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测量学实习报告 测量学的实习报
告(大全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掌握报告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对于个人
和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测量学实习报告篇一

测量学实习是测量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使学生巩
固、扩大和加深从课堂学到的理论知识，获得实际测量工作
的初步经验和基本技能，进一步掌握测量仪器的操作方法，
提高计算和绘图能力，对测绘小区域大比例尺地形图的全过
程有一个全面和系统的认识，会认识地形图，能够根据给定
的地形图在实际中寻找到图上所示的点，并在实习的过程中
增强其独立工作与团队协作意识，为今后解决实际工作中的
有关测量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生通过本次实习应达到如下要求：

1.掌握经纬仪、视距尺等测量仪器的操作方法;

2.掌握地形测图的基本方法，能够具有初步测绘小区域大比
例尺地形图的工作能力;

3.能够根据给定的地形图在实际中寻找到图上所示的点;

4.各小组分工明确、通过合作完成测量任务，增强独立工作
能力与团队协作意识。

二、实习任务及内容



(一)小区域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

1.测区：__省__市__区__山__学院__班测绘区域。

2.任务：通过3天的地形图测绘实习，每小组要取得200个左
右的测点数据，并根据得到的数据完成一幅比例尺1：1000，
等高距2m的20cmx20cm的地形图。

3.内容：

(2)按照使测绘更加方便、有效、快捷的原则，根据测区位置，
在图板上布设控制点;

(3)过程：

为期3天的测绘实习是在__区的__山进行。这里的山算不得山，
站在这山测那山，高差不过几米，地形图居然可以用等高距
为2米的等高线来描绘。山上的植物只有三种--枯草、高矮不
同的树和最难缠的荆棘。对于我们的测绘而言，草是极具积
极作用的，它们可以为我们的休息提供软垫。而树具有极强
的阻挡视线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手机信号也受到
树儿们的强烈阻挡，以致于山间回荡着彼此声嘶力竭的呼喊。
至于万人的荆棘，它不仅刮坏了弟兄们的衣服裤子，划伤了
同志们的手，还严重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

控制点是已知高程(海拔)的点，我们需要在这些控制点上架
设经纬仪，以它们为基准来测它与其他位置点的高差，进而
推算位置点的高程(海拔)。因为控制点的个数有限，尤其是
位置好的控制点更是稀少，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抢占有利控制
点的意识与冲动。只有如此，我们的测绘才会更加高效。实
习的前一天，所有人都在抢占有利控制点上做了充分准备。

第一天，大家都没有一点经验。到达指定区域后，各组杀向
各方，去寻找前一日展在图上的控制点。不论是基地班、地



质一班还是地质二班，绝大部分的人都在基地班的位置寻找
控制点，而基地班的点对于我们是没有意义的。我延着似乎
有人走过的小路独自前行。在路边发现了“地大i17”，短暂的
兴奋后，我继续前行，i17并不是我们要找的点。走了大约80
米，“地大i15”的桩子又一次吸引了我，但它同样不是我的
目标。旁边的山上似乎有片草丛，那里或许有控制点吧。看
了看周边，还没有人跟上我，略加思索，我决定上山。拿着
图板，穿过了一片荆棘，累得满头大汗，终于到了山顶。这
里果然有点，“地大i05”，这不是我们的点。又一次抬头时，
我已经看不到地大的人了，判断了一下方向，下山。可是我
找不到上山时的路了。没路了怎么办，开路呗。戴好手套后，
我用20分钟开了一条路下了山，到了主路。“地大i40”也是
这样找到的，它在i15对面的山坡上。估计这座山上还会有控
制点，我就爬了上去。这时的我已有些疲惫。站在山腰上休
息了一下。突然，下面的一片草丛里的一块大石头吸引了我。
经过一番与荆棘的斗争，我到了那个地方。这里果然有控制
点，“地大i13”，它依然不是我们6组展在图上的点。

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很容易就能做成的，就连召集全组的同志
都是如此的困难。在几乎喊哑了大家的嗓子后，我们7个人总
算凑齐了。对前一段的寻点做了短暂总结，我们决定在控制
点旁边架设支点，代替控制点。实际证明，这是多么英名而
伟大的决定啊!这次会议成为了6组测绘全程的转折。一切就
绪后，已经10点多了，离当日结束测绘时间还有2个半小时。
经过我组同志的全力奋战，我们后来居上，当日测得50个点，
为后两日测绘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我组对困难预计不足，导致全组成员在当日的实习中把
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找控制点上。当日测绘工作结束
后，我们6组成员聚在一起交流了经验，并对第二天的测量做
了更加具体的安排。大家相互鼓励，要在后两日的测绘工作
中发扬今天我组在找控制点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怕苦，不怕
累的精神，高质量地完成测绘任务。



x月x日早，大家吃过饭后坐__大学校车又一次前往__山。沿
途的景物已经变得熟悉，大家都没有了前一天的好奇，各自
拿着图板和记录本为即将开始的工作做着积极的准备。40分
钟后，我们到达__山。一下车，我们测量6组按照事先的安排
不跟随大部队，直接前往我们的控制点“地大i06”。i06的位
置是在两个山之间的鞍部，周围高树较多，短暂地商量后，
我们果断地放弃了它，决定在其附近视野更加开阔地地方建
立支点i06-1。将经纬仪对中整平、消除视差后，我组的测绘
工作正式开始，大家立即投入工作状态。负责选点跑尺的朱
令和崔永国同学先是围绕着i06-1树立视距尺。我读取的数据
经检验出现多次出现“零误差”。负责计算的__和__同学也
加快了步伐，一组组数据很快传递给负责绘图的__和__同学
手里。整个小组紧张而忙碌。i06-1的支点位置之优越，视野
之开阔很快得到验证。我们在这里所能测到的最远的点就
是__班测绘区域的边缘。在中午补给的时间，组长召集全组
交流上午工作经验，负责各项工作的组员都提出了相应建议，
决定接下来先继续在i06-1进行测绘，结合上午描出的图上点
的位置，在测区边缘进行补点，然后转到“地大i16”控制点。

在17日的测绘中，我们补齐了东边的未知区域并利用i16点居
于测区中心的位置优势向四周大量辐射测点，进一步完善了
东北、西北和东南方向的数据，并测得3条山脊线和2条山谷
线。考虑到控制点周围的地形给跑尺人员带来的巨大难度，
虽然测点个数与前日相近，但我组的测绘实习最艰难的部分
已经完成，三个方向的地形图已具雏形。测绘结束的时间又
一次到来，两日的工作已使大家变得比较疲惫。

12月19日，我们继续到__山地区进行测绘。分析之前两天所
描绘的测点位置，我们发现在测区的西南方向我组缺乏足够
数据。因此决定在地大“地大i32”附近建立支点i32-1，对测区
西南方向展开广阔的测量工作，并对东北、西北、东南三个
方向补充适当数量的测点。经过全组成员的共同努力，我们
测量6组在12点之前完成了全部测量工作，负责绘图的同学开



始了最后的绘制等高线的工作。13：20我们完成了在测区的
全部工作，乘坐中巴返回__大学，结束了4天的测量学实习。

(二)持图实地跑点实习：

1.地点：__省__市__区__地区测量6组路线

2.任务：到达图上表示的9个指定地点中的至少5个，将实地
编号标注到地图上

3.内容：

(1)全组成员集中分析地图，确定初始路线;

(2)按照初始路线寻找指定点;

(3)过程：

20__年x月x日晨，我们接到临时变更通知。由于__今日大雾，
不便于观测，原定于18日进行的测绘实习更改为识图实习。
这样我们就要前往__地区进行实地的跑点了。今天，我们从
测量工程系拿到的不是经纬仪、三角架和视距尺，而是一
张__地区的地图。这是一张已经泛黄的，__年绘成的地图，
上面采用的最接近成图时间的数据是__年的。图上画了9个框
框，它们标注的就是我们组今天要到的地方。虽然每个小组
的地图是一样的，但上面被标注的点却是不一样的。也就是
说，我们的目的地可能有重合，但不会是每个目的地都一样。
因此，各组之间几乎独立的，合作被限定在了组内。老师告
诉我们，图上表示的一个池塘已经填掉了，变成了农田，图
上表示的__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已经更改了地址。这加重了我
们对这张地图的怀疑，其他的地方就没有变化吗?我们要找的
点在实地被标注在电线杆、石板桥、池塘壁等地方，而且这
些点上是有编号的，我们只有真正到过这些点才能知道它们
的编号。按照要求，我们要把这些编号标注在地图上。9个图



上的点，我们要至少找到5个。

今天下车的地方与前两日不同，这里是__地区。组员们捧着
这张地图走向了一片未知区域。地图成了我们不会迷路的唯
一保障。跟着大部队，我们翻过了第一座山，山的背后是公
墓。很快我们到了第一个路口，我们要找的一个点在向东的
方向，其他点在向西的方向，而且那个独立的点要翻过一座
高山才会到达。分析了利弊后，我们决定放弃它。放弃它就
意味着放弃大部队，我们组成了少数走向西道路的小组。对
比了图上池塘的位置，我们终于找到了它，地图告诉我们，
这里有地大的点。在一个田边的电线杆上，我们看到了“地
大s97”。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成果。沿着池塘边的公路，我们继
续前行，过了1个比较大的村子。重新看了一遍地图，对比了
实地，我们很快看到了远方我们要找的村子。为了抄近路，
我们进了稻田。秋天的稻田已是十分空旷，但__多湖的特点
注定这里是泥泞的。选择了走农田，那么可能出现的点就只
能在电线杆上。直到走出稻田，我们也没有发现要找的点。
小组马上调整策略，提出要坚信手中的地图，要找的点不会
特别难找。很快这个点被我们在村西边的马路上的电线杆上
找到了。

接着我们在__村找到了第三个点。使我们陷入困境的是在__
村附近的点。我们沿着路一直前进去寻找__村，而岔路口的
方向选择错误让我们到了下__，这个村子在__村的正北方。
又是一次穿越稻田，路上还看到很多水牛。这次穿越是被迫
的，因为__村就在前方。费尽了周折我们找到了第四个点。
眼看着时间要到11：30了，加快步伐到达制定的水库。找到
了最后一个点后，我们就很快找到了图上表示的公路，但是
图上表示的公路似乎是一条小路，我们认真地做了对比，做
了确定后便沿着它走下去。沿路的很多地方图上都没有表示，
而且图上表示的在实际中很多也没有看到。不过，我们反复
核对后，找到了“__科学研究所”，这让我们放心大胆地沿
着它走到了__。到达了一条大的公路后，我们实际上已经取
得了当日跑点的成功。走到指定终点--加油站的时



候，12：43分，我们是__班第一个到达的小组。大家的鞋已
经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衣服也弄脏了，头发上都是灰尘的痕
迹。有的同学坐下一会就睡着了。这一天是疲惫而幸福的。

三、实习总结及体会

在测绘实习过程中，我负责的是观测与读数。我们在实际测
绘中，没有一次采用在控制点上架设经纬仪，而是选择若干
视野开阔，位置更加优越的支点。这样就要多次验证、计算
支点的数据，确保支点的数据误差较小，进而测得其他位置
点，根据支点数据计算未知点数据。采用这种方法节省了大
量的时间，使我们的测量更加方便。另外就是在观测人员读
完上中下丝读数后，要及时让跑尺人员选取下一个点。因为
经纬仪此时在水平和竖直方向都已锁定，水平度盘与竖直度
盘的读书固定，所以在读角度之前就可以让跑尺人员离开当
时的位置。这样做可以加快测绘进度，让跑尺人员得到足够
休息。

在识图实地跑点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尽信图
不如无图”，要根据实地情况，通过比例尺计算需要走的大
概路程，相信自己的判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时刻知
道北方向，这样，地图才是有用处的。否则，它会起负作用。

测量学实习报告篇二

20xx年12月16日至20xx年12月19日

1.地形图测绘实习地点：xx

2.地形图识图实习地点：xx

组别：xx



指导老师：xx

组长：江晓斌

组员：xx

组员分工：

选点与跑尺：

观测与读数：

记录与计算：

描点与绘图：

特说说明：因12月18日武汉大雾，无法进行测绘工作，故原
定于18日进行的测绘实习改为识图实习，19日继续进行测绘
实习。实际日程安排为16、17、19三日进行测绘实习，18日
进行识图实习。

测量学实习是测量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使学生巩
固、扩大和加深从课堂学到的理论知识，获得实际测量工作
的初步经验和基本技能，进一步掌握测量仪器的操作方法，
提高计算和绘图能力，对测绘小区域大比例尺地形图的全过
程有一个全面和系统的认识，会认识地形图，能够根据给定
的地形图在实际中寻找到图上所示的点，并在实习的过程中
增强其独立工作与团队协作意识，为今后解决实际工作中的
有关测量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生通过本次实习应达到如下要求：

1.掌握经纬仪、视距尺等测量仪器的操作方法;



2.掌握地形测图的基本方法，能够具有初步测绘小区域大比
例尺地形图的工作能力;

3.能够根据给定的地形图在实际中寻找到图上所示的点;

4.各小组分工明确、通过合作完成测量任务，增强独立工作
能力与团队协作意识。

(一)小区域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

1.测区：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龙泉山地球科学学院011081班
测绘区域

2.任务：通过3天的地形图测绘实习，每小组要取得200个左
右的测点数据，并根据得到的数据完成一幅比例尺1：1000，
等高距2m的20cmx20cm的地形图。

3.内容：

(2)按照使测绘更加方便、有效、快捷的原则，根据测区位置，
在图板上布设控制点;

(3)过程：

为期3天的测绘实习是在江夏区的龙泉山进行。这里的山算不
得山，站在这山测那山，高差不过几米，地形图居然可以用
等高距为2米的等高线来描绘。山上的植物只有三种--枯草、
高矮不同的树和最难缠的荆棘。对于我们的测绘而言，草是
极具积极作用的，它们可以为我们的休息提供软垫。而树具
有极强的阻挡视线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手机信号
也受到树儿们的强烈阻挡，以致于山间回荡着彼此声嘶力竭
的呼喊。至于万人的荆棘，它不仅刮坏了弟兄们的.衣服裤子，
划伤了同志们的手，还严重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



控制点是已知高程(海拔)的点，我们需要在这些控制点上架
设经纬仪，以它们为基准来测它与其他位置点的高差，进而
推算位置点的高程(海拔)。因为控制点的个数有限，尤其是
位置好的控制点更是稀少，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抢占有利控制
点的意识与冲动。只有如此，我们的测绘才会更加高效。实
习的前一天，所有人都在抢占有利控制点上做了充分准备。

第一天，大家都没有一点经验。到达指定区域后，各组杀向
各方，去寻找前一日展在图上的控制点。不论是基地班、地
质一班还是地质二班，绝大部分的人都在基地班的位置寻找
控制点，而基地班的点对于我们是没有意义的。我延着似乎
有人走过的小路独自前行。在路边发现了“地大i17”，短暂的
兴奋后，我继续前行，i17并不是我们要找的点。走了大约80
米，“地大i15”的桩子又一次吸引了我，但它同样不是我的
目标。旁边的山上似乎有片草丛，那里或许有控制点吧。看
了看周边，还没有人跟上我，略加思索，我决定上山。拿着
图板，穿过了一片荆棘，累得满头大汗，终于到了山顶。这
里果然有点，“地大i05”，这不是我们的点。又一次抬头时，
我已经看不到地大的人了，判断了一下方向，下山。可是我
找不到上山时的路了。没路了怎么办，开路呗。戴好手套后，
我用20分钟开了一条路下了山，到了主路。“地大i40”也是
这样找到的，它在i15对面的山坡上。估计这座山上还会有控
制点，我就爬了上去。这时时的我已有些疲惫。站在山腰上
休息了一下。

突然，下面的一片草丛里的一块大石头吸引了我。经过一番
与荆棘的斗争，我到了那个地方。这里果然有控制点，“地
大i13”，它依然不是我们6组展在图上的点。

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很容易就能做成的，就连召集全组的同志
都是如此的困难。在几乎喊哑了大家的嗓子后，我们7个人总
算凑齐了。对前一段的寻点做了短暂总结，我们决定在控制
点旁边架设支点，代替控制点。实际证明，这是多么英名而



伟大的决定啊!这次会议成为了6组测绘全程的转折。一切就
绪后，已经10点多了，离当日结束测绘时间还有2个半小时。
经过我组同志的全力奋战，我们后来居上，当日测得50个点，
为后两日测绘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我组对困难预计不足，导致全组成员在当日的实习中把
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找控制点上。当日测绘工作结束
后，我们6组成员聚在一起交流了经验，并对第二天的测量做
了更加具体的安排。大家相互鼓励，要在后两日的测绘工作
中发扬今天我组在找控制点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怕苦，不怕
累的精神，高质量地完成测绘任务。

12月17日早，大家吃过饭后坐中国地质大学校车又一次前往
龙泉山。沿途的景物已经变得熟悉，大家都没有了前一天的
好奇，各自拿着图板和记录本为即将开始的工作做着积极的
准备。40分钟后，我们到达龙泉山。一下车，我们测量6组按
照事先的安排不跟随大部队，直接前往我们的控制点--“地
大i06”。i06的位置是在两个山之间的鞍部，周围高树较多，
短暂地商量后，我们果断地放弃了它，决定在其附近视野更
加开阔地地方建立支点i06-1。将经纬仪对中整平、消除视差
后，我组的测绘工作正式开始，大家立即投入工作状态。负
责选点跑尺的朱令和崔永国同学先是围绕着i06-1树立视距尺。
我读取的数据经检验出现多次出现“零误差”。

负责计算的辛悦和孙军同学也加快了步伐，一组组数据很快
传递给负责绘图的江晓斌和刘超同学手里。整个小组紧张而
忙碌。i06-1的支点位置之优越，视野之开阔很快得到验证。
我们在这里所能测到的最远的点就是011081班测绘区域的边
缘。在中午补给的时间，组长召集全组交流上午工作经验，
负责各项工作的组员都提出了相应建议，决定接下来先继续
在i06-1进行测绘，结合上午描出的图上点的位置，在测区边
缘进行补点，然后转到“地大i16”控制点。



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衣服也弄脏了，头发上都是灰尘的痕迹。
有的同学坐下一会就睡着了。这一天是疲惫而幸福的。

在测绘实习过程中，我负责的是观测与读数。我们在实际测
绘中，没有一次采用在控制点上架设经纬仪，而是选择若干
视野开阔，位置更加优越的支点。这样就要多次验证、计算
支点的数据，确保支点的数据误差较小，进而测得其他位置
点，根据支点数据计算未知点数据。采用这种方法节省了大
量的时间，使我们的测量更加方便。另外就是在观测人员读
完上中下丝读数后，要及时让跑尺人员选取下一个点。因为
经纬仪此时在水平和竖直方向都已锁定，水平度盘与竖直度
盘的读书固定，所以在读角度之前就可以让跑尺人员离开当
时的位置。这样做可以加快测绘进度，让跑尺人员得到足够
休息。

在识图实地跑点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尽信图
不如无图”，要根据实地情况，通过比例尺计算需要走的大
概路程，相信自己的判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时刻知
道北方向，这样，地图才是有用处的。否则，它会起负作用。

测量学实习报告篇三

1、地形图测绘实习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豹澥镇龙泉山
地区

2、地形图识图实习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豹澥镇花山地
区

组别：地球科学学院011081班测量6组

指导老师：x

组长：x斌



组员：x

组员分工：

选点与跑尺：x

观测与读数：x

记录与计算：x

描点与绘图：x

特说说明：因12月18日武汉大雾，无法进行测绘工作，故原
定于18日进行的测绘实习改为识图实习，19日继续进行测绘
实习。实际日程安排为16、17、19三日进行测绘实习，18日
进行识图实习。

测量学实习是测量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使学生巩
固、扩大和加深从课堂学到的理论知识，获得实际测量工作
的初步经验和基本技能，进一步掌握测量仪器的操作方法，
提高计算和绘图能力，对测绘小区域大比例尺地形图的全过
程有一个全面和系统的认识，会认识地形图，能够根据给定
的地形图在实际中寻找到图上所示的点，并在实习的过程中
增强其独立工作与团队协作意识，为今后解决实际工作中的
有关测量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生通过本次实习应达到如下要求：

1、 掌握经纬仪、视距尺等测量仪器的操作方法;

2、 掌握地形测图的基本方法，能够具有初步测绘小区域大
比例尺地形图的工作能力;

3、 能够根据给定的地形图在实际中寻找到图上所示的点;



4、 各小组分工明确、通过合作完成测量任务，增强独立工
作能力与团队协作意识。

(一)小区域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

1、测区：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龙泉山地球科学学院011081班
测绘区域

2、任务：通过3天的地形图测绘实习，每小组要取得200个左
右的测点数据，并根据得到的数据完成一幅比例尺1：1000，
等高距2 m 的20 cm*20 cm的地形图。

3、内容：

(2)按照使测绘更加方便、有效、快捷的原则，根据测区位置，
在图板上布设控制点;

(3)过程：

为期3天的测绘实习是在江夏区的龙泉山进行。这里的山算不
得山，站在这山测那山，高差不过几米，地形图居然可以用
等高距为2米的等高线来描绘。山上的植物只有三种--枯草、
高矮不同的树和最难缠的荆棘。对于我们的测绘而言，草是
极具积极作用的，它们可以为我们的休息提供软垫。而树具
有极强的阻挡视线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手机信号
也受到树儿们的强烈阻挡，以致于山间回荡着彼此声嘶力竭
的呼喊。至于万人的荆棘，它不仅刮坏了弟兄们的衣服裤子，
划伤了同志们的手，还严重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

控制点是已知高程(海拔)的点，我们需要在这些控制点上架
设经纬仪，以它们为基准来测它与其他位置点的高差，进而
推算位置点的高程(海拔)。因为控制点的个数有限，尤其是
位置好的控制点更是稀少，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抢占有利控制
点的意识与冲动。只有如此，我们的测绘才会更加高效。实



习的前一天，所有人都在抢占有利控制点上做了充分准备。

第一天，大家都没有一点经验。到达指定区域后，各组杀向
各方，去寻找前一日展在图上的控制点。不论是基地班、地
质一班还是地质二班，绝大部分的人都在基地班的位置寻找
控制点，而基地班的点对于我们是没有意义的。我延着似乎
有人走过的小路独自前行。在路边发现了“地大i17”，短暂的
兴奋后，我继续前行，i17并不是我们要找的点。走了大约80
米，“地大i15”的桩子又一次吸引了我，但它同样不是我的
目标。旁边的山上似乎有片草丛，那里或许有控制点吧。看
了看周边，还没有人跟上我，略加思索，我决定上山。拿着
图板，穿过了一片荆棘，累得满头大汗，终于到了山顶。这
里果然有点，“地大i05”，这不是我们的点。又一次抬头时，
我已经看不到地大的人了，判断了一下方向，下山。可是我
找不到上山时的路了。没路了怎么办，开路呗。戴好手套后，
我用20分钟开了一条路下了山，到了主路。“地大i40”也是
这样找到的，它在i15对面的山坡上。估计这座山上还会有控
制点，我就爬了上去。这时的我已有些疲惫。站在山腰上休
息了一下。突然，下面的一片草丛里的一块大石头吸引了我。
经过一番与荆棘的斗争，我到了那个地方。这里果然有控制
点，“地大i13”，它依然不是我们6组展在图上的点。

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很容易就能做成的，就连召集全组的同志
都是如此的困难。在几乎喊哑了大家的嗓子后，我们7个人总
算凑齐了。对前一段的寻点做了短暂总结，我们决定在控制
点旁边架设支点，代替控制点。实际证明，这是多么英名而
伟大的决定啊!这次会议成为了6组测绘全程的转折。一切就
绪后，已经10点多了，离当日结束测绘时间还有2个半小时。
经过我组同志的全力奋战，我们后来居上，当日测得50个点，
为后两日测绘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我组对困难预计不足，导致全组成员在当日的实习中把
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找控制点上。当日测绘工作结束



后，我们6组成员聚在一起交流了经验，并对第二天的测量做
了更加具体的安排。大家相互鼓励，要在后两日的测绘工作
中发扬今天我组在找控制点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怕苦，不怕
累的精神，高质量地完成测绘任务。

12月17日早，大家吃过饭后坐中国地质大学校车又一次前往
龙泉山。沿途的景物已经变得熟悉，大家都没有了前一天的
好奇，各自拿着图板和记录本为即将开始的工作做着积极的
准备。40分钟后，我们到达龙泉山。一下车，我们测量6组按
照事先的安排不跟随大部队，直接前往我们的控制点--“地
大i06”。i06的位置是在两个山之间的鞍部，周围高树较多，
短暂地商量后，我们果断地放弃了它，决定在其附近视野更
加开阔地地方建立支点i06-1。将经纬仪对中整平、消除视差
后，我组的测绘工作正式开始，大家立即投入工作状态。负
责选点跑尺的朱令和崔永国同学先是围绕着i06-1树立视距尺。
我读取的数据经检验出现多次出现“零误差”。负责计算的
辛悦和孙军同学也加快了步伐，一组组数据很快传递给负责
绘图的江晓斌和刘超同学手里。整个小组紧张而忙碌。i06-1
的支点位置之优越，视野之开阔很快得到验证。我们在这里
所能测到的最远的点就是011081班测绘区域的边缘。在中午
补给的时间，组长召集全组交流上午工作经验，负责各项工
作的组员都提出了相应建议，决定接下来先继续在i06-1进行
测绘，结合上午描出的图上点的位置，在测区边缘进行补点，
然后转到“地大i16”控制点。

在17日的测绘中，我们补齐了东边的未知区域并利用i16点居
于测区中心的位置优势向四周大量辐射测点，进一步完善了
东北、西北和东南方向的数据，并测得3条山脊线和2条山谷
线。考虑到控制点周围的地形给跑尺人员带来的巨大难度，
虽然测点个数与前日相近，但我组的测绘实习最艰难的部分
已经完成，三个方向的地形图已具雏形。测绘结束的时间又
一次到来，两日的工作已使大家变得比较疲惫。



12月19日，我们继续到龙泉山地区进行测绘。分析之前两天
所描绘的测点位置，我们发现在测区的西南方向我组缺乏足
够数据。因此决定在地大“地大i32”附近建立支点i32-1,对测
区西南方向展开广阔的测量工作，并对东北、西北、东南三
个方向补充适当数量的测点。经过全组成员的共同努力，我
们测量6组在12点之前完成了全部测量工作，负责绘图的同学
开始了最后的绘制等高线的工作。13：20我们完成了在测区
的全部工作，乘坐中巴返回中国地质大学，结束了4天的测量
学实习。

测量学实习报告篇四

20xx年xx月xx日至20xx年xx月xx日

1.地形图测绘实习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豹澥镇龙泉山
地区

2.地形图识图实习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豹澥镇花山地
区

实习小组信息：

组别：地球科学学院011081班测量6组

指导老师：xxx

组长：xx

组员：xx、xx、xx、xx、xx、xx

组员分工：

选点与跑尺：xx、xx



观测与读数：xx

记录与计算：xx、xx

描点与绘图：xx、xx

特说说明：因12月18日武汉大雾，无法进行测绘工作，故原
定于18日进行的测绘实习改为识图实习，19日继续进行测绘
实习。实际日程安排为16、17、19三日进行测绘实习，18日
进行识图实习。

测量学实习是测量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使学生巩
固、扩大和加深从课堂学到的理论知识，获得实际测量工作
的初步经验和基本技能，进一步掌握测量仪器的操作方法，
提高计算和绘图能力，对测绘小区域大比例尺地形图的全过
程有一个全面和系统的认识，会认识地形图，能够根据给定
的地形图在实际中寻找到图上所示的点，并在实习的过程中
增强其独立工作与团队协作意识，为今后解决实际工作中的
有关测量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生通过本次实习应达到如下要求：

1.掌握经纬仪、视距尺等测量仪器的操作方法;

2.掌握地形测图的基本方法，能够具有初步测绘小区域大比
例尺地形图的工作能力;

3.能够根据给定的地形图在实际中寻找到图上所示的点;

4.各小组分工明确、通过合作完成测量任务，增强独立工作
能力与团队协作意识。

(一)小区域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



1.测区：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龙泉山地球科学学院011081班
测绘区域

2.任务：通过3天的地形图测绘实习，每小组要取得200个左
右的测点数据，并根据得到的数据完成一幅比例尺1：1000，
等高距2m的20cm*20cm的地形图。

3.内容：

(2)按照使测绘更加方便、有效、快捷的原则，根据测区位置，
在图板上布设控制点。

测量学实习报告篇五

测量实习：主要任务是绘制实习位置的地形图。通过实习，
巩固和加深测量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理解和运
用。熟练掌握各种测量仪器的使用。培养学生能综合运用所
学的测量知识去解决资源调查和矿业资源工程测量问题的能
力，为今后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奠定基础。

实习内容：碎部测量：

我们采用了全站仪和经纬仪观测，现场展点绘图。测量中我
主要负则的是观测，其他成员记录、立杆、绘图密切配合。
开始我们用的是经纬仪测量。经纬仪测站的高程是要计算的，
因此，除了操作规范外还要正确的读出水平角、竖直角、下
下十字线距离和中丝读数。因为工作比较繁锁，一天下来才
得四五十个点，绘图工作也基本跟得上。第二天我们用全站
仪观测。因为全站仪只要在站点对中整平后，对准前视点安
下程序就好了，因此测得很快，一天下来就测了两三百个观
测点，绘图工作就相对跟不上了。而我们使用仪器的时间有
限，因此我们就先把点位给测好，并在旁边标注点的性质，
这些方面查找，又让画图者一目了然，知道该怎么画。部分
测站上观测不到的区域，我们采了用角度交汇法和钢尺量距



法测出数据把图画了出来。因为对测绘工作基本上手，所以
在预定的时间内我们把测图任务完成了。

施工放样：

心得体会：我们的实习正好是期末，很影响考试的心理。同
时全站仪数量太少对我们的测量不免产生了不少感叹。要是
这些方面能得到解决，我相信我们的实习会更加愉悦。

通过这次实习，我明白了组员团结一致，密切配合的可贵。
这种测量是不能单靠个人能力所能完成的。同时我更加深刻
体会到细心做事反复思考的重要性。这次实习很坚苦，天冷，
而且还下着雨，给测量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组员们早起不
午休的测绘，我明白了只要努力，完成任务不是问题。在此
过程中，老师也不分时段的来给我们耐心指导，感谢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