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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洲试方法

2
。

1 竖基尺的 测 定

竖基尺 l假设取 l m 的整数
,

如果作为 图

根点的量距精度
,

采用地形标尺上的刻划
,

工作前
,

在基线场 (或已知边上 ) 测定视差

角吞== z : 一 : :

来求出距离D进行比较
,

能满足

式 ( 6 ) 精度即可
。

2
.

2 距 离D 的测算方 法

2
.

2
.

1 测距方法

将经纬仪安置在 测站点上
,

先量取仪器

高 i计入手簿中 ( 或输入计 算 机 ) 待 测完导

线上点的水平角时
,

随即用望远镜十字横丝

对准侧点标尺上
、

下两端按必须的测回数读

记竖直角
,

即完成测距的 第 一 手 资料
。

同

时
,

也完成了测站点至测 点 高 差 的测量工

作
,

但还需记入测点所截的高度
。

2
.

2
.

2 距 离 D 的计算
,

按式 ( 3 ) 求 出
。

2
.

3 刚点 高程如勺测 算方 法

按如
一

卜公式计算
:

刁h 二 n (或 m )
·

e o s z :
( 或

: :
) ( 8 )

h == ( H + i 一 M z )士 刁h ( 9 )

式 中
n 、 m

— 测站点至测点的斜距
,

即

式 ( 1 )
、

( 2 )所求值 ;

` ;
(或

` 2
)

— 望远镜的十字横丝测

定基尺上或下端的天顶距 ,

H— 测站点的高程
;

i

— 测站点的仪器高 ;

M :

—
钡叮点的照准 高

;

刁h

— 测站点至测点的高差
,

h

— 所求测点的高程
。

3 竖基尺求距边误差回归方程的建立与检验

为了鉴定 J
:

经纬仪按竖基 尺 求 距 法测

定的距离与基线边 (或红外测距仪测边 ) 进

行比较的较差
,

这里
,

根据数理统计的回归

分析方法建立了 J
:

经纬仪的测 边 误 差 的经

验公式
,

现将各边距离的较差数据统计在表

1 中
,

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回归直线方程
。

3
.

1 回 归直 线方程的建立

艺 ( D一 D ) ( M 一 M )
口 二二 = + 0

。

5 1 3 3

刃( D i 一 D )

( 10 )

a = M 一 .b D == 一 1 2
。

7 8 ( 1 1 )

表 1 各边距离的较差橄据统计

竖基尺求距边 }
。 J , 月 ,

}
月 , 月 n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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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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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 n i 侧 距仪 l
, 月 ,

一 !
月 , 」 n ,

l
, , ,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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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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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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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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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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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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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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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 M = D 一 S !
, 乙

l
,

l
, ,

l
, ,

! , l
, 。

l , 。
!

, .

1 二
。 n

l _
, n ,

_ _ l 下 U I 一 q l , r J . 一 工 J I 一 , , 一 J O I 一 , 0 . 一 J 上 . 丁 J U 住 ` U`

~ } ! 1 1 1 1 1 1 I L

—注
:
表 1中M在计算回归直线方程时取绝对值

,

其中求刀的竖直角毛均按一测回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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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

— 求距边的实测长度
;

M
。

— 较差 ;

D

—
D

。

长度的平均值
,

M— M
。

较差 的平均值
。

由此
,

可得该 J
:

经纬仪采用竖墓尺求距

法的精度统计公式为
:

m n = a + b
·

D
。

( 1 2 )

“ 一 1 2
。

7 8 + 0
。

5 1 3 3 又 2 1 8
。

7 3 1

二 + 9 9
。

6 5

表 2 相关系数临界值

自由度 显著水平 自由度 显著水平
一一月了只UcUù一1一一877

ù一nU一月任Jùdō
。。

.
,.。

l1cll1nlló11ùnU工一一
J

I月任厅矛ó一之J一八J门了̀U工一nU一卜
卜

工JJI,J
。

…
卜卜ó1,曰J1nllùnllnùl

了一
已J
户
b,了
。

:
。

,入f一
。。。乃山2

0山
`

.

一一OJ15ljó一1一9
护
631

一lln一月了叮
J月了

.。

:
,

.工
]

l八11ù一“一nU工一一
`

02
,q.一已Jùi,Jc

U工一0一
卜

666
·卜·。

…
l
]
llll1nnCUól

U,ù。。。。。。月了Rùn,
。。。。。。ó

相对误差
:

m n l

D 2 2 1 0
( 13 )

实例

根据图 4 实测的观测数据和求得测点距

以此类推
:

可以计算各边的相对精度为

1 1 1 1 1 1 1

2 3 0 0
、

2 5 0 0
、

2 6 0 0
”

3 7 0 0
、

3 6 0 0
、

4 3 0 0
、

6 8 0 0

离 D
, 、

高程 h (见表 3 )
。

略 图

. ,

~ ~
、 . , , ,

~ 一 ~ 1
, ,

_
_

, 、

均俩足迈权义重梢岌 二二叹下的妥水
。

乙 U U U

3
。

2 相 关 系数及显著性检验

刃( D
。一 D ) ( M

:
一 M )

了 “

丫
: ( 。 。 一

动
2

: ( 、 云一
万 , ( 1 4 )

== 0
。

8 1 8 4 0 5

在一定显著水平 下 a 二 0
.

05
,

以 自由度

N “ n 一 2 “ 8 (n 为观测点边长数 目 ) 为引数

相关系数的临界值
。

查表 2 布沙
· 。 二 。

.

6 3 2
。

如果
,

算得 的 ]: {妻 r 。

( 即 0
.

5 1 8 ) 0
.

6 3 2 )
,

则认为其回归方程有效
。

4
。

1

理
。

2

〔一

今
6 . . . . . . . . . . . . . . . . . 了

图 J

测 点 坐标计算

将图 4 导线距离D 在表 3 中计算的 S’ 代

3
.

3 相 关系数 临界值
r 。

( 见表 2 ) 入表 5 ,

然后根据表 4 的 已知点坐标和起

裹 3 测点距离和离程计算表

料州羊1洲洲伟…润洲瞥…蒸
〔二〕

{
。 _ 1

……){…}…{…{{…………从{
…
屏{汁率

} 1 3 0 0 0



5 8 岩 土 工 程 技 术 19 9 7年第 l 期

式中 D

— 求距边的实测长度
;

M
。

— 较差 ;

D

—
D

。

长度的平均值
,

M— M
。

较差 的平均值
。

由此
,

可得该 J
:

经纬仪采用竖墓尺求距

法的精度统计公式为
:

m n = a + b
·

D
。

( 1 2 )

“ 一 1 2
。

7 8 + 0
。

5 1 3 3 又 2 1 8
。

7 3 1

二 + 9 9
。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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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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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实例

根据图 4 实测的观测数据和求得测点距

以此类推
:

可以计算各边的相对精度为

1 1 1 1 1 1 1

2 3 0 0
、

2 5 0 0
、

2 6 0 0
”

3 7 0 0
、

3 6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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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0 0

离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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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n 一 2 “ 8 (n 为观测点边长数 目 ) 为引数

相关系数的临界值
。

查表 2 布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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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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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点 坐标计算

将图 4 导线距离D 在表 3 中计算的 S’ 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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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根据表 4 的 已知点坐标和起

裹 3 测点距离和离程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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