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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距导线计算的简化

龚 祯 汀

(西北农学院水利系 )

在农业规划设计中
, 经常需要测绘独立小 区域大 比例尺地形图

。

通常在测区布设小

三角 (网 ) 或经纬仪钢尺导线 ( 网 ) 作为首级控制
。

而测站点的加 密
,

则采 用 视距 导

线 ,
根据不同的比例尺测图

,

主要布设成尽可能等边的附合导线形式
。

导线全长一般 不

超过 50 0 ~ 1 0 0 0米 , 边长一般为 1 00 ~ 2 00 米
。

视距导线的计算方法 和 经纬仪钢 尺导线相

同
。

即当角度闭合差在允许范围内时
,

首先进行角度闭合差的调整
,

然后按调整后的角

度进行坐标增量闭合差的计算
,

若合乎限差
,

就进行坐标增量的平差
, 最后计算各点的

坐标值
。

这样往住需要在外业 结束后
,

回到室内才能进行
。

对于等边直伸导线
, 可写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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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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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1 ) 式可知
,

量边和测角误差对于导线终点所 引起的总的中误差
,

随着

导线边数的增加
, 量边误差的影响将逐渐减小

,

而测角误差的影响将逐渐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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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n恒为正数
, 故上述函数第二次导数为正

,

这就是说
,

( 2 ) 式 确定 的 n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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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

当 n 由 ( 2 ) 式确定时
,

则 ( 1 ) 式左 右两端项大致 旧等
。

即量边和侧角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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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影响大致相等
。

上述的结论也可以用初等数学求极值的方法来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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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
,

按 ( 2 ) 式计算出的 n值
,

代入 ( 1 ) 式可取得最小 值
夕

且此时量边误

差和测角误差 的影响大致相等
。

对于经纬仪钢尺导线
,

为了保证导线终点位置 达到规定的精度
,

是按经典的等影

响原则
,

使量边和测角误差对导线终点位置具有同样 程度的 影响 , 考 虑到 ( 1 ) 式和

( 2 ) 式
,

规定出量边和测角的相应精度 (一般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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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导线边数 目加 以限制
。

因此亦相应地规定 了上述的计算程序
,

是完全正确的
。

但是
,

对于视距导线
,

实际上采用的量边和测角精度
, 与经纬仪钢尺导线相 比 , 量

边误差较大
,

量边和测角误差对于终点位置的精度
,

并非是等影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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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 n =
30

显然
,

当导线边数目大于这个
n值时

,

测角误差的影响大于量边误 差的影响
。

由于

实际作业 中
,

视距导线的限制边数
, 总是小于这个

n 值的
。

因 此
,

当导线边 数 目大于 n

的情况我们就不去研究了
。

当导线边数小于 n 值时
,

量边误差的影响总是 大于测角误差的

影响
。

现在我们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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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目前普遍使用的经纬仪来看
,

使测角中误差达到不低 于 m 。 = 士 3 0/’ 的精度是完全

可 以做到的
,

没有必要降低这个标准
, 至于量边的相对中误差达到

1

4 0 0
的精度也是可 以



10 2 西 ;化农学院学报 1 08 3年第 2 期

的 ,
但要提 高这个标准是较困难的

夕 特别是在 山地区
。

在这样的精度下
,

从表中列出的

结果看
,

在规定的导线长度 ( 5 0 0~ 1 0 0 0米 ) 和导线边数 目 (n 镇 1 2) 的 范围内
,

量边误

差的影响至少是测角误差的影响的五倍
。

所 以
,

在计算导线全长闭合差时
,

测角误差的

影响是较小时
。

这样
,

可 以不进行角度闭合差的配赋
夕

而直接用角度观测值计算导线全

长闭合差
,

而没有必要预先对角度闭合差进行调整
,

然后再按调整后的角度进行导线全

长闭合羞的计算
。

由于目前袖珍 电子计算器的普遍应用
,

只要 配备有 f
:

12 0型 (或 相 当于 ) 的袖珍 电

子计算器 (在这个条件下
,

也可进行水平距 离的计算
,

而不必查视距表 )
,

便可 以在观

侧结束后
,

数分钟内求出导线全长闭合羞
。

其计算方法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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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
,

A
、

B
,

C
、

D为已知点 (高级点 ) , l
、

3
、

3为所求的视距导线点
。

` 1 ) 在 A点观测结束后
,

转移仪器到 1点时
,

立即求出 A

—
1 边的方位角 a,

A _ : 。

( 2 ) 在 1点观测结束后
,
转移仪器到 2 点时

, 立即求出 1 点的坐 标
x : `
和 y : ’

以及

I
t

—
2 边的方位角 al

, 一 2 。

( a ) 仿此方法 , 直到 C点观测结束时
,

立即求出 C点的坐标
x ’ 。
和 y ` 。

以及 C D边的

方位角 a ` n C O

( 4 ) 从而得出角度闭合差 f 。 二 a ` c 。 一 a C D

以及坐标增量闭 合差 f
二 = x ` 。 一 x 。

和 f
, 二

y ` e 一 y
c 。

于是
,

导线全长 闭合 差 f
, 二
了 f

: 2 + f
, , 。

( 5 ) 当 f
s

在允许范围内时
,

可按边长 比例改正坐标增量 或者直接 对求出 的 x `

和

y ` 尸

进行改正
,

以求得导线各点的最后坐标值
。

通过一些实例的计算结果表明
, 预先调整角度 闭合差再进行导线计算和直接用观测

值进行计算
,

这两种方法求得的最后坐标值
,

基本上是一致的
。

仅当导线长度
、

边长
,

边的数目和角度闭合差都接近限值时
,

个别点 护的纵坐标位 (或横坐标值 ) 相差 0
.

1米
。

这样的差别
,

对视距导线来说是完全可以允许的
。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
,

简化了计算程序
,

即省略了角度平差这个环节
,

从而使得有可

能边测边算
, 不必等全部外业结束后

,

另行作内业计算
。

因而也节省 了内业时间
,

使得

视距测量速度快的特点更为突出了
。

另外 , 当导线计 算结果表明 超出限差 需要返工时

(特别是在 山区量边的精度不易达到
,

返工现象较为严重 )
,

便可在现场研究并进行重

测
。

如果按经纬仪导线的计算程序
,

当需要返工时
,

由于内外业界线分明
,

不能当场发

现并及时重测
,

而延误工作进度
。

如果视距导浅布置成 闭合导线形式
,

则由于闭合导线测角改差 。
’

」录啊
,

比 在附 含胃

线中小
,

所以本文捉出的计算方法对闭合导线的计算 也是适用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