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尺量距的优点： 

    测量过程直观，测量设备相对简单，也能达到 

较高的测量精度。 

钢尺量距的缺点： 

    测尺的测程较短，较长的的距离需要串尺测量； 

跨越山沟、河谷等困难；劳动强度大，效率低。 

4.1  钢尺量距 

   钢尺量距属于直接法测距，即同距离进行比
对，直接量测地面两点间距离， 钢尺量距的精
度为1／3000左右。 



4.1.1 钢尺量距的工具及要求 

   1、量距工具 

     通常使用的量距工具为钢尺、卷尺、皮尺和
测绳，还有测钎、标杆和垂球等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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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零点位置的不同，钢尺有端点尺和刻划尺两种： 

端点尺：是以尺的最外端作为尺的零点。 

刻划尺：是以尺前端的一条分划线作为尺的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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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直线定线 

•        在直线方向上标定出一系列临时分段点

的工作，称为直线定线。直线定线的方法
有两种：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用目
测定线；如果精度要求较高，可采用经纬
仪定线。当丈量距离精度要求较高或测角
量边同时进行时，可以直接用经纬仪定线
。 

• 3.钢尺量距的基本要求 

•        直、平、准  





（2）．丈量 
A：喊“预备”、“好”前后尺手同时读数，相减。 

B：在山区，可用平量法、斜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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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精度，通常进行往返测量 

 

例题： 

一条直线往测长度为327.57m，返测长度为327.51m，
求其最终测量值 



*  精密量距步骤 







4.3  直线定向 

4.3.1 标准方向 

确定直线与标准方向之间的角度关系 

称直线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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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子午线方向 

   真子午线是过地面某点真子午线的切线

方向；地面上在不同经度的子午线都会聚于

两极，所以真子午线方向除了在赤道上的各

点外，彼此都不平行；通过天文测量及陀螺

经纬仪测定。 



2、磁子午线方向 

    当磁针静止时指针指的方向为磁子午线方向；

由于地球磁极与地球旋转轴南北极不重合，因此

过地面上某点的真子午线与磁子午线不重合；罗

盘仪可以测定磁子午线方向。 



  由于地球上各点的
子午线相互不平行，为
了测量、计算的方便，
常以坐标系纵轴方向作
为标准方向。高斯直角
坐标纵轴北端为正，是
测量中经常采用的标准
方向。若采用假定坐标
系，则用假定的坐标纵
轴作为标准方向 

3、坐标纵线方向 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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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位角与坐标方位角 

 真方位角（A） 

 磁方位角（Am） 

 坐标方位角 (α)——正、反坐标方位角 

4.3.2直线定向的表示方法 

测量中常用方位角表示直线方向 

    由标准方向的北端起，顺时针方向旋转到

到某直线的水平夹角，称为该直线的方位角，

方位角值从0°~360°。 



2、 象限角（坐标纵线与目标直线所夹的锐角） 
     由坐标纵轴的北端或南端起，沿顺时针或逆时针方
向量至该直线的锐角，称为该直线的象限角，用R表示，
其角值范围为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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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位角和象限角的关系 
P97 表格4-3 



4.3.3坐标方位角的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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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方位角化算 



1、坐标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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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坐标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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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角顺时针旋转增大 

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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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左角 

最后将方位角化算到0°-360°之间 



项目五小区域控制测量 

5.1  控制测量概述 
 5.2  导线测量 

5.3  交会定点 

5.4  高程控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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