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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工程测量学展望

主讲人：张正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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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 要要 内内 容容 和和 重重 点点

主要内容：
1  现代测绘学与广义工程测量学之间的关系

2  工程测量内外业一体化和自动化 的含义

3  工程测量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重 点：
什么是广义工程测量学？

工程测量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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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15.1 现代测绘学与广义工程测量学现代测绘学与广义工程测量学

15.1.1  现代测绘学

•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测绘科学技术已从单纯的与
地形有关的测绘和资料收集发展到数据采集、传输、
存储、处理的自动化，并对资料信息进行深加工、作
出科学解释与管理，进行数字地图、数字专用图生
产，建立各种信息管理系统等。

• 现代测绘科学、定位技术、遥感和地理信息学等学科
与现代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通讯科学等相结合的
多学科集成，出现了新的学科—“Geomatics”，即“现
代测绘学”或“地球空间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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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广义工程测量学

• 工程测量的发展趋势是服务领域越来越广，和其
他专业如空间科学、资源开发、房地产、地理、
工程监理、设计制造、工业测量与工业计量等结
合更加紧密。而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土木工程建
设三阶段的测量工作。

• 广义工程测量学是研究、提供、处理和表达地表
上、下及周围空间建筑和非建筑工程几何物理信
息和图形信息，以及研究抽象几何实体的测设实
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一门应用技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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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15.2 工程测量内外业一体化和自动化工程测量内外业一体化和自动化

• “一体化” ：外业工作无论采用一种或多种、相同类型

或不同类型的测量仪器，通过统一的数据采集格式和
内外业数据接口定义，从而使内业工作在外业结束时

就能一起进行和完成。

• “自动化”：不是指外业测量工作的完全自动化，而是

指测量数据的预处理、传输和通讯，从而形成电子数
据的自动化流程过程中，不需人工干预和处理。

• 实现内外业一体化的关键是统一的数据格式、数据标
准、编码规则以及一体化作业相应的内外业软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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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  工程测量外业用计算机

• 工程测量一体化依据计算机技术、数据库管理和
处理技术，所使用的计算机类型主要有两类。一
类是内业数据处理及管理用机，另一类是外业数
据采集和预处理用机。

• 外业用计算机基本上还是袖珍计算机、掌上计算
机或专用计算机。目前袖珍计算机已经基本淘
汰，外业用机主要是掌上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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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业机的选择要考虑以下一些原则：

1.适合野外作业环境；

2.采用主流操作系统，软件便于开发、可移植、可升级；

3.有足够大的内存和外存；

4.能与普通微机方便地进行通讯；

5.主要消耗材料和配件的国产化程度要高;

6.考虑机器的用途、机器的生命周期和市场供应等情况。

在顾及到实用性和经济性两个方面的问题时，现阶段情况

下选择掌上型计算机作为外业数据采集与预处理的机型是较

为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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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工程测量外业数据的远程传输

• 野外测量数据远程通讯的特点：

1.野外通讯条件参差不齐。通讯软件规模应尽
可能小，使之能在袖珍电脑上运行。

2.通讯时段较难统一。远程数据中心站点应随
时能接收野外测量数据，达到无人值守。

3.对数据传输安全性和可靠性有较高的要求。

4.任务较单一，传输数据文件是其主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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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通讯的基本方法

1.点对点的通讯方法

2.一点对多点的通讯方法

3. B/S通讯方法

4.基于C/S模式的通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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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点的通讯方法

电话线

电话线

运行点对点通
讯软件的微机

Modem

Modem
运行点对点通
讯软件的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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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对多点的通讯方法

运行从站通讯
软件的微机

运行从站通讯
软件的微机

Modem Modem

运行主站通讯
软件的微机

Modem池

主站

……

从站1 从站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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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通讯方法

Internet

因特网Browse
浏览器

远程数据
传输终端N

Browse
浏览器

远程数据
传输终端1

Web
服务器

远程数据
处理中心



2007-5-9 13

基于C/S模式的通讯方法

“基于C/S模式的野外测量数据远程通讯方法”的实质：

采用主、从站的模式,应用简单的主、从站的传输协

议。具备这两个条件的通讯方法才能满足野外测量

数据远程通讯特殊需要。

方法：对点对点通讯方法的XMODEM 协议进行改造，

使改造后的协议既保留简单的特性又能适应主、从

式的网络模型。按照上述思路，在微机上，可实现

这一基于C/S模式的野外测量数据远程通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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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15.3  工程测量学的明天工程测量学的明天

• 工程测量学的发展趋势：

测量内外业作业的一体化；

数据获取及处理的自动化；

测量过程控制和系统行为的智能化；

测量成果和产品的数字化；

测量信息管理的可视化；

信息共享和传播的网络化。

• 工程测量学的特点:精确、可靠、快速、简便、实
时、持续、动态、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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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工程测量整个学科的发展来看，精密工程测量的理
论技术与方法、工程的形变监测分析与灾害预报、工
程信息系统的建立与应用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工程测
量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 工程测量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从一维、二维到三维
乃至四维，从点信息到面信息获取，从静态到动态，
从后处理到实时处理，从人眼观测操作到机器人自动
寻标观测，从大型特种工程到人体测量工程，从高空
到地面、地下以及水下，从人工量测到无接触遥测，
从周期观测到持续测量。测量精度从毫米级到微米乃
至纳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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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测量机器人的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在变形观测数据处理和大型工程建设中，将发展基于知识的信息

系统；

·工程测量将从土木工程测量、三维工业测量扩展到人体科学测

量；

·多传感器的混合测量系统将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GPS、GIS技术将紧密结合工程项目，在勘测、设计、施工管理一

体化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大型和复杂结构建筑、设备的三维测量、几何重构以及质量控制

将是工程测量学发展的一个热点；

· 数据处理中数学物理模型的建立、分析和辨识将成为工程测量

学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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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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