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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测距 高程导线测量规范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为ZB D10001-89《地质矿产勘查测量规范》的配套标准，规定了光电测距高程导线测录的

精度指标、技术要求和施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在地质矿产勘查测量中代替四等和等外水准测量以及进行几何水准测量有困难地LA

的二等水准测量o

2 引用标准

GB12898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ZB D 10001地质矿产勘查测量规范
ZB A 76002 中、短程光电测距规范

ZB A 76003 测量外业电子记录基本规定

3 术语

    光电测距高程导线— 用光电测距和观测天顶距的方式，依次测定和传递地面点高程的路线(以下

简称“高程导线”)

    导线水准点— 一用高程导线测量方法测定的高程控制点

    直返规— 用往返观测测定相邻测站点间高差的方法

    中点单砚— 在两置A点中间安置仪器测定置规点间高差的方法。

4 基本要求

4，1 布设原则

4.1.1 以高程导线布设测区的基本高程控制，其等级应与测区范围相适应，满足加密需要，一般应与国

家水准点连测。

月.1.2 导线水准点的高程，采用正常高系统和“1985国家高程基准”

4.1-3 各等级高程导线网的最弱点相对于高等级点(或起始点)的高程中误差不超过0.05 m

4.1.4 高程导线一般应在高级点间布设成附合路线或高程导线网。当测区远离国家水准点时，也可布

设支线引测国家水准点高程，作为测区的高程起算点。

4.飞.5 当采用支线引测高程时，引测路线的等级不应低于测区基本高程控制的等级 引测高程的起17

点必须进行检测 引测支线的长度可按表2的规定放宽。.5倍

4.1.6

4.2

规定。

高程导线测量可与同等级水准测量混合使用，但在同一测段中只能使用一种方法。

三、四等和等外高程导线测最，每公里高差中数的偶然中误差M;和全中误差Mw ,应符合表 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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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工 】11nl

等 级 三 4
十 3.0 紧

等 外

+ 6.0 士 I o. 0 + 17

从
一
怂

4-3 高程导线天顶距测量，一测回观测值中误差M,应符合以F规定:

            三等 M,<1. 3"

            四等 M}簇 l. 5"

4.4 各等级高程导线的路线长度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km

等级 环线或附合路线长度 结点间距 支线长度

三等 200 140 50

四等 80 60 15

等外 35 25 10

4.5 高程导线的环线、附合路线闭合差和检查已测测段高差之差，不得超过表3的规定。

                                                表 3 n甲nl

、、、毓、、zfi }}M
环线或附合路线闭合差 检查已测测段

  高差之差一般地区 山 区

三等 士12 -15 y下 士20

四等 士2。I/下 +25了王 二30

等外 士35，/厄 士5。护了 二50了了

    注r① 兀为环线或附合路线长度，k。

        ②尺为检查已测测段长度，k-

4.6 高程导线的视线长度与视线倾角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地形类型 一般地区 山区

等 级 三等 四等 等外 三等 四等 等外

视线长度

直返战

一般 300 400 600 300 800 1 300

最长 400 600 900 400 1 300 2 000

中点单规

一般 200 300 400 200 600 1 000

最长 300 400 600 300 900 1 400

最大倾角(”) 15

注:最短视线三等不应小于30 m,四等和等外不应小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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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点单规 一测站前、后视线长度差和 一测段前、后视线氏度累积差，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等 级 三 等 四 等 等 外

地形类别 一般地区 山 区 一般地区 山 区 一般地区 山 区

前、后视线长度差 20 20 30 100 50 120

前、后视线长度累积差 40 40 100 300 150 300

4.8 地形类别以测段线路的地面平均坡度划分 其分类标准按表6规定

表 6

地形分类

一般 地 区 山 区

平 地 }王陵地 山 地 高山地

地面坡度 0̂ 2 2- 6 6 -25 25以 匕

5 路线设计与埋石

5门 高程导线的路线设计，应根据任务书的要求，收集测区及其附近的地形图、交通图、水准点、重力测

量、垂线偏差和气象等方面的资料，设计最佳方案，编写技术设计

5.2 测站和置战点宜选择在高出周围地面的地形特征点土，尽量提高视线的高度。视线高度和离开障

碍物的距离不应小于l. 5 m

5.3 测线应尽量避免通过有强烈的背景光和强磁场的地方，以及有吸热、散热变化大的区域，视线离较

宽的水面和高压输电线的距离应大于2m

54 测站不应设在池塘边和变压站等特殊环境附近

5.5 在平地和丘陵地一般应布设短边高程导线，一测站视线不宜通过不同的下垫面 中点单规前、后视

线的下垫面应尽量相同。

56 在山区布设导线时，一般应注意以下事项:

    a. 直返规观测时，应尽量选择周围地形大致对称的测站点传递高程。

    b. 在地形起伏大的高山地区，宜布设多结点的短边高程导线网。

    c. 当测线通过地形变化大的地段时，宜布设短边高程导线。

5.7 各等级导线水准点的间距及埋石要求，按Zs D 10001中3.1.5和3.2条执行。当导线水准点利用

平面控制点的标石时 标志必须高出标石顶面

5.8 路线命名与导线水准点编号:

5.8. 1 当测区面积较大，高程导线的路线较长时，路线命名与导线水准点的编号，应符合以下规则

    a. 高程导线以起止地名的简称定为线名，起止地名的顺序为“起西止东”或“起北止南”。环线名

称，取环线内最大的地名后加“环”字命名。三、四等高程导线的等级，各以11 ,N书写于线名之前表示。

    b. 路线上的导线水准点和水准点，应自该线的起始点开始，以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环线以顺时

针方向顺序编号，点号书于线名之后。

    c 支线以连测高程点的名称后加“支”字命名 支线上的导线水准点，按起始点到所测高程点的方

向，以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

5.8.2 当测区范围较小时，路线的命名和导线水准点的编号.可以测区为单位独立编号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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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仪器及其检验

6门 仪器

6门.， 三、四等和等外高程导线测量应使用工级或亚级光电测距仪和DJ,或DJ,型经纬仪，也可使用

精度相应的电子速测仪。

6.1.2 天顶距测量时，依视线长度不同，采用大小不同的特制规牌或带有照准标志且目标清楚的单棱

镜和组合棱镜。

6.1.3 仪器和规牌的高度应使用量测杆测量

6.2 仪器检验

6-2,1 光电测距仪的检验按ZB D 10001中的4.2条的规定执行

6.2.2 经纬仪的检验按ZB D 10001中的2.5.1条执行，每期作业前应对下列项目进行检验。

    a. 垂直度盘测微器行差的测定。

    b 垂直度盘指标差的测定

        夭顶距观测一测回中误差的测定。

    d. 水平轴中心至照准部底部间距的测定。

6.2.3 量测杆的检验

    a. 分米分划刻度误差的测定。

    b. 量侧杆零点差的测定。

        量测杆水准器安置正确性的检校。

6.2.4 规牌的检验

    a. 舰牌三线平行及图形对称性的检验。

    b. 规牌水平中线至规座底部间距的测定。

7 高程导线测f

7.1 高程导线侧量，依据测区的地形、气象、仪器设备及技术力量情况，采用直返规或中点单规方法。

7.2 两导线水准点间的高差不能直接测量时，可在导线水准点间选定若干转点，对导线水准点之间的

高差分段测量。转点应使用钉有帽钉的木椿或其他顶面凸出的固定点做标志。

7.3 直返 n往测和返测均需独立测量边长和天顶距。中点单靓每站均须变换梭镜和规牌高度分两组测

量边长和天顶距。边长和天顶距的测量程序规定如下:

    直返规: 往测:测量边长一 测量天顶距

                返测: 测量夭顶距一 测量边长

    中点单规: 一组:测量边长一 测量天顶距

                二组: 测量天顶距一 测量边长

7.4 高程导线测量须在呈象稳定、清晰的条件下进行。晴天应在日出后2h和日落前2h之问进行测

量。夏天太阳中天前后，大气湍流严重，呈象不稳定时，不宜测量。

了.5仪器高、棱镜高和规牌高应在测前和测后用量测杆两次测量。量测杆要保持竖直，估读至0. 5 mm,
两次测量互差不得大于1 mm,

7.6 工作间歇，最好能在导线水准点上结束观测。当以转点作为间歇点时，转点应是牢固的固定点

7.7 边长测量

了.7门 各等级高程导线每条边长单向测量的测回数，三等不应少于三测回，四等和等外不应少于两测

回。

7.7.2 边长测量每测回为照准一次读数四次 等外高程导线测量一测回可以读数两次

7-7-3 高程导线边长测量使用不同等级的测距仪，观测值的限差不应大于表7的规定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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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仪器级别 一测回读数较差 测回平均值较差 往返(或两组)斜距较差

一 s10 7is J万(a+b·s·10“)

注:① 表中a,b为仪器的标称精度常数。

        ② 计算斜距较差时，应使用相同视线高度的斜距值

了.74 气象数据的测定按表8规定。

表 8

高程导线

  等级

最小读数
气象数据的取用

温度，℃ 气压，g

三、四等 O 2 0.5 测边两端平均值

等外 1.0 1.0 测站端的数据

    注:表中g为气压表最小分划格值(--Hg或hPa)

了.了5 边长测量的作业要求

    8. 严格执行仪器说明书规定的操作程序。

    b. 测距前应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c. 作业开始前，应使测距仪与周围温度相适应。测距时应使用电照准，试测后再正式测量

    d. 测距时选用的棱镜应与鉴定时使用的一致

    e. 晴天作业仪器应打伞遮阳，严禁将测距仪照准头对向太阳

    f. 测线方向上不应有多余的反光棱镜。

了.7.6 光电测距测得的边长应进行加常数、乘常数、周期误差及气象改正。改正方法可根据测距仪的性

能和精度要求，在仪器上预置或采用计算方法。

7.了.7 斜距的归算

7.7.7.1 当测距时光轴与观侧天顶距视线不平行时，应将所测斜距归算到天顶距视准线方向匕。直返

规观测的斜距应归算到同方向第一组夭顶距方向;中点单规每组观测的斜距，应归算到本组天顶距观测

方向。按式((I)进行计算

S, =S+e·cost ⋯。二。二。·.⋯ 。·..····⋯ ⋯ (1)

‘一(11一12)一 (11一12)

式中:S,Z— 观测的斜距和天顶距;

      11111.- 经纬仪高和规牌高;

      e2， I,- 测距仪高和梭镜高。
7.7-7.2 中点单规观测时，应将第二组观测的斜距(已归算到本组天顶距方向)按式(2)归算到第一组

天顶距方向。然后计算两组观测斜距较差，其值应符合7. 7. 3条的规定

S0一S2r+e·cost, ...............⋯⋯ 〔2)

e =(l一 12)一 (_,一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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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z'— 已归算到第二组天顶距方向的斜距;

      z,— 第一组天顶距;

    i,,1,— 第一组观测天顶距的经纬仪高和规牌高;

    ii ,1z— 第二组观测天顶距的经纬仪高和靓牌高

7.7.7.3 直返规观测时，应将返测的斜距(已归算到返测第 一组天顶距方向)按式((3)归算到往测第

组天顶距方向。往返观测的斜距之差应符合7. 7. 3条的规定

S" =S,'+e·cost, 二 。.(3 )

e=(1,+6,)一 “ 十r)

式中:凡,— 已归算到返测第一组天顶距方向的斜距;

      Z,— 往测第一组夭顶距;

    i, ,1,— 往测第一组观测天顶距的经纬仪高和规牌高;

    i2 112-一返测第一组观测天顶距的经纬仪高和规牌高

7.B 天顶距测量

了.8门 三、四等和等外高程导线夭顶距测量，均须采用经纬仪中丝法。

7.8.2 直返规往(或返)测和中点单规每组天顶距观测的测回数及各项限差，按表9规定执行

                                                  表 9

、、、汁竺
三 等 四 等 等 外

DJ, DJ DJ DJ} DJ

测 回数 4 6 4 4 2

两次读数互差(勺 1 3 I 3 3

各测回互差(") 5 6 5 6 6

指标差互差(") 5 6 5 6 6

    注:各测回指标差互差按同一方向比较

7.8.3 直返视三、四等高程导线往(或返)测天顶距均须分两组观测，每组观测的测回数为表9规定的

二分之 ·等外高程导线往(或返)测天顶距，可按表9规定的测回数观测一组。

7.8.4 直返规往(或返)测两组天顶距测量，应分别照准规牌标志中心和上缘，或改变规牌高度在砚牌

高、低两个位置照准规牌标志中心进行观测。当使用反光棱镜做标志时，两组观测须分别在棱镜高、低两

个位置上进行。

    规牌或棱镜高、低两个位置高度差，一般不应小于。.05 m，不得大于。.3 m,

7.8.5 中点单胡每组天顶距观测程序按表10规定执行。三、四等高程导线每次后视或前视的测回数，

均为表9规定的二分之一。每组天顶距的观测值取两次后视或前视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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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等级
天 顶 距 观 测程 序

组别 照 准 点

三、四等 一组

二组

c1)后视分(2)前视弓(3)前视分(4)后视

(1)前视-)(2)后视神(3)后视冷(4)前视

等外 一组

二组

(1)后视冷(2)前视

(1)前视神(2)后视

8 高差计算

8.1 直返规和中点单视每测站两组观测的高差之差和直返规往返观测的高差之差，不应超过表n的

规定。

表 11

资认* 11 两组高差之差

        么

往返高差之差
        △人

三 等 士12 ,/百 土35 ,/万

四等 士20 士45 J了

等 外 士70

    注:s为视线长度，以km为单位.

8.2 直返规观测时，应将往(或返)测第二组观测的天顶距，按式(4)归算到第一组观测天顶距的视线方

向上

式中

8. 3

Z,' =Z2+
sinZ,
s

···⋯ ⋯“···⋯ ⋯. “·⋯ ⋯ (4)

e =1z一11

:Z,— 第二组观测的天顶距;

  S— 已归算到第一组天顶距方向线上的斜距观测值;

11,1z 第一组、第二组观测天顶距的靓牌高;

8.3.1

  p=206265"0

直返规高差计算

  用归算到第一组天顶距方向的边长和该方向上的两组天顶距观测值，按式(5)分别计算往(或

返)测两组观测的高差h，按式(6)计算两组观测的高差之差△和高差平均值h',△值不得大于表11的

规定。

，一、.cost + 1 Tk.(S.。、):+、一，.，..................⋯⋯(5)
                                      乙J、

△=h,一h2

2 (h,+h,)
...‘:.，二，.⋯⋯ ，⋯⋯(6)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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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 第一组天顶距方向上的天顶距观测值;

      s— 归算到第一组天顶距方向上的边长;

    i,1— 分别表示观测第一组天顶距时的仪器高和规牌高;

      k— 折光系数;

      R 测区地球平均曲率半径;

  h�h,— 分别表示由式(5)计算的第一组和第二组高差。

8.3-2 往返高差平均值h皱式((7)计算。往测和返测高差之差,}k按式(8)计算 Oh值不得超过表11

的规定。

=h',+h'

(7)h
一

 
 
人1

一2
 
 
一

(8)

h)’

劫

:h'�h',— 分别表示由((6)式计算的往测和返测的高差平均值。

中点单规高差计算

前、后视两置靓点间的高差帆按式(9)计算。两组观测的高差之差△及高差平均值h'按式(10)计

△值不得超过表n的规定。

h;」二S;·cosz一S;.cost+矗[(S·sinZ;)'一(S;·sinz;),]+Z‘一Z······⋯⋯(，)
△= h,一从

一2 (h+h,)
................................. ( 1 0)

1

厂

JJ
.

脚标i,j分别表示后视和前视;

s— 归算后的斜距;

Z— 天顶距的观测值;
1- 9牌高;

中

4

。

中

式

已

算

式

  R- 测区地球平均曲率半径;

h�h,— 分别表示由式(9)计算的两置视点间第一组和第二组高差。

B，5 每测段的高差应加入下列改正。

量测杆长度和零点差改正。

正常水准面不平行改正。

a.

阮

    高山地区如有垂线偏差和重力异常资料，应进行垂线偏差和重力异常改正。

9 观测成果的粗度计算

每测区应按(11)式计算天顶距一测回观测值中误差M.，其计算值应符合4.3条的规定

M,=士
[VV]

N(m 一 1)
⋯ ⋯ 。..⋯ 。·.⋯。·..·..··⋯ ⋯ (11)

V =Z‘一生EZ，:= 1.2。。。阴

Z;— 天顶距一组各测回观测值;

，

中

9.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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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I一 每组天顶距观测测回数;

      N-一 测区天顶距观测总组数

9.2 当测区直返0测边数的2倍和中点单规测站数之和不小于20时，按(12)式计算每公里高差中数

的偶数中误) M,，其1卜算值应符合4.2条的规定。

综合式
          14N斌 :+NAM;,

城入= 一卜 I—
        一 V     4n',十 !v 2

直返靓 M二.=

件1点单规 Nl,z=士

端

    (12)

  (12-1)

  (12-2)

式中:△一一每测站两组高差之差，mm;
      S - 直返规测边长度,km;

      I.— 一中点单规前、后视距离之和，km;

    N, 直返规测边数;

    N-一中点单a测站数

    如高程导线仅用直返规或中点单规测量时，分别按((12-1)式或(12-2)式计算

9.3 当测区高程导线网的环线和附合路线数之和不小于2。时，应按(13)式计算每公里高差中数的全

中误差M*，其计算值应符合4.2条的规定。

M*一士v }} 1 [WWV NL F一 ...······.·········⋯ ⋯ ‘13

式中:W-- 环线和附合路线闭合差,mm;

      N- illil区环线和附合路线数之和;

      F-一环线或附合路线长度.km

9.4 观测成果的重测与取舍

9.4.1 边长和天顶距一测回读数互差超过表7和表9的规定，应及时重测。测回差和指标差超限，应重

测有关测回 重测应在 一组测回完成后进行。重测的测回数不得大于每组规定测回数的二分之 一，否则，

该组重测

9. 4. 2  t5:返n往返斜距或中点单视两组斜距较差超过表了的规定，应先对可靠性较差的往(或返)测边

长或两组中 一组的边长进行重测。如重测后往、返或两组边长较差在限差以内，取用重测结果。如秉测

后往、返或两组较差仍超限，须重测另 一组成果，取用在限差内的往、返或两组成果。

9-4-3 直返a或中点单靓两组高差之差或直返规往返高差之差超过表1i的规定，应先就可靠性较差

的 组或侧站进行重测，如重测后两组高差之差或往返高差之差在限差以内，取用重测成果，如仍超限，
须重测另一组或另一站成果

9.4.4 环线或附合路线闭合差及检查已测测段高差之差超过表3的规定，应先就可靠性较差的测站进

行重测.如重测后达到表3的规定，取用重测成果。如仍超限，继续重测可靠性较差的其他测站。一条路

线重测站数不得超过该路线总站数的二分之一，否则重测该路线。

9.4-5 在夭顶距和斜距测量中，因读记错误，测错目标，碰动仪器或因某种原因未测完的测回，均可立

即If.新测量，而不算作重测测回

10 观测成果的记录、整理及上交资料

10.1 观测成果的记录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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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门.1 一切原始的观测值和记事项目，必须现场直接记录丁手簿中。手簿应编号.在首页绘出高程斗

线路线图。记录中间不留空页，不得撕毁。

10.1.2 观测成果应按观测顺序进行记录，一个观测方向观测成果不应跨两本手簿

10.1.3 外业原始观测和记事项目的文字与数字，应力求清晰端正，不得潦草模糊

10门.4 天顶距观测的秒值和距离测量的厘米及其以下数字不得划改。其它原始记录，如有错误应以单

线划去，在其上方写出正确的文字或数据，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原因，不得随意擦拭与涂改。同一测回内的

观测数据不得有两个相关的原始数据连环徐改。一组观测值的相同位数，不得相关划改

10.1.5 外业测量采用电子记录，应执行ZB A 76003的有关规定。

10.1.6 记录，计算应执行表12规定的取位标准。

                                                        卉 12

项 目 读数记录 计算取位 成果取用

斜距,mm 1 1 1

天黔
DJ, 0. 1 0.1 0.1

DJ, 1 0. 1 0. 1

仪器高视标高，mm 0. 5 0.1 0.1

高差，mm

三等 0. 1 0. 1

四等

等外 0.1 1. 0

10.2 提交资料

    一个测区高程导线测量结束后，须按外业成果的要求，清点整理，编制目录，开列清单.上交资料如

下:

高程导线路线图;

导线水准点点之记;

导线水准点标志委托保管书;
测距仪、经纬仪及其附件检验资料;

高程导线测量手簿;

导线水准点成果表;

各项计算资料;

检查验收报告;

乐

阮

仁

d.

匕

L

替

阮

1. 技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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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牌的规格

  (补充件)

Al 规牌用铝或其他轻金属材料制造。规牌底边装一固定牌座，可插入经纬仪基座，其结构见图Ale

A2 规牌图案可采用放射状三角形，也可采用“田”字形，见图A2

A3 规牌的大小依视线长度而定 一般视线长度小于1 km时，宜采用。.3mX0.2m的矩形战牌，当视

线长度大于1 km时，可采用。.4mX0.3m的矩形规牌

A4 战牌及其图案须符合以下技术要求:

    a. 规牌的两对角线k度相等且平分;

    b. 靓牌的卜缘、卜缘和水平中线相互平行;

    。. 规牌的图形对其中心对称;

    d 牌座轴线与靓牌水平中线垂直，并与竖向中线重合。

不

ee9

一

一

‘汁
趾

⋯ ee
牌座

O O

        0

        0

O O

}

34.5州

黔

    规牌 b 牌座

图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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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规牌图形

  附 录 B

t测杆的规格

  (补充件)

B1 量测杆用铝合金或其他轻金属材料制造，内管为尺杆，可在外管内拉动伸缩。

B2 量测杆外管下部为正圆锥底座，顶杆为圆柱状，顶面为球形。底座和顶杆用合金钢材料制造

B3 内杆表面牢固装贴毫米级分划尺，分划尺的范围为1. 05 m至2. 00 m.

B4 量测杆的结构见图Bl,

B5 量测杆的加工，应达到以下技术要求:

    a. 内杆抽动拉力一般为1.2士。.2 kg;
    b. 量杆分划误差应小于。.2 mm;

    c. 分划尺零点差(即定位差)应小于1. 0 m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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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日
二
出

日

日
0
到

代 钊 名 称

1 顶 杆

z 压 盖

3一}导 套
4一}尺 杆
5一}弹 簧
6一}钢 球
7}一扶正圈
8}一螺 钉
9 外 管

10 弹 簧

11 底 座

日

日
口
门
6

日

E
O
甲
6

E

E
叱
N

EE

图131 量测杆结构

6礴片



DZ/T 0034一92

              附 录 C

经纬仪垂直度盘测微器行差的测定

            (参考件)

cl 垂直度盘测微器行差，系指用测微器量测垂直度盘!几相邻分划线间的角距，实际量得丁iY ?-}}:T i仑没

计值之差。

C2 测微器行差的测定，应在天顶距74'-v 106'范围内，在垂a度盘F.每隔了均匀分布进行测定 度撇

整'6:位置规定见表cl和表c2
            表 cl  D7,型(T)经纬仪 表 c2  DiIIE4经纬仪

度 盘 格 置 位 置 1套盘 铭 sri:位 粉

序号 序号

盘 左   盘 右

82'  30'

85'  00'

87'  30'

90' 0。‘

92'  30'

95'  00

9?。 30

盘 左 袱 子

一一一一

l4' 00产

了9O 2公

30

0C::
衬

姗
92O 30 }15 , Z了

95'  00'

97'  30'

7川、〔 9仔

106'   o0' 一:一
C3 每一位置测定程序
    a. 分别在盘左和盘右位置将测微器指标对正零分划线.转动望远镜至上表规定位置·用垂直微动

螺旋调整分划线A与对径分划线A+180'重合
    b， 按下列顺序各精确重合两次，同时进行测微器读数

        a一 A与(A+1800)两分划线重合时的读数;

        b—  (A-i)与(A+1800)两分划线重合时的读数;

        c- A与(A + 1800-i )两分划线重合时的读数

C4 测微器行差按下式计算

Cr,一(a一Op+i12

r,二(u一‘)k+i12 ((二“

+rai ) ·。·⋯(C污
 
 
 
 

正
 
 
r

1
一2  

一

C5 行差的限差

    r与(r,, -rm )的绝对值，对DJ:仪器不应超过。.51,，对DJ仪器不能超过1. o"

C6 行差改正计算
    测微器行差如超过C5条规定，应在观测结果中加入行差改正，改正计算按下式

△，一 2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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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巾:C - 测微器读数;

      ，一垂直度盘最小间隔分划值。

C7 行差测定的记录与计算，示例如下:

                          表C3 垂直度盘光学测微器行差的测定

仪器;wild T3           No.:53132 日期:1991年7月10日

度 盘 位 置 口 b C u-b a — 〔

盘

左

82030'
+0.} - 0.} 0.{ 丰0.0.;

土 0.9 + 0.5+0.9 0 卜0. 4

85000' 二0.0.{ 名 二1.;

一 0.2 十0.1一0.2 0 一 0，3

87030'
+0+0. 1 聋{ - 0.2-0.2

+0.3 一0.5十0.1 一 o.2 一0. 4

9o000'
-o.-o.{ -o.-o.; 一00.工

+0. 1 一 0.1一 0. 2 一0.3 一 0.1

92030' 一吕.1 丰名.{ +;.，

一 0.3 一 0.2一 0.1 + o 2 +o. 1

95000,
; 丰0.1o. 1 +o.0‘

一 0.2 一o. 10 十0.2 + 0.1

97030'
+0.+0.} +;，， 一{tl

+ 0.1 +0.3+0.2 +0. 1 一0. 1

fi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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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3

度 盘 位 置 a 一b

97030

+0n

+ 0

95000'

一 0.1

千0.2

十0.2

+ 0.2

+ 0.2 + 0. 4 干 0 4 0. 2

卜0. 1

一0.2

二00 二0.0.1
0

0

92030

钊一 0. 4 十 0. 3

口

n

孤
一+0
+0

0

一。
+0

盘
900oo'

右 + 0. 1 + 0.2 lO

87030

+ 0.2 I 0. 2

85000'

一 0.2

+0.3

一 0.2

一0.1

- 0.3 一 0.3 下 0 2 份0.1

82030

端.+ 0.

+ 0.2 十0.4 + 0 3 一 ()。2

r= +0. 08

              中数

r正一r创一一0.06

+0.05 +0. 11

6s1



DZ/T 0034一92

仪器:w;ldTZ

    表C4 垂直度盘光学测微器行差的测定

No.:45654 日期:1，91年 6月

度 盘 位 置 “ b 心 “ 一b 门 艺

盘

左

74O00‘

挑{ 二拭 二段;

+ 1_0 109+0 1 一0.9 一 0.8

79020.

+忿: 聋; 一吕}

十0.9 +0.3}0.1 0.8 一 0 2

84O401

工段{ 二段{ 丰段{

斗1.3 」 0 2于0.5 0.8 + 0.3

90000，

袱; 二名; 耸l

0 一 0.6一0.2 一 0.2 + 0.4

95O201
一昙.; 三左; 聋;

+0.7 一 0.1一0.3 一 1.0 一0 4

100040尸
二扰 二段; 段}

一 0.1 一 0.4一0.2 一 0.1 卜0.2

106O00试 二令一; 聋; 杜;

+02 一1.3一 0.4 一0 6 +0.9

6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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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4

度 盘 位 置 口 b 亡 a  b 况 ‘

盘

右

254000'
}00.: +0.+0.1 丰{.君

一0.3 一 0.8- 0.1 + 0. 4 十0.9

259020'
帐3f 0. 7 + 0.+ 0.; 0+0{

一 0.1 0. 1+ 0 5 十0 6 + 0 6

264040' 00 丰0. 30. 2 +0.+0.;

一 0. 2 一 0.60 + 0.2 十0.6

270000' 聋; 二{:; 一{.:

+ 0.7 十 0 8一 0.3 一 1.0 一 1. 1

275020'
丰0.0.; 二0.0.; +名.}

+09 +0.6+0.6 一0. 3 0

280040'

+0.4-0.{ -0.3--0.2 一;.3

十1.0 + 1.0+0.8 一0. 2 一 0.2

286000, +1.0+0. 9 +o.} +0.+1.;

t 0. 6 }0. 2+1.0 干0. 4 +0.8

              中数:

r}-ro=十0. 45

+0. 47 +0.02

r=+0. 24

                      附 录 D

垂直度盘指标差和夭顶距一测回测通中误差的测定

                      (参考件)

Dl

畔
D2

准备

选择一平坦空地安置经纬仪，距仪器30 50米处打人一木椿，安置一经分米误差测定的因瓦水准

，用钢卷尺量取仪器至标尺分划面的距离，两次误差不超过3 mm时取中数采用

观测方法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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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平仪器后于盘左位置照准标尺上5 dm分划线两次，读取垂直度盘和测微器读数，依次向上照准

相邻分米分划线并读数.直至30 dm分划线为止。再置仪器于盘右位置，自30 dni分划线起依次照准各

分米分划线，直至5 dm分划线并读数。即完成第I仪器位置的观测

    变换仪器高，重复上述操作进行第II仪器位置的观测。

    同一分划线两次照准读数互差不应大f 1"。指标互差1>J,不得大于5", DJ:为6%

D3 计算方法。计算范例见表D1和表D2

                        表D1 指标差、天顶距一测回观测中误差的测定

    仪器:T2  No. 45654 观测者:张二

    视线长度:47.865 m 记录者 李四

    日期:1991年7月10日 检查者:王五

分米分划
度盘

度盘读数
和或中数

指标差

夭顶距t 1

10 左   90      44         01

269      16         00 :: ::.:
, 0. 2

90         44        0. 3右

12 左   90      36         53

269      23         13 :: ::，:
十 2，8

右 90         36        50. 2

14 左   90      29         44

269      30         22 ;: ::.:
闷一30

90         29        40. 5右

16 左   90      22         27

269      37         33 :: :;.:
卡0 5

右 90         22        27.0

18 左   90      15         17

269      44         42 :: ::‘:
0 5

右 90         15        17. 0

艺0 左   90      08         08

269      51         54 :: ::.:
+1，8

右 90         08        06. 2

22 左   90      01         00

269      59         03 :: ::.:
十1.8

右 90         00        58,2

24 左   89      53         45

270      06         11 :: ::.:
一 1 5

右 90         06        13. 0

26 左   89      46         37

270      13         25 :: ::.:
!」.0

右 90         13        24.5

28 左   89      39         28

270      20         38 :: :;.:
一r3.0

右 90         20        35. 5

30 左   89      32         15

270      27         49 一: 一:.:
+20

右 90         27        46.5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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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Z 天顶距一测Ihl观测中误差计算

仪器:TZ No.45654 距离:47.865m 计算者:张三 检查者:李四

仪 器 位 置 I l

分米

分划

分米间隔

真 长

分米分划线

对仪器高差

相邻分划

高 差 众
分米分划线

对仪器高差

相邻分划

高 差 森
1O 一 612.78 一 727 3，

，9.57 一 0.4499.87 一 0 1410Otol

一627.82一512 9112
1()0.10 +0，1099.72 0.28100 00

一527_72一413 1914
100.08 斗0 06100_61 + 0.59100.02

427 64312 5816
99 51 一 0 4699.78 一 0，1999.97

一 328.13一212.8018
100.13 斗〔J.1499 98 一 0.0199.99

一228，00一 112 8220
99.乞6 0.4499.31 一0.69100，00

一 128.44一013.5122
1()0.36 一 0.36100.07 +007100.00

一28 08+086t5624
99.85 0 17100 13 卜0.11100.02

斗71.77+ 186.6926
100 02 十0.02100 02 + 0.02100.00

}171 79十286.7128
99 72 一 0.39100.02 一 0，01100.01

于271.51+386.7330
100.25 }0.2599.63 一 0.37100.00

斗371.76十486t3632
99 90 0 10100 06 +006100 00

一动7166丰586.4434
100.04 一 0.0生100 14 +0.14100.00

+57]70+686.5836

100.03 +0.0199.81 0 21100.02

+ 6?1.73+786.3938
99.次6 一0_54100 17 十017100.00

+771tl9+886.5640

99 98 O99.47 0.5199‘98

一871.17+ 986.0142

100.28 泞一0 2899.90 一 0 10100 00

+971.45+10859344

99.55 一 0.4599 89 一 0.1110000
+1071.00+1185‘8246

99.96 一 0 0499 62 一0.38100.00

+1170.96+1285.4448
IQ0 31 十0，2，100.48 +0.46100t02

+1271.27+1385.925O
100.14 」0，1峨100.18 +0 18100 00

十1371.41干1486.1052
99.59 0.3899 42 一 0，6599.97

干 1471.00斗一15855254
99.65 一0.35100.21 + 0.21100.00

11570.65一卜1685 7356
99.90 ��一�00.0799.33 一 0 6499.97

+1670.55+1785.0658
101.54 一 0.5连101.49 +0.49101.00

+1772，09十1886556O { }} {

[会△〕一5.1343

刀 R

测回观测中误差:

「△△几/(Zxn)X”/D=了5.1343/100x206265/47865二士0.83，‘

弓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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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t测杆分米分划误差的测定

          (参考件)

El 准备长为。.8 m,经鉴定分划误差小于。.1 mm的毫米级直尺一只，视其长度为标准长度

E2 用直尺依次测量量测杆1. 10-1.20 m,1.10-1.30 m,l. 10̂-1.40 m.......1. 10-1. 90 m分划线

间的长度。估读至。1 mm，共测两个测回，两测回读数互差不应大干。. 2 mm,

E3 计算分米分划线间两次读数平均值与直尺标准长度之差o,△值 一般不应大于0. 5 mm，如大于

0. 5 mm,应在量测的高度值上进行分米分划误差改正。

E4 分米分划误差测定示例见表E1,

                              表El 量测杆分米分划误差的测定

编号:No. 66 日期:1991年3月5日

分米分划

      m

分米分划与标准长度之差
两次测量之差

          幻1幻

两次测量中数

        m m1mm
mm

1.1- 1.2

1.1- 1.3

1.1- 1.4

1. 1- 1.5

1.1-1.6

1. 1- 1. 7

1.1- 1.8

1. 1- 1. 9

一0.1

一 0.1

十0. 2

  0.0

一 0.2

  0.0

+0. 1

一 0.1
                    .

  0.0

一0.05

+0-2

+0. 05

  0.1

  0.0

+0. 05

一 0.05

一0. 1

一0. 05

  0.0

  0. OS

一0. 1

  0.0

+0.05

一0. 05

一 o. 05

  0.08

+0.20

一 0.02

一 0. 15

  0.0

十 0.08

一 0. 08

          附 录 F

t测杆分划尺零点差的测定

        (参考件)

Fl 准备2.00mX0.20mXO.06m木板一块，将板面刨平，在木板上间距约1. 6 m长的两端安置直角

体如图F1所示，沿直角体外缘A,B两点连直线，并在直角体距板面高度相当于平置量测杆轴线高度处

做标记A,B,

F2 在A,B连线上选一中点O，用线纹米尺测量AO, OB标记间距两个测回，如两测回互差小于

0. 2 mm，取平均值S做为检定量测杆的标准长度。

F3 将量测杆平置，两端顶到A,B标记处，直读量测杆读数R,估读至0. 1 mm

F4 用式((F1)计算零点差:

△5二 R一 S .·····.·⋯⋯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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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平台r.两直角体AB间距和量测杆零点差的测定示例见表F1和表F2

      图F1 量测杆鉴定平台

表 Fl 平台上两直角体AB间距测量 m =r

测 回 、诀}}
AO OB

左端读数 右端读数 AO长度 左端读数 右端读数 OB长度

I

1

2

3

4

5

81.82

82.80

85. 00

86.02

89.84

828. 70

829.80

831.90

832.90

836.90

746. 88

747. 00

746.90

746.68

747.06

31.29

28.10

25.68

24.28

21. 60

882.24

879.20

876. 64

875. 24

872.60

850.95

851. 10

850. 96

850. 96

851. 02

平均 746. 94 851. 00

AB长度 1 597. 94

l

1

2

3

4

5

81.80

82.32

83.36

84.14

85.28

828.50

829.16

830. 16

830.96

832. 14

746.70

746. 84

746. 80

746. 82

746.84

89. 66

90. 66

91. 60

92.64

94.22

940. 60

941. 60

942. 60

943. 54

945. 18

850. 94

850. 94

850.94

850.90

850. 96

平均 746.80 850. 94

AB长度 1 597. 74

AB两点间

平均长度
1 597. 84

表F2 量测杆分划尺零点差的测定

标准长度:1 597. 84 m m m

量测杆

编 号

量测杆读数 两次读

数 差

两次读数

中 数

分划尺

零点差
I I

64

65

66

1 598.4

1 598. 0

1 598. 3

1 598.3

1 598.0

1 598. 2

t 0. 1

  0

+0.1

1 598. 35

1 598. 00

1 598.25

+0. 51

+〔)，16

+ 0. 41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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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G

规 牌 的检 验

  (参考件)

G1 规牌三线平行检测

G1.1 用经过鉴定的直尺分别测量规牌左、右两边各点的长度，见图G1，记录于表G1直尺读数栏内。

G1.2 计算左右两边中间2,3两点直尺读数的平均值，然后计算中点至上缘和下缘的长度 左右两边

对应长度不等差如小于Zmm,视为三线相互平行。

G1.3 计算左，右两边对应长度的平均值，即为三线间距

G1.4 三线平行检查记录与计算见表Gle

G2 靓牌图形对其中心对称性检测

G2. 1 用经过鉴定的直尺测量规牌两对角线1-l',4-4'(见图G2)，长度，用铅笔在规牌上轻轻画出对

角线交点，检查对角线长度.不等差应小于3. 0 mm.

G2.2 用直尺测量2一2',3-3',5一5',6一6‘各对称点连线长度及各点至对角线交点O的长度。

G2.3 计算各对称点至中心点O的长度，其不等差，不应大于2. 0 mm,

G2.4 检查各对称点连线是否通过中心点O，其偏差一般不应大于2. 0 mm.

                                表G1 战牌三线平行检测

    规牌号:No. 45                                                                         mm

牌

曲

直尺读数
中间点(2.3)

  读数中数
中点至上、下缘长度 中线至上、下

缘平均长度
测点 左边 右边 左边 右边 左边 右边 较差

iE
(黑)

王 200. 0 200.0

200.8 199.3 一卜1.5 200. 0(4p1)
2 338. 0 335. 4

400.8 399. 3

3 463. 6 463. 2

199. 0 201. 5 一 2.5 踢
4 599. 8 600.8

反

(' l、

1 200. 0 200. 0

200. 1 200.0 十 0.1 200. 0('p L)
2 336.8 336. 6

400. 1 400.0

3 463. 4 463.4

200. 9 200.0 +0.7 200. 4('$'-F)
4 600.8 600.0



DZ/T  0034一92

一 — — 1

— — 一 2

图G1 图 G2

表G2 视牌图形对称性检测

规牌号:No.“ m m

牌

面 I 9}v  '
对 角 线 对 称 点 连 线

点号 1一1' 4一4' 2-2， 3一3r 5一5' 6一6,

要
墨

端点读数

I 200.0 200.0 100.0 100.0 100.0 100.0

I夕 701.2 699.7 443. 5 443. 8 565. 2 564. 2

中点读数 0 450.9 449. 2 271. 5 271.7 332.9 331. 8

对称点至

中心长度

I一 0 250. 9 449. 2 171.5 171. 7 232. 9 231. 8

0- 1’ 250.3 250.5 172. 0 172. 1 232. 3 232. 4

较差 +0.6 一 1.3 一 0 5 一 0.4 +0.6 一 0.6

对称点连线

偏离中心值 0 0 0.4 0. 2 0. 5 0. 1

6
jT

端点读数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 0

599.0 600. 2 443. 0 444. 8 562. 8 563. 0

中点读数 349. 1 350. 3 271.2 272. 1 331.9 331.0

对称点至

中心长度

249. 1 250.3 171.2 172. 1 231. 9 231. 0

249.9 249.9 171. 172. 7 230. 9 232. 0

一0.8 十0. 4 +0. 4 一 0.6 }1.0 一 1.0

对称点连线

偏离中心值 0 0 0. 5 0. 4 0. 7 0 9

6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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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H

测量记录和高差计算格式

        (参考件)

H1 高程导线测距记录格式见表H1，适用于直返规测量和中点单规测量，可在备注栏内注明a,返规或

中点单k1k, o刘于中点单规应同时注明前视和后视，附注栏可注记仪器常数等。

    表中测站和镜站下填写点名。:和J分别表示测距仪高和棱镜高，T和P分别表示温度和气压.T,.

为气压计温度

H2 天顶距测量记录格式见表H2，适用于直返规和中点单规测量，测记时组与组之间记录宜空一格，

中点单规应在填写的点名下注明后视或前视

H3 直返规和中点单靓的边长归算格式见表H3表中天顶距方向上的斜距栏，按规范7.7.7.1条公式

(1)计算 直返规返测斜距归算到往测斜距栏，按规范7.7.7. 3条公式((3)计算。中点单规第二组斜距归

算到第一组斜距栏，按规范7. 7. 7. 2条公式(2)计算。

H4 直返靓和中点单靓高差计算格式，分别见表H4和表H5，表中斜距方向与本组天顶距视准方向一

致，录自表H3中天顶距方向上的斜距栏

H5 边长归算和高差计算，可采用程序型计算器编制程序计算，将计算结果填入表中相应栏内

表 H1

仪器及编号:KernDM502 观测日期、时间

高程导线测距记录

1990年 11月10日

11:15- 11:50
呈象:清晰、稳定 第 J1

测 站 镜 站 测回

测 距 读 数，m
平均值

    们1

备注
整数

小 数

1 2 3 4

烈士陵园 O3 1 318 109 108 111 109 318.109

1 1.458 J 1. 600 2 318 108 109 109 109 318. 109

r 14. 2 【、 t4.6 3 318 110 107 108 108 318. 108

P 712.5 Y 712.0

rP 16.0 Tr 16.5

十:- 318.109

03 烈士陵园 1 318 100 100 099 100 318. 100

1 1. 518 1 1. 600 2 318 102 099 102 101 318.101

T 14. 8 T 14.4 3 318 099 102 098 100 318. 100

P 711. 0 P 710. 0

TP 17. 5 TP 17. 8

{
告:- 31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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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H1

测 姑 镜 站 测回

测 距 读 数， m
平均值

    n 】

  备注

{

整数
小 数

1 2 3 4

03 涧 沟 1 351 142 144 上42 143 351. 143

]

1几467 1 1. 600 2 351 143 144 143 143 351. 143

T 18. 2 T 18.4 3 351 141 141 142 141 351. 141

P 706. 0 P 705. 0

TP 23.2 TP 23.0

告:- 351. 142

涧 沟 03 1 351 137 136 136 135 351. 136

1 1. 511 J 1. 600 2 351 135 137 137 138 351. 137

T 18.6 T 18. 5 3 351 137 137 136 135 351. 136

P 707.5 P 705. 0

TP 23.0 TP 23.4

十:- 351.136

附 注

观测者:张武生 记录:孙新民 检查:孔润生 复核:赵发旺

      表H2 高程导线天顶距观测记录

仪器及编号:DKM-2A 观测日期及时间
1990年11月10日

11 r 20̂ 11:45
呈象:清晰、稳定 第 页

测 站 照 准 点

8&N9
测

回

天 顶 距
去匕 奋二 咨巴云

天顶距平均值 备

注
丁日vii 亡

点名 仪器高 点名 规高

烈十

陵园
1. 458 3 1. 600 1 1

89 03 01.0 02. 0 01. 5

一 28 9 89 03 .30.4

270 56 00.8 00. 7 00.8

2

89 03 04.4 04. 0 04. 2

一 26.6 89 03 30 8

270 56 02. 5 02.5 02. 5

3

89 03 02. 6 04. 0 03.3

28.I 89 03 31. 4

270 56 00. 6 00. 4 00. 5

G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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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H2

测 站 照 准 s
  }

组

别

{
  测

  回

夭 顶 距 天顶距平均值

霖卞百怀 乏灵

点名 仪器高 点名 靓高

一
89 O3 3().9

1. 700 2 1

89 of 59. 4 59. 4 59，4

27.0 89 02 26 4

270 57 06. 6 06. 6’06. 6

2

89 01 55.8 55_8 55 8

一 28. 1 89 02 23. 9

270 57 07. 2 08.8 08-0

3

89 01 57. 2 58. 0 57. 6

  26.818902 24. 4

270 57 09.8 09. 0 08. 9

89 02 24.9

3 1-518
烈士

陵园
1.600 1 1

90 55 29.0 29. 0 29. 0

一 22. 1 90 55 51, 0

269 03 46. 6 47. 0 46. 8

2

90 55 26.0 28.0 27. 0

24.0 90 55 51. 0

269 03 45. 2 45. 0 45.1

}
3

90 55 28. 4 28. 4 28.4

一25. 6 90 55 54.0

269 03 40.2 40.4 40. 3

90 55 52. 0

观测者:张武生 记录:孙新民 检查:孔润生 复核:赵发旺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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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H5 中点单 n高差〔高程计算)

日期:90年11月26日 第 页

测站 Y$Y9
观测

方向

照准

点号 照m
斜距 一天 顶 距 twt规点

I'.]高差

    n1

两组高

差之差

  口im

两组高差

平 均 值

        In

改正数 高n程一点

润沟

1

后视 刁源 1.750 751. 167 85  30  04.8

一70. 440 2

}

  小2.6 70. 441 5

9(川.们00
                    一

                  一
                    一

                    一

刁源
一

一

l
一

别A 油库 1. 750 718. 119 90 55 08.5

829，558

「 1

{

油库一

2

后视 刁源 1. 600 751.156 85  30  46. 6

            .

一70. 442 8

前视 油库 1. 600 718. 122 90  55  53. 1

杨村

1

后视 油库 1. 750 689.147 84  31  56. 3

一 83. 649 2

一4 3 一83. 647 0

前视 三原 1. 750 704. 673 91  27  45. 3

745. 911 一原

2

后视 油库 生.600 689. 141 84  32  41. 0

一 83. 644 9

前视 三原 1.600 704. 677 91  28  29. 2

1

后视

前视

2

后视

前视

l

后视

前视

卜
后视

前视

计算:孔润生 检查:赵发旺 复核:殷瑞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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