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测量》练习题 

一、填空题 

1.地面点到             铅垂距离称为该点的相对高程。 

2.通过          海水面的           称为大地水准面。 

3.测量工作的基本内容是            、            、             。 

4.测量使用的平面直角坐标是以               为坐标原点，                为 x 轴，

以                为 y轴。 

5.地面点位若用地理坐标表示，应为             、             和绝对高程。 

6.地面两点间高程之差，称为该两点间的           。 

7.在测量中，将地表面当平面对待，指的是在              范围内时，距离测量数据不至

于影响测量成果的精度。 

8.测量学的分类，大致可分为             ，          ，            ，           。 

9.地球是一个旋转的椭球体，如果把它看作圆球，其半径的概值为             km。 

10.地面点的经度为该点的子午面与           所夹的           角。 

11.地面点的纬度为该点的铅垂线与           所组成的角度。 

12.测量工作的程序是              、             、             。 

13.测量学的任务是                           。 

14.直线定向的标准方向有          、          、        。 

15.由             方向顺时针转到测线的水平夹角为直线的坐标方位角。 

16.坐标方位角的取值范围是             。 

17.确定直线方向的工作称为               ，用目估法或经纬仪法把许多点标定在某一已

知直线上的工作为                 。 

18.距离丈量是用            误差来衡量其精度的，该误差是用分子为            

的          形式来表示。 

19.用钢尺平量法丈量距离的三个基本要求是                     

20.直线的象限角是指直线与标准方向的北端或南端所夹的            角，并要标注所在

象限。 

21.某点磁偏角为该点的              方向与该点的              方向的夹角. 

22.某直线的方位角与该直线的反方位角相差                。 

23.地面点的标志，按保存时间长短可分为              和             。 

24.丈量地面两点间的距离，指的是两点间的                距离。 

25.某直线的方位角为 123°20′，则它的正方位角为                   。 

26.水准仪的检验和校正的项目有                           



 

27.水准仪主要轴线之间应满足的几何关系为                         

28.闭和水准路线高差闭和差的计算公式为                            。 

29.水准仪的主要轴线有                                         

30.水准测量中，转点的作用是         ，在同一转点上，既有                     ，

又有          读数。 

31.水准仪上圆水准器的作用是使仪器          ，管水准器的作用是使仪器          。 

32.通过水准管          与内壁圆弧的         为水准管轴。 

33.转动物镜对光螺旋的目的是使              影像               。 

34.一测站的高差 hAB 为负值时，表示         高，       低。 

35.水准测量高差闭合的调整方法是将闭合差反其符号,按各测段的_        __成比例分配

或按__     _成比例分配。 

36.用水准仪望远镜筒上的准星和照门照准水准尺后，在目镜中看到图像不清晰,应该___ 

___螺旋,若十字丝不清晰,应旋转_       螺旋。 

37.水准点的符号,采用英文字母_       表示。 

38.水准测量的测站校核,一般用_     __法或_      _法。 

39.支水准路线,既不是附合路线,也不是闭合路线,要求进行       _测量,才能求出高差闭

合差。 

40.水准测量时,由于尺竖立不直,该读数值比正确读数__     __。 

41.水准测量的转点,若找不到坚实稳定且凸起的地方，必须用_      _踩实后立尺。 

42.为了消除 i角误差,每站前视、后视距离应      ___,每测段水准路线的前视距离和后视

距离之和应__      ___。 

43.水准测量中丝读数时,不论是正像或倒像,应由_    __到__    __ ,并估读到_      。 

44.测量时,记录员应对观测员读的数值,再_     一遍,无异议时,才可记录在表中。记录有

误,不能用橡皮擦拭,应__     _。 

45.使用测量成果时,对未经       _的成果,不能使用。 

46.从 A 到 B 进行往返水准测量,其高差为:往测 3.625m;返测-3.631m,则 A、B 之间的高差

ABh         ． 

47.已知Ｂ点高程为 m000.241 ，Ａ、Ｂ点间的高差 mhAB 000.1+= ，则Ａ点高程为＿     . 

48.A点在大地水准面上,B点在高于大地水准面 100m的水准面上,则 A点的绝对高程是   

_,B点的绝对高程是__     。 

49.已知Ａ点相对高程为 m100 ，Ｂ点相对高程为 m200− ，则高差 =ABh ＿   ＿；若Ａ点

在大地水准面上，则Ｂ点的绝对高程为      ． 

50.经纬仪的安置工作包括_      _。 



 

51.竖直角就是在同一竖直面内,_     __与__     _之夹角。 

52.经纬仪的主要几何轴线有__         __ 

53.经纬仪安置过程中,整平的目的是使        _ ,对中的目的是使仪器   _与_   _点位

于同一铅垂线上。 

54.根据水平角的测角原理,经纬仪的视准轴应与__    _相垂直。 

55.当经纬仪的竖轴位于铅垂线位置时,照准部的水准管气泡应在任何位置都__    _。 

56.整平经纬仪时,先将水准管与一对脚螺旋连线_    __,转动两脚螺旋使气泡居中,再转动

照准部_    ___ ,调节另一脚螺旋使气泡居中。 

57.经纬仪各轴线间应满足下列几何关系_                                     

58.竖盘指标差是指当_    _水平,指标水准管气泡居中时,_    __没指向       _所产生

的读数差值。 

59.用测回法测定某目标的竖直角,可消除_     __误差的影响。 

60.水平制动螺旋经检查没有发现问题,但在观测过程中发现微动螺旋失效,其原因是_   _。 

61.竖盘读数前必须将         _居中,否则该竖盘读数_       __。 

62.经纬仪由_       ___三部分组成。 

63.经纬仪是测定角度的仪器,它既能观测     _角,又可以观测     _角。 

64.水平角是经纬仪置测站点后,所照准两目标的视线,在     _投影面上的夹角。 

65.竖直角有正、负之分,仰角为    _,俯角为     _。 

66.竖直角为照准目标的视线与该视线所在竖面上的__     之夹角。 

67.经纬仪在检、校中，视准轴应垂直与横轴的检验有两种方法。它们分别为_    _和    _。 

68.经纬仪竖盘指标差为零,当望远镜视线水平,竖盘指标水准管气泡居中时,竖盘读数应

为        。 

69.用测回法观测水平角,可以消除仪器误差中的_                

70.观测误差按性质可分为_           和__       _两类。 

71.测量误差是由于__                        __三方面的原因产生的。 

72.直线丈量的精度是用_               _来衡量的。 

73.衡量观测值精度的指标是                      ____ 

74.对某目标进行 n次等精度观测,某算术平均值的中误差是观测值中误差的____倍。 

75.在等精度观测中,对某一角度重复观测多次,观测值之间互有差异,其观测精度是     

的。 

 76.在同等条件下，对某一角度重复观测n 次，观测值为 1l 、 2l 、…、
,nl 其误差均为m ，

则该量的算术平均值及其中误差分别为       和_     __。 

77.在观测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了提高测量的精度,其唯一方法是_          _。 

78.当测量误差大小与观测值大小有关时,衡量测量精度一般用_           _来表示。 



 

79.测量误差大于_            _时,被认为是错误,必须重测。 

80.用经纬仪对某角观测四次,由观测结果算得观测值中误差为±20″,则该角的算术平均值

中误差为          ． 

81.某线段长度为 300m,相对误差为 1/1500,则该线段中误差为           _。 

82.有一 N边多边形,观测了 N-1个角度,其中误差均为±10″,则第 N个角度的中误差 

是_      _。 

83.导线的布置形式有_            __ 

84.控制测量分为        和           控制。 

85.闭和导线的纵横坐标增量之和理论上应为_       _,但由于有误差存在,实际 

不为_     _,应为_         _。 

86.小三角锁近似平差的主要步骤是___                            _。 

87.导线测量的外业工作是__                __。 

88.丈量基线边长应进行的三项改正计算是_                    _。 

89.闭和导线坐标计算过程中，闭合差的计算与调整有                         _。 

90.观测水平角时,观测方向为两个方向时,其观测方法采用         _测角,三个以上方向

时采用_                        测角。 

91.小区域平面控制网一般采用          _和_             。 

92.小三角网的布置形式有_                      _。 

93.一对双面水准尺的红、黑面的零点差应为_                _。 

94.四等水准测量,采用双面水准尺时,每站有_          _个前、后视读数。 

95.在方向观测法中,2C互差是          _各方向之间是__          __。 

96.地面上有 A、B、C 三点,已知 AB 边的坐标方位角为 35º23′,又测得左夹角为 89º34′,

则 CB边的坐标方位角为_           。 

97.设Ａ、Ｂ两点的纵坐标分别为 m500 、 m600 ，则纵坐标增量 ._____= BAx
 

98. 设 有 闭 合 导 线 Ａ Ｂ Ｃ Ｄ ， 算 得 纵 坐 标 增 量 为 ABx =+100.00m ，

,00.50 mxCB −= ,03.100 mxCD −= ,01.50 mxAD += 则 纵 坐 标 增 量 闭 合 差

._____=xf  

99.在同一幅图内,等高线密集表示_      _,等高线稀疏表示_      _,等高线平距相等表

示_      _。 

 

 

 



 

二、单项选择题 

（一）工程测量基础知识 

1. 地面点到高程基准面的垂直距离称为该点的（  ）。  

Ａ.相对高程；  Ｂ.绝对高程；Ｃ.高差   

2. 地面点的空间位置是用（  ）来表示的。  

Ａ.地理坐标； Ｂ.平面直角坐标；  C.坐标和高程 

3. 绝对高程的起算面是（  ）。  

Ａ.水平面；  Ｂ.大地水准面； Ｃ.假定水准面 

4. 某段距离的平均值为 100mm，其往返较差为+20mm，则相对误差为（  ）。   

Ａ. 100/02.0 ； Ｂ. 002.0 ； Ｃ. 5000/1  

5. 已知直线 AB的坐标方位角为 186°，则直线 BA的坐标方位角为（  ）。 

Ａ.96° Ｂ.276° Ｃ.6° 

6. 在距离丈量中衡量精度的方法是用（  ）。  

Ａ.往返较差； Ｂ.相对误差； Ｃ.闭合差 

7. 坐标方位角是以（  ）为标准方向，顺时针转到测线的夹角。  

Ａ.真子午线方向；  Ｂ.磁子午线方向； Ｃ.坐标纵轴方向 

8. 距离丈量的结果是求得两点间的（  ）。   

Ａ.斜线距离； Ｂ.水平距离；  Ｃ.折线距离 

9. 往返丈量直线 AB 的长度为 
m.DAB

72126= m.DBA
76126=

，其相对误差为（  ）   

Ａ.Ｋ=1/3100；  Ｂ.Ｋ=1/3200；  Ｃ.Ｋ= 000315.0  

10. 在水准测量中转点的作用是传递（ ）。   

Ａ.方向；  Ｂ.高程； Ｃ.距离 

11. 圆水准器轴是圆水准器内壁圆弧零点的（  ）。  

Ａ.切线； Ｂ.法线； Ｃ.垂线 

12. 水准测量时，为了消除 i角误差对一测站高差值的影响，可将水准仪置在（  ）处。 

Ａ.靠近前尺；  Ｂ.两尺中间； Ｃ.靠近后尺 

13. 产生视差的原因是(  )。  

Ａ.仪器校正不完善； Ｂ.物像有十字丝面未重合； Ｃ.十字丝分划板位置不正确 

14. 高差闭合差的分配原则为（  ）成正比例进行分配。   

A.与测站数；  Ｂ.与高差的大小；Ｃ.与距离或测站数 

15. 附和水准路线高差闭合差的计算公式为（  ）。   

Ａ.
f

h = hh 返往
−

;  Ｂ. 
f

h ＝h
;  Ｃ. 

f
h ＝h

-( HH 始终
−

) 



 

16. 水准测量中，同一测站，当后尺读数大于前尺读数时说明后尺点（  ）。 

Ａ.高于前尺点；  Ｂ.低于前尺点；Ｃ.高于侧站点 

17. 水准测量中要求前后视距离相等，其目的是为了消除（ ）的误差影响。   

Ａ.水准管轴不平行于视准轴； Ｂ.圆水准轴不平行于仪器竖轴；  Ｃ.十字丝横丝不水

平  

18. 视准轴是指（  ）的连线。   

Ａ.物镜光心与目镜光心；Ｂ.目镜光心与十字丝中心； Ｃ.物镜光心与十字丝中心 

19. 往返水准路线高差平均值的正负号是以（  ）的符号为准。   

Ａ.往测高差；  Ｂ.返测高差；Ｃ.往返测高差的代数和 

20. 在水准测量中设 A 为后视点，B 为前视点，并测得后视点读数为 1.124m，前视读数为

1.428m，则 B点比 A点（ ）  

Ａ.高； Ｂ.低；  Ｃ.等高 

21. 自动安平水准仪的特点是（  ）使视线水平。   

Ａ.用安平补偿器代替管水准仪；  Ｂ.用安平补偿器代替圆水准器；  Ｃ.用安平

补偿器和管水准器。  

22. 在进行高差闭合差调整时，某一测段按测站数计算每站高差改正数的公式为（  ）   

Ａ. 
);/ 测站数（ −−= NNfV hi  Ｂ. 

);/ 测段距离（ −−= SSfV hi   Ｃ.
;/ NfV hi −=
 

23. 圆水准器轴与管水准器轴的几何关系为(  )。 

Ａ.互相垂直；  Ｂ.互相平行；  Ｃ.相交 

24. 从观察窗中看到符合水准气泡影象错动间距较大时，需（  ）使符合水准气泡影象符

合。   

Ａ.转动微倾螺旋；  Ｂ.转动微动螺旋；  Ｃ.转动三个螺旋 

25. 转动目镜对光螺旋的目的是（  ）。   

Ａ.看清十字丝；  Ｂ.看清远处目标；  Ｃ.消除视差。 

26. 消除视差的方法是（  ）使十字丝和目标影像清晰。  

Ａ.转动物镜对光螺旋； Ｂ.转动目镜对光螺旋；Ｃ.反复交替调节目镜及物镜对光螺

旋 

27. 转动三个脚螺旋使水准仪圆水准气泡居中的目的是（  ）。   

Ａ.使仪器竖轴处于铅垂位置； B.提供一条水平视线； Ｃ.使仪器竖轴平行于圆水准

轴 

28. 水准仪安置符合棱镜的目的是（  ）   

Ａ.易于观察气泡的居中情况  Ｂ.提高管气泡居中的精度   Ｃ.保护管水准气泡 

29. 当经纬仪的望远镜上下转动时，竖直度盘（  ）。  



 

Ａ.与望远镜一起转动；  Ｂ.与望远镜相对运动； Ｃ.不动 

30. 当经纬仪竖轴与目标点在同一竖面时，不同高度的水平度盘读数（  ）   

Ａ.相等；  Ｂ.不相等； Ｃ.有时不相等 

31. 经纬仪视准轴检验和校正的目的是（  ）  

Ａ.使视准轴垂直横轴；  Ｂ.使横轴垂直于竖轴； Ｃ.使视准轴平行于水准管轴 

32. 采用盘左、盘右的水平角观测方法，可以消除（  ）误差。  

Ａ.对中；  Ｂ.十字丝的竖丝不铅垂；  Ｃ. C2  

33. 用回测法观测水平角，测完上半测回后，发现水准管气泡偏离２格多，在此情况下应

（  ）。   

Ａ.继续观测下半测回；  Ｂ.整平后观测下半测回；  Ｃ.整平后全部重测 

34. 在经纬仪照准部的水准管检校过程中，大致整平后使水准管平行于一对脚螺旋，把气泡

居中，当照准部旋转 180°后，气泡偏离零点，说明（  ）。   

Ａ.水准管不平行于横轴； Ｂ.仪器竖轴不垂直于横轴； Ｃ.水准管轴不垂直于仪器

竖轴 

35. 测量竖直角时，采用盘左、盘右观测，其目的之一是可以消除（  ）误差的影响。   

Ａ.对中；  Ｂ.视准轴不垂直于横轴；  Ｃ.指标差 

36. 用经纬仪观测水平角时，尽量照准目标的底部，其目的是为了消除（  ）误差对测角

的影响。  

Ａ.对中；  Ｂ.照准；  Ｂ.目标偏离中心 

37. 有测回法观测水平角，若右方目标的方向值 右 小于左方目标的方向值 左 时，水平角

 的计算方法是（  ）   

      Ａ.  = 左 - 右 ；  Ｂ.  = 左右  −−180
；  Ｃ.  = 左右  －+ 360

 

38. 地面上两相交直线的水平角是（  ）的夹角。   

 Ａ．这两条直线的实际； Ｂ．这两条直线在水平面的投影线； C.这两条直线在同一竖

直上的投影 

39. 经纬仪安置时,整平的目的是使仪器的(   )。   

A.竖轴位于铅垂位置,水平度盘水平；  B．水准管气泡居中； Ｃ．竖盘指标处于正确位

置 

40. 经纬仪的竖盘按顺时针方向注记，当视线水平时，盘左竖盘读数为 90°用该仪器观测

一高处目标，盘左读数为 75°10′24″，则此目标的竖角为（  ）   

Ａ．57º10′24″     B.-14º49′36″   C.14º49′36″ 

41. 经纬仪在盘左位置时将望远镜大致置平,使其竖盘读数在 0°左右,望远镜物镜端抬高

时读数减少,其盘左的竖直角公式(   )    



 

A. 左 =90º-L；  B. 左=0º-L或左=360º-L；  C. 
00−左  

42. 竖直指标水准管气泡居中的目的是(  )   

Ａ.使度盘指标处于正确位置； Ｂ.使竖盘处于铅垂位置； Ｃ.使竖盘指标指向 90° 

43. 若经纬仪的视准轴与横轴不垂直,在观测水平角时,其盘左盘的误差影响是(  )   

Ａ.大小相等；  Ｂ.大小相等，符号相同；  Ｃ.大小不等，符号相同 

44. 测定一点竖直角时，若仪器高不同，但都瞄准目标同一位置，则所测竖直角（  ）  

Ａ.相同；  Ｂ.不同； Ｃ.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 

45. 在等精度观测的条件下，正方形一条边 a的观测中误差为 m，则正方形的周长（Ｓ=4a）

中的误差为（  ）   

Ａ.m；  Ｂ.2m；  Ｃ.4m 

46. 丈量某长方形的长为α=20 m004.0 ，宽为 b=15 m003.0 ，它们的丈量精度（  ）   

Ａ相同；  Ｂ.不同； Ｃ.不能进行比较 

47. 衡量一组观测值的精度的指标是（  ）   

Ａ.中误差；  Ｂ.允许误差；  Ｃ.算术平均值中误差 

48. 在距离丈量中，衡量其丈量精度的标准是（  ）  

Ａ.相对误差；  Ｂ.中误差；  Ｃ .往返误差 

49. 下列误差中（  ）为偶然误差   

Ａ.照准误差和估读误差；  Ｂ.横轴误差和指标差；  Ｃ.水准管轴不平行与视准

轴的误差 

50. 若一个测站高差的中误差为 站m
，单程为ｎ个测站的支水准路线往返测高差平均值的中

误差为（  ）   

Ａ.nm站；  Ｂ. mn
站

2/
  Ｃ. mn

站 

51. 在相同的观条件下，对某一目标进行ｎ个测站的支水准路线往返测高差平均值的中误差

为（  ）   

Ａ.
  nm /=

；  Ｂ.
  ）（ 1/ −= nm 

；  Ｃ. 
  ）（ 1/ −= nnm 

 

52. 对三角形进行５次等精度观测，其真误差（闭合差）为 +4″；-3″；+1″；-2″；+6″，

则该组观测值的精度（  ）  

Ａ.不相等；  Ｂ.相等；  Ｃ.最高为+1″ 

53. 经纬仪对中误差属（  ）  

Ａ.偶然误差；  Ｂ.系统误差；  Ｃ.中误差 

54. 尺长误差和温度误差属（  ）   

Ａ.偶然误差；  Ｂ.系统误差；  Ｃ.中误差 



 

55. 一条直线分两段丈量，它们的中误差分别为 1m 和 2m ，该直线丈量的中误差为（  ）   

Ａ.
2

2

2

1 mm + ；  Ｂ. 
2

2

2

1 mm  ；  Ｃ. 
( )2

2

2

1 mm +
 

56. 一条附和水准路线共设ｎ站，若每站水准测量中误差为ｍ，则该路线水准测量中误差为

（  ）   

Ａ. ｍｎ ；  Ｂ. ｎｍ/ ；  Ｃ. ｎｍ  

57. 某基线丈量若干次计算得到平均长为 540m，平均值之中误差为 0.05m，则该基线的相

对误差为（  ）  

Ａ.0.0000925；  Ｂ.1/11000；  Ｃ.1/10000 

58. 下面是三个小组丈量距离的结果，只有（  ）组测量的相对误差不低于 1/5000 的要

求   

Ａ.100m 0.025m；  Ｂ.200m 0.040m；  Ｃ.150m 0.035m 

59. 对某量进行ｎ次观测，若观测值的中误差为ｍ，则该量的算术平均值的中误差为（  ）   

Ａ. ｍｎ ；  Ｂ.m/n；  Ｃ.m/ n  

60. 某直线段ＡＢ的坐标方位角为 230º，其两端间坐标增量的正负号为（  ）   

Ａ. yx +− ,  Ｂ. yx −+ ,   Ｃ. yx −− ,  

61. 小三角锁近似平差主要考虑（  ）   

Ａ.测角误差；  Ｂ.基线误差； Ｃ.起始边方位角的误差 

62. 在全圆测回法的观测中，同一盘位起始方向的两次读数之差叫（ ）  

Ａ.归零差；  Ｂ.测回差；  Ｃ. C2 互差 

63. 四等水准测量中,黑面高差减红面高差 0.1m 应不超过（  ）   

Ａ.２ｍｍ  Ｂ.３ｍｍ；  Ｃ.５ｍｍ 

64. 用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来衡量导线测量精度的公式是(  )    

Ａ. D

M
K =

  Ｂ.
( )DD

K


=
/

1

；  Ｃ. ( )
=

DfD
K

/

1

 

65. 在两端有基线的小三角锁基线闭合差的计算中，传距角 ia
、 ib

是用（  ）  

Ａ.实测角值    B．经过第二次改正后的角值    C．经过角度闭合差调整后的角值 

66. 导线的坐标增量闭合差调整后，应使纵、横坐标增量改正数之和等于（  ）   

Ａ.纵、横坐标增值量闭合差，其符号相同； Ｂ.导线全长闭合差，其符号相同；Ｃ.

纵、横坐标增量闭合差，其符号相反 

67. 在全圆测回法中，同一测回不同方向之间的２Ｃ值为 81 − 、 2 + 、 01,0 + ，其 C2 互

差应为（  ）．   



 

Ａ.28″   Ｂ.-18″  Ｃ.1.5″ 

68. 基线丈量的精度用相对误差来衡量，其表示形式为（  ）   

Ａ.平均值中误差与平均值之比；  Ｂ.丈量值中误差与平均值之比；  Ｃ.平均值

中误差与丈量值之和之比 

69. 导线的布置形式有（  ）   

Ａ．一级导线、二级导线﹑图根导线；  Ｂ．单向导线﹑往返导线﹑多边形导线； 

Ｃ．闭合导线﹑附和导线﹑支导线 

70. 导线测量的外业工作是（  ）   

Ａ．选点﹑测角﹑量边；   Ｂ．埋石﹑造标﹑绘草图；   Ｃ．距离丈量﹑水准

测量﹑角度测量 

71.导线角度闭合差的调整方法是将闭合差反符号后（ ）。  

A. 按角度大小成正比例分配；   B. 按角度个数平均分配  ；C. 按边长成正比例分配 

72.导线坐标增量闭合差的调整方法是将闭合差反符号后（ ）。   

A. 按角度个数平均分配；   B. 按导线边数平均分配；  C. 按边长成正比例分配 

73.小三角测量的外业主要工作为（ ）。  

A. 角度测量；   B. 基线丈量；   C. 选点、测角、量基线 

74.等高距是两相邻等高线之间的（ ）。   

A. 高程之差； B. 平距； C. 间距 

75.当视线倾斜进行视距测量时，水平距离的计算公式是（ ）。   

A. D=
CKn + ；   B. D=

cosnK
    C.  D= aKn 2cos  

76.一组闭合的等高线是山丘还是盆地，可根据（ ）来判断。   

A. 助曲线；   B. 首曲线；   C. 高程注记 

77.在比例尺为 1 2000，等高距为 2m的地形图上，如果按照指定坡度 5=i ％，从坡脚 A 到

坡顶 B 来选择路线，其通过相邻等高线时在图上的长度为（ ）   

A. 10mm；    B. 20mm      C. 25mm   

78.两不同高程的点，其坡度应为两点（ ）之比，再乘以 100％。   

A.高差与其平距；  B. 高差与其斜距；  C.平距与其斜距 

79视距测量时用望远镜内视距丝装置，根据几何光学原理同时测定两点间的（ ）的方法。   

A  距离和高差；  B 水平距离和高差。   C  距离和高程 

80.在一张图纸上等高距不变时，等高线平距与地面坡度的关系是（ ）。   

A 平距大则坡度小；  B 平距大则坡度大，  C 平距大则坡度不变 

81.地形测量中，若比例尺精度为 b，测图比例尺为 M，则比例尺精度与测图比例尺大小的

关系为（ ）   



 

A. B与 M无关    B. b与 M成正比；   C. b与 M成反比 

82.在地形图上表示的方法是用（ ）   

A. 比例符号、非比例符号、线形符号和地物注记   B. 地物符号和地貌符号  C. 计曲线、

首曲线、间曲线，助曲线 

83.测图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 ）   

A.图纸准备、方格网绘制、控制点展绘     B.组织领导、场地划分、后勤供应 

C .资料、仪器工具、文具用品的准备 

84.在地形测量中，大小平板仪对中容许误差为（ ）  

A.25mm；   B.3mm    C. 0.05×M mm（M为测图比例尺分母） 

85.若地形点在图上的最大距离不能超过 3cm，对于比例尺为 1/500 的地形图，相应地形点在

实地的最大距离应为（ ）.    

A. 15m；   B.20m；   C.30m 

 



 

三．计算题 

（一）工程测量基础知识 

1.用钢尺丈量一条直线，往测丈量的长度为 217.30m，返测为 217.38m，今规定其相对误差

不应大于 1/2000，试问  

（1）此测量成果是否满足精度要求？（2）按此规定，若丈量 100m，往返丈量最大可允许

相差多少毫米？ 

 

 

 

 

 

 

 

 

 

2.对某段距离往返丈量结果已记录在距离丈量记录表中，试完成该记录表的计算工作，并求

出其丈量精度，见表 1。 

                                                    表 1 

测线 整尺段 零尺段 总计 差数 精度 平均值 

AB 

往 505  18.964      

返 504  46.456 22.300  

 

 

 

 

 

 

 

 

 

3. 某直线段的磁方位角M =30°30′，磁偏角δ=0°25′，求真方位角Α=？若子午线收敛

角γ=2′25″，求该直线段的坐方位角α=？         

 

 

 

 



 

 

 

 

 

 

 

4．如图 1 所示，在水准点 BM1至 BM2间进行水准测量，试在水准测量记录表中（见表 2）。 

进行记录与计算，并做计算校核（已知 mBMmBM 110.142,952.138 21 == ）。 

 

图 1 

 

 

 

 

 

 

 

 

表 2 水准测量记录表 

测点 后视读数（m） 前视读数（m） 高差（m） 高程（m）  

   ＋ －   

     

   

       

   

       

   

  
      

   



 

 

5．在水准点 BMa 和 BMb 之间进行水准测量，所测得的各测段的高差和水准路线长如图 2

所示。已知 BMa 的高程为 5.612m，BMb的高程为 5.400m。试将有关数据填在水准测量高差

调整表中（见表 3），最后计算水准点 1 和 2 的高程。 

 

图 2 



 

表 3 水准测量高程调整表  

点号 路 线 长

（km） 

实测高差

（m） 

改 正 数

（mm） 

改正后 高

差（m） 

高程（m） 
  

ABM  

    5.612  

     

1   

     

2    

BBM  

 

     

  

5.400  

  

=− AB HH  

=Hf  

=允H
f

 

每公里改正数＝ 

 

 

 

6.在水准 BMa和 BMb之间进行普通水准测量，测得各测段的高差及其测站数 ni如图 3 所示。

试将有关数据填在水准测量高差调整表中（见表 4），最后请在水准测量高差调整表中，计

算出水准点 1 和 2 的高程（BMa 已知的高程为 5.612m，BMb 的高程为 5.412m）。 

 

                              
图 3 



 

表 4 水准测量高程调整表 

                                                                      

点号 

测站数 实测高差（m） 改正数(mm. ) 改正后高差(m) 高程(m) 
  

aBM
 

    5.612  

     

1   

     

2   

     

bBM
 

5.412  

     

  

 
 

=− ba HH
 

=hf  

=允h
f

 

每站改正数= 

 

 

7.在 B 点上安置经纬仪观测 A 和 C 两个方向，盘左位置先照准 A 点，后照准 C 点，水平度

盘的读数为 6º23′30″和 95º48′00″；盘右位置照准 C 点，后照准 A 点，水平度盘读数分别为

275º48′18″和 186º23′18″，试记录在测回法测角记录表中（见表 5），并计算该测回角值是多

少？ 

表 5 测回法测角记录表 

测站 盘位 目标 水平度盘读数  

(˚  ′ ″) 

半测回角值 

(˚ ′″) 

一测回角值 

  (˚ ′″) 

备注 

       

  

    

  

 

 

 

 

 

 

 

 



 

8.对某基线丈量六次，其结果为 L1＝246.535m，L2＝246.548m，L3＝246.520m， 

L4＝246.529m，L5＝246.550m，L6＝246.537m。试求 （1）算术平均值;  

(2)每次丈量结果的中误差；（3）算术平均值的中误差和基线相对误差。 

 

 

 

 

 

 

 

 

 

 

9.观测 BM1至 BM2间的高差时，共设 25 个测站， 每测站观测高差中误差均为±3mm， 

问 （1）两水准点间高差中误差时多少？（2）若使其高差中误差不大于±12mm，应设置

几个测站? 

 

 

 

 

 

 

 

 

10.在等精度观测条件下，对某三角形进行四次观测，其三内角之和分别为 179º59′59″， 

180º00′08″，179º59′56″，180º00′02″。试求 （1）三角形内角和的观测中误差？ 

（2）每个内角的观测中误差？ 

 

 

 

 

 

 

 

 

 

 



 

11.某闭合导线，其横坐标增量总和为－0.35m，纵坐标增量总和为+0.46m，如果导线总长度

为 1216.38m，试计算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和边长每 100m 的坐标增量改正数？ 

 

 

 

 

 

 

 

 

 

 

12.已知四边形闭合导线内角的观测值见表 7，并且在表中计算（1）角度闭合差；(2)改正后

角度值；（3）推算出各边的坐标方位角。 

表 7 

点号 角度观测值（右角） 

 (˚   ′  ″) 

    改正数 

 (˚   ′  ″) 

改正后角值 

(˚   ′  ″) 

   坐标方位角 

   (˚   ′  ″) 

 1  112   15   23     123   10  21 

 2   67   14   12      

 3   54   15   20         

 4  126   15   25     

 ∑     

 =
                        

=f  
 

 

 

 

 

 

 

13.在方向观测法的记录表中（见表 8），完成其记录的计算工作。 

方向观测法记录表                            表 8 

 

测

站 

 

测

回

数 

 

目

标 

水平度盘读数 2 C 

(″) 

 

  方向值 

˚ ′″ 

 

归零方向值 

˚ ′″ 

 

角   值 

˚ ′″ 
盘   左 

(˚ ′ ″) 

盘   右 

(˚ ′″) 

 

 

M 

 

 

  1 

 A 00 01  06 180 01 24     

B 69  20  30 249 20 24     

C 124  51  24 304 51 30     

A  00  01  12 180 01 18     



 

四 问答题 

 

1．投影带带号 N=18，n=28, 问所在投影带中央子午线 LO分别是多少？ 

 

 

 

 

 

 

 

2．国内某地点高斯平面直角坐标 x =2053410.714m, y =36431366.157m。问该高斯平面直角

坐标的意义?   

 

 

 

 

 

 

 

 

3．已知 A、B点绝对高程是 AH =56.564m、 BH =76.327m,问 A、B点相对高程的高差是多少?    

 

 

 

 

 

 

 

 

 

4．1.25 弧度等于多少度分秒?58 秒等于多少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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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综合分析题 

1 表 4-11 是一测段改变仪器高法往测各测站观测记录，计算各测站观测结果及测段往测高

差。计算的检核标准见表 4-11。 

表 4-11 

测站 视    距 s 测次 后视读数 a  前视读数b  h= a -b  备     注 
 
 

1 

后s  
56.3  1 

1.731 1.215   
δ=   mm 

 

前s  
53.2 2 

1.693 1.173    

d   ∑d   平均 h    

2 

后s  
34.7 1 

2.784 2.226   
δ=   mm 

 

前s  36.2 
2 

2.635 2.082    

d   ∑d   平均 h    

3 

后s  54.9 
1 

2.436 1.346   
δ=   mm 

 

前s  51.5 
2 

2.568 1.473    

d   ∑d   平均 h    

 

 

 

 

 

 

2.计算图 4.35闭合水准路线各水准点的高程, 表 4-12。 

  

     

图 4.35                       图 4.36 

     



 

闭合水准路线的计算                                            表 4-12 

序 
号 

点 
名 

方 
向 

高差观测值 
h'i(m) 
(1) 

测段长 
Di(km) 
(3) 

测站数 
nI 
(4) 

高差改正 
vi=-Wni/N 
(mm)(7) 

高  差 
最或然值 
(m)(8) 

高    程 
(m) 
(9) 

  

  BM             67．648  

1   1.224 0.535 10     

 
A   

 
2   -2.424 0.980 15     

 

B   
 

3   -1.781 0.551 8     
 

C   
 

4   1.714 0.842 11     
 

D   
 

5   1.108 0.833 12     
 

BM 67．648 
 

               

(2)W=∑h'i=     mm 

W 容 =±58mm 

(5)[D]=    

       km (6)N=     
(10)∑v=   

mm ∑h=      

 

 

 

 

 

 

 

3.计算图 4.36附合高程导线各高程点的高程，表 4-13。 

附合高程导线的计算                                          表 4-13  

序 
号 

点 
名 

方 
向 

高差观测值 
h'i   
(m) 
(1) 

测段长 
Di 

(km) 
(2) 

高差改正 
vi=-WD

2
/[DD] 

(mm) 
(5) 

高差最或然值 
hi=h'i+vi 

(m) 
(7) 

高  程 
H(m) 
(8) 

  

  
BM1 

          
231.566 

  

1   30.461 1.560     
 

A   
 

2   51.253 0.879     
 

B   
 

3   120.315 2.036     
 

C   
 

4   78.566 1.136     
 

D   
 

5   -36.560 1.764     
 

BM2 215.921 
 

              

(3)W=    mm 
W 容 =±54mm 

(4)[D]=       km 
[DD]=       km  

(6)∑v= 
   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