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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课程内容改革和优化的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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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工程测量课程教学，分析当前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工程测量课程内容改革和优化

的思路及见解，为工程测量课程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工程测量; 课程建设; 教学改革; 实践技能

中图分类号:G420;TB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 － 5867(2012)02 － 0025 － 02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Engineering Survey Course

KONG Da
( The School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Power，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teaching of engineering survey，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s about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optimization，which provides the useful reference to the engineering survey cours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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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工程测量是我校水利及土木工程类本科专业学生的

必修课和主干课，该课程有着较强实践性。通过对工程

测量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掌握测量学的基础知识、基本

理论和基本方法、常用测量仪器的构造和使用、测量误差

的基本知识、小地区控制测量、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与

应用、工程测设的基本方法及工程应用测量等内容; 学生

应具有灵活运用测量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

能力，具有测量、计算、绘图、用图及放样的基本技能。
随着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的发展以及测绘科技本

身的进步，为工程测量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

段
［1］。以全站仪、GPS 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逐步替代

常规的测量方法，数字化测图也已经在实践中得以普及，

为了适应测绘技术的发展与教学改革的需要，有必要对

工程测量课程内容进行改革和优化，本文将结合我校的

实际及笔者近年来的教学，提出一些改革的思路和见解，

以探讨工程测量课程今后的发展趋势，为工程测量课程

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1 现状分析

工程测量课程包含两部分内容: 一是测量技术与方

法，二是工程应用测量
［2］。随着测绘技术的高速发展

［3］，

全站仪、GPS 等内容逐步补充到教材之中，而传统的测量

技术，如钢尺量距、光学经纬仪、地形图的传统测绘方法

等内容在教材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在工程应用测量部

分，多半是以传统方法为主加以介绍，总体上教材内容以

传统方法和现代技术共融的状态，这样就使教材存在篇

幅增大、内容重叠等缺陷。由于传统的工程测量技术和

方法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的测绘作业要求，测绘仪器和

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测量方式，因此，对工

程测量课程内容及教材及时修订和调整是必要的。

2 调整与优化

2． 1 理论教学的改革

众所周知，近年来全站仪、GPS 技术已越来越多的应

用于工程测量领域，传统的模拟测量方式逐步被现代数

字测量技术取代。这虽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目前的学



校教学仍然以传统方式为主，教学落后于生产在工程测

量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这种局面难以适应新时期人才

培养的根本要求，而课程改革的结果往往是学时不断压

缩，所以，这就要对理论内容进行改革，并不断优化。笔

者结合“十二五”规划教材的编写，优化后的课程内容应

包含: 绪论、测量学知识基础、测量误差及数据处理、水准

测量原理及应用、全站仪观测方法及应用、GPS 定位技术

与方法、控制测量、数字地形图测绘及应用、工程测设基

本方法、工程应用测量等十章内容，优化后的内容删去了

光学经纬仪、钢尺量距及地形图的传统测绘方法。现对

各部分所包含的内容解释如下。
1) 绪论是课程内容的开篇，学生通过本章的学习应

了解工程测量的研究对象、任务，工程测量在工程建设中

的作用，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以及工程测量学习目

的和要求等，篇幅不宜过大。
2) 测量学知识基础是将与本课程后续内容有关联的

知识均在此进行介绍，如地球的形状与参考椭球体定位

问题、地球曲率及其影响、坐标与高程系统、直线定向与

坐标计算、地形图的基本知识、测量的基本工作及测量工

作的原则等。本章内容较多，一般应根据后续章节的需

要进行取舍。
3) 测量误差及数据处理内容变化不大只是移到前部

分讲解，这样安排可以使学生明确测量误差的重要性，对

于今后的测量工作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4) 水准测量原理及应用部分除介绍微倾式 DS3 型水

准仪外还应当较详细地介绍自动安平水准仪、数字水准

仪的使用、普通水准测量方法、三四等水准测量方法等。
5) 全站仪观测方法及应用部分，由于光学经纬仪及

使用、钢尺量距等内容删除，所以应将测角、测距内容安

排在此章中，具体是在介绍全站仪构造的基础上，详细介

绍全站仪测角方法、全站仪测距方法、以及全站仪坐标测

量方法等。
6) GPS 定位技术与方法应重点介绍 GPS 定位原理及

定位方法，GPS 接收机的使用等。
7) 控制测量部分包括平面控制测量和高程控制测

量，应重点介绍其建立方法、精度要求等。
8) 数字地形图测绘及应用部分应重点介绍全站仪

( GPS) 数据采集方法、数字地形图的绘制，以及数字地形

图( ． wdg 格式) 的应用。
9) 工程测设基本方法部分注重利用现代技术如全站

仪、GPS 等方法。
10) 工程应用测量部分内容比较多，如土木建筑、水

利工程、道路、市政建设等。这里尽量简化、压缩篇幅，坚

持已重复的内容不再赘述的原则，注重方法、过程。
总之，调整后的内容要充分体现先进性、实用性和简

洁性。
2． 2 实践教学的改革

工程测量实践教学包括课间实验和集中测量实习两

部分。
1) 课间实验按照调整后的课程内容应体现以下几方

面: 水准仪的使用，全站仪的使用，GPS 接收机的使用，三

四等水准测量，全站仪角度及距离测量，全站仪坐标测量

及 cass( autoCAD) 软件的使用等。
2) 集中测量实习应以数字测图及工程测设为主。在

数字测图部分主要包括: 布点，然后进行 GPS 控制点数据

采集、全站仪碎部点采集，计算机绘图等。数据采集多半

用草图法，在采集数据的同时把测量现场的主要地物轮

廓，用手工的方法绘制在一张白纸上。绘制时要遵循清

晰、易读、相对位置准确、比例一致的原则。绘制者必须

把所有观测地形点的属性和各种勘测数据在图上表示出

来，主要包括地物、地貌观测点的点号、点与点之间形成

的线、面关系等，以及对应的点、线、面的属性，以供内业

处理、图形编辑时使用; 计算机绘图主要利用 cass 软件进

行，学生应具有 autoCAD 的基础，具体包括: 数据输入、绘
制地形图信息、数字地面模型的建立及等高线的绘制、图
形整饰及数据输出等。工程测设部分是在已绘制好的数

字图的基础上规划一至两个建筑物，在( ． wdg 格式) 图上

查取坐标，利用全站仪坐标法现场施测。
调整后的实践环节，在内容上除体现先进、实用、简

洁外，重点突出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

3 问题讨论

1) 课程内容的取舍问题

改革前多半强调课程内容的系统性、完整性及全面

性，带来的弊端是篇幅增大、内容烦琐，甚至有的内容尽

管列上也不一定都讲。调整后突出了课程内容的实用

性、先进性及简洁性。
2) 教学硬件的建设问题

调整后的教学内容，无疑地体现了现代测量技术，要

求我校的实验仪器设备也要符合这一根本要求，目前我

校的数字化实验室已经建成，再补充一些实验仪器设备

就可实现。
3) 教学软件的准备问题

我校的工程测量课程一般安排在大一的第二学期，

而数字测图的基础是 autoCAD 平台，要求学生必须有 au-
toCAD 的基础，这样在安排教学计划时就要把 autoCAD 课

程安排在第一学期教学。
4) 建立测量教学实习基地问题

完善的测量教学实习基地是学生基本技能训练的保

证，目前我校的测量实习均在校内进行，存在地物点过

多、地面坡度变化不大的缺陷。建议在学校周边或附近

一定范围内，布设若干控制点，供教学实习使用。

4 结束语

工程测量课程内容的改革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各校

应结合本校的实际进行，课程内容的改革原则应当突出

现代测量技术发展的要求，适应新时期人才培养的需要，

体现在学生们对测量理论和实践技能的掌握。工程测量

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与工程建设的需求密切相关，因此，其

发展规律应遵循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规律，其趋势也应

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趋势相一致
［4］。笔者所叙及的内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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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网的公益性，受到多家公众媒体报道。
2) 城市影像

主要以照片和全景照片及视频组成，主要反映城市

标志性街景和特色店面，部分地区设有全景 360°观看照

片，主要是反映现代城市面貌、构建城市图像库，让公众

用户更加真实直观感受城市的片段和骨架。
3) 本站新闻

本站新闻模块主要用于发布有关河南测绘行业的相

关资讯，公共媒体对河南地图网和河南省测绘局的相关

报道，其中包含最新动态、行业动态、地图服务以及测绘

保障应急服务等栏目。
4) 行政机关

为了方便群众办事和公共管理需要，特意将行政机

关作为专题模块放在显著位置，此类专题模块也可根据

行业发展需求，实时地进行增设或减少，比如增设测绘单

位、测绘仪器等专题模块，以增大网站收纳能力，扩大网

站在测绘界的影响力。

3 现状优势分析

河南地图网作为专业的地图公众服务平台，可为广

大公众提供地理信息获取的途径和信息发布的平台，大

大方便人民群众的生活。虽然，目前与国际知名的地图

网站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拥有本地数据的优势，

地图数据不仅内容全面、详实，且现势性较好
［3］，为党政

机关及各部门决策、各行业地图需求以及应急保障服务

提供了基础平台。
1) 完成了省、市、县三级公众地图服务平台节点架构

和设计开发，实现了“全省一张图”功能，利用最新测绘成

果完成了从省到市、市到县、县到乡村等多级查询模式，

成功建立了 18 个省辖市地图网站节点，填补了河南省地

理信息在线服务平台的空白。
2) 采集覆盖了几乎全省所有自然村和国、省、县、乡

及部分村道交通信息，为老百姓提供丰富详尽的地名查

询功能。
3) 提供了自由标注和地图纠错功能，借助公众的力

量实时更新地图数据，从而保证地图的现势性。
4) 提供了生僻字地名查询服务。针对河南省生僻地

名、河流名称较多的情况，网站专门设计了河南省内有关

生僻地名的选择、查询功能，并以矢量格式在地图上显示

生僻地名。

4 结束语

为了缩短与国际知名地图网站的差距，河南地图网

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网站服务功能，提高网站

测绘应急保障服务能力，提升网站影响力，并加速进行与

国家级地图网站的对接。
1) 进一步完善网站专题服务体系。比如，城市影像

专题可以街景照片、视频短片、360°全景等多种形式丰富

地理信息内容，使更多的人们了解河南，认识河南。
2) 进一步丰富农村服务信息，建立健全村级信息库，

允许用户进入到每个乡镇即可查询该乡镇、村庄等可对

外提供的农资、农产品、乡镇企业等服务信息，逐步成为

各行业查找三农信息的基础平台。
3) 建立各级政府网站电子地图频道，直接服务政府。

该频道 开 通 方 式 以 直 接 链 接 和 嵌 入 式 服 务 两 种 形 式

提供。
4) 做好与国家天地图网站的对接，依据统一的标准

规范为其开放接口，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切实促进我国地

理信息产业发展。
综上所述，建立健全河南地图网地图公众服务平台，

利用各种网络环境及技术手段，整合各种单位兴趣点信

息、行业分类信息，便民信息等形成相关的热点地图，面

向公众提供全方位的地理信息服务，是服务建设河南，宣

传河南，展示河南的重要手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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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还不够完善，相信在国家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在学校

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工程测量课程建设的水平将会得到

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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