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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工程施 工测量放样中 ，利用全 站

仪进 行 放样 的方 法 主要 是极 坐 标法 ，而
放样点位精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工程建设
项目 （ 建筑 物） 的 质量 等级 、 结构 、安
全以及 内外部 造型和建 成后使用 功能等 。
我们不乏听到由于测量错误而造成的严重
后 果 的 事 例 。 为 此 ， 本 文 主 要 探 计 ：

（ 1 ） 放 样点 位 的 误 差构 成 ；（2 ）影 响
这 么样 点 位误 差 大小 的 主要 因 素；（ 3 ）
实际 工作中 保证放 样点精 度的 措施。

二、误差来源
采 用极 坐 标放 样 的实 际 观测 量 有两

个： 待 定方 向线 与 已知 方向 线 间的 水平
角和 测 站点 至放 样 的倾 斜距 离 ，因 此放
样点位的误差来源包括测角误差 m

p
和测距

m
5

。
如图 1 ：A 、B 为 已知 控制点 ，欲放

样 P 点，由于 观测水平角之误差使 P 点横
向位移 d

1
。观测距 离之误差使 P 点纵向位

移 d
2
，从而使放样点实 际位移 称

为放 样 点的 点位 线 量误 差。 它 直接 影响
到 工程 的 质量 等 。

（ 一） 测角 误差 m
B

：
测 角误 差主要 不源 于定向 、对 中、

读 数 、 仪 器 本 身 、 外 界 条 件 的 综 合 影
响 。

图 1
1、 定向误 差 m——如图 2：A 点设

站，B 点后视。 由于后视目标对 中和仪器
瞄准等误差影 响，使照准的目标 点 B′偏
离正确目标 B，偏离值为 et , 产生角度误差
δ 1，放样 点位时，同样使 水平角含有误
差δ 1。根据正弦 定律，在 ABB′中有：

，因为 e 很小：D′D，故
①

在 ′中： 因为 很小：S′

≈ S， 又φ′ ≈ 90 ，
. . . ②

由 ① ② 式 可得 ：

图 2
由 误 差 传 播 定 律 有 ：

. . . . . . . . . ③
据 上 式可 知 ：定 向 误差 所 引 起的 放

样点 位 中误 差的 大 小：
① 与 定向 边 长 成反 比 ，与 待定 边 长

成 正 比 。
②与 B′ 点位移有关，当 B′位于 AB

方向线上 时，me=0，当 B′ B 与 AB 垂直
时，me 最 大 。

2、 仪器对中误差 m——如图 3：由
于仪器对中误 差 e，观测时使 P 点产生的
点位误差 E 由两部 分迭加而成。对中线量
误差 e 和对中误差引 起的后视方向偏差δ
而产生的 P点位移 e，即 E= e+ e。同上：
根据正弦定律，在 AB′A′、 A′CP′中
可 推 出 ：

. . . . . . . . . . ④
故

图 3
由 误 差传 播 定律 有 ：

. . . . . . . . ⑤
3、 读数误差 m3——观测者的视力影

响引 起 水 平角 误 差。
4、 仪器误差 m4——由于仪器本身各

轴系之 间的 几何关 系未得 到满 足。
5、 外界因素误差 m5——大气折光、

风力 、 气温 等引 起 水平 角误 差 。上 述构
成测角误 差的五项误 差中，m3、m5 影 响
甚微，m4 也可以 通过适当 的观测 程序或
加改 正 数法 予以 减 除。 因此 ， 测角 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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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由 定 向 误 差 和 仪器 对 中 误 差 两 项 。
即： . . . . . . . . . . . ⑥

将 ③⑤ 式 代入 上式 ， 且 得：
........

⑦
( 二) 测距误差 m：

根据相位法测距的原理及一般公式
可 得 出：

. . . . . . ⑧

式中：mc 0 ——光 速值测定中 误差；
mn ——大气折射 中误差；

m
f

— —测尺频率中误差； m
Q

——
相 位 测 定中 误 差 ；

m
x

— —仪器加 常数测定中 误差。
（三 ）、 放 样点 位 总 误 差 m

P
：

. . . . . . .. . . .
⑨

将 ⑦⑧ 式代 入上 式可 得出：

三、实际工作中保证放样点精度
的 措施：

1. 一个测区内应选择适当数量的针状
建筑物目标用交会法测定 出坐标专用作后
视 方 向 点 。

2. 进 行测站定向时，应选 择与本站
通 视最 远的控 制点 作为定 向点。

3. 保证测点的视线长度不能大于定向
边 的 长 度 。

4 . 目标棱 镜尽 量垂直 视线 ，棱镜 中
心 与测点连 线应尽 量与视线 垂直或 重合。

5. 前 后视操作人员认真操 作、严格
要 求 自己 、 尽量 减 少人 为 的误 差 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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