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  导线测量 
5.2.1 导线的布设形式 

1、闭合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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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知控制点） 

导线点 

       由测量人员根据测量任务在测区内选定若干控制

点，组成的多边形或折线称导线，这些点称导线点。
导线可布设成以下 

三种： 



2、附合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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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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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勘选点，布网设计 

 埋石（埋桩）、编号、作点之记 

水平角观测 

边长测量 

导线定向 

5.2.2 导线测量的外业工作 



1、踏勘选点 

实地选点时应注意下列几点： 

    (1)导线点应选在地势较高、视野开阔的地点，便于施测
周围地形； 

(2)相邻两导线点间要互相通视，便于测量水平角； 

    (3)导线应沿着平坦、土质坚实的地面设置，以便于丈量
距离； 

(4)导线边长要选得大致相等，相邻边长不应悬殊过大； 

(5)导线点位置须能安置仪器，便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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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标志 



3、导线边长测量 

 

4、水平角测量 

 导线的水平角即转折角，是用经纬仪按测回法进

行观测的，在导线点上可以测量导线前进方向的

左角或右角。  

    导线采用普通钢尺丈量导线边长或用全站仪进行

导线边长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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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级 仪器型号 
  光学测微器
两次重合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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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闭合导线的计算 

角度闭合差的计算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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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标增量闭合差的计算与调整 

    所有坐标增量改数的总和，其数值应等于坐标增
量闭合差而符号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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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附合导线的计算  

    附合导线的坐标计算方法与闭合导线基本上相
同，但由于布置形式（见下图）不同，且附合导线
两端与已知点相连，因而只是角度闭合差与坐标增
量闭合差的计算公式有些不同，下面介绍这两项的计
算方法：  



① 角度闭合差的计算 

附合导线角度闭合差的一般形式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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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坐标增量闭合差的计算  

    附合导线坐标增量闭合差的调整方法以及导线精度的衡

量均与闭合导线相同。  

E:/高小六/电子挂图/615.swf


   

 

 

 

附 合 导 线 坐 标 计 算 表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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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合 导 线 坐 标 计 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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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高程控制测量 

    当所求水准点的精度要求较高时，普通

水准测量就达不到精度要求，因此必须采取

高等级的水准测量方法。 

     三、四等水准测量，除用于国家高程控

制网的加密外，还常用作小地区的首级高程

控制，以及工程建设地区内工程测量和变形

观测的基本控制。  



5.4.2 三角高程测量 

    三角高程测量是
根据已知点高程及两
点之间的竖直角和距
离，应用三角公式计
算两点间的高差，求
出未知点的高程。  

viShAB  tan   



项目七 施工测量基本工作 

1 . 1  施工测量概述  

1 . 2  测设的基本工作  

1 . 2  点的平面位置测设  

 



任务一 施工测量概述 

1、施工测量主要任务 

       施工测量即在工程施工阶段进行的测量工作。
其主要任务是在施工阶段将设计在图纸上的建筑
物的平面位置和高程，按设计和施工要求，以一
定的精度测设（放样）到施工作业面上，作为工
程施工的依据。 

2、施工测量的特点与要求 

    精度要求高，以确保施工测量质量。 

 



任务2 测设的基本工作 

一、测设已知水平距离 

二、角度测设 



角度放样 

    放样设计的水平角时，地面上应有一个已知的方
向，一般为两个固定点，需要测设水平角度的点为测
站点，另一个点为“定向点”，或称为“后视点”。 

放样水平角随精度要求的不同，有一下几种方法： 

1. 半测回法 

    在测站点安置仪器（ 经纬仪或全站仪），对中
整平后，在盘左或盘右位置，水平瞄准后视点 ，设
置水平度盘为零,转动照准部使水平度盘读数为放样
角度，按视准轴方向在地面定出放样点。 



2．正倒镜分中法 



3. 归化法 



3. 归化法 

已知地面上有O、A两点，测设直角∠AOC。 

测设步骤如下： 

（1）在O点安置经纬仪，盘左、盘右测设直角，
取中数的C'点，量的DOC'=50m，用测绘法观测3

个测回，测得∠AOC'=89°59′30″ 

（2）△β=90°00′00″-89°59′30″=30″ 

 

 

（3）过C'点作OC'的垂线CC'，向外量取 

δCC'=0.007m定的C点，则∠AOC即为直角 

mDOCCC 007.0
20626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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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测设已知高程 



三、测设已知高程 



 高程放样 

高程放样的方法 

（1）安置水准仪在A、 
  B之间，在A点上立水 
  准尺，后视A尺并读取 
  读数a 

（2）计算前视尺B应 
  有的读数b  

（3）调整B尺高度，中丝对准读数b，沿尺底做标记 

大地水准面 

Hi为仪器的视线高程 



例如：已知HA=12.345m，欲在B点测设出某建筑物的 
室内地坪高程 
HB=13.016m 

（1）安置水准仪在A，B两点的中间位置，并读取A尺 
     上的读数为a=1.358m 
（2）计算前视尺B读数 
      b =HA+a-HB=12.345+1.358-13.016=0.687m 
（3）调整B尺高度，中丝对准读数b，沿尺底做标记 
 



任务3 点的平面位置放样 

测设方法 测设数据 

直角坐标法 角度(直角)、距离D 

极坐标法 角度 、距离D 

   全站仪坐标法 角度 、距离D 

角度交会法 角度1、角度2 

距离交会法 距离D1、距离D2 



72.000m(检核) 

1. 直角坐标法(多用于建筑物轴线的放样) 

A 

B 

X=600.000m 
Y=700.000m 

X=600.000m 
Y=900.000m 

建筑基线 

现场有控制基线，且待测设的轴线与基线平行。 

待建房屋 

① 

② 

A B 
X=698.000m 
Y=832.000m 

X=650.000m 
Y=760.000m 

60.000m 68.000m 5
0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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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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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1.计算放样数据； 
2.用直角坐标法放样建筑物轴线交点； 

n 

m 



2．极坐标法 

（1）计算放样数据 

（2）用经纬仪（全站仪） 

     测设β； 

（3）用钢尺（全站仪）测 

     设D，得点P设计位置。 



（1）功能：  

      根据设计的待放样点P及已知点的坐标，在实地标
出P点的平面位置。 

X 

Y 

后视点 

测站点 

待放样点P 

3．全站仪坐标法 



1、建筑工程施工控制网的特点（与测图控制网相比） 

 

   （1）控制范围小，控制点密度大，精度要求高 

 

   （2）控制网受施工干扰性大，且频繁使用。 

 

二、建筑工程施工控制网 



2、建筑工程施工控制网的形式 
 
   （1）扩充原有的测图控制网 
 
   （2）导线网 
 
   （3）建筑基线 
 
   （4）建筑方格网 
     

 

二、建筑工程施工控制网 



       当路线由一个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时，应用曲
线连接。圆曲线是最基本的平面曲线，是线路转弯
最常用的曲线形式。 

        圆曲线的测设分两步进行：先测设曲线的主点

(ZY、QZ、YZ)，再依据主点测设曲线上每隔一定距 
离的里程桩，以详细标定曲线位置。  

任务4  圆曲线的测设 



元素的计算  

2
tan


RT 切线长 

RL 



180

π
曲线长 

)1
2

(sec 


RE外   距 

超   距 D=2T-L   —— 路线转角 

R —— 圆曲线半径 

一、圆曲线测设元素的计算  



二、主点里程桩号的计算  

交      点             JD     里程 

                       )           T 

圆曲线起点        ZY    里程 

                       +)           L 

圆曲线终点        YZ     里程 

                         )           L/2 

圆曲线中点        QZ     里程 

                        +)           D/2 

   校    核               JD      里程  
单圆曲线有三个主点，即曲线起点(ZY)、
曲线中点(QZ)和曲线终点(YZ)。在其点

位上的桩称为主点桩，是圆曲线测设的
重要桩志。 



        例一  路线交点 JD12 的里程为 K8 + 518.88, 转
角=10440，圆曲线半径 R = 30m，求圆曲线的主

点里程。  

解：1．圆曲线元素的计算： 



 

 2．圆曲线主点里程计算：  

                       JD12    K8+518.88 

                       )T               38.86 

                        ZY     K8+480.02 

                       +)L               54.80 

                        YZ     K8+534.82 

                      )L/2             27.40 

                        QZ     K8+507.42 

                      )D/2            11.46 

    校核           JD12    K8+518.88  



 

二、圆曲线的主点测设 

如左图所示： 

       (1) 自路线交点JD分别沿后视方向和
前视方向量取切线长T，即得曲线起点
ZY和曲线终点YZ的桩位。 

       (2) 再自交点JD沿右角分角线方向量
取外距E，便是曲线中点QZ的桩位。  

电子挂图/101.swf


 民用建筑施工测量 
2 . 1  施工场地控制测量  

2 . 2  建筑基线与建筑方格网  

2 . 3  建筑物的定位和放线  

2 . 4  建筑物基础施工测量  

 



任务2 建筑基线与建筑方格网 

一、建筑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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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基线的布设要求  

（1）建筑基线应尽可能靠近拟建的主要建筑物，并与其主要轴线平行。 

（2）建筑基线上的基线点应不少于三个，以便相互检核。 

（3）建筑基线应尽可能与施工场地的建筑红线相联系。 

（4）基线点位应选在通视良好和不易被破坏的地方。 



二、建筑方格网 

    1．主轴线测设 

主轴线测设与建筑基线测设方法相似。首先，准备测设数据。然后，测设两条互相
垂直的主轴线AOB和COD，如图6-6所示。主轴线实质上是由5个主点A、B、O、C

和D组成。最后，精确检测主轴线点的相对位置关系，并与设计值相比较，如果超
限，则应进行调整。 

    2．方格网点测设 

主轴线测设后，分别在主点A、B和C、D安置经纬仪，后视主点O，向左右测设90˚

水平角，即可交会出田字形方格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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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 施工场地控制测量 

坐标系统与坐标转换 
设P点的施工坐标为已知，则可按下式将其换算为测量坐标： 

                                           

 

 

 

如P点的测量坐标为已知，则可将其换算为施工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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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3 建筑物定位与放线 

一、建筑物的定位 

极坐标法放样 直角坐标放样 



二、建筑物的放线 

  建筑物的放线是指根据现场已测设好的建筑物
定位点，详细测设其他各轴线交点的位置，并将
其延长到安全的地方做好标志。然后以细部轴线
为依据，按基础宽度和放坡要求用白灰撒出基础
开挖边线。 
由于开挖基坑的破坏，建筑物定位结束，并检测
合格后，必须在3米外设置轴线控制桩或龙门板作
为恢复轴线的依据。一般小型建筑物多用龙门板
法，而大型复杂的建筑物一般采用轴线控制桩法
。  



1．龙门板 

(1) 在建筑物四角和中间隔墙的两端，距基槽边线约l～2m以外，竖直钉设大木桩，称为
龙门桩，并使桩的外侧面平行于基槽； 

(2) 根据附近水准点，用水准仪将±0.000标高测设在每个龙门桩的外侧上，并画出横线
标志。 

(3) 在相邻两龙门桩上钉设木板，称为龙门板，龙门板的上沿应和龙门桩上的横线对齐，
使龙门板的顶面标高在一个水平面上，并且标高为±0.000。 

(4) 根据轴线桩，用经纬仪将各轴线投测到龙门板的顶面，并钉上小钉作为轴线标志。 

(5) 用钢尺沿龙门板顶面检 

查轴线钉的间距。 



2．轴线控制桩 

    轴线控制桩的引测主要采用经纬仪法，当引测到较远的地方时，要注意
采用盘左和盘右两次投测取中数法来引测，以减少引测误差和避免错误的
出现。 



一、基槽与基坑抄平 

       在建筑施工中，将高程测设称为抄平。基槽开挖完成后，应根据控制桩或龙门
桩，复核基槽宽度和槽底标高，合格后，方可进行垫层施工。 

任务4  建筑物基础施工测量 



    基础垫层打好后，根据龙
门板上的轴线钉或轴线控制桩，
用经纬仪或用拉绳挂锤球的方
法，把轴线投测到垫层上，并
用墨线弹出墙中心线和基础边
线，以便砌筑基础，  

二、垫层和基础放样 



三、基础墙体标高控制  

基础施工结束后，应检查基础面
的标高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也可
检查防潮层)。可用水准仪测出
基础面上若干点的高程和设计高
程比较，允许误差为±10 mm。  



任务5 墙体施工测量  

基础工程结束后，应对龙门板或轴线控制
桩进行检查复核，经复核无误后，可根据
轴线控制桩或龙门板上的轴线钉。 

墙体标高测设 1层楼房墙体施工测量 



2层以上楼房墙体施工测量 

（一）墙体轴线投测 

             每层楼面建好后，为了保证继续往上砌筑墙体时，墙体轴线均与基础
轴线在同一铅垂面上，应将基础或一层墙面上的轴线投测到楼面上，并
在楼面上重新弹出墙体的轴线，检查无误后，以此为依据弹出墙体边线，
再往上砌筑。 

（二）墙体标高传递 

              利用皮数杆传递标高或者利用钢尺传递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