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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0_88_E6_96_B0_E4_c63_94960.htm 摘要：在工程的施工过程

中，常常涉及到高程测量。传统的测量方法是水准测量、三

角高程测量。两种方法虽然各有特色，但都存在着不足。水

准测量是一种直接测高法，测定高差的精度是较高的，但水

准测量受地形起伏的限制，外业工作量大，施测速度较慢。

三角高程测量是一种间接测高法，它不受地形起伏的限制，

且施测速度较快。在大比例地形图测绘、线型工程、管网工

程等工程测量中广泛应用。但精度较低，且每次测量都得量

取仪器高，棱镜高。麻烦而且增加了误差来源。 关键词：新

三角高程测量法 测量 在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常常涉及到高程

测量。传统的测量方法是水准测量、三角高程测量。两种方

法虽然各有特色，但都存在着不足。水准测量是一种直接测

高法，测定高差的精度是较高的，但水准测量受地形起伏的

限制，外业工作量大，施测速度较慢。三角高程测量是一种

间接测高法，它不受地形起伏的限制，且施测速度较快。在

大比例地形图测绘、线型工程、管网工程等工程测量中广泛

应用。但精度较低，且每次测量都得量取仪器高，棱镜高。

麻烦而且增加了误差来源。 随着全站仪的广泛使用，使用跟

踪杆配合全站仪测量高程的方法越来越普及，使用传统的三

角高程测量方法已经显示出了他的局限性。经过长期摸索，

总结出一种新的方法进行三角高程测量。这种方法既结合了

水准测量的任一置站的特点，又减少了三角高程的误差来源

，同时每次测量时还不必量取仪器高、棱镜高。使三角高程



测量精度进一步提高，施测速度更快。 一、三角高程测量的

传统方法 如图一所示，设A，B为地面上高度不同的两点。已

知A点高程HA，只要知道A点对B点的高差HAB即可

由HB=HA HAB得到B点的高程HB。 图 一 图中：D为A、B两

点间的水平距离 а为在A点观测B点时的垂直角 i为测站点的

仪器高，t为棱镜高 HA为A点高程，HB为B点高程。 V为全站

仪望远镜和棱镜之间的高差（V=Dtanа） 首先我们假设A

，B两点相距不太远，可以将水准面看成水准面，也不考虑大

气折光的影响。为了确定高差hAB，可在A点架设全站仪，

在B点竖立跟踪杆，观测垂直角а，并直接量取仪器高i和棱

镜高t，若A，B两点间的水平距离为D，则hAB=V i-t 

故HB=HA Dtanа i-t （1） 这就是三角高程测量的基本公式，

但它是以水平面为基准面和视线成直线为前提的。因此，只

有当A，B两点间的距离很短时，才比较准确。当A，B两点距

离较远时，就必须考虑地球弯曲和大气折光的影响了。这里

不叙述如何进行球差和气差的改正，只就三角高程测量新法

的一般原理进行阐述。我们从传统的三角高程测量方法中我

们可以看出，它具备以下两个特点： 1、全站仪必须架设在

已知高程点上 2、要测出待测点的高程，必须量取仪器高和

棱镜高。 二、三角高程测量的新方法 如果我们能将全站仪象

水准仪一样任意置点，而不是将它置在已知高程点上，同时

又在不量取仪器高和棱镜高的情况下，利用三角高程测量原

理测出待测点的高程，那么施测的速度将更快。如图一，假

设B点的高程已知，A点的高程为未知，这里要通过全站仪测

定其它待测点的高程。首先由（1）式可知: HA=HB-(Dtanа

i-t) （2） 上式除了Dtanа即V的值可以用仪器直接测出外，i,t



都是未知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仪器一旦置好，i值也将随

之不变，同时选取跟踪杆作为反射棱镜，假定t值也固定不变

。从（2）可知： HA i-t=HB-Dtanа=W （3） 由(3)可知，基

于上面的假设，HA i-t在任一测站上也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可

以计算出它的值W。 这一新方法的操作过程如下: 1、仪器任

一置点，但所选点位要求能和已知高程点 通视。 2、用仪器

照准已知高程点，测出V的值，并算出W的值。（此时与仪

器高程测定有关的常数如测站点高程，仪器高，棱镜高均为

任一值。施测前不必设定。） 3、将仪器测站点高程重新设

定为W，仪器高和棱镜高设为0即可。 4、照准待测点测出其

高程。 下面从理论上分析一下这种方法是否正确。 结合（1

），（3） HB′=W D′tanа′ (4) HB′为待测点的高程 W

为测站中设定的测站点高程 D′为测站点到待测点的水平距

离 а′为测站点到待测点的观测垂直角 从(4)可知,不同待测

点的高程随着测站点到其的水平距离或观测垂直角的变化而

改变。 将（3）代入（4）可知： HB′=HA i-t D′tanа′ 

（5） 按三角高程测量原理可知 HB′=W D′tanа′ i′-t′

(6) 将（3）代入（6）可知： HB′=HA i-t D′tanа′ i′-t′

(7) 这里i′,t′为0,所以: HB′=HA i-t D′tanа′ (8) 由(5),(8)

可知,两种方法测出的待测点高程在理论上是一致的。也就是

说我们采取这种方法进行三角高程测量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

：将全站仪任一置点，同时不量取仪器高，棱镜高。仍然可

以测出待测点的高程。测出的结果从理论上分析比传统的三

角高程测量精度更高，因为它减少了误差来源。整个过程不

必用钢尺量取仪器高，棱镜高，也就减少了这方面造成的误

差。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测量中，棱镜高还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改变，只要记录下相对于初值t增大或减小的数值，

就可在测量的基础上计算出待测点的实际高程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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