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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测绘工程硕士培养质量,实现测绘工程硕士培养目标, 服务于相关测绘行业的需要, 武汉大学资

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在强化个性化、特色性的课程设置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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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In orde r to enhance the qua lity and rea lize the objective o fM aster o f Eng inee ring (M E ) education in Survey ing and M ap

p ing Eng ineer ing fo rm eeting the dem and of survey ing and m app ing agenc ies, Schoo l o fResource and Env ironmenta l Science inW uhan

Un iversity has carried out benefici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for intensify ing the custom ization and spec ialization inM E curr iculum setting

- up and accumu la ted r ich exper 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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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自 1997年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到

目前已取得了显著成果,测绘工程领域也不例外。测绘

工程硕士不仅人数在大幅度攀升, 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测绘工程硕士的出现丰富了测绘科学研究生培养模式,

其教育和培养理念在研究生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占有重

要地位。工程硕士是我国一种新的学位形式,在培养工

作中还存在着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其中专业课程的设

置是培养工作的核心环节, 专业课程设置的科学合理直

接关系到培养质量的好坏, 关系到培养与教育目标能否

实现,本文将结合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的研究

实践,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1 测绘工程的基本特性

测绘工程是研究地球和其他实体与空间分布有关信

息的采集、量测、分析、显示、管理和利用的工程领域。研

究内容包括确定地球的形状、重力场及空间定位,利用各

种测量仪器、传感器获取与空间分布有关的信息,制成各

种地形图、专题图和建立地理、土地等各种空间信息系

统,为研究地球自然和社会现象,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和

灾害等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及为国民经济和

国防建设提供技术支撑与数据保障。随着现代空间技

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测绘工

程学科正步入一个自动化、网络化和实时化发展阶段。

2 测绘工程的学科特点

在我院,测绘工程相关的学科主要有地图制图学与

地理信息工程及土地资源管理等。

地图制图学专业建立于 1956年,是我国最早建立的

地图制图学专业之一,至今已有 50多年的历史,为全国一

级重点学科的重要分支学科,是我国唯一的从事民用地

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教育的专门性高等学校学科

点,在测绘学和地理学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40多年来

培养出的毕业生是我国目前地图产业的支撑力量。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建立于 1986年,该专业充分发挥

本校的特点,以测绘、遥感、信息技术为基础,所涵盖的主

要领域为土地资源管理的技术环节。经过 10多年的发



展,发挥了自己在土地资源管理技术方面的办学特色,并

得到国土资源部门及其相关企业的广泛认可。本院的土

地信息技术和地籍管理技术专业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全

国国土部门地籍管理的业务骨干 80%来自本专业。

总的来看,我们在测绘工程领域所独有的特点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当代地图制图学理论与技术方面的优势

拥有地图制图学理论与技术的传统优势,经过几代

人的不懈努力,建立了普通地图、专题地图、数学制图、地

图集、计算机制图、地图数据库系统的理论与知识体系,

近年来在理论制图学、城市制图、环境制图等领域又取得

了新的发展,为相关政府部门与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

2)全数字化地图制图理论与技术的发展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全数字化制图技术成为可

能。在我国由传统手工制图向全数字化制图技术的变革

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未来全数字技术将为国家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地理信息保障。

3)数字制图与多媒体电子地图技术的领先地位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基于 CD - ROM, Internet和以

PDA (个人数字助理 )等为代表的移动终端的出现为信息

社会地图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4)地理信息理论与技术方面成果显著

在以空间数据获取、管理、更新、可视化和应用为主

线的地理信息理论与技术方面成果丰硕。除具有全国名

列前茅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平台外,更是有大量 G IS在城

市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国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3 测绘工程硕士培养目标和定位

测绘工程硕士的培养主要是解决测绘行业及相关工

程部门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的矛盾,面向生产

第一线培养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通过培养,研究生应掌握所从事工程领域的、坚实的

基础知识和宽广的专业知识, 以及解决工程问题的先进

的研究方法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具有独立承担工程技术

或工程管理工作的能力,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较强的

创新能力及适应能力。

测绘工程硕士培养具体体现在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

息工程与土地资源管理两个专业方向,在地图制图学与

地理信息工程方向,主要培养具备计算机地图制图、地图

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知识的高级技术人才;而在土

地信息管理工程方向,主要培养掌握土地管理基本知识

和 3S技术的高级专门人才与管理人才。行业主要涵盖国

家基础测绘建设、城市规划建设、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灾

害预报等部门。

4 课程设置的个性化建设

依据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对测绘

工程硕士的培养要求并结合本院专业特色与相关单位的

需求,在国家测绘工程课程设置的总体框架内有所取舍、

灵活变通,建立有自己特色的课程计划。

4. 1 学位课程的设置

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要求测绘工

程基础课为外语、自然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矩证

论、数值分析、计算机软件基础、面向对象的 w indows设

计、知识产权、信息检索等,在设置公共必修课时,依照地

图制图与土地信息工程相关行业的工作需求,开设了自

然辩证法 (训练科学的思维方式 )、基础英语 (提高学员对

外交流能力 )、数值分析 (制图行业需求 )、信息检索 (请本

院专家讲授与本学科相关的信息检索方法 ),其他科目与

实际情况不符或学员基本在本科阶段已掌握而不在学位

课程计划之列。

在专业课方面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

会要求测绘工程开设科目有现代测量数据处理理论、高

等应用测量、近代大地测量、误差处理与可靠性理论、摄

影测量原理、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地图数据库与地图数据

处理、微波遥感、当代地图学、小波理论及其应用、海洋学

概论、计算机视觉、海洋工程、动态大地测量、GPS数据处

理、数学规划在测量中的应用、当代摄影测量、G IS软件工

程、地图数学模型的原理与分析、土地信息系统、土地资

源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土地经济学、计算机图形学、空间

分析、电子地图设计和海洋测量学等科目。结合需求开

设了 G IS理论与技术、当代地图学、地图数据库与地图数

据处理、电子地图设计和图像处理与分析等,为提高学生

英语应用能力与各土地部门人才培养需要增设了科技论

文写作 (专业英语 )、土地管理工程和现代地籍技术等。

4. 2 选修课程设置

选修课程设置方面将国家设置的专业课中方向性较

窄、行业针对性更强的课程列为选修课,学生可根据自己

工作的需要选择相应的课程,包括 G IS软件工程、地图数

学模型原理与分析、计算机图形学、土地信息技术、土地

资源评价理论与方法和土地政策与法规研究等。

4. 3 课程设置注重授课与实践相结合

由于工程硕士学员大多数在国家基础测绘建设、城市

规划建设、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环境保护、灾害预报等部门

从事地图设计、计算机地图制图和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地

籍管理信息系统、土地信息系统及其他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

和应用等工作,对实际动手能力要求较高,而学生主要是来

自企业的技术和管理骨干,他们工作繁忙、急需更新知识、学

习新技术,所以课程学习以集中授课为主,同时在课程安排

上除了教师讲授外,还安排实践环节及上机操作,将计算机

制图技术与土地信息技术用实际操作的形式进行深化,将教

师的理论讲授与实践实习相结合,让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所学

知识并迅速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工作中,这也是我们在课程设

置方面创新的一大特色。

5 结束语

工程硕士的培养质量是工程硕士培养的生命线, 工

程硕士课程设置是培养工程硕士的核心环节。只有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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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课程设置、强化课程设置的个性化,才能满足企事业

单位对人才知识结构的需要, 才能满足技术和管理骨干

对新知识与新技术的需求。随着测绘科学与技术的日益

发展和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 唯有制订有特色的课程体

系,培养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企业的优秀人才,才能将

全面推进测绘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事业的发展工作落

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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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水准空间数据定位查询

F ig. 8 The query of spatial data position ing of leve ling

3)图形操作模块

对水准空间定位查询的结果图形可进行放大、缩小、

自由缩放、漫游、显示全图、地图刷新、图层控制等操作。

2 结束语

本文对电子水准仪数据传输、转换及管理系统中的

各功能模块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以实际工程数据为例,

对系统的各功能模块进行实验,结果表明,系统能够达到

数据传输、转换及管理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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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然而随着光电测距仪的日益广泛使用,传统的测角

网工作方式将逐步被测边网所取代,从而大大降低劳动

强度,提高工效,但是测边网多余观测数较少,因此为了

提高其可靠性,应适当加测一部分角度, 这样工作量不

大,精度较高又可靠。至于导线,虽然工作量不大,但它控

制面积较小,且点位精度不均匀,因此只适用于小面积测

区及通视条件差的地方。

综合以上各方面因素,根据矿山现有技术装备,作者

认为矿区控制网首选方案是部分边角网,其中以测边为

主,适当加测部分角度,当要求精度很高时,可加测所有

角度的边长。但是当测区面积较少时,可考虑布设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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