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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升本科教育考试

测绘工程专业考试说明

第一部分：测量学

Ⅰ.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测量学考试是为招收测绘类专科升本科学生而实施的入学考试。

参加测量学考试的考生应理解或掌握测量学的内容、发展和任务，坐标系及坐标系的换

算，确定地面点位的方法，测量工作的程序和基本内容，测量工作的基本原则，水准测量原

理、方法及应用，水平角和垂直角观测原理、方法及应用，卷尺测量、视距测量、光电测距

及其应用，误差理论概念及其应用，控制测量概念及其应用，地形图的基本知识，地形图应

用的基本内容。掌握或学会上述各部分的基础理论、基本操作技能，注意各部分的知识结构

及知识的内在联系。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全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75 分钟。

试卷包括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计算题。填空题要求直接填写结果，不必

写出计算过程，选择题是四选一型的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和简答题均要求直接写出文字说

明，计算题应根据题目要求写出文字说明及演算步骤。

填空题和选择题分值合计 60 分，名词解释和简答题分值合计 50 分，计算题分值合计

40 分。

Ⅱ.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测量学基础知识

1. 知识范围

（1） 测量学的概念

（2） 工程测量学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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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工程的控制测量、绘图等一些基础测绘工作

测设：将图纸上的内容根据一些技术要求测绘道地面上的工作。

变形监测：一般在工程测量的竣工阶段，需要对相应的工程进行沉降和水平等

反面的变形监测。

（3） 参考椭球的概念

（4） 大地水准面（假想的平均海水面延伸穿过陆地形成的闭合曲面，物理曲面）

大地水准面和铅垂线为外业的测量基准面和基准线。

参考椭球面和法线为内业的计算基准面和基准线。

（5） 地面点的坐标的表示方法及高程基准面的选择

地面点位平面坐标的确定（地理坐标，平面直角坐标）

地面点高程位置的确定

（1956 年黄海高程系统，1985 年国家高程基准）

（6） 地球曲率对点的坐标和高程的影响

（7） 测量工作的原则（从整体到局部、从高级到低级、先控制到细部）

2. 考核要求

（1） 掌握测量学的概念、参考椭球的概念；

（2） 分类表示地面点的坐标的类型；

（3） 理解地球曲率对测量工作的影响。

二、水准测量

（一） 水准测量原理

1. 知识范围

（1） 水准测量的目的（测定两点之间的高差，进而由已知点高程求出未知点高程）

（2） 水准测量的原理

（3） 计算待求点高程的方法（高差法、仪器高法）

2. 考核要求

（1） 掌握水准测量的原理，会画图描述并推算。

（2） 掌握工程水准的方法，理解高差法和仪器高法的选择依据。

（二） 水准测量的仪器与工具及水准仪的使用

1. 知识范围

（1） 水准仪的型号（仪器型号 DSi 中 D、S 分别取汉语拼音大地测量仪器、水准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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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头，i 为每公里高差中数中误差）

（2） 水准仪的构造

（3） 水准尺的类型、尺垫的使用方法

（4） 水准仪的使用方法

（5） 水准点的概念、点之记

（6） 水准路线的布设形式

（7） 符合水准路线、闭合水准路线的的实施及内业计算

2. 考核要求

（1） 掌握水准测量的仪器型号表示方式

（2） 了解水准仪的结构特点

（3） 掌握水准仪的使用方法

（4） 掌握和理解水准路线的布设形式

（5） 掌握水准测量的外业操作步骤

（6） 掌握附合水准路线、闭合水准路线的的内业计算方法

（7） 掌握使用水准仪观测高差的方法并进行四等水准外业与内业计算检核

（三） 水准测量作业及误差分析

1. 知识范围

（1） 水准测量误差来源

（2） 减小或消除误差的方法

2. 考核要求

（1） 水准测量的三大误差来源

三、角度测量

1. 知识范围

(1)角度测量的概念

水平角：空间相交直线的夹角在水平面上的投影。

竖直角：在过目标方向的竖直平面内，目标方向与水平方向之间的夹角（仰角为正，

俯角为负）。

(2)经纬仪的构造（度盘，望远镜，水准器，转动控制装置，基座，光学对中器）

(3)水平角观测（读数方法，测回法观测水平角，方向法观测水平角）

（4）测回法观测水平角（多用于观测两个方向之间的单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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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仪操作

①对中：把仪器中心安置到过测站点 O 的铅垂线上，对中偏差应小于 3mm，一

般采用垂球对中、光学对中等。

②整平：精确调节基座的三个脚螺旋，使经纬仪的竖轴垂直，水平度盘水平。

在测角过程中，气泡偏离中心位置不能 超出 1～2 格。

③瞄准：用望远镜筒上的粗瞄准器对准目标，再使用竖丝切准目标，注意消除

视差。

④读数：用度、分、秒 表示观测结果。

观测方法与顺序

①盘左位置（上半测回）：

瞄准 A 目标，配置度盘位置，读取水平度盘读数 a；

瞄准 B 目标，读取水平度盘读数 b，角值βL=b-a

②盘右位置（下半测回）：

瞄准 B 目标，读取水平度盘读数 b

瞄准 A 目标，读取水平度盘读数 a，角值βR =b-a

③限差要求：

上半测回与下半测回所测角值之差不得超过 40″

④两个半测回合起来称为一测回，取平均值作为最后结果：

β=（βL+βR）/2

⑤观测两测回，测回间变换度盘位置 90°，两测回间β角值之差不得超过 24″，

将以上观测结果填写在表中。

测回法观测手薄

测站

竖盘

位置

目标

点

水平度盘读数

° ′ ″

半测回角度

° ′ ″

一测回角度

° ′ ″

各测回平均角值

° ′ ″

第一测回

左

1 00 12 00
91 33 00

91 33 15
91 33 12

3 91 45 00

右

1 180 11 30
91 33 30

3 271 45 00

第二测回 左 1 90 11 24 91 33 06 91 33 09

A

O β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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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81 44 30

右

1 270 11 48
91 33 12

3 01 45 00

(5)竖直角观测（竖直角测量原理，竖直角计算公式的推导，指标差及其计算公式的推

导）

(6)直线定向（直线定向的概念，标准方向，标准方向间的关系，方位角与象限角）

直线定向的实质：确定直线与标准方向之间的水平角。

标准方向：真子午线方向、磁子午线方向、坐标纵轴方向。

方位角：从标准方向北端起，顺时针方向计算到某一直线的角度，称为该直线的方

位角，方位角从 0°～360°。正反方位角相差 180°。

象限角：从一标准方向的南端或北端，计算到某一直线的锐角，称为该直线的象限

角，象限角 0°～90°，加象限名表示。

2. 考核要求

（1） 了解角度测量的基本原理

（2） 掌握经纬仪的简单操作

（3） 掌握测回法进行水平角观测及数据处理的方法

（4） 了解竖直角测量原理

（5） 掌握竖直角指标差及角度计算公式

（6） 掌握直线定向的概念

（7） 掌握三个标准方向并了解三个标准方向的关系

（8） 掌握方位角、象限角的概念并了解二者的换算关系

（9） 了解坐标正反算的概念并且会计算

四、距离测量

1. 知识范围

(1)视距测量（视线水平时，视线倾斜时）

(2)普通钢尺量距（尺长方程，直线定线，量距）

(3)光电测距

2. 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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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视距测量、钢尺量距、光电测距的概念及测量精度

（2） 掌握视距测量方法

（3） 掌握直线定线的概念

（4） 掌握钢尺量距的方法

五、测量误差理论基础

1. 知识范围

（1） 误差的来源（仪器误差的影响、外界环境的影响、人差的影响）

（2） 误差的分类

（系统误差、偶然误差、粗差和错误）

（3） 偶然误差的特性

①在一定观测条件下，偶然误差的绝对值不会超过一定的界限（有界性）；

②绝对值较小的误差比绝对值较大的误差出现的概率大（小误差的密集性）；

③绝对值相等的正负误差，出现的机会相等（对称性）；

④当 n→∞时，偶然误差的算术平均值趋于零，即 0][lim 


 nn
(抵偿性）。

（4） 评定精度的指标

所谓精度，是指误差分布的集中与离散程度。如误差分布集中，则观测精度高；

若误差分布离散，则观测精度就低。实际工作中用误差的数字特征值作为衡量

精度的标准。

（5） 误差的传播定律

2. 考核要求

（1） 能够正确对误差进行分类，掌握偶然误差的特性；

（2） 掌握评定精度的指标种类，并会正确计算；

（3） 正确掌握偶然误差的传播定律。

六、控制测量概念

1. 知识范围

（1） 控制测量的概念（国家控制网，工程控制网，图根控制网）

（2） 控制测量的任务：在一定范围的地面上，通过建立（平面和高程）控制网，精

确测定控制点的位置——X、Y、H

（3） 控制测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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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各项测量工作的基础

②具有控制全局的作用

③限制测量误差的传递和积累

（4） 导线网和三角网的概念（导线网，三角网（边角网））

导线就是将一系列点（导线点），用直线（导线边）连接形成的折线。

（5） 导线观测（选点的要求）

（6） 交会法测定点位（前方交会，侧方交会，距离交会法）

（7） 高程控制测量（三四等水准测量，三角高程测量）

2. 考核要求

（1） 掌握控制测量的一般概念及主要任务

（2） 掌握国家控制网与工程控制网的区别

（3） 掌握导线的概念及导线的布设形式

（4） 培养导线测量外业观测与内业计算能力

（5） 掌握测定点的平面坐标的方法-三角网、导线网、交会法

（6） 掌握不同等级的高程控制测量的方法及观测记录

七、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

1. 知识范围

（1） 地形图的概念（将地面上地物点与地貌点的位置，垂直投影到一个水平面上，

再按比例尺缩小后用专业符号绘制在图纸上）

（2） 地形图的比例尺（地形图的比例尺，比例尺的精度）

比例尺定义——图上直线长度 d 与相应地面水平距离 D 之比

MdDD
d 11



式中 M——比例尺分母，M 越大，比例尺越小。反之亦反。

比例尺的精度——不同比例尺图上 0.1mm 所代表的实地平距，称为地形图比例

尺的精度。

（3） 地形图的图幅、图号和图廓（地形图的分幅和图号，图名，接图表，图廓）

（4） 地形图的符号（地物符号，地貌符号，注记符号）

①地物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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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符号

物体按比例尺缩绘后，能清晰保持其原来相似形状的，则按比例尺测绘，其图

形符号称比例符号。如房屋。

非比例符号

无法按比例尺缩绘到图上，而规定一种特定符号的，叫非比例符号。如水井，

独立树，电线杆。

半比例符号

也称线状符号。其长度按比例缩绘，宽度不按比例缩绘。如管线，道路。

地物符号在不同比例尺图上可以不同，所以不同比例尺图有不同的图式。比例

符号与非比例符号也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如一些道路在大比例尺图上是比例符

号，一些城镇在小比例尺图上是非比例符号等。

②地貌符号

地貌符号主要指等高线以及地性线，等高线是地面上高程相等的相邻点组成的

一条闭合曲线。

等高线表示地貌的原理

等高距：相邻等高线间的高差。

等高线平距：相邻两条等高线之间的水平距离。

等高线的分类

首曲线：亦称基本等高线，即按规定等高距测绘的等高线。

计曲线：每隔四根等高线，注记高程的一根等高线，计曲线加粗。

间曲线：局部加绘的辅助等高线，按基本等高距的 1/2 内插，以长虚线表示。

助曲线：局部加绘的辅助等高线，按基本等高距的 1/4 内插，以短虚线表示。

等高线的特性

①同一条等高线上的各点高程相等。

②等高线为连续闭合曲线。如不能在本图幅内闭合，必定在相邻或其它图同幅

内闭合。等高线只能在内图廓线、悬崖及陡坡处中断，不得在图幅内任意处中

断。间曲线、助曲线在表示完局部地貌后，可在图幅内任意处中断。

③相同高程的等高线不能相交。不同高程的等高线除悬崖、陡坡处不得相交也

不能重合。

④同一幅图内，等高距相同时，平距小表示坡度陡，平距大则坡度缓，平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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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则坡度相等。

⑤跨越山脊、山谷的等高线，其切线方向与地性线方向垂直。

（5） 地形图的应用（求图上任一点的高程，求图上任一点 A 的坐标，求图上直线的

方向，求图上两点间的距离，求图上两点间的坡度，在图上做等坡度线，绘制

剖面图）。

2. 考核要求

（1） 掌握地形图的一般概念、比例尺、图幅、图号等

（2） 掌握地形图的分幅和编号的方法

（3） 了解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的概念和一般方法

八、测设的基本工作

1. 知识范围

（1） 测设、测定的概念

测定：使用测量仪器和工具，通过测量和计算，确定地球表面的地物（房屋、

道路、河流、桥梁等人工构筑物体）和地貌（山地、丘陵等地表自然起伏形态）

的位置，按一定比例缩绘成地形图，供科学研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使用。

测设：是测定的反过程，指通过用一定的测量方法，按照要求的精度，把设计

图纸上规划设计好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平面位置和高程在地面上标定出来，作

为施工的依据。

（2） 测设的基本工作-角度、距离、坐标、高程的测设方法。

2. 考核要求

（1） 掌握角度、距离、坐标、高程的测设方法

（2） 掌握测设、测定概念的区分

http://baike.baidu.com/view/205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647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50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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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升本科教育考试

测量学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75 分钟）

（总分：150 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它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一、填空题（本大题共 10 个空，每空 2 分，共 2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某点在 6°带的高斯投影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横坐标为 y=20648680.54m，那么该点所在的

6°带带号为( )，该点距其中央子午线的距离为( )m。

2.常用的水平角观测的方法有( )、( )。

3. 方位角的取值范围一般为( )。

4. 地形图是将地球表面按一定比例尺缩小后绘到图纸之上，为了全面反映地表的情况，地

形图上的内容被划分为( )和( )两大类。

5．数字测图的基本过程包括：( )、( ) 、( )。

二、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

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 甲组丈量一长为 100ｍ的距离，丈量中误差为± 14ｍｍ。乙组丈量一长为 110ｍ的距离，

丈量中误差为± 17ｍｍ。则甲组的丈量精度( )乙组的丈量精度。

A 高于 B 低于 C 等于 D不能确定

2. 已知Ａ、Ｂ两点间的坐标增量△XAB为正，△YAB为负，β AB在( )。

A 第一象限 B 第二象限 C第三象限 D 第四象限

3. 用 DS3 水准仪架设在地面上 A、B 两点中间，测得 A、B 两点间高差

△HAB为+0.62m，已知 A 尺读数为 2.08m,则 B 尺上的读数为( )。

A 0.62m B 1.46m C 2.08m D 2.70m

4. 数字测图系统是以( )为核心的结合硬件、软件于一体的综合系统。

A 专业软件 B 计算机 C 扫描仪 D 绘图仪

5. 数字地面模型，是在空间数据库中存储并管理的空间数据集的通称，它是地形属性特征

数字的描述，其简称为( )。

A DTM B DLG C DRG D 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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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字测图时，测站点的点位精度，相对于附近图根点的中误差不应大于图上( )，

高程中误差不应大于测图基本等高距的 1/6。

A 0.2mm B 0.2cm C 0.1mm D .2cm

7.测量的三要素是距离、( )和高差。

A．坐标 B．角度 C．方向 D．气温

8. 大比例尺测图是指( ) 比例尺测图。

A 1/500~1/1000 B 1/500~1/2000 C 1/500~1/5000 D 1/500~1/10000

9. 数字测图的野外数据采集采用测角精度不低于( )、测距精度不低于 5+5ppm?D 即

可，有条件的采用 GPS RTK 效率更高。

A 6″ B 2″ C 1″ D 0.5″

10. 下面几种CASS系统中的数字成图方法中不属于测记式成图法的是( )。

A 电子平板测图法 B 简编码自动成图法

C 引导文件自动成图法 D 坐标定位成图法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5分，共20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大地水准面

2．数字测图

3. 水平角

4．对中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3小题，第 1、3小题各 15 分，第 2 小题 10 分，共 40 分。请在答题纸的

相应位置上作答。）

1.简述数字地图的特点（15 分）。

2简述数字测图的优点（10 分）。

3.论述大比例尺地面数字测图的成图过程。（15 分）

五、计算题（本大题共 3小题，第 1 小题 20 分，第 2、3 小题各 10 分，共 40 分。请在答题纸的

相应位置上作答。）

1. 在高斯投影坐标系下，A 点坐标 XA=300.000m，YA=300.000m，B 点坐标 XB=350.000m，

YB=250.000m，求 A、B 两点实地水平距离和 AB 直线的方位角αAB。（20 分）

2. 观测某方向的竖角，盘左读数 90°25′30″，盘右读数 269°35′54″，则该方向的竖

直角指标差为多少?竖直角为多少？（10 分）

3.在 1:2000 比例尺的地形图上量得 A.B 两点间的距离为 d=256.2mm，其量距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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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 0.2mm，求 A、B两点间的实际地面水平距离 DAB及其中误差 mD。（10 分）

测量学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每空 2分，共 20 分）

1.（ 20 ），（ 148680.54m ）。

2.（ 测回法 ），（ 方向法 ）。

3. ( 0~360° )。

4. ( 地物 )和( 地貌 )。

5．（ 数据采集 ） 、（ 数据处理 ） 、（ 图形输出）。。

二、单项选择题（每题 3分，不选、错选、多选均不得分，共 30 分）

1.( A ) 2.( D ) 3.( B ) 4. ( B ) 5. ( A )

6.( A ) 7.( B ) 8.( C ) 9.( A ) 10.( A )

三、名词解释（每题 5 分，共 20 分）

1．大地水准面：平均海水面及其延伸到大陆内部形成的闭合曲面

2.数字测图：以计算机为核心在外连输入输出设备硬、软件的支持下，对地形空间数据进行

采集、输入、成图、绘图、输出、管理。

3. 水平角：地面上某点到两目标的方向线垂直投影到水平面上所形成的夹角。

4．对中：将经纬仪的竖轴几何中心线安置到测站的铅垂线上的工作。

四、简答题（共 40 分）

1.简述数字地图的特点（15 分）。

精度高；（1分）

自动化程度高，劳动强度小；（1 分）

更新方便快捷；（1 分）

便于保存管理；（1 分）

便于应用；（1 分）

易于发布和实现远程传输；（1分）

便于成果更新；（1 分）

避免因图纸伸缩带来的各种误差；（1 分）

便于传输和处理，并可供多用户同时使用；（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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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成果的深加工利用；（1 分）

便于建立地图数据库和地理信息系统(GIS)；（1分）

便于成果的使用。（1分）

总之：数字地图从本质上打破了纸质地形图的种种局限，赋予地形图以新的生命力，提高了

地形图的自身价值，扩大了地形图的应用范围，改变了地形图使用的方式。（3 分）

2.简述数字测图的优点（10 分）。

测图劳动强度低、效率高；（2分）

成果能满足数字化、信息化时代的需要；（2分）

点位精度高，精度与比例尺无关；（2 分）

成果便于保存与更新；（2分）

数据利用率高。（2 分）

3.论述大比例尺地面数字测图的成图过程。（15 分）

（1）图根控制测量：图根控制点（包括已知高级点）的个数，应根据地形复杂、破碎程度

或隐蔽情况而决定其数量；（3分）

（2）测站点的测定；（2分）

（3）野外碎部点数据采集：采集方式有测记法或电子平板法等；（2 分）

(4）室内点位数据采集：根据软件提供的功能，利用地物特征点间的几何关系采集点的数

据；（2分）

数据编码：数据编码的基本内容包括：地物要素编码(或称地物特征码、地物属性码、地物

代码)、连接关系码(或连接点号、连接序号、连接线型)、面状地物填充码等；（2 分）

（6）图形信息码的输入；（2分）

（7）绘制成图。（2分）

五、计算题（共 40 分）

1. （20 分）水平距离：70.07m；（10 分）方位角αAB=135°（10 分）。

2. （10 分）竖直角指标差：+42″（5分），竖直角：-0°24′48″。（5 分）

3.（10 分）水平距离 DAB=512.4m（5 分）；中误差 mD= 0.4m。（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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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测量平差基础

Ⅰ.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测量平差基础考试是为招收测绘类专科升本科学生而实施的入学考试。

参加测量平差考试的考生应理解或掌握测量平差基础的内容、解算方法、平差模型，掌

握协方差、协因数的传播定律并能熟练解决平差模型中的计算问题，掌握间接平差、条件平

差的原理、计算步骤及精度评定，能够熟练应用不同的平差模型解决实际问题。注意各部分

的知识结构及知识的内在联系。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全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75 分钟。

试卷包括填空题、选择题、计算题。填空题要求直接填写结果，不必写出计算过程。选

择题是四选一型的单项选择题。计算题应根据题目要求写出文字或详细的计算步骤。

填空题和选择题分值合计 85 分，图形题 30 分，计算题 35 分。

Ⅱ.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误差分布及精度评定

1. 误差分布

（1） 引起误差的原因、误差的分类

（2） 偶然误差的规律性

（3） 衡量精度的指标

2. 考核要求

（1） 掌握测量引起误差的原因、误差的分类，并能将各类误差进行分类

（2） 掌握衡量精度的指标种类，并能区分其不同

二、协方差与协因数

（一） 协方差与权

1. 知识范围

（1） 协方差的定义，协方差的传播定律

（2） 权与定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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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协因数定义及协因数传播定律

2. 考核要求

（1） 掌握协方差的定义及传播定律

（2） 掌握权的定义，权与协因数、协方差的关系及测量中定权的方法

（二） 协因数

1. 知识范围

（1） 协因数的定义，协因数传播定律

（2） 协因数与权阵的关系

2. 考核要求

（1） 掌握协因数的定义，协因数的传播定律

（2） 掌握协因数、权的关系机协因数的应用

三、条件平差

1. 知识范围

条件平差的定义、条件平差的数学模型、条件差的模型解算及应用，对某一参数的精度

评定等。

2. 考核要求

（1） 掌握条件平差的定义、原理、数学模型的解算等

（2） 掌握某一水准路线的条件平差模型计算，并进行精度评定

（3） 掌握三角网条件平差的方程列式及函数模型

四、间接平差

1. 知识范围

间接平差的定义、间接平差的数学模型、间接平差模型解算及应用，对某一参数的精度

评定等。

2. 考核要求

（1) 掌握间接平差的定义、原理、数学模型的解算等

（2) 掌握某一水准路线的条件平差模型计算，并能进行精度评定

（3) 掌握三角网条件平差的方程列式及函数模型

五、附有参数的条件平差和附有限制条件的间接平差

1. 知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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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参数的条件平差和附有限制条件的间接平差的定义、数学模型，并能列出误差方程。

2. 考核要求

（1） 掌握附有参数的条件平差和附有限制条件的间接平差的定义、数学模型

（2） 能够熟练的判断某一函数模型属于哪种平差模型，并准确列出误差方程



17

Ⅲ.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升本科教育考试

测量平差基础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75 分钟）

（总分：150 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它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一、填空题（本大题共 15 个空，每空 4 分，共 6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衡量精度的指标主要有： 、 、 。

2.协因数与权互为倒数，协因数阵与权阵互为 。

3.能够唯一确定一个几何模型所必要的元素，简称 。

4.误差的来源主要分为 、 、 。

5.在经典平差方法中，为了求观测值的平差值一般采用 原理进行求解最优解。

6.水准测量中，设每站观测高差中误差为 mm2 ，假设各站之间为等精度独立观测值，则

观测了 16 站的水准路线，其高差中误差为 。

7.某组观测值的误差曲线越陡，说明其精度越 （填写“高”、“低”、“相等”），中

误差越 （填写“大”、“小”、“相等”）。

8. 条件平差模型中，方程总个数为 个，未知数为 个。用（n,t,r,c,u）

表示。

9. 已知独立观测量 L 的权 Pi(i=1,2,n)，则
][
][

P
PLX  的权为 。

二、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5分，共 25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

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绝对值相等的正负误差出现的概率（ ）

A 相等 B 不相等 C 无法确定 D 与观测值数量有关

2. 进行距离测量时，通常采用 （ ）来衡量其精度。

A 中误差 B 极限误差 C 或然误差 D 相对中误差

3. 以条件方程为函数模型的平差方法，称为 （ ）

A 间接平差 B 条件平差 C 附有参数的条件平差 D 附有限制条件的间接平差

4. 以条件方程为函数模型的平差方法，称为 （ ）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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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条件平差 B 间接平差 C 附有参数的条件平差 D 附有限制条件的间接平差

5. 在间接平差模型中，建立（ ）个误差方程。

A t B r C n D t+1

三、根据图形列方程（本大题共 1小题，共 3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在如图所示的边角网中，A，B点为已知点，C，D点为待定点， ACT 为已知方位角。观测值

为全部角度 71 ~  和边长 21 ,SS ，试按条件平差列出全部条件方程（不必线性化）。

四、计算题（本大题共 2小题，第 1 小题 14 分，第 2 小题 21 分，共 35 分。请在答题纸的

相应位置上作答。）

1、设有观测向量  1 2 331

TL L L L ，其协方差阵为（14 分）

4 0 0
0 3 0
0 0 2

LLD
 
   
  

分别求下列函数的方差：

（1） 1 1 33F L L  ；

（2） 3212 LLLF 

2、如图所示的水准路线， mH A 000.0 , mH B 000.1 , 0.428m1 h ，

0.570m2 h ,S1=1km,S2=2km,按间接平差法求 P 点平差后高程值及中误差。（21 分）

A

P

B
h1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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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平差基础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每空 4分，共 60 分）

1.中误差（方差）、或然误差、平均误差、极限误差、相对误差。(答出任意 3 个即可。)

2. 逆矩阵

3.必要元素

4.测量仪器、观测者、外界条件（答案与顺序无关）

5.最小二乘

6. mm8

7. 高 、小

8. r ， n

9 ][P

二、选择题（每个 5分，共 25 分）

1 2 3 4 5

A D B A C

三、根据图形列方程（共 30 分）

答：n=2+7=9,t=4, r=5

条件方程类型有：

1）图形条件 2个

0180761

01805432












（10 分，每个方程 5分）

2）极条件方程有 1个，以 C为极点列方程

1
)6sin(

)1sin(

)4sin(

)56sin(

)12sin(

)3sin(



























（10 分）

3）正旋条件 1个

)7sin()1sin(

1







ABSS
（5分）

4）固定角条件 1 个

01 


ABAC TT （5 分）

四、计算题 （共 35 分）

1. （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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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22)3-   0     1()3-   0     1(

     )3-   0     1(

11

3

2

1

1




















T
LLFF DD

L
L
L

F
（2分）


















3

2

1

2 )1-   1     1(     
L
L
L

F （2 分）

9)1-   1     1()1-   1     1(
11

 T
LLFF DD

答：n=2,t=1,r=1

2. （21 分）

选


 XH P ,列出函数式如下：














XHh

HXh

B

A

2

1
(3 分)














430.0

428.0

2

1

XV

XV

所以：











2

1

V
V

V 










1

1
B 











430.0

428.0
l （6分）

又选 C＝2，则，Q1＝1，Q2=2.











1,0
0,2

Q （3 分）

3 PBBN T
bb

286.1 PlBW T

429.01  


WNX bb ， P点高程为 0.429 米 (6 分)



 XPlBPll TTT )(2
0

 
XXXX

QD 2
0 88.889e-6 m

2
, 则 mm

X
4.9 （3 分）

（5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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