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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上海测量工作主要是城市土地测量（即地籍测量）。因

租界割据，各自为政，全市没有统一的座标系统。民国24年

（1935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工务局，设立测量队，承

担测量工作。民国34年，成立测量总队，负责上海市测量任

务。解放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上海城市测量内容，转

变为城市基本测绘和工程测量。80～90年代，工程测量已由

常规性发展到精密工程测量，专业队伍也迅速发展壮大，

至1994年，专业人员达2400余人。来源：www.examda.com来

源：www.examda.com70年代以前，量距一直采用钢尺，逐段

蹲地丈量，在市区交通繁忙的状况下，难度大，速度慢、功

效低。70年代后期，上海测绘界开始使用电磁波测距仪，解

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了量距精度，功效增长数十倍

。1977年，上海测绘院在虹桥飞机场建立了长4.3公里测距仪

检测场，由陕西测绘局大地队基线组以一等基线精度，采用6

根基线尺丈量，相对精度达1/588万。80年代后期开始建设的

黄浦江两座大桥、地铁一号线、内环线高架道路、合流污水

工程、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等重点工程中采用高精度（1毫米

级）电磁波测距仪，变测角网为测边网和边角网的布网方法

，达到了很高精度。1991年，上海勘察院、同济大学和上海

铁勘院合作建成江湾综合检测场，包括比长基线检测场、测

距仪频率检测、相位不均匀性检测、周期误差检测平台等综

合检测项目，适用于中、短电磁波测距仪，及三、四等基线



以下长度丈量工具的有关参数检定。标准长度丈量精度达

到1/2000000，获1994年建设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来源

：www.examda.com进入80年代以来，大型精密工程控制网布

设方案，大型控制网的平差计算，都利用了电子计算机进行

优化设计。在工程施工测量中，利用计算机进行现场数据处

理，提供成果迅速，指导施工及时。1984年，开始了计算机

辅助测图系统的研究。1990年，上海测绘院研制成功多功

能PC-1500机野外电子手薄接口，实现测量数据自动采集、自

动记录，可直接与计算机联机，进行数据处理；与绘图仪连

接，自动绘制地形图。成图形式可自行成于图纸上，可显示

在屏幕上，又可录置在磁盘、磁带上。1991年，同济大学测

量系研究成功TJCMS地籍图和专题图的实测机助成图系统。

上海测绘院等单位应用该项技术完成了多项工程的地形测量

任务。1993年7月，上海勘察院在北京测绘院编制大比例尺机

助成图软件基础上，开发适合上海地区大比例尺地形图和管

线图测量软件，获得成功。上海测绘工作者，于1990年开始

，研究卫星定位系统（GPS）测试技术，应用GPS接收机，可

测得无通视条件的2点间三维坐标增量、方位角及距离。上海

测绘院引进美国GPS接收机，于1994年1月使用GPS技术，仅

用2个多星期，完成了黄浦江上徐浦大桥精密控制网测试工作

。网最弱点误差仅4.1毫米，满足了精密工程施工放样要求

。1994年7月，华东电力院购置的GPS接发器应用在吴泾电厂

工程测量中，获得成功，标志着这项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测

量方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