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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说明

课程编号：1036121110

学时学分：40 学时 2.5 学分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土木工程制图及 CAD、计算机基础、土木工程与环境保护

概论

适用专业：土木工程专业、工程管理专业

课程性质：专业基础课

开课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二、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实现以下教学目标：

课程目标 1：掌握普通测量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基本方法；熟练掌握高程测

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等常规测量数据的记录、计算、检核方法；掌握测量误

差的类型、产生原因、处理方法，对获取的测量数据选择合适的数据处理方法并

进行精度评定；掌握导线测量控制网设计，进行控制点坐标推算。能够通过学习

培养对工程测量行业的热情，激励学生积极投身工程测量事业并有所建树的意识。

课程目标 2：掌握地形图基本知识，具有应用地形图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掌握全站仪数字地形测量方法；掌握工程施工测量一般程序和要求，能够完成一

般工程放样工作。培养学生运用工程测量知识学习相关专业技术的拓展能力，并

能够综合运用相关知识，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勇于探索、敢于创

新。

课程目标 3：熟练掌握有关测量仪器的测量原理与使用方法；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测量实践，掌握水准测量、角度测量，导线测量，坐标测量、RTK 新技术等有关

实验的具体施测方法与精度要求，并完成规定任务；培养个人和团队的紧密合作

意识，使学生具备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方面的“工匠”精神，以及认真负

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增强学生自觉遵守职业规范和

职业道德的意识。



三、课程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对毕业

要求的支撑关系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

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

业知识用于解决土木工程

专业的复杂工程问题。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

学的知识和工程思维用于土木工

程复杂工程问题的合理描述。

课程教学目标1

课程教学目标2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

理、采用科学方法对土木

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问题

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

收集、处理、分析与解释

数据，通过信息综合得到

合理有效的结论并应用于

工程实践。

4.1 能够依据科学原理，提出对土

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

研究的实验方法和技术路线，并获

得最优实验设计方案。

4.2 能根据合适的研究方法，制定

研究技术路线，通过合理的实验设

计和正确的实验数据的采集、处理

和分析，获得解决土木工程复杂问

题所需的有效数据。

课程教学目标2

课程教学目标3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

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发、

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

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

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

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

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5.2 能应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

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对土

木工程专业的复杂问题进行有效

的预测和模拟。

5.3应该认识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

技术工具等的适用范围及特点，能

够综合利用多种现代工具的优势，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并能够理解其

局限性。

课程教学目标2

课程教学目标3

9.个人与团队：在解决土

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问

题时，能够在多学科组成

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

成员以或负责人的角色。

9.1 能独立完成团队分配的工作，

能配合团队的工作，胜任团队成员

的角色与责任，能主动与其他学科

的成员合作开展工作。

9.2 能组织、协调团队成员开展工

作。

课程教学目标2

课程教学目标3

四、课程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

时

教学

方式

对应的教

学目标

第一章 测量学的基本知

1.1 测量学的任务及作用

1.2 地面点位的表示方法

1.3 用平面代替水准面的限度

【重点】测量学任务，测量基准

面、高程、高差的概念；测量工

作的基本原则。

【难点】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

【思政】介绍我国测绘发展史，

3
课堂

教学

课程

目标 1



1.4 测量工作的原则和基本工

作

强调民族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爱

国主义情操和民族自豪感）

第二章 水准测量

2.1 水准测量原理与方法

2.2 水准仪的使用

2.3 普通水准测量及其成果整

理

2.4 三、四等水准测量

2.5 水准测量的误差分析

2.6 精密水准仪和电子水准仪

介绍

【重点】水准测量的原理，水准

路线的布设和水准测量的观测、

记录、计算及内业数据处理；

【难点】三、四等水准测量、内

业数据处理。

【思政】观看视频《珠峰测量》，

培养学生不畏艰险、勇于挑战的

品质。

4

课堂

教学

+

演示

课程

目标 1

第三章 角度测量

3.1 水平角、竖直角角测量原

理

3.2 经纬仪的构造及使用

3.3 水平角测量

3.4 竖直角测量

3.5 角度测量误差分析

【重点】水平角、竖直角概念、

水平角、竖直角的测量记录计算

方法。

【难点】角度测量的误差来源及

消减方法。

4

课堂

教学

+

演示

课程

目标 1

第四章 距离测量及直线定向

4.1 钢尺测量

4.2 电磁波测距

4.3 直线定向

【重点】距离测量方法、直线定

向方法。

【难点】坐标方位角推算。

【思政】介绍我国第一台测距仪

研制成功，培养独立自主精神。

2
课堂

教学

课程

目标 1

第五章 测量的基本知识

5.1 测量误差概述

5.2 衡量观测值精度的标准

5.3 误差传播定律

5.4 等精度独立观测量的最可

靠

值和精度评定

【重点】测量误差及其来源和分

类，评定精度的标准。

【难点】中误差的计算，误差传

播定律。 3
课堂

教学

课程

目标 1

第六章 小区域控制测量 【重点】导线测量内、外业工作 4 课堂 课程



6.1 控制测量概述

6.2 导线测量

6.3 前方交会定点测量

6.4 三角高程测量

内容，三角高程测量的方法。

【难点】导线测量内业计算，三

角高程测量计算。

【思政】介绍我国国家控制网，

简述老一代测绘人为国家测量事

业做出的贡献，培养学生奉献精。

教学 目标 1

第七章 大比例尺数字化地形

图

测绘

7.1 地形图的基本知识

7.2 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方法

【重点】地物、地貌的表示方法，

地形图比例尺、比例尺精度的概

念，地形图测绘的经纬仪极坐标

法，数字化地形图测绘方法。

【难点】地形图测绘方法。

4
课堂

教学

课程

目标 2

第八章 地形图的应用

8.1 地形图识读

8.2 地形图应用的基本内

8.3 工程建设中地形图的应用

【重点】地形图应用的基本内容、

地形图（包括数字化地形图）在

工程建设中的各项应用。

【难点】土方量计算。

【思政】介绍地形图在各行各业

中的应用，尤其是在军事方面的

应用，培养学生爱国情操。

2
课堂

教学

课程

目标 2

第九章 施工测量基本方法

9.1 施工测量概述

9.2 测设的基本工作

9.3 地面点平面位置的测设

【重点】测设的基本工作、地面

点平面位置的测设方法。

【难点】地面点平面位置测设，

点的高程放样。

4
课堂

教学

课程

目标 1、2

第十章 工程施工测量

专题一：建筑工程施工测量

1.建筑工程施工控制测量

2.一般民用建筑施工测量

3.高层建筑工程施工测量

4.房屋建筑的变形监测

专题二：线路工程测量

1.线路工程测量的任务、内容

及基本程序

专题一：【重点】

建筑物定位和放线、基础施工测

量，轴线控制与投测、高程传递

测量的基本方法及其精度。

【难点】高层建筑物轴线控制与

投测。

专题二：【重点】

中线测量交点、转点的测设，转

角的测定，里程桩的设置。线路

8
课堂

教学

课程

目标 1、2



2.线路中线测量

3.线路纵横断面测量

纵横断面测量的内容、方法及断

面图的绘制。

【难点】圆曲线主点、细部点的

放样数据计算和测设方法。

【思政】介绍我国近代大型工程

培养学生爱国精神。

第十一章 现代测绘新技术简

介

11.1 GNSS 定位原理与定位方

法

11.2 无人机航测案列

11.3 遥感案列

【重点】GNSS 组成、定位原理、

定位方法及接收机使用

【难点】无人机航测及遥感数据

处理。

【思政】短视频观看北斗系统建

设历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2

课堂

教学
课程

目标 1、2

合 计 40

五、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

成绩组成 考核/评价环节 分值 对应的教学目标

平时成绩
平时考勤、课堂提问、答疑 5 课程教学目标 1、2

平时作业 5 课程教学目标 1、2

实验 操作+理论 20 课程教学目标 1、2、3

测试
《工程测量》智慧树在线学习及测

试
20 课程教学目标 1、2

考试 期末考试 50 课程教学目标 1、2

六、参考教材和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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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覃 辉.土木工程测量.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 年 01 月,第 5 版.

[3]张正禄.工程测量.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年 11 月.

[4]陈久强.土木工程测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7 月.

[6]王 健.道路工程测量.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年 7 月.



[7]GB/T12898—2009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8]GB50026—2007 《工程测量规范》

[9]CJJ/T 8-2011 《城市测量规范》

[10].GB/T20257.1-200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 1部分：1：500 1：

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11].GH/T2009-2010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

[12].GB/T13989-201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13]JTG C10—2007 《公路勘测规范》

[14]JGJ/T408-2017 《建筑施工测量标准》

[15]GB50497—2009 《建筑基坑监测技术规范》

[16]JGJ8—2016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