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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1、课程名称：工程测量

2、课程类型：一体化课程

3、适用层级：高级工、预备技师

4、课程学时：288

二、课程概述：

《工程测量》是土建工程检测专业的一门专项技能必修课程。课程教学目标是在

具备工程测量技术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使用工程测

量相关仪器完成路桥工程勘测、施工中工程测量的能力，以及运用国家现行规范、规

程、标准解决道路桥梁工程测量技术相关问题的能力，加强对工程测量技术实践应用

的探讨，促进学生处理实际工程施工测量问题能力的提高。了解工程测量员的职业概

况、职业道德；掌握测量的基础知识、安全生产常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具有系统的公路工程测量的基础理论知识；能解决公路工程测量中的技

术难题；协助工程技术人员组织指挥公路工程测量作业。

三、课程目标

（一）核心素养目标：

1.学习能力——使学生具备公路施工测量的技能和相关理论知识，熟练掌握水准

测量、角度测量、距离丈量及直线定向、导线测量、地形测量、道路中线测量、路线

纵断面测量、路线横断面测量、桥梁施工测量、地下工程测量等相关专业知识；

2.解决问题能力——能够承担施工一线的中线测量、纵断面测量、横断面测量以

及公路、桥梁、隧道施工阶段的施工放样测量等工作任务；

3.主动性与责任心——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能根据工作任务进行合理的分

工，互相帮助、协作完成工作任务；

4.工匠精神——培养学生诚实、守信、善于沟通和合作的品质、吃苦耐劳和客观

科学的职业精神，为发展职业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

5.计划与组织能力——能正确描述工作任务、工作要求，任务开始前能独立编写

技术设计书，任务完成后能独立完成技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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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能力目标：

1.具备描述地面点位的确定要素、测量工作的程序与基本原则能力；

2.具备操作使用水准仪、光学经纬仪、钢尺、光电测距仪、GPS、全站仪、罗盘

仪、平板仪等常用测绘仪器能力；

3.具备进行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丈量及直线定向等各项基本测量工作和测

量数据的误差分析和处理能力；

4.具备能操作使用传统测量仪器或全站仪完成导线测量并进行成果处理能力；

5.具备能操作使用传统测量仪器或全站仪进行地形测量能力；

5.具备能操作使用传统测量仪器或全站仪进行公路中线测量、纵断面测量、横断

面测量；能绘制纵、横断面图能力；

6.具备处理误差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测量成果进行误差分析与精度评定能力。

四、课程内容

1.测量两个水准点之间的高差，连续水准测量的实施，附和水准路线内业计算，

普通水准测量实施方法、步骤及水准测量成果处理，闭合水准路线与支水准路线上各

点高程的推算，普通水准仪的检验与校正；

2.经纬仪水平角度测量，认识经纬仪的构造、组成，完成多边形内角测量，竖直

角测量原理，操作使用光学经纬仪进行竖直角观测，竖直角测量计算方法，角度测量

误差分析与经纬仪的校检，分析和处理角度的测量误差；

3.直线定线的基本原理及过程，一般量距的方法，精密量距的方法，进行数据处

理；距测量的基本原理及过程，视线水平时视距测量的方法，视线倾斜时视距测量的

方法，进行数据处理；

4.测量误差产生的原因，测量误差的类型，评定测量精度的标准，分析和处理实

际测量中的测量误差，误差传播定律，误差传播类型，分析和处理实际测量中的误差

传播；

5.导线布设形式、等级；闭合导线外业操作，闭合导线的内业计算能力，三、四

等水准测量外业操作，三、四等水准测量的内业计算能力，完成三角高程测量外业操

作，三角高程测量的内业计算能力；

6.地形图的基本知识，合理选择地形特征点，经纬仪测绘地形图的方法和步骤；

7.圆曲线主点要素计算与主点桩号计算，圆曲线偏角法的详细测设，道路纵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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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路线的基平、中平测量、断面测量，公路横断面测量，道路竖曲线测设的元素

及其计算应用；

8.建立桥梁施工控制网，桥梁施工平面控制测量的方法，桥梁墩台中心的轴线放

样，直线测距法进行桥梁墩台中心定位，光电测距仪法进行桥梁墩台中心定位；

9.全站仪进行大比例尺地面数字测图外业数据采集，全站仪进行大比例尺地面数

字测图内业成图，CASS 7.1 数字测图系统软件 GPS 的组成及坐标系统，GPS 完成数据

的采集。

五、参考性学习任务说明

1、参考性学习任务列表

序号 名称 参考学时 成绩权重

1 水准测量 30 10.4%

2 角度测量 30 10.4%

3 距离测量 30 10.4%

4 测量误差基本知识 30 10.4%

5 控制测量 60 20.8%

6 地形图测绘 30 10.4%

7 公路工程测量 30 10.4%

8 桥梁施工测量 24 8.3%

9 电子测量设备应用 24 8.3%

2、参考性学习任务设计内容

（1）学习任务 1：水准测量 学时：30

（2）学习任务 2：角度测量 学时：30

（3）学习任务 3：距离测量 学时：30

（4）学习任务 4：测量误差基本知识 学时：30

（5）学习任务 5：控制测量 学时：60

（6）学习任务 6：地形图测绘 学时：30

（7）学习任务 7：公路工程测量 学时：30

（8）学习任务 8：桥梁施工测量 学时：24

（9）学习任务 9：电子测量设备应用 学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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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描述

 工程测量是工程建设中的所有测绘工作,包括在工程建设勘测、设计、施工、安

装、竣工、监测以及营运管理等阶段所进行的各种测量工作。工程测量按其工作顺

序和性质分为：勘测设计阶段的工程控制测量和地形测量；施工阶段的施工测量和

设备安装测量；竣工和管理阶段的竣工测量、变形观测及维修养护测量等。按工程

建设的对象分为：建筑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铁路测量、公路测量、桥梁工程

测量、隧道工程测量、矿山测量、城市市政工程测量、工厂建设测量以及军事工程

测量、海洋工程测量等等。工程测量直接为各类工程建设提供数据和图纸，加之及

时与之配合和进行指挥，从而完成工程项目

 该学习任务由企业代表性工作任务转化而来，工作过程和标准与企业一致，该学

习任务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完成企业实际工作任务。

 欲对本校教学区域测绘大比例尺地形图，首先需对综合楼前广场进行高程控制测

量，水准路线必须经过控制点 A，测得至少六个点的相对高程。要求（1）每组成员

在 40 分钟内完成本组设计方案中闭合水准路线的施测，且技术等级符合四等水准测

量要求；（2）根据给定已知点的高程和本组所测的高差数据，现场解算出各控制点

的高程。

学习任务教学目标

学完学习任务后，学生应当能够掌握三、四等水准测量的内、外业方法，具体

内容如下：

1.掌握普通测量学及工程测量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2.具有较强的测、算、绘的测量基本功，以及培养其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

3.能正确地掌握各种测量仪器和工具的使用方法，而且要了解其测量原理，能

适应测量新技术、新理论的发展；

4.能采用不同仪器及多种方法正确地进行小区域的控制测量和大比例尺的地形

测绘；

5.在公路勘测、设计和施工中，具有正确应用地形图和有关测量资料的能力，

如地形分析、施工前的放样分析等；

6.掌握公路工程中公路中线测量、基平测量、中平测量纵横断面测绘以及施工

放样的基本方法；

http://baike.baidu.com/view/436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876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27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85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99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8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8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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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熟悉桥梁、隧道、建筑等的有关测量。

学习任务教学内容

1.水准仪、经纬仪和全站仪测量；

2.控制测量、地形测量的基本知识与测绘；

3.线路工程测量的基本知识与测设；

4.桥梁工程测量的基本知识；

5.施工放样的基本知识。

教学活动策划

（见附件：教学活动策划表）

学习任务评价表

（见附件：学习任务评价表）

六、课程教学实施建议

1.实际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参考性的学习任务结合实际教学条件选择接近的工

作任务完成教学。

2.学生学习完一个学习任务以后，应让学生独立完成一个类似的或同类型的任务

并完成总结报告。

3.教师重在通过教学设计把学习任务作为专业能力与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载体，

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以及教学的内在统一。

4.在实际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重在引导、学习过程的评价以及学习结果的

点评检查。

5.每个学习小组 6人左右。

七、课程考核评价建议

1.本课程学生的评价由实施的学习任务的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组成，

2.学习任务的评价由学习成果和技能达标项的评价组成，

3.终结性评价由围绕一个本课程范围内的同类型完整任务的理论评价与实操评

价组成，

4.评价考核要规范，严格考核制度，同时要关注学生对评价结果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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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教学活动策划表（任务 1-n 汇编）

1-2.学习任务评价表（任务 1-n 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