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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明

1.1 为了规范公司测量管理，杜绝测量事故，严格控制测量质量，特制订此手册。

1.2 本流程适用于公司测量管理。

2. 测量任务分工负责制

测量任务按公司、项目经理部二级测量建制划分。建制不同的单位必须按《手册》

中具体规定的测量任务和复核任务划分明确，责任清晰，不留空档。

2.1 公司精测队

⑴隧道的洞外平面控制和长度在 2000m 及以上的隧道洞内贯通测量，洞内每延伸

500m 的平面控制测量检核；

⑵桥隧群地段平面控制测量；

⑶测量技术复杂的大桥和立交桥的平面控制测量及墩台定位测量检核；

⑷地下工程井下（竖井）首次定向测量、洞内延伸 150m 左右时的第二次定向测量、

洞内延伸 300m 左右时的第三次定向测量；

⑸大型现代化厂房控制测量及主轴线精密定位；

⑹超高层建筑的控制测量、主轴线定位以及竖向投测的检核；

⑺其它工程四等以上平面控制测量；

⑻二等以上的精密水准测量；

⑼土石方不小于 100 万方的线路断面复测；C级以上的 GPS 点复测及 GPS 点加密测

量（即客运专线无砟轨道或时速在 200km 以上的有砟轨道铁路的 CPⅠ、CPⅡ级网测量）；

⑽指导检查各项目经理部的测量工作，抽检各项目经理部的测量项目。

公司测量专业工程师负责组织以上 10 条所规定的测量项目，并对测量项目的成果

进行计算或复核；对不规则曲线的线路中桩坐标及边桩坐标进行复核，对城市立交及匝

道等复杂曲线坐标进行复核；计算不同坐标系下或不同中央子午线下的坐标之间相互转

化；对长大隧道、跨海大桥等技术难度大、精度要求高的控制工程测量方案进行审核；。

2.2 项目经理部工程部

⑴负责组织管段内测量桩点、资料接收工作；

⑵长度在 2000m 以下隧道洞内贯通测量工作，洞内每延伸 200m～300m 的施工中线

复测和辅助坑道转入正洞时定出交点和转向角；

⑶大桥、特大桥墩台中心定位及工作线交点十字线护桩的测设和中小桥、涵洞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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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

⑷无砟轨道精调；

⑸轻轨及地铁工程中线测设及重要部位定位测量；

⑹隧道、桥梁、机场、港口等砼工程重要部位首次灌筑砼前的平面及高程放样检查

及阶段性检测；

⑺水准测量；

⑻无砟轨道或时速在 200 km 以上的有砟轨道铁路变形监测（含路基、桥梁、隧道

等变形监测）

⑼组织管段内的竣工测量工作；

⑽协助公司测量管理部门的测量工作；检查指导各项目队的测量工作；

项目经理部测量负责人（测量主管）做好以上 10 条测量任务外，还应具体负责下

列工作：参与测量接桩、负责测量相关工作与建设、设计、监理单位的联系；协调经理

部内部各施工队之间以及和本工程相邻的其它施工单位之间的测量衔接工作；计算或复

核平面控制测量、高程控制测量或重要工程的测量成果；计算或复核所有桥梁工程的桩

位坐标、墩台中心坐标、隧道开挖中线坐标、路基中线边线控制点的坐标；对施工图所

有结构尺寸、标高等设计数据进行复核；归口管理设计及施工单位提交的测量资料，确

保测量资料的有效性；

项目经理部工程部长负责组织本项目部工程部承担的测量工作，对测量主管计算、

复核的测量成果或资料进行复核、审核；对主要结构物的变形监测、隧道监控量测的数

据进行分析处理；

项目经理部的总工程师负责组织并参与新开工程项目的交接桩及测量资料的接收

工作；负责组织对长大隧道、跨海大桥等技术难度大、精度要求高的控制工程测量方案

的编写；对公司测量管理部门组织的测量项目的成果进行复核；对 1km 以上的特大桥墩

位坐标、复杂曲线的中桩坐标、边桩坐标进行复核；对工程部长复核的测量资料进行审

核；对主要结构物的变形监测、隧道监控量测的数据处理的结果进行审核。

2.3 项目队技术主管

隧道及地铁等地下洞室工程

⑴拱墙砼首次灌筑前，复测中线和高程；

⑵洞内每延伸 100m～150m 复测一次中线；

⑶辅助坑道到达正洞交点和衬砌到达曲线五大桩时进行一次中线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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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贯通后用施工测量方法初步测量贯通误差，并将结果报项目经理部工程部。

桥梁工程

⑴明挖基础下基前、各类桩基础灌筑前均应对基础标高、中心位置、结构尺寸线进

行一次复核测量；

⑵墩台身首次立模及每升高 6m～10m，检查一次中心、高程以及尺寸。水中墩出水

后进行跨距复核；

⑶托盘、帽石立模时，进行一次交点距和高程以及尺寸线的复核测量；

⑷全桥完工后，对桥梁工作线方向、交点距、高程的全面复测。

项目队技术主管做好以上自检工作，还应具体负责下列工作：参加与本队有关的接

桩工作和施工复测，依据施工复测后移交的导线点、中线和高程点补桩和加密；断面复

测；负责本队日常施工测量工作；负责收方测量工作；负责本队范围内工程的竣工测量

及固桩工作；负责保护测量桩点；协助上级测量单位在本队范围内的测量工作。

2.4 项目工程部项目队测量人员和技术人员

隧道及地铁等地下洞室工程

⑴测设洞门及十字线，洞门仰坡及横断面；

⑵坑导掘进直线上每 20m 曲线上每 10m 进行一次中线和高程测量，隧道开挖每一轮

炮后的中线和高程测量及炮位布置；

⑶每 5m 的开挖断面测量、断面图的绘制和超欠挖比较及数量计算；

⑷衬砌立模时的中线和高程校核、衬砌净空尺寸检查；

⑸竣工后的隧道净空断面测量及断面图的绘制；

⑹隧道拱顶下沉、周边收敛等监控量测，并对观测数据进行分析。

桥梁工程

⑴测设各类桩基础的桩位及明挖基础的基坑开挖线；

⑵立模时校核十字线中心并检查尺寸线，立模后检查模板垂直度或坡度；

⑶现浇梁每次立模时进行放样，灌筑砼过程中监测跨中沉落量；

⑷竣工后墩台帽石顶工作线交点及十字线的放设和梁缝、跨距、偏角、垫石高程的

检查和调整并提供架梁资料。

涵洞及支挡工程

⑴定位并检查中线及轴线方向，放设基坑开挖线；

⑵基坑开挖完成后的中线、轴线方向及基坑尺寸和高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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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砌筑中的施工测量及检查；

⑷竣工测量工作。

路基及场坪工程

⑴根据地形增设必要中线加桩，测绘原始断面，测设断面边桩及方向桩，复核原设

计工程数量；

⑵施工中填筑或开挖一定高度后的中线及标高恢复和断面检查；

⑶场坪轴线及铁路股道设定；

⑷竣工测量工作。

3. 人员和仪器配备

⑴根据测量任务分工负责制的基本要求，公司各单位应配备相应的测量人员及仪器

设备，以利于测量工作的正常开展。

⑵测量机构及测量人员基本配备：根据集团公司《技术管理办法》的要求，技术工

作实行各级总工程师负责制。公司总工程师全面负责公司的测量技术工作，测量工作管

理部门配备测量专业工程师一名，负责公司的具体测量工作。

⑶各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负责本项目的测量技术工作，工程部配备一名测量负责人

（测量主管），负责本项目的具体测量工作，测量主管与技术主管岗位等同，工资、奖

金等系数与技术主管等同；各项目队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配备测量技术人员，各项目队技

术主管负责本队的测量技术工作。

⑷各级测量单位负责人的基本要求分别为：公司测量工作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从事

本专业的工作时间应不少于 5年；项目经理部工程部主要负责人从事本专业工作的时间

应不少于 3年。

⑸各级测量机构的负责人应保持相对稳定，不得随意变动。项目经理部调换测量负

责人（测量主管）时应征得项目总工程师的同意。

⑹各项目经理部根据工程规模及相应技术标准，由公司测量工作管理部门统一配备

适当的测量仪器。

⑺用于作业的各类测量设备必须按有关规定定期周检，严禁超期使用。

4. 工作程序

4.1 测量外业复核

测量外业复核是测量野外作业需要坚持的一种复核制度，其内容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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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测量桩点在交接时必须由交接双方持交桩表逐桩核对确认，无桩名者视为废桩，

遗失的坚持补桩，资料与现场不符的应予更正，形成并保留书面交接桩纪要；

⑵控制测量布设的导线及水准路线需构成闭合检核条件，一般以闭合导线和闭合水

准路线为主，导线环以四至六条边为宜；

⑶线路施工复测可以沿线路两侧布设导线并扣联设计线路切线点，可同时附带三角

高程测量复核设计水准点，但测量成果必须与设计比较；

⑷外业观测前必须检查 GPS 机各指示灯工作状态、数据采样间隔及卫星截止高度角

的设置，反射镜常数、全站仪的各种参数和电子记录手簿中各种观测限差、气象改正等

参数设置；

⑸外业观测元素必须有多余观测量。所有角度、距离观测均须至少完成一个完整测

回，严禁半测回作业。原始观测记录必须在现场同步做出，严禁涂改和事后补记、补绘。

不合格时，应按规范要求补测或重测；

⑹重要工程的定位和放样，必须坚持用不同的方法或手段进行复核测量或换人检测

后才能施工；

⑺使用已知点(包括平面控制点、方向点、高程点)进行引测、加点和工程放样前，

必须坚持先检测后利用的原则。确认桩点无疑、无误、无位移后方可使用；

⑻搭接测量包括标段内相邻施工队之间以及和相邻标段外单位的搭接测量工作。平

面搭接测量的两测量单位必须在搭接处的切线或轴线上唯一确定共用的两切线点或轴

线点或公共一导线边，高程搭接测量必须测量至相邻施工单位内的邻近一个水准点或选

择共用水准点；

⑼一项工程（如特大桥或长大隧道）、同一曲线上的多项工程由两个以上单位施工

时，原则上应联合测量或由先施工的单位整体控制或复测，各单位共同确认使用同一测

量成果。工程任务划分过细时，为统一测量成果，也应按上述原则办理。。

4.2 测量内业复核

测量内业复核工作主要包括对原始设计文件、测量的各种原始记录、控制测量和放

样测量成果计算等的复核，其内容及具体要求如下：

⑴用于测量的施工设计图纸、资料及外来测量成果等应认真研究审核并作出相应的

审核记录，详细了解建筑物各细部尺寸及相互间的几何关系；了解外来测量成果所用的

测量仪器、测量方法、测量精度、起算系统以及控制点的分布和点间关系，必要时应作

现场核对，确认无误无疑后方可使用。



6

⑵手工采集的各种原始记录包括各种放样记录必须进行复核以确保原始观测数据

的正确性。电子记录内业计算前必须检查原始观测值文件中各种参数是否正确，其中主

要包括仪器加乘常数、气象改正系数、归算高程面、各项观测限差等。各种原始观测数

据未经复核不得用于下一步测量和计算工作。

⑶各种控制测量及重要施工放样计算成果必须坚持两人(组)独立计算并相互校核。

采用软件计算的测量成果必须先确认测量中误差、坐标系统、高程系统等重要参数的正

确性，以确保测量计算成果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⑷抄录已知数据必须核对，两计算人应分别独立查阅抄录，并互相核实。。

4.3 质量控制的具体运作

质量控制运作主要包括自检、外检和抽检。为确保建筑施工的正确性，公司测量工

作实行项目部自检、外检和公司测量工作管理部门抽检制度。

4.3.1 项目部自检

⑴项目经理部对桥梁墩台、隧道洞门、涵洞中心及轴线、线路曲线控制桩、其它建

筑物的中线和轴线定位以及各种圬工工程立模前的首次定位，应利用相邻的其它控制点

进行自检；

⑵隧道洞身施工到相应长度、桥梁墩台灌注到一定高度后以及高层建筑等其它施工

期较长的工程，应对隧道中线、桥梁十字线及高层建筑物等其它工程的轴线等进行阶段

性自检；

⑶各项目经理部应根据测量复核制的基本要求对测量作业即时自检。

4.3.2 外检

重点工程每一工序施工完转入下一工序前应申请监理单位进行外检。具体检测方法

及内容根据验收规范或由监理单位确定。

4.3.3 抽检

公司测量工作管理部门不定期对项目经理部重点控制工程的测量成果进行抽检，必

要时作现场抽检。抽检测量项目的全套测量资料，包括设计资料审核记录、原始观测记

录、成果计算书及放样计算资料等。对抽检结果写出书面意见，报告公司总工程师，对

抽检中发现的问题将以书面形式通知被检单位，并进行通报批评。

4.4 测量成果的构成及整理

4.4.1 原始观测记录簿执行标准

项目经理部测量记录采用公司统一的方向观测记录簿、全站仪（经纬仪）放样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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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水平仪记录簿及等级水准测量记录格式或电子记录格式（表格样式见附表）；记录

本应按工程项目分册记录。记录本封面上应贴明单位工程项目名称和里程段。

4.4.2 控制测量及施工复测成果计算书的整理

外业观测原始数据经复核后，由两人以上分别独立计算并进行检查核对形成测量内

业成果。采用 A4 纸型并用统一的成果封面和测量技术交底表格式，测量成果附图可沿

A4 长方向延伸折叠。各级上报的测量资料也应按上述原则办理，决不允许只是一张纸上

只有几个数据。

4.5 测量桩点的埋设要求

4.5.1 各等级平面控制点标志

⑴金属标志制作材料为铸铁或其它金属。规格应符合图 4.5.1 的规定，图中“××

××××”处为测量单位名称。

⑵不锈钢标志可采用直径为 12～20mm，长度为 20～30mm 不锈钢材料，下部采用普

通钢筋焊接而成。规格应符合图 4.5.2 的规定。

10
45

5

φ20

80

60

10

GPS点

80
20
～
30

φ

不锈钢

普通钢

图 4.5.1 金属标志（单位：mm） 图 4.5.2 不锈钢标志（单位：mm）

4.5.2 各等级控制点标石的埋设

⑴建筑物顶上设置标石，标石应和建筑物顶面牢固连接。建筑物上各等平面控制点

标石设置规格应符合图 4.5.3 的规定。（包括 CPⅠ、CPⅡ、CP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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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1
5
0

200

图 4.5.3 建筑物上各等平面控制点标石设置（单位：mm）

⑵CPⅠ控制点标石埋设规格应符合图 4.5.4 的规定。

30015
0

45
0

65
0

45
0

30
0

650

200

1

2

3

4

5

6

注：1－盖；2－土面；3－砖；4－素土；5－冻土线；6－贫混凝土

图 4.5.4 CPⅠ控制点标石埋设图（单位：mm）

⑶CPⅡ控制点标石埋设规格应符合图 4.5.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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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
030

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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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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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50

15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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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注：1－盖；2－土面；3－砖；4－素土；5－冻土线；6－贫混凝土

图 4.5.5 CPⅡ控制点标石埋设图（单位：mm）

⑷CPⅢ及施工控制点标石的造埋规格应符合图 4.5.6 的规定。当 CPⅢ设在接触网杆

等建筑物上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计。

200

6
0
0

12

5

300

2
0
0

1

3

4

2

注：1－盖；2－土面；3－砖；4－贫混凝土

图 4.5.6 CPⅢ控制点标石埋设图（单位：mm）



10

⑸水准基点标石埋设规格应符合图 4.5.7 的规定。

75
0

200

30
0

40
0

25
0

150

450

400

1

2

3

4

5

注：1－盖；2－砖；3－素土；4－贫混凝土；5－冻土线

图 4.5.7 水准点标石埋设图（单位：mm）

⑹水准基点墙脚标石埋设规格应符合图 4.5.8 的规定。

注：1--墙面

图 4.5.8 墙脚水准基点标石埋设图（单位：mm）

⑺各加密点按照 CPⅡ控制点标石埋设标准埋设，通视点间距不少于 200m，相邻边

边长之比不得超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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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量流程

5.1 施工放样

本流程是根据常规放样方法编写的，适用于项目队的施工放样工作。技术人员必须

根据实际情况，如精度要求、控制点分布、现有仪器、现场条件、计算工具等来选择测

站点和放样点的测设方法及不同的检核方法。

各类工程及同一工程的不同阶段、不同部位对放样点的精度要求不同，所以对测站

点和放样点的精度要求也不相同。作业时请严格执行相关规范中提到的限差标准，如果

设计上有特殊要求，按设计要求执行。

5.1.1 测量资料收集

⑴测量放样前，应从合法、有效途径获取施工区已有的平面和高程控制成果资料及

相关的测量技术资料，所依据的复测成果必须是经过审核批复的成果。

⑵对已有的控制点密度不能满足放样需要时应根据现有的控制点进行加密，加密点

应按原有控制点的精度要求进行测设和计算。

⑶必须按正式设计图纸、文件、变更通知单进行测量放样，不得凭口头通知和未经

批准的图纸放样。

5.1.2 放样前准备

⑴阅读设计图纸，校算线路中、边线桩坐标，结构物轮廓控制点数据和标注尺寸等，

记录审图结果。

⑵选定测量放样方法并计算放样数据或编写测量放样计算程序、绘制放样草图并由

第二者独立校核。

⑶准备仪器和工具，使用的仪器必须在有效的检定周期内。给仪器充电，检查仪器

常规设置：如单位、坐标方式、补偿方式、棱镜类型、棱镜常数、温度、气压等。

单位、坐标方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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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镜类型、棱镜常数、温度、气压设置

⑷使用有内存的全站仪时，可以提前将控制点（包括拟用的测站点、检查点）和放

样点的坐标数据输入仪器内存，并检查。

坐标数据输入

5.1.3 全站仪放样

⑴在测站点上架设全站仪并对中整平，初始化后检查仪器设置：气温、气压、棱镜

常数；输入（调入）测站点的三维坐标，量取并输入仪器高，输入（调入）后视点坐标。

仪器整平、对中

⑵照准后视点进行后视，如果后视点上有棱镜，输入棱镜高，可以马上测量后视点

的坐标和高程并与已知数据检核。

⑶进入放样菜单，输入（调入）拟放样点的坐标，全站仪自动计算拟放样方向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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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角和测站点至拟放样点间距离，屏幕上显示全站仪照准部所转动的方向及角度值。（记

录员也应根据测站点和拟放样点坐标反算出测站点至放样点的距离和方位角作为检核）

⑷观测员转动仪器至水平方向值变为 0，即为拟放样点的方向，指挥司镜员移动棱

镜至仪器视线方向上，测量平距 D。全站仪会自动计算出实测距离 D与放样距离 Dˊ的

差值：ΔD=D-Dˊ，指挥司镜员在视线上前进或后退ΔD。

根据指示完成放样

⑸重复过程 4，直到ΔD小于放样限差。将该点作一标记为 A1。

⑹倒转望远镜照准部（即盘右）重复过程 2～6 过程，此时盘右测出放样点标记为

A2，（理论上 A1与 A2应是同一个点）。

⑺将 A1与 A2分中，分中点才是放样的控制点。

⑻司镜员在分中点上架设棱镜，此时可测出分中点的实际坐标。

⑼上述每一步测量都应及时记录现场放样点所拨的角度、距离。并将实测放样点的

坐标和高程与理论坐标比较检核。确认无误后在标志旁加注记。

⑽重复 2～10 的过程，放样出该测站上的所有待放样点。

作业结束后，观测员检查记录计算资料并签字。测量放样负责人逐一将标注数据与

记录结果比对，同时检查放样点位间的几何尺寸关系及与有关结构边线的相对关系尺寸

并记录，以验证标注数据和所放样点位无误。

5.2 标高测量

5.2.1 测量前准备

新进、长时间未使用以及经过长途运输或是剧烈颠簸的等情况下的水准仪，严禁直

接使用，在使用前，需对水准仪进行相应的检校。

⑴圆水准器的检验与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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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一面气泡居中后，再将仪器绕竖轴旋转 180°，看气泡是否居中。

校正：用三个脚螺旋使气泡向中央移动一半, 再用三个“校正螺旋”，使气泡居中

⑵i角的检校

平坦地上选 A、B两点，约 50m。

在中点 C架仪，读取 a1、b1，得 h1=a1-b1

在距 B点约 2—3m 处架仪，读取 a2、b2，得 h2=a2-b2 。若 h2≠h1 ,则水准管轴不

平行视准轴。

 
ABD

hh 12i
说明：对 S2 水准仪，若 i>20"，需校正

保持水准管气泡居中，拨动十字丝上下两个“校正螺丝”，使横丝对准(a2’=h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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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标高测量

⑴安置

将仪器安装在可以伸缩的三脚架上并置于两观测点之间。

首先打开三脚架并使高度适中，用目估法使架头大致水平并检查脚架是否牢固，然

后打开仪器箱，用连接螺旋将水准仪器连接在三脚架上。

⑵整平

整平是使仪器的视线水平，利用脚螺旋置圆水准气泡居于园指标圈之中。在整平过

程中，气泡移动的方向与左手大姆指运动的方向一致。

⑷瞄准

用望远镜准确地瞄准目标。

首先是把望远镜对向远处明亮的背景，转动目镜调焦螺旋，使十字丝最清晰。

然后转动物镜对光螺旋，使水准尺的清晰地落在十字丝平面上。

最后动微动螺旋，使水准尺的像靠于十字竖丝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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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读数

用十字丝，截读水准尺上的读数。先估读毫米级读数，后报出全部读数并记录。

在读数过程中，当使用塔尺等无水准气泡测尺时，应始终提醒立尺人员前后晃动，

读取最小读数，以使水准尺处于铅锤状态。

⑹重复 1～5的过程，直至测出高程控制点到待测点的所有测段。

⑺待测点观测完成后，并不能直接计算待测点高程，应重新安置仪器在此重复 1～5

的过程，直至测出待测点到原先高程控制点的所有测段。完成后，应当场计算水准闭合

差，当闭合差满足要求后，才能计算待测点高程，如超限，也应保留记录，并备注超限，

重新开始观测。作业结束后，观测员检查记录计算资料并签字

6. 测量记录

6.1 全站仪放样记录

6.1.1 记录样表

公司下发专门记录样表，各项目部不得私自设置记录样表，应直接打印下发记录样

表并装订成册。

6.1.2 表格记录

⑴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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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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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正文

坐标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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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交会

后方交会与主要不同点在于设站方式不同，从而导致在设站点的记录不同，其余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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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水准记录表

⑴封面

与全站仪相同

⑵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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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正文

详细记录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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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安置仪器，读取后视控制点读数，并计算视线高；

视线高=设计高程 56.123+后视读数 1.345=57.558

第二步，读取前视 ZD1 读数、记录，并计算出该转点高程；

实测高程=视线高 57.558-转点前视读数 0.589=56.969

至此，也就可以说是测算出一个点的高程了，后续工作仍是重复这两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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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搬站，重复第一、二步，计算出待测点高程；

当此站有多个待测点时，可一次全部看完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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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以最后一个测点为连接点，重复一、二步，直至形成闭合或附合；

闭合差合格后，本次观测可信，否则应备注“超限需重新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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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临一站就可观测待测点时，不可按一下方式观测记录：

也就是一站式闭合，未重新安置仪器，此种方法虽能保证控制点上的读数得到两次

检核，但不能保证待测点读数的可靠性，实际工作中严禁使用。

具体观测方法是变动仪器位置或者仪器高，再从待测点观测回控制点，形成真正的

闭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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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样表

7.1 全站仪

全 站 仪 本

工程名称：

施工里程：

施工单位：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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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线 点 汇 总 表

点位
坐标(m) 高 程

( m )
点 位 描 述

X Y

制表：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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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测量放样记录表
承包单位：

监理单位： 标段：

地点： 仪器： 天气： 成像：

工程名称： 施工时间

测站点号
测站点坐标

后视点号
后视点坐标 后视方位角(°′″) 后视距离(m)

X Y H X Y H

后交点

放样点号
设计坐标 实测坐标 偏差 示意图：

X Y H X Y H △X(mm) △Y(mm) △H(m)

测量： 记录： 复核： 日期：

以 A4 样式打印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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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水准仪

水 准 仪 本

工程名称：

施工里程：

施工单位：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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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准 点 汇 总 表
序号 水 准 点 号 高 程 (m) 点 位 描 述

1 CPII1260 56.213 设计成果

2 JM45 58.189 2019.06 加密成果

3 JM46 60.452 2020.02 加密成果

制表: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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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扶尺:

年 月 日 天气: 仪器: 1

测点
后视

读数
视线高

前视 实测

高程

设计

高程

调整值

转点 中间点 + -

闭合差计算及评定:

司镜： 记录： 计算： 复核：

以 A5 样式打印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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