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控制测量实训报告(优质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报
告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控制测量实训报告篇一

1、巩固和加深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实际动手能力。

2、熟悉掌握大地测量仪器（精密水准仪、精密光学经纬仪全
站仪）的使用。

3、掌握城市等级导线测量、三角高程测量、二等精密水准测
量的观测和计算方法。

4、掌握大地控制网（平面、高程）的设计、布设和观测及外
业数据处理。

5、掌握大地控制测量（平面、高程）控制网，内业数据数据
和成果平差计算。

6、了解和掌握控制测量数据处理的基本计算机软件应用。

1、全站仪的加常数、竖角指标差检验和其他常规性检验。

2、水平角方向法多测回观测。

3、城市一级导线测量（全站仪三维导线，采用三角高程）。

4、二等水准测量（含水准仪i角的检验及其他常规检验）。5、



以上每项内容的工作的工作量由指导老师具体安排。

1、实习组织

实习组织工作由课程主讲教师全面负责，每班配备2名教师担
任实习指导工作。每班分为六个实习小组，每组5~6人，设组
长1人。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负责全组全组的实习分工和仪
器管理。

2、实习时间安排

7月5日：前往实习基地，熟悉实习地点的人文和地理环境。

7月6日：高程控制网（附和水准路线）野外勘测、选点及埋
点。

7月7、8、9日：高程控制测量：二等精密水准测量。

7月10日：平面控制网（导线网）野外选点及埋点。

7月11、12、13、14日：平面控制测量：四等或一级导线网测
量。

控制测量实训报告篇二

位于玉溪市江川县江城镇，二等水准测量控制点大多布设在
公路旁，控制网布设在江城镇附近公路及山地上，二等水准
测量控制点大多布设在公路旁，位于公路(翠大线)边上的控
制点，地势平坦，在这些点的附近多为房屋和农田，视野比
较开阔，通视情况比较好，但是来来往往车辆较多，观测过
程中对仪器影响很大，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高程测量)的
控制点大多位于山上，位于山上的控制点，由于有些树长高
了，通视情况不是很好，观测的时候找目标不是很好找，大
多地方路形崎岖，路面滑，实习过程中，天气太热，对仪器



也有很大的影响。

控制点大多是用水泥钉和埋石做标识。二等水准测量控制
点k27位于ij107与ij106间去抚仙湖的路旁，ij107、ij106、ij105
均在翠大线路，k24附近有一个财神庙，13g和13f旁边有一个
水池，14t在一个山包上的一个大石头上，用水泥钉做标石。
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高程测量)的控制点ch5位于山头
上，ch18位于一个山头上小路间，水泥钉做标石，j7位于大路
边的山头上的石头上，14a位于上山头上松树旁，m5位于两棵
树间，埋石做标石，k22位于一个山包上的石头上，电杆旁，
水泥钉做标石，ij104、ij105、ij106、ij107均位于翠大线旁，水
泥钉做标识。

2、组任务

(1)到实习基地找到已布设好的控制点;

(3)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高程测量)，需测水平角、竖直角、
平距，通过数据计算出三角高程及水平角。

(4)二等水准测量，需测出各段高程、视距。二等水准测量线
路：线路2(6)：14t(起
点)、13f、13g、k24、ij105、ij106、ij107、k27(终点)。

导线网(三角高程网)：线路2(6)：闭合环4(3)：ch5(起
点)、ch18、j7、14a、m5、k22、ij104、ij105、ij106、ij107(终点)。

3、个人完成任务

内业：完成了水准网平差(平差报告和网图)。

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高程测量)：



外业：我观测了两站，记录了三站，计算了两站;内业：完成
了三角高程平差(平差报告和网图)，导线平差(平差报告和绝
对误差椭圆及网图)。

4、技术指标

二等ds150130、50、50、7l4

四等91、52、5181/800006n5≤1/3500013”≤5”

三角高程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每千米高差全中误差(mm)边长(km)观测方式对象观测高
差较差(mm)附和或环形闭合差(mm)

五等15≤1对向观测d60d30

三角高程观测的主要技术要求

五等2”级仪器2≤10”≤10”10mm级仪器往一次

5、经验总结

二等水准测量：

(1)选转折点时，要考虑通视情况和人员安全问题;

(2)用皮尺量距离时，应该尽量使前后距离相等，这样可以减
小仪器的i角误差;

(4)天气太热时，要给仪器打伞，减小球气差，读数误差更
小;

(5)观测步骤：往测：后—前—前—后;返测：前—后—后—



前;

(6)一人观测，一人记录，一人计算，后尺两人，前尺两人;

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高程测量)：

(1)由于两个方向离仪器较远，在找目标时不好找，可以找个
参照物，这样好瞄准目标;

(2)遇到雾雨天气不易观测，要等雾散了雨停了再测量，观测
成果更精确;

(3)在观测前要记得量仪器高;

(4)在架设仪器时，需考虑仪器安全问题，通视情况;

(5)在观测的过程中，换方向时要记得改棱镜高;

(6)观测步骤：在控制点处设站，量仪器高，输入两边的棱镜
高，每个测站观测6个测回，第1，3，5测回观测导线前进方
向的左角，第2，4，6测回观测导线前进方向的右角。记录的
同时计算2c值，平均读数，一测回归零方向直，并检查其符
合各项技术指标要求。

(7)仪器旁一人观测，一人记录，一人计算，前棱镜两人，后
棱镜两人。

6、感想

这次控制测量实习外业实习了两周，我们完成了二等水准测
量和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高程测量)，回到学校之后的两
周完成水准网平差(平差报告和网图)，三角高程平差(平差报
告和网图)，导线平差(平差报告和绝对误差椭圆及网图)。



在测量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但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
及时得到解决。我们最先开始测得是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
高程测量)，控制点部分在公路(翠大线)边上，由于车辆较多，
对仪器影响较大，我们得等车辆少时观测，这样可减小误差，
并且要注意仪器和人员安全;一部分布设在山包上，这使目标
与仪器间平距较大，长达1公里，找目标时不太好找，可以找
个参照物，这样为观测节约时间，并能提高观测质量，在测
第一站的时侯，对导线的观测方法以及顺序不是很清楚，记
录也不熟练，各类技术指标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但在接下来
的几个站，测得比较顺利，在后面有一个站观测前没有量仪
器高就搬到下一个站，结果到了下一个站才想起忘了量仪器
高，由于两站间距离较远，第二天又重新去那个站重测，这
次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使我们在之后的测量过程中更细心
和认真负责。在完成了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高程测量)后，
我们开始二等水准测量，我们的控制点大部分位于公路(翠大
线)边上，车辆很多，路面会有震动，进而对水准仪有很大影
响，我们得等车辆少时再进行观测，并注意仪器和人员安全，
有几段位于山坡上，前后视距必须拉短才能看见前后尺，扶
持的同学很辛苦，在太阳的暴晒下，依然认真负责地把尺扶
正，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完成了水准测量，并且符合了各类
技术指标要求。

在外业测量的这两周，我们8点半出发，吃了早点，买中午饭
带着去，到天黑回来，就这样测了10天，虽然天气很热，有
时还被雨淋，很辛苦，让我体会到了测绘这个行业的艰辛，
最重要的是学到了很多实地测量经验与技术。在学校的这两
周，我们处理内业，完成水准网平差(平差报告和网图)，三
角高程平差(平差报告和网图)，导线平差(平差报告和绝对误
差椭圆及网图)。在用平差易这个软件时，一开始不太会用，
但在老师的指导下，很快就学会了，在数据的过程中必须认
真，不能有错，最后做出这三个平差报告。



控制测量实训报告篇三

控制测量学是研究精确测定和描绘地面控制点空间位置及其
变化的学科，控制测量实习报告。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各种
工程建设、城镇建设和土地规划与管理等工作。它是各种测
量学的基础。所以控制测量的实习非常重要。

控制测量学集中学习是在课堂结束之后在实习地集中的实践
性教学，是各项课间的综合应用，是巩固和深化课堂所学知
识的必要环节。通过实习，不仅了解到了控制测量的全过程，
系统地掌握测量仪器的操作和检校、待定点计算的基本技能，
而且为今后解决实际工程中的有关问题打下基础，还能在业
务组织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方面的锻炼。在实习中培养了我
们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塌实求实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
献身精神和团结协作的集体观念。

（二）、实习的组织与安排

准备好理论知识，掌握导线测量的技术要求，以及仪器的使
用规范及过程，协调好分组的搭配。

以各个班为单位建立测量实习队，3-4人一组，分若干小组。
具体分组情况：导线测量分组情况（共4人）。

组员：王伟鲁邦勇姚春辉姜凌鹏

控制测量实训报告篇四

控制测量社会实践是在课堂学习结束后集中性的的实践，将
课堂上所讲的内容与实践相结合和深化，所以我们的老师安
排了折尺社会实践。控制测量是在一定能够区域，按照测量
任务所要求的精度，测定一系列地面标志点的水平位置和高
程，建立起控制网。测定控制点水平位置叫平面控制测量，
同理控制点高程测定叫高程控制测量。我们这次的任务分为:



导线测量，三角测量，水准测量。测量工作的首要原则
是“先控制，后碎部。”所以控制测量是各种测量的基础。
所以社会实践时教学安排的重要环节，通过社会实践，不仅
可以了解控制测量的全过程，系统的掌握仪器的操作与检校，
待定点的计算，而且可以为以后解决实际工作中的有关的问
题打下基础，同时是自己在组织和实际工作能力得到初步的
初步锻炼。在社会实践中培养了我们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
踏实求实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干劲和团结协作的集体观
念。虽然途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意见上的分歧，可是经过协商，
讨论，查阅有关资料并通过老师的指导，我们不但解决了遇
到问题，同时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协作能力。所以这次社会实
践我们很顺利的完成了。

导线测量

导线测量：在地面上选定一系列点连成折线，在点上设置测
站，然后采用测边、测角方式来测定这些点的水平位置的方
法。导线测量是建立国家大地控制网的一种方法，也是工程
测量中建立控制点的常用方法。所以导线测量的主要任务是：
选点、测角、测边、定向。

踏勘选点及建立标志

(一)首先应根据测量的目的、测区的大小以及测图比例尺来
确定导线的导线，然后再到测区内踏勘，根据测区的地形条
件确定导线的布设形式。最好是结合已有的可利用的测量成
果综合考虑布点方案。

导线点位选定后，要用标志将点位在地面上标定下来。一般
的图根点常用木桩、铁钉等标志标定点位。点位标定后，应
进行点的统一编号，并且应绘制点之记略图，以便于寻找点
位。

(二)边长的测量



导线边长可用测距仪、全站仪直接测量，也可用钢尺丈量。
若用测距仪、全站仪测定，应往返各测一次，达到精度要求
后取其平均值作为最后结果。测定时，可以测定斜距，观测
竖直角，然后改正为水平距离。也可以直接测定水平距离。

若用钢卷尺直接丈量，应同向丈量两次或往返各丈量一次，
对于图根导线，相对误差小于或等于1/说，取其平均值最后
结果。

(三)观测水平角

导线的转折角用经纬仪采用测回法观测。导线的等级不同，
使用仪器类型不同，那么，测回数也不同。图根导线用dj6光
学经纬仪观测一测回即可。导线的转折角有左角、右角之分，
可以观测左角，也可以观测右角。但同一导线要观测左角就
确定为左角，要观测右角就确定为右角，以免计算坐标时发
生错误。

(四)定向：

1、独立导线：用罗盘仪测定起始边的方位角。

2、当导线与高级控制点连接时，应由已知点的坐标反算已知
边的方位角。

导线测量计算的目的是求得各导线点的坐标。

步骤：

第一步：先只考虑角度闭合条件角度闭合差应该“反符号平
均分配”。

第二步：用改正后的角值计算各边的坐标增量，再计算量个
坐标闭合差。



第三步：只考虑x坐标闭合条件。把x坐标闭合差“反符号按
边长

为比例配赋给各边的坐标增量”

第四步：只考虑y坐标闭合条件。把y坐标闭合差“反符号按
边长为比例配赋给各边的坐标增量”

闭合导线坐标计算

1.角度闭合差的计算与调整n边行的内角和应为：(n-2)*180

2.导线边坐标方位角的计算相同前进方向的相邻两条导线边，
其坐标方位角的关系为或

3.相邻导线点之间的坐标增量计算坐标增量：就是两导线点
坐标值之差，也就是从一个导线点到另一个导线点的坐标。

4.坐标增量闭合差的计算与调整标增量闭合导线的纵、横坐
标增量代数和在理论上应该分别等于零。

水准测量

水准测量是利用一条水平视线，并借助水准尺，来测定地面
两点间的高差，这样就可由已知点的高程推算出未知点的高
程。

水准仪的使用包括仪器的安置、粗略整平、瞄准水准尺、精
平和读数等操作步骤。

一、安置水准仪

打开三脚架并使高度适中，目估使架头大致水平，检查脚架
腿是否安置稳固，脚架伸缩螺旋是否拧紧，然后打开仪器箱



取出水准仪，置于三脚架头上用连接螺旋将仪器牢固地固连
在三脚架头上。

控制测量实训报告篇五

位于玉溪市江川县江城镇，二等水准测量控制点大多布设在
公路旁，控制网布设在江城镇附近公路及山地上，二等水准
测量控制点大多布设在公路旁，位于公路(翠大线)边上的控
制点，地势平坦，在这些点的附近多为房屋和农田，视野比
较开阔，通视情况比较好，但是来来往往车辆较多，观测过
程中对仪器影响很大，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高程测量)的
控制点大多位于山上，位于山上的控制点，由于有些树长高
了，通视情况不是很好，观测的时候找目标不是很好找，大
多地方路形崎岖，路面滑，实习过程中，天气太热，对仪器
也有很大的影响。

控制点大多是用水泥钉和埋石做标识。二等水准测量控制
点k27位于ij107与ij106间去抚仙湖的路旁，ij107、ij106、ij105
均在翠大线路，k24附近有一个财神庙，13g和13f旁边有一个
水池，14t在一个山包上的一个大石头上，用水泥钉做标石。
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高程测量)的控制点ch5位于山头
上，ch18位于一个山头上小路间，水泥钉做标石，j7位于大路
边的山头上的石头上，14a位于上山头上松树旁，m5位于两棵
树间，埋石做标石，k22位于一个山包上的石头上，电杆旁，
水泥钉做标石，ij104、ij105、ij106、ij107均位于翠大线旁，水
泥钉做标识。

2、组任务

(1)到实习基地找到已布设好的控制点；

(3)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高程测量)，需测水平角、竖直角、
平距，通过数据计算出三角高程及水平角。



(4)二等水准测量，需测出各段高程、视距。二等水准测量线
路：线路2(6):14t(起
点)、13f、13g、k24、ij105、ij106、ij107、k27(终点)。

导线网(三角高程网):线路2(6):闭合环4(3):ch5(起点)、ch18、
j7、14a、m5、k22、ij104、ij105、ij106、ij107(终点)。

3、个人完成任务

内业：完成了水准网平差(平差报告和网图)。

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高程测量):

外业：我观测了两站，记录了三站，计算了两站；内业：完
成了三角高程平差(平差报告和网图)，导线平差(平差报告和
绝对误差椭圆及网图)。

4、技术指标

二等ds150130、50、50、7l4

四等91、52、5181/800006n5≤1/3500013”≤5”

三角高程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每千米高差全中误差(mm)边长(km)观测方式对象观测高
差较差(mm)附和或环形闭合差(mm)

五等15≤1对向观测d60d30

三角高程观测的主要技术要求

五等2”级仪器2≤10”≤10”10mm级仪器往一次



5、经验总结

二等水准测量：

(1)选转折点时，要考虑通视情况和人员安全问题；

(2)用皮尺量距离时，应该尽量使前后距离相等，这样可以减
小仪器的i角误差；

(4)天气太热时，要给仪器打伞，减小球气差，读数误差更小；

(5)观测步骤：往测：后—前—前—后；返测：前—后—后—
前；

(6)一人观测，一人记录，一人计算，后尺两人，前尺两人；

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高程测量):

(1)由于两个方向离仪器较远，在找目标时不好找，可以找个
参照物，这样好瞄准目标；

(2)遇到雾雨天气不易观测，要等雾散了雨停了再测量，观测
成果更精确；

(3)在观测前要记得量仪器高；

(4)在架设仪器时，需考虑仪器安全问题，通视情况；

(5)在观测的过程中，换方向时要记得改棱镜高；

(6)观测步骤：在控制点处设站，量仪器高，输入两边的棱镜
高，每个测站观测6个测回，第1，3，5测回观测导线前进方
向的左角，第2，4，6测回观测导线前进方向的右角。控制测
量实习报告。记录的同时计算2c值，平均读数，一测回归零



方向直，并检查其符合各项技术指标要求。

(7)仪器旁一人观测，一人记录，一人计算，前棱镜两人，后
棱镜两人。

6、感想

这次控制测量实习外业实习了两周，我们完成了二等水准测
量和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高程测量)，回到学校之后的两
周完成水准网平差(平差报告和网图)，三角高程平差(平差报
告和网图)，导线平差(平差报告和绝对误差椭圆及网图)。

在测量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但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
及时得到解决。我们最先开始测得是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
高程测量)，控制点部分在公路(翠大线)边上，由于车辆较多，
对仪器影响较大，我们得等车辆少时观测，这样可减小误差，
并且要注意仪器和人员安全；一部分布设在山包上，这使目
标与仪器间平距较大，长达1公里，找目标时不太好找，可以
找个参照物，这样为观测节约时间，并能提高观测质量，在
测第一站的时侯，对导线的观测方法以及顺序不是很清楚，
记录也不熟练，各类技术指标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但在接下
来的几个站，测得比较顺利，在后面有一个站观测前没有量
仪器高就搬到下一个站，结果到了下一个站才想起忘了量仪
器高，由于两站间距离较远，第二天又重新去那个站重测，
这次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使我们在之后的测量过程中更细
心和认真负责。在完成了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高程测量)
后，我们开始二等水准测量，我们的控制点大部分位于公
路(翠大线)边上，车辆很多，路面会有震动，进而对水准仪
有很大影响，我们得等车辆少时再进行观测，并注意仪器和
人员安全，有几段位于山坡上，前后视距必须拉短才能看见
前后尺，扶持的同学很辛苦，在太阳的暴晒下，依然认真负
责地把尺扶正，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完成了水准测量，并且
符合了各类技术指标要求。



在外业测量的这两周，我们8点半出发，吃了早点，买中午饭
带着去，到天黑回来，就这样测了10天，虽然天气很热，有
时还被雨淋，很辛苦，让我体会到了测绘这个行业的艰辛，
最重要的是学到了很多实地测量经验与技术。在学校的这两
周，我们处理内业，完成水准网平差(平差报告和网图)，三
角高程平差(平差报告和网图)，导线平差(平差报告和绝对误
差椭圆及网图)。在用平差易这个软件时，一开始不太会用，
但在老师的指导下，很快就学会了，在数据的过程中必须认
真，不能有错，最后做出这三个平差报告。

通过这次控制测量实习，实地实践，学习了控制网的布设，
对二等水准测量、四等导线测量(五等三角高程测量)的控制
点进行观测，并达到了各类技术指标要求。在实习的过程中，
每个组中需要各个组员的积极配合，互相帮组，分工明确，
观测者精确，扶尺扶正，记录认真，计算细心，注意人员安
全，仪器安全。此次实习真正地把理论知识应用到控制测量
实习中，让我受益匪浅，虽然实习过程中很辛苦，但学到了
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