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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1 课程性质

《建筑工程测量》是高职类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具有较强实践性的一门专业

基础课。本课程是研究如何为建筑工程各个阶段提供数据资料，并以此配合指导施工的一门

学科。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运用测绘知识、理论与技术，为工程项目的勘测、设计、施工、监理、

运营、管理、维护、安全等提供基础资料与技术保障。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建筑工程测量课程

是在学习了建筑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的一门专业技术课程，同时又是后续施工技术课程的

前沿技术课程。

1.2 设计思路

课程以企业的实践教学为主，按照职业能力的发展规律策划学习过程，依据现代学徒

制建立人才培养质量控制体系，采用“学、做、考核一体化”教学方法，突出体现教学过程

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

教学直接针对学生就业岗位与职业能力目标，通过技能训练融入理论知识，以任务驱

动方式进行课程设计。



2. 课程目标

掌握建筑工程测量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测量方法，熟悉测量仪器的使用，并通过测

量基本技能的训练，具备独立完成建筑施工测量任务的能力。 具有承担建筑工程施工测量

工作的职业能力。

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能熟练识读施工图、能制定测量放线方案、能准确地进行测

量、能记录整理测量结果、能对测量仪器校正。

学生方法能力的培养：自主学习新技术、新知识的能力，以应对今后不断发展变化

的工作任务。 

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吃苦耐劳，具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团结协作精神，具有健康

的体魄及心理，使学生成为综合发展的人。

3. 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1 课程内容

模块一：勘测规划设计阶段测量工作

任务一：测量基础知识

知识目标：通过学习建筑工程测量的基础知识，初步具备合理确定测量工作任务和内

容的能力，为后续测量知识的学习和顺利进行测量工作奠定基础。

能力目标：了解建筑工程测量的任务和分类、用水平面代替水准面的限度；了解确定地

面点位的方法及测量常用坐标系统；掌握测量工作的基准线和基准面、基本内容和基本原则。

素质目标：遵纪、勤奋、守法。

任务二：水准测量

知识目标：掌握水准测量原理，水准仪的操作与检校，水准测量的施测程序，高差闭

合差的调整，测量误差的影响和消除方法。

能力目标：掌握水准测量原理；掌握水准仪的操作；掌握水准仪的检校；掌握水准测

量的施测及成果计算；了解测量误差的影响和消除方法。

素质目标：遵纪、勤奋、守法。

任务三：角度测量

知识目标：掌握角度测量的原理，具备使用经纬仪和全站仪进行水平角和竖直角测量

的能力，并能初步分析产生角度测量误差的原因；熟悉经纬仪检校方法，并能够采用合理

的观测方法，获取可靠的角度值。

能力目标：掌握角度测量的原理；能使用光学经纬仪数量地测量水平角与竖直角；能

初步分析产生角度误差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削减误差；能使用电子经纬仪、全站仪进

行角度测量。



素质目标：遵纪、勤奋、守法。

任务四：距离测量和直线定向

知识目标：掌握距离测量的原理与方法，掌握钢尺量距、普通视距测量、测距仪测距的

基本操作方法和成果计算方法，具备利用钢尺、经纬仪和全站仪进行距离测量的能力；掌握

直线定向的概念、标准方向的种类，方位角和象限角的概念及两者的关系，具备坐标方位角

推算的能力。

能力目标：掌握距离测量的方法；直线定向。

素质目标：遵纪、勤奋、守法。

任务五：测量误差基本知识

知识目标：通过了解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初步具备判断测量结果的正误和处理测量

数据的能力，为后续知识的学习和进行测量内业奠定基础。

能力目标：掌握衡量精度的标准、等精度直接观测平差的原理；理解测量误差的概念、

分类及特性；了解误差的传播规律、非等精度观测值的权及中误差。

素质目标：遵纪、勤奋、守法。

任务六：小地区控制测量

知识目标：掌握图根导线的布设形式及外业工作，坐标正算与坐标反算，闭合导线、附

和导线的坐标计算，三、四等水准测量和三角高程测量的外业施测及成果计算，了解GPS在

控制测量中的应用。

能力目标：掌握图根导线的布设形式及外业工作；掌握导线内业计算方法；掌握三、四

等水准测量方法；掌握三角高程测量方法；了解GPS在控制测量中的应用。

素质目标：遵纪、勤奋、守法。

任务七：地形测量

知识目标：熟悉地形图的基本知识，熟悉传统的地形图测绘方法和数字地形图的测绘

方法；用地形图完成坐标、高程、距离、方位、坡度、面积、土石方的计算和断面图的绘制；具

备一定测绘数字地形图的能力。

能力目标：掌握地形图的基本知识；掌握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的原理；熟悉数字化测

图方法；掌握地形图的应用。

素质目标：遵纪、勤奋、守法。

模块二：工程施工阶段测量工作

任务一：施工测量的基本工作

知识目标：掌握施工测量的原则，施工控制网的布设以及测量坐标系与施工坐标系的

换算，已知长度的水平距离、已知角度的水平角的测设，已知点的高程的测设，平面点位的

测设，已知坡度的直线的测设，圆曲线主点的测设与西部测设方法。

能力目标：掌握施工控制网的布设；掌握基本的测设工作；掌握点的平面位置的测设；

掌握已知坡度直线的测设；掌握圆曲线的测设。



素质目标：遵纪、勤奋、守法。

任务二：民用建筑施工测量

知识目标：掌握施工控制网的作用与建立；建筑物的测设方法；在施工过程中轴线的

投测及标高的引测；高程建筑物轴线投测及标高传递。

能力目标：掌握施工控制网的布设；掌握基本的测设工作；掌握点的平面位置的测设；

掌握已知坡度直线的测设；掌握圆曲线的测设。

素质目标：遵纪、勤奋、守法。

任务三：工业建筑施工测量

知识目标：了解预制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工业厂房的施工测量方法。

能力目标：了解厂房控制网的建立、柱列轴线和柱基的测设、工业厂房构件的安装测量、

烟囱和水塔施工测量、管道施工测量。

素质目标：遵纪、勤奋、守法。

任务四：线路工程测量

知识目标：掌握施工测量中中线桩的测设、路基的放线、路面的放线、桥涵的施工测量和

管道施工测量的方法。

能力目标：掌握中线上各主点桩的测设方法；掌握复曲线、缓和曲线、圆曲线的测设；

掌握路基、路面的放线；掌握涵洞的施工测量；了解桥梁工程测量；了解管道施工测量。

素质目标：遵纪、勤奋、守法。

模块三：工程运营管理阶段测量工作

任务一：变形监测及竣工测量

知识目标：掌握建筑物沉降观测、倾斜观测、位移观测、裂缝观测以及竣工测量的主要内

容和方法，为重试建筑物变形观测和竣工测量工作奠定基础。

能力目标：掌握建筑物变形监测；掌握建筑物沉降观测的方法；掌握建筑物倾斜观测

与位移观测；掌握建筑物裂缝观测；掌握竣工总平面图的编制方法。

素质目标：遵纪、勤奋、守法。

1.2 学时分配

模    块 课   题 学时 备注

模块一：

勘测规划设计阶段测量工作

测量基础知识 4

水准测量 8

角度测量 8

距离测量和直线定向 5

测量误差基本知识 3

小地区控制测量 5

地形测量 4

模块二： 施工测量的基本工作 5



工程施工阶段测量工作 民用建筑施工测量 5

工业建筑施工测量 2

线路工程测量 3

模块三：

工程运营管理阶段测量工作

变形监测及竣工测量 2

总    计 54

4. 实施要求

4.1 教案编写

本课程标准对教案的定义是指在本课程完成整体自学设计，确定课程学习项目及各项

目组成模块明确的基础上，对每一模块的教学内容按每一教学单元进行的学方案设计，它

包括对本模块学习目标、工作任务、能力要求等具体内容、学习方式与要求、建议等。特别是要

通过设计清楚阐述针对本模块的工作任务如何将典型实践性环节所需实践知识融入理论知

识学习中，并根据能力要求，如何将技能实践融入学习过程中。

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案。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设计思想。教案要体

现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反映建筑工程概预算的新技术、新方法，活动设计要具体、可操作。

采用任务引领、顶岗自学的前提下，教案的编写应考虑如下几点：

首先，应明确本次授课应让学生掌握的知识点和基本技能，体现理论够用、技能达标

的高职教育特点；

其次，明确采用的实践自学方式，以利于“工学结合”目标的实现；

再次，在实际学习中，更应渗透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的培养； 

最后，时间的安排。体现学生轻松活自主的工学气氛，完成本次课的任务同时，又能

有时间总结、答疑，体现教学组织的科学性。

4.2考核方式与标准

改革传统的学生评价手段和方法，采用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模

式。既关注学生自主学习的结果，更要关注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和发展。评价的手段和

形式应多样化，要结合学生学习、学生作业、实训能力、技能竞赛及结课提交作业情况，将过

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发挥评价的启

发激励作用，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技能。应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在实践

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予特别鼓励，全面综

合评价学生能力。

（一）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

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包括参与讨论的积极态度、自信心、实际操作技能、合作交流

意识，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等方面，如：

1、是否积极主动地参与讨论和分析；



2、是否敢于表述自己的想法，对自己的观点有充分的自信；

3、是否积极认真地参与施工图的实施；

4、是否敢于尝试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有独到的见解；

5、能否理解他人的思路，并在与相关人员合作交流中得到启发与进步；

6、是否有认真反思自己思考过程的意识。

（二）恰当评价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技能

本课程强调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在评价学生学习效果时，要侧重实践能力的考察。通

过参与结课作业的质量、分析能力、对新知识的接受和消化能力、学习迁移能力等多方面，与

基础理论知识考核结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三）重视对学生的启发

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学。对每模块知识点的学习时，通过设置的工作任务内容和学习

过程，从管理者或信息使用者的角度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分析、判断，最后教师加以

归纳、总结。在学生思考和分析时，教师要注重引导和提示。最终达到学生“独立（或换位）

思考——分析、推理、选择——归纳整理、深刻理解——吸收创新”逐层递进的能力目标。

（四）考核方式

学生学业评价方式及分数计算办法：

①考勤及作业情况：20%；

②过程考核（岗位实践）：40%；

③期末考评：40%。

其中，过程考核（岗位实践）以定性考核为主，企业根据“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和

“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技能”进行考核，根据其表现在以下区间选择其考核成绩：

不合格：0～59；合格：60～80；优良：80～100。

5. 教师要求

 教师应当具有实际丰富工作经验，能绘制相关施工图，熟悉施工测量全过程。

6．其他说明

本课程标准适用于高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2年制）。

7、《建筑工程测量》课程标准审批

编写教师 黄国荣 编写日期 2014年 7月 3日

教研室审批 审批日期

系部审批 审批日期



《建筑工程测量》课程作业 

一、单项选择（每题 2分，共 30分）。
1、高斯投影属于(       )。

    A．等面积投影     B．等距离投影

C．等角投影 D．等长度投影

2、确定地面点的空间位置，就是确定该点的坐标和(       )。
     A．高程 B．方位角

C．已知坐标 D．未知点坐标

3、视差产生的原因是(       )。

A．观测时眼睛位置不正 B．目标成像与十字丝分划板平面不重合

C．前后视距不相等         D．影像没有调清楚

4、坐标反算就是根据直线的起、终点坐标，计算直线的(       )。

   A．斜距、水平角 B．水平距离、方位角

C．斜距、方位角 D．水平距离、水平角承包人在索赔意

5、在水准测量中，水准仪的操作步骤为（　　　）。

A.仪器安置、精平、读数           B.仪器安置、粗平、瞄准、精平、读数

C.粗平、瞄准、精平后用上丝读数 D.仪器安置、粗平、瞄准、读数

6、为了减少目标偏心对水平角观测的影响，应尽量瞄准标杆的什么位置？（　　）。

A.顶部 B.底部

C.中间                           D.任何位置

7、望远镜视线水平时，读得视距间隔为 0.465米,则仪器至目标的水平距离是 （　　）。

   A.0.465米 B.4.65米

   C.46.5米 D.465米

8、已知 A点坐标 xA=111.00m,yA=124.30m,B点坐标 xB=110.42m,yB=142.41m,则A、B两点间

的距离为（　　　）。

   A.18.12m B.18.69m

C.34.64m D.45.29m

9、观测值与______之差为闭合差。

   A.理论值 B.平均值

C.中误差 D.改正数

10、1/1000 地形图的比例尺精度为______m。

   A．0.5 B.0.05

C．0.2 D.0.1

11、方位角的角值范围为(      )。

   A.0～360° B.-90～90°

C．0～180° D.0～90°

12、观测某竖直角，盘左读数为 93°17′24″，盘右读数为 266°42′42″，则指标差为 （

）。

    A.-3″ B.3″ 



 C.-9″   D.9″

13、 用经纬仪观测水平角时，采用盘左盘右的方法可以消除什么误差的影响？(      )。

    A.横轴误差 B.水平度盘刻度误差

 C.仪器对中误差   D.竖轴误差

14、 DS1水准仪的观测精度(      )DS3水准仪。

    A.高于 B.接近于

 C.低于   D.等于

15、在 地 形 图 上 ， 量 得 A 、 B 的 坐 标 分 别 为

xA=432.87m，yA=432.87m，xB=300.23m，yB=300.23m，则AB 的方位角为(      )。

    A.315° B.45°

 C.225°   D.135°

二、填空题(每空 1分，共 15分)。

1．测量平面直角坐标系以南北方向的纵轴为      轴、以东西方向的横轴为

轴。

2．直线 AB 的坐标方位角为 215°16′32″，则AB 的反坐标方位角为           。

3．测量平面直角坐标系的象限按______________方向编号的。

4．用钢尺在平坦地面上丈量一段距离，往测为 147.39米，返测为 147.42米，则其相

对误差为______________。

5．在 1 2000∶ 地形图上，量得某直线的图上距离为 12.14厘米，则实地长度为_______

_______米。

6．钢尺精密量距时，应加尺长改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三项改正。

7．控制测量可分为平面控制和____________。

8．水准测量时，地面点之间的高差等于后视读数____________前视读数。

9．在地形图上，量得A、B点图上距离为 0.02m，实地距离为 100m，则该地形图的比

例尺为___________。

10．测量工作的基准线是 ___________ 。

11．在水平角观测时，各测回间变换度盘的__________位置是为了减少度盘刻划误差。

12．大地水准面处处与铅垂线__________。

13．正反坐标方位角相差__________。

三、计算题(共 55分)。
1、对某角度进行了 6 个测回，测量角值分别为 42°20′26″、42°20′30″、42°20′28″、 42°20′24″、4

2°20′23″、42°20′25″，试计算：（1）该角的算术平均值；（2）观测值的中误差；（3）算

术平均值的中误差。(10 分)

2、如右图所示，已知 AB边的方位角为 130°，BC边的长度为 82m，∠ABC = 110°，  B

(X=460m, Y=320m)，计算分别计算 BC边的方位角和 C点的坐标。(8 分)



3、简述测回法测水平角的主要步骤和相应的角度计算方法（假定观测两个方向）。

(12 分

4、下今用钢尺丈量得两段距离：S1 = 120.63m±6.1cm, S2 =114.49m±7.3cm，试求距离 S3 = S

1 + S2 和 S4 = S1 - S2 的中误差和它们的相对中误差。(10 分)

5、闭合水准路线计算。(15 分)

点名 测站数 实测高差

（m）

改正数(m) 改正后高差

（m）

高程（m）

BMA 12 -3.411 23.126

1

8 +2.550

2

15 -8.908

3

22 +9.826

BMA

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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