０．推扫式线阵列传感器的成像特点是（　　）。

Ａ．每一条航线对应着一组外方位元素

Ｂ．每一条扫描行对应着一组外方位元素

Ｃ．每一个像元对应着一组外方位元素

Ｄ．每一幅影像对应着一组外方位元素

４１．基于共线方程所制作的数字正射影像上依然存在投影差的主要原因是（　　）。

Ａ．计算所使用的共线方程不严密

Ｂ．地面上建筑物太多

Ｃ．计算所使用的ＤＥＭ没有考虑地面目标的高度

Ｄ．地形的起伏太大

４２．对航空摄影机进行检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精确获得摄影机（　　）的值。

Ａ．内方位元素 Ｂ．变焦范围 Ｃ．外方位线元素 Ｄ．外方位角元素

４３．数字航空摄影中，地面采样间隔（ＧＳＤ）表示（　　）。

Ａ．时间分辨率 Ｂ．光谱分辨率 Ｃ．空间分辨率 Ｄ．辐射分辨率

４４．对平坦地区航空影像而言，若航向重叠度为６０％，旁向重叠度为３０％，那么，航摄
像片所能达到的最大重叠像片数为（　　）张。

Ａ．４ Ｂ．６ Ｃ．８ Ｄ．９
４５．在设计地图投影方式时，呈圆形轮廓的区域宜采用（　　）投影。

Ａ．圆柱 Ｂ．圆锥 Ｃ．方位 Ｄ．多圆锥

４６．地图缩编时，多采用舍弃、移位和压盖等手段来处理要素间的争位性矛盾。下列关
于处理争位性矛盾的说法，错误的是（　　）。

Ａ．街区中的有方位意义的河流可以采用压盖街区的办法完整地绘出河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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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当人工物体与自然物体发生位置矛盾时，一般移动自然物体

Ｃ．连续表示的国界线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均不允许移位，周围地物相对关系要与之相
适应

Ｄ．居民点与河流、交通线相切、相割、相离的关系，一般要保持与实地相适应

４７．在专题地图表示方法中，能较好地反映制图区域某些点呈周期性现象的数量特征
和变化的方法是（　　）。

Ａ．等值线法 Ｂ．定位图表法 Ｃ．质底法 Ｄ．范围法

４８．下列关于制图综合物体选取顺序的说法，错误的是（　　）。

Ａ．从主要到次要 Ｂ．从高等级到低等级

Ｃ．从大到小 Ｄ．从数量到质量

４９．国家基本比例尺１∶２５　０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和１∶１００　０００地图编绘中，图廓边长与理论
值之差不大于（　　）ｍｍ。

Ａ．±０．１５ Ｂ．±０．２０ Ｃ．±０．２５ Ｄ．±０．３０
５０．地图图幅设计中，某图幅确定使用地理坐标网，应选择（　　）作为本图幅的中央经线。

Ａ．图幅中最小的整数位经线 Ｂ．靠近图幅中间位置的整数位经线

Ｃ．靠近图幅东边位置的整数位经线 Ｄ．公里网线

５１．下列比例尺地形图中，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６°分带法的是（　　）。

Ａ．１∶２　０００ Ｂ．１∶５　０００ Ｃ．１∶１０　０００ Ｄ．１∶５０　０００
５２．在我国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中，若某点经度为１１４°３３′４５″，纬度为３９°２２′３０″，其所在

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万比例尺地形图的编号是（　　）。

Ａ．Ｊ４９ Ｂ．Ｈ４９ Ｃ．Ｊ５０ Ｄ．Ｈ５０
５３．与矢量数据相比，栅格数据的特点是（　　）。

Ａ．数据结构简单 Ｂ．能够提供有效的拓扑关系

Ｃ．数据存储所占空间小 Ｄ．图形与属性数据联动

５４．图形输出设备可分为矢量型和栅格型两类，下列各组输出设备中，全部为栅格型的
是（　　）。

Ａ．喷墨绘图仪、笔式绘图仪、激光照排机、点阵式打印机

Ｂ．激光照排机、喷墨绘图仪、静电绘图仪、笔式绘图仪

Ｃ．点阵式打印机、激光照排机、笔式绘图仪、静电绘图仪

Ｄ．静电绘图仪、点阵式打印机、喷墨绘图仪、激光照排机

５５．在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中，当地物符号化后出现压盖时，应进行符号位移，位
移后符号间保持的间隔值一般不小于（　　）ｍｍ。

Ａ．０．１ Ｂ．０．２ Ｃ．０．３ Ｄ．０．４
５６．标准的实体－关系（Ｅ－Ｒ）图中，分别用方框和椭圆表示（　　）。

Ａ．联系、属性 Ｂ．属性、实体类型 Ｃ．实体类型、属性 Ｄ．联系、实体类型

５７．ＧＩＳ软件测试四个基本步骤的先后顺序是（　　）。

Ａ．系统测试、确认测试、联合测试、模块测试

Ｂ．模块测试、确认测试、联合测试、系统测试

Ｃ．系统测试、联合测试、确认测试、模块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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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模块测试、联合测试、确认测试、系统测试

５８．ＧＩＳ工程项目在设计阶段，需要进行需求分析。下列关于需求分析的说法，正确的
是（　　）。

Ａ．需求分析报告要获得用户认可 Ｂ．系统需求是用户提出的要求

Ｃ．用户可以不参与需求分析过程 Ｄ．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需要需求分析

５９．下列内容中，属性数据字典不描述的是（　　）。

Ａ．数据元素与数据结构 Ｂ．数据存储与处理

Ｃ．数据流 Ｄ．拓扑关系

６０．下列方法中，可用于矢量空间数据压缩的是（　　）。

Ａ．行程编码和四叉树编码 Ｂ．利用算法删除线状要素上的部分点

Ｃ．建立图元之间的拓扑关系 Ｄ．将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分开存储

６１．商住楼中住宅与商业共同使用的共有建筑面积，按住宅与商业的（　　）比例分摊
给住宅和商业。

Ａ．房屋价值 Ｂ．建筑面积 Ｃ．土地面积 Ｄ．土地价值

６２．地籍图上一类界址点相对于邻近图根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得超过（　　）ｃｍ。

Ａ．±５ Ｂ．±７．５ Ｃ．±１０ Ｄ．±１５
６３．地籍管理的内容包括土地调查、土地登记、土地统计、土地分等定级、土地估价、

（　　）等。

Ａ．地籍档案建立 Ｂ．地籍图测绘 Ｃ．界址点测定 Ｄ．宗地图测绘

６４．地籍测量坐标系统应优先选用（　　）坐标系。

Ａ．独立 Ｂ．任意 Ｃ．国家 Ｄ．地方

６５．当一幅地籍图内变更面积超过（　　）时，应对该图幅进行更新测量。

Ａ．１／４ Ｂ．１／３ Ｃ．１／２ Ｄ．２／３
６６．现行界线测绘应采用的坐标系统与高程基准是（　　）。

Ａ．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和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

Ｂ．１９８０西安坐标系和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

Ｃ．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和１９５６黄海高程系

Ｄ．１９８０西安坐标系和１９５６黄海高程系

６７．界线测绘的内容包括界线测绘准备、（　　）、边界点测定、边界线及相关地形要素
调绘、边界协议书附图制作与印刷、边界点位置和边界走向说明的编写。

Ａ．界桩埋设和测定 Ｂ．边界地形图测绘

Ｃ．边界线情况图编制 Ｄ．边界主张线图标绘

６８．按现行《行政区域界线测绘规范》，边界协议书附图中界桩点的最大展点误差不应
超过相应比例尺地形图图上（　　）ｍｍ。

Ａ．±０．１ Ｂ．±０．２ Ｃ．±０．３ Ｄ．±０．４
６９．边界协议书附图的内容应包括边界线、界桩点及相关的地形要素、名称、注记等，各

要素应（　　）表示。

Ａ．系统 Ｂ．简要 Ｃ．详尽 Ｄ．突出

７０．按现行《房产测量规范》，房屋的建筑面积由（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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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套内建筑面积和套内墙体面积

Ｂ．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和分摊得到的共有建筑面积

Ｃ．套内建筑面积和分摊得到的共有建筑面积

Ｄ．套内建筑面积、套内阳台建筑面积和套内墙体面积

７１．房屋建筑结构可分为砖木结构、混合结构、（　　）、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其他
结构。

Ａ．砖混结构 Ｂ．土木结构

Ｃ．钢和钢筋混凝土结构 Ｄ．石结构

７２．房地产变更测量分为（　　）测量两类。

Ａ．现状变更和权属变更 Ｂ．面积变更和结构变更

Ｃ．权界变更和权属变更 Ｄ．面积变更和权属变更

７３．按现行《房产测量规范》，房屋层高（　　）ｍ以下不计算建筑面积。

Ａ．２．２ Ｂ．２．４ Ｃ．２．６ Ｄ．２．８
７４．现行《房产测量规范》未作出测量精度要求规定的房产测量对象是（　　）。

Ａ．房产界址点 Ｂ．房角点 Ｃ．房屋面积 Ｄ．房屋边长

７５．现行海道测量使用的高程系统是（　　）。

Ａ．理论深度基准面 Ｂ．当地平均海面

Ｃ．吴淞零点 Ｄ．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

７６．干出礁高度从（　　）起算。

Ａ．理论深度基准面 Ｂ．当地平均海面

Ｃ．平均大潮低潮面 Ｄ．理论大潮高潮面

７７．海图上的潮信资料有平均高潮间隙、平均低潮间隙、大潮升、小潮升和（　　）。

Ａ．平均海面 Ｂ．最高潮位 Ｃ．最低潮位 Ｄ．涨潮历时

７８．海图内容的三大要素是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　　）。

Ａ．水部要素 Ｂ．陆部要素 Ｃ．助航要素 Ｄ．辅助要素

７９．人工观测水位时，水尺设置的要求是（　　）。

Ａ．水尺零点不低于平均海面 Ｂ．水尺零点低于最低潮面

Ｃ．水尺零点不高于平均海面 Ｄ．水尺零点高于最高潮面

８０．目前海道测量平面控制常用的测量方法是（　　）。

Ａ．三角测量 Ｂ．三边测量 Ｃ．导线测量 Ｄ．ＧＰＳ测量
二、多项选择题（共２０题，每题２分。每题的备选项中，有２个或２个以上符合题意，至

少有１个是错项。错选，本题不得分；少选，所选的每个选项得０．５分）

８１．ＧＰＳ控制网技术设计的一般内容包括（　　）。

Ａ．控制网应用范围　　　　Ｂ．分级布网方案　　　　　Ｃ．测量精度标准

Ｄ．坐标系统与起算数据 Ｅ．测站间的通视

８２．目前“２０００国家ＧＰＳ控制网”是由（　　）组成的。

Ａ．国家测绘局布设的ＧＰＳ　Ａ、Ｂ级网

Ｂ．总参测绘局布设的ＧＰＳ一、二级网

Ｃ．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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