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工程测量赛项 

教师赛理论试题（B卷） 
1.我国目前使用的最新高程系的标准名称是（  ）。 

A.1956 黄海高程系 

B.1956 年黄海高程系 

C.1985 年国家高程基准 

D.1985 国家高程基准 

[D] 

 

2.测量工作的基本原则中“先控制后碎部”，是对（  ）方面做出的要求。 

A.测量布局  

B.测量程序  

C.测量精度 

D.测量质量 

[B] 

 

3.任意两点之间的高差与起算水准面的关系是（  ）。 

A.不随起算面而变化 

B.随起算面变化 

C.总等于绝对高程 

D.无法确定 

[A] 

 

4.将椭球面上的经纬线投影到高斯平面上，（  ）长度没有发生变化。 

A.赤道线  

B.中央子午线 

C.纬圈 

D.边缘经线 

[B] 

 

5.1985 国家高程基准的大地水准面在 1956 年黄海高程系的高程为（    ）m。 

A.0 

B.72.260 

C.-0.029 

D.0.029 

[D] 

 

6.由测量平面直角坐标系的规定可知（  ）。 

A.象限与数学平面直角坐标象限编号及顺序方向一致  



B.X 轴为纵坐标轴，Y 轴为横坐标轴  

C.方位角由纵坐标轴逆时针量测 0°～360°  

D.直线的方向是以横坐标轴的东方向为起始方向  

[B] 

 

7.已知 A 点的坐标 304.785,206.660，后视方向 B 点的坐标为 202.742,355.098，观测∠ABC

为 263°35′40″，BC 边的距离为 183.546m，C 的坐标为（  ）。 

A.254.840，483.476 

B.150.644，26.720 

C.341.451，475.302 

D.341.262，257.760 

[C] 

 

8.高斯投影采用分带投影的目的是（  ）。 

A.保证坐标值为正数 

B.保证形状相似 

C.限制角度变形 

D.限制长度变形 

[D] 

 

9.高斯投影保持图上任意两个方向的夹角与实地相应的角度相等，在（  ）内保持图上形状

与实地相似。 

A.小范围 

B.大范围 

C.平原地区 

D.高山地区 

[A] 

 

10.下列关于高斯投影，说法错误的是（  ）。 

A.除中央子午线外，其余子午线投影后均为凹向中央子午线的曲线 

B.除赤道外的其余纬圈，投影后均为凸向赤道的曲线 

C.除中央子午线外，椭球面上所有的曲线弧投影后长度都有变形 

D.除赤道外，椭球面上所有的曲线弧投影后长度都有变形 

[D] 

 

11.在 6 度分带中，A 点的高斯坐标为【112240m，20500000m】，则 A 点所在 6°带的带号

及中央子午线的经度分别为（    ）。 

A.39 带，117° 

B.20 带，120° 

C.20 带，117° 

D.39 带，120° 

[C] 

 

12.1954 年北京坐标系是按（  ）平差逐步提供大地点成果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矛



盾和不够合理的地方。 

A.局部 

B.整体 

C.简单 

D.复杂 

[A] 

 

13.3˚带投影，A 点高斯坐标为【2510，38501000】，则 A 点所在的 6˚带投影带号及中央子午

线经度分别为（    ）。 

A.38，225˚    

B.38，114˚   

C.20，117˚   

D.21，123˚ 

[C] 

 

14.在 6°高斯投影中，我国为了避免横坐标出现负值，故规定将坐标纵轴向(   )平移 500

公里。 

A.东 

B.南  

C.西  

D.北   

[C] 

 

15.三等水准测量实施时，在一测站上的观测顺序应该为（  ）。 

A.后后前前 黑红黑红 

B.后前前后 黑黑红红 

C.后后前前 黑黑红红 

D.后前前后 黑红黑红 

[B] 

 

16.自动安平水准仪的特点是（  ）使视线水平。 

A.用安平补偿器代替管水准器   

B.用安平补偿器代替圆水准器  

C.用安平补偿器和管水准器 

D.用安平补偿器代替脚螺旋 

[A] 

 

17.DS3 水准仪，数字 3 表示的意义是（  ）。 

A.每公里往返测高差中数的中误差不超过±3mm 



B.每公里往返测高差中数的相对误差不超过±3mm 

C.每公里往返测高差中数的绝对误差不超过±3mm 

D.每公里往返测高差中数的极限误差不超过±3mm 

[A] 

 

18.转动目镜对光螺旋的目的是（  ）。 

A.看清十字丝 

B.看清物像 

C.视准轴水平 

D.让十字丝横丝水平 

[A] 

 

19.在水准测量过程中，读数时应注意（  ）。 

A.从下往上读 

B.从上往下读 

C.水准仪正像时从小数往大数下读，倒像时从大数往小数读 

D.无论水准仪是正像还是倒像读数总是由注记小的一端向注记大的一端读 

[D] 

 

20.用水准测量法往返测定 A、B 两点的高差，从 A 到 B 共设了两个测站，第一测站后尺中丝

读数为 1.234m，前尺中丝读数 1.470m，第二测站后尺中丝读数 1.430m,前尺中丝读数 0.728m；

从 B 到 A 共设了两个测站，第一测站后尺中丝读数为 1.523m，前尺中丝读数 1.270m，第二

测站后尺中丝读数 1.030m,前尺中丝读数 1.748m。则高差 hAB 为（ ）米。  

A.-0.938 

B.-0.466 

C.+0.466 

D.+0.938 

[C] 

 

21.关于水准测量做法正确的是（     ）。 

A.任何等级水准测量都应尽量保持前后视距相等 

B.水准测量外业结束后，可以直接转入内业计算 

C.水准仪 i 角误差可以通过前后视距相等来消除，作业前可以不检查 i 角 

D.如果没有标尺零点差，水准标尺前后互换是可以的 

[A] 

 

22.水准路线闭合差调整是对高差进行改正，方法是将高差闭合差按与测站数或路线长度成

（  ）的关系求得高差改正数。 

A.正比例并同号 

B.反比例并反号 

C.正比例并反号 

D.反比例并同号 

[C] 

 



23.在四等水准测量中，黑面的高差为+0.098m，红面的高差为 0.000m，则平均高差是（  ）

m。 

A.+0.098     

B.+0.099     

C.+0.100     

D.+0.101 

[B] 

 

24.用高程为 24.397m 的水准点，测设出高程为 25.000m 的室内地坪±0.000，在水准点上水

准尺的读数为 1.245m，室内地坪处水准尺的读数应是（  ）。 

A.1.042m 

B.0.842m 

C.0.642m 

D.0.042m 

[C] 

 

25.水准仪安置在 BB′中点时，距地面 B、B′两点均相距 80m，测得高差 hBB′=+0.228m；

将水准仪移至离 B 点附近 2-3 米处，B′尺上中丝读数为 1.438m，读取 B 点水准尺上中丝读

数为 1.656m，则仪器的 i 角为（    ）。 

A.+12.9″ 

B.-12.9″ 

C.+25.8″ 

D.-25.8″ 

[A] 

 

26.下图所示为隧道传递高程略图，其中 ai 为后视读数，bi 为前视读数，所立各水准尺零刻

划均在接触面。则 A、B 两点的高差 为 (   )。 

A.∑αi -∑bi 

B.∑bi -∑αi  

C.α1-b1-(α2-b2)+α3-b3-(α4-b4) 

D.α1-b1+α2+b2-α3+b3-α4-b4 

[D] 

 

27.利用圆水准器底下的三个校正螺钉，将气泡调回偏离量的一半，再用脚螺旋调整气泡偏

离量的另一半，这种方法是检验（  ）。 

A.横轴不垂直于竖轴 

B.圆水准轴不垂直于视准轴 

C.视准轴不平行于水准管轴 

D.圆水准轴不平行于竖轴 

[D] 

 

28.图片图片。 

A.向上倾斜 

B.向下倾斜 



C.水平 

D.可能向上倾斜也可能向下倾斜 

[B] 

 

29.若 AB 方向的坐标方位角为 140°30′，BC 方向的坐标方位角为 45°30′，则角 ABC 的

右夹角为（   ）。 

A.85°00′ 

B.45°30′ 

C.275°00′ 

D.80°00′ 

[C] 

 

30.在四等水准测量中，黑面的高差为-1.101m，红面的高差为-0.998m，则平均高差是（    ）

m。 

A.-0.998 

B.-0.999 

C.-1.100 

D.-1.000 

[C] 

 

31.附合导线角度闭合差指的是（  ）之差。 

A.起始边方位角与终边方位角 

B.终边方位角与起始边方位角 

C.终边方位角推算值与终边方位角已知值 

D.终边方位角已知值与终边方位角推算值 

[C] 

 

32.附合导线水平角观测，一般应观测（  ）。 

A.内角 

B.外角 

C.左角 

D.右角 

[C] 

 

33.导线的布设形式有（  ）。 

A.一级导线、二级导线、图根导线 

B.单向导线、往返导线、多边形导线 

C.闭合导线、附合导线、支导线 

D.单向导线、附合导线、图根导线 

[C] 

 

34.《工程测量标准》GB50026-2020 规定二级导线测量中,测距中误差允许值为（    ）。  

A.10mm 

B.12mm 



C.15mm 

D.18mm 

[C] 

 

35.导线计算中所使用的距离应该是（  ）。 

A.大地水准面上的距离 

B.倾斜距离 

C.水平距离   

D.任意距离均可 

[C] 

 

36.衡量导线测量精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  ）。 

A.坐标增量闭合差  

B.导线全长闭合差 

C.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 

D.相对闭合差 

[C] 

 

37.导线的坐标增量闭合差调整时，应使纵、横坐标增量改正数之和等于（  ）。 

A.纵、横坐标增值量闭合差，其符号相同 

B.导线全长闭合差，其符号相同 

C.纵、横坐标增量闭合差，其符号相反 

D.导线全长闭合差，其符号相反 

[C] 

 

38.关于导线测量精度，说法正确的是（  ）。 

A.闭合导线精度优于附合导线精度 

B.角度闭合差小，导线精度高 

C.导线全长闭合差小，导线精度高 

D.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小，导线精度高 

[D] 

 

39.下列三角形内角观测成果，满足三级导线要求的是（  ）。 

A.45°22′15″、70°00′01″、64°35′50″ 

B.46°11′26″、66°34′32″、67°14′30″ 

C.60°12′21″、65°25′41″、54°20′10″ 

D.62°22′14″、58°30′11″、59°09′10″ 

[B] 

 

40.下列选项中，属于导线坐标计算的步骤的是（  ）。 

A.半测回角值计算 

B.2C 值计算 

C.测回互差 

D.坐标增量闭合差计算 



[D] 

 

41.导线测量中横向误差主要是由（  ）引起的。 

A.大气折光  

B.测距误差  

C.测角误差 

D.地球曲率 

[C] 

 

42.导线测量起算条件至少需要（  ）。 

A.一个已知点和一个已知方向 

B.两个已知方向 

C.两个已知点和两个已知方向 

D.一个已知点 

[A] 

 

43.不属于真误差的是（  ）。 

A.闭合导线的角度闭合差 

B.闭合水准的高差闭合差 

C.三角形的角度闭合差 

D.闭合导线的全长相对闭合差 

[D] 

 

44.AB 直线，C 为 AB 中点,分别 4 次量取 AC、CB 距离，若单次量距中误差均为±5cm，则 AB

距离的中误差为（  ）。 

A.±2cm 

B.±2.8cm 

C.±4cm 

D.±8cm 

[C] 

 

45.地形图上等高线密集，表示实地的（  ）。 

A.地势陡峭 

B.地势平缓 

C.高程较大  

D.高差较小 

[A] 

 

46.1:50000 地形图的比例尺精度是（  ）。 

A.5m 

B.0.1mm 

C.5cm 

D.50cm 

[A] 



 

47.每隔四条首曲线而加粗描绘的一条等高线，称为（  ）。 

A.计曲线 

B.间曲线 

C.助曲线 

D.辅助等高线 

[A] 

 

48.山脊和山谷的等高线相似，判断的方法是（  ）。 

A.以等高线的稀疏程度为标准判断 

B.按凸向地性线的高低来判断 

C.以等高距为标准判断 

D.以等高线平距为标准判断 

[B] 

 

49.国家标准《工程测量标准》GB50026-2020 规定 1:500 测图时图根导线的导线全长相对闭

合差容许值为（  ）。 

A.1/8000×α，α为比例系数，α值在 1～2 之间   

B.1/6000×α，α为比例系数，α值在 1～2 之间   

C.1/5000×α，α为比例系数，α值在 1～2 之间   

D.1/2000×α，α为比例系数，α值在 1～2 之间 

[D] 

 

50.展绘控制点时，应在图上标明控制点的（  ）。 

A.点号与坐标 

B.点号与高程 

C.坐标与高程 

D.高程与方向 

[B] 

 

51.下述最接近地形图概念的描述是（  ）。 

A.由专门符号表示地球表面并缩小在平面的图件 

B.根据一定的投影法则表示的图件 

C.经过综合表示的图件  

D.表示高程及平面位置的图件 

[A] 

 

52.利用全站仪测图时，下列不是等高线平面位置误差的来源的是（  ）。 

A.地形变换点未测点 

B.地形点间地面坡度不一致 

C.测量的地形点太密 

D.棱镜杆未竖直、读数不准确 

[C] 

 



53.已知 CD 的坡度 iCD=-0.65‰，D 点高程 HD=100m，CD 的水平距离 DCD 为 1000m，则 C

点高程 HC 为（  ）。 

A.93.5m  

B.-93.5m 

C.106.5m 

D.100.65m 

[D] 

 

54.地形图上 0.1mm 所代表的实地水平距离，称为（  ）。 

A.测量精度 

B.比例尺精度  

C.控制精度 

D.地形图精度 

[B] 

 

55.下列关于地形图的比例尺，说法错误的是（  ）。 

A.地形测量中总是将实地尺寸缩小若干倍来描述，缩小的倍数就是比例尺分母  

B.图上距离、实地水平距离、比例尺，知道其中任意两个即可求得第三个 

C.图上两点间的距离与其实地距离之比，称为图的比例尺 

D.图的比例尺一般用分子为一的分数表示 

[C] 

 

56.影响地形图图幅清晰和成图质量的是（  ）。 

A.控制点过密 

B.等高距过小 

C.比例尺过大 

D.控制精度高 

[B] 

 

57.下列不属于地形图基本应用的内容是（  ）。 

A.确定某点坐标 

B.确定某点高程 

C.确定某直线的坐标方位角 

D.确定土地的权属 

[D] 

 

58.地形图上一组 26m、28m 的等高线，由于此处地势平坦,需加绘一组间曲线,则加绘等高线

高程为（  ）m。 

A.26.25 

B.27.00 

C.26.75 

D.无法确定 

[B] 

 



59.一条公路长 35 公里，表示在地图上为 3.5 厘米，则该图属于（ ）。 

A.地理图 

B.小比例尺地图  

C.中比例尺地图 

D.大比例尺地图 

[B] 

 

60.水涯线与陡坎重合时，按照（  ）表示。 

A.间隔 0.1mm 分开 

B.间隔 0.2mm 分开 

C.以水涯线代替陡坎线 

D.以陡坎线代替水涯线 

[D] 

 

61.关于水平角观测数据修改说法正确的（  ）。 

A.度、分值读错可以划改 

B.秒值记错可以划改 

C.读数正确，记录错误时秒值可以划改 

D.橡皮擦改 

[A] 

 

62.能测定直线磁方位角的仪器，是（  ）。 

A.经纬仪 

B.全站仪 

C.陀螺仪 

D.罗盘仪 

[D] 

 

63.经纬仪各轴线的几何关系均已满足，并略去各项误差的影响，盘左盘右照准同一目标，

则水平度盘读数的数学关系是（  ）。 

A.L=R 

B.|L-R|=180° 

C.L+R=180° 

D.L+R=360° 

[B] 

 

64.在测量工作中，为了测定高差或将倾斜距离换算成水平距离，需要观测（  ）。 

A.水平角 

B.垂直角 

C.象限角 

D.方位角 

[B] 

 

65.水平角的取值范围为（  ）。 



A.0°～360° 

B.0°～90°   

C.0°～±180° 

D.0°～±90° 

[A] 

 

66.要减弱度盘刻划误差对水平角观测的影响，采用的正确方法应是（  ）。 

A.各测回间改变度盘起始位置 

B.盘左盘右观测  

C.消除视差  

D.认真估读减少读数误差 

[A] 

 

67.用经纬仪观测水平角时，尽量照准目标的底部，其目的是为了消除（  ）误差对测角的

影响。 

A.对中 

B.照准 

C.目标偏离中心 

D.整平 

[C] 

 

68.若经纬仪的视准轴与横轴不垂直，在观测水平角时，其盘左盘右的误差影响是（  ）。 

A.大小相等 

B.大小不等 

C.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D.大小相等，方向相同 

[C] 

 

69.水平角观测照准目标时，如果竖盘位于望远镜的左边称为（  ）；竖盘位于望远镜右边称

为（  ）。盘左盘右观测一次，称为（  ）。 

A.正镜，倒镜，一个测回 

B.倒镜，正镜，半个测回 

C.盘右，盘左，一个测回 

D.盘左，盘右，半个测回 

[A] 

 

70.利用经纬仪测量竖直角时，盘左位置抬高望远镜的物镜，若竖直度盘的读数逐渐减小，

则下列竖直角的计算公式正确的是（    ）。    

A.a 左=L-90°  a 右=270°-R 

B.a 左=90°-L  a 右=R-270° 

C.a 左=L-90°  a 右=R-270° 

D.a 左=L-90°  a 右=R-180° 

[B] 

 



71.采用 DJ6 级经纬仪进行方向法观测水平角，同一测回 2C 互差的限值为（  ）。 

A.6″ 

B.13″ 

C.18″ 

D.不作要求 

[D] 

 

72.光学对中器的视准轴经棱镜折射后与仪器竖轴不重合，则会产生（  ）。 

A.对中误差 

B.照准误差 

C.仪器倾斜误差 

D.视准轴误差 

[A] 

 

73.用经纬仪测水平角时，由于存在对中误差和瞄准误差而影响水平角的精度，这种误差大

小与边长的关系是（  ）。 

A.边长越长，误差越大 

B.对中误差的影响与边长有关，瞄准误差的影响与边长无关 

C.边长越长，误差越小 

D.误差的大小不受边长长短的影响 

[C] 

 

74.用经纬仪测水平角和竖直角，一般采用正倒镜方法，下面（  ）不能用正倒镜法消除。 

A.视准轴误差 

B.竖盘指标差 

C.横轴误差 

D.竖轴倾斜误差 

[D] 

 

75.使用 DJ6 经纬仪，对两个水平角进行观测，测得∠A=130°16′16″，∠B=80°10′10″，

其测角中误差均为±12″，则两个角的精度关系是（  ）。 

A.A 角精度高 

B.B 角精度高 

C.两角观测精度一样高 

D.无法确定 

[C] 

 

76.角度测量读数时的估读误差属于（  ）。 

A.中误差 

B.系统误差 

C.偶然误差 

D.相对误差 

[C] 

 



77.下列测量方法中，不属于轴线投测方法的是（  ）。 

A.吊线坠法  

B.经纬仪投测法 

C.激光铅直仪法  

D.悬吊钢尺法 

[D] 

 

78.施工测量是直接为（  ）服务的，它既是施工的先导，又贯穿于整个施工过程。 

A.工程施工 

B.工程设计 

C.工程管理 

D.工程监理 

[A] 

 

79.建筑方格网的边长测设精度视工程需要确定，一般应达到（  ）。 

A.1/2000～1/5000 

B.1/5000～1/10000 

C.1/10000～1/20000 

D.1/20000～1/50000 

[C] 

 

80.采用偏角法测设圆曲线时，其偏角应等于相应弧长所对圆心角的（ ）。 

A.2 倍 

B.1/2 倍 

C.2/3 倍 

D.1 倍 

[B] 

 

81.关于施工测量精度的说法，错误的是（  ）。 

A.低层建筑物的测设精度要求小于高层建筑物的测设精度要求 

B.装配式建筑物的测设精度要求小于非装配式建筑物的测设精度要求 

C.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物的测设精度要求小于钢结构建筑物的测设精度要求 

D.道路工程的测设精度要求小于桥梁工程的测设精度要求 

[B] 

 

82.关于施工测量原则的说法，错误的是（  ）。 

A.应使用经过检校的仪器和工具进行测量作业 

B.测量人员应仔细复核放样数据，避免出现错误 

C.内业计算和外业测量时均应有步步检核 

D.测量时应采用精度较高的仪器，力求高精度测量 

[D] 

 

83.关于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的说法，错误的是（  ）。 

A.控制点应选在通视良好、土质坚实、利于保存、便于施工放样的地方 



B.主要的控制网点和主要设备中心线端点，应埋设固定标桩 

C.两建筑物间有联动关系时，定位点不得少于 2 个 

D.矩形网的角度闭合差，不应大于测角中误差的 4 倍 

[C] 

 

84.建筑物的定位依据必须明确，一般有以下三种情况：1 城市规划部门给定的城市测量平面

控制点；2 城市规划部门给定的建筑红线或规划路中线；3（ ）。 

A.甲方在现场随意指定的位置 

B.原有永久性建（构）筑物 

C.场地四周临时围墙 

D.原有人行小路 

[B] 

 

85.路线中平测量的观测顺序是（   ），转点的高程读数读到毫米位，中桩点的高程读数读

到厘米位。 

A.沿路线前进方向按先后顺序观测 

B.先观测中桩点，后观测转点 

C.先观测转点高程，后观测中桩点高程 

D.先观测中桩及交点高程，后观测转点高程 

[C] 

 

86.关于施工测量放线和验线的说法，错误的是（  ）。 

A.测量放线工作必须严格遵守“三检”制度和验线制度 

B.测量员放线工作完成后，必须进行自检，并填写自检记录 

C.验线工作应由项目负责人进行，发现不合格立即返工重测 

D.放线工作自检合格后，应填写《放线报验表》并报监理验线 

[C] 

 

87.下列丈量工具中哪一种精度最高（  ）。 

A.钢尺 

B.皮尺 

C.百米绳 

D.弹簧秤 

[A] 

 

88.目估定线时，由于已设定标杆对新立标杆的影响，导致定线准确度下降。下列关于走近

定线法与走远定线法准确度比较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走近定线法比走远定线法较为准确 

B.走远定线法比走近定线法较为准确 

C.走近定线法与走远定线法准确度相同 

D.走远定线法与走近定线法无可比性 

[A] 

 

89.测量工作中，确定一条直线与（  ）之间的关系，称为直线定向。 



A.水平方向 

B.铅垂方向 

C.标准方向 

D.假定方向 

[C] 

 

90.第Ⅱ象限直线，象限角 R 与方位角α的关系为（  ）。 

A.R=180°-α 

B.R=α 

C.R=α-180° 

D.R=360°-α 

[A] 

 

91.直线的坐标方位角α和象限角 R 的关系描述不正确的是（  ）。 

A.在第Ⅰ象限时α=R 

B.在第Ⅱ象限时 R=α＋180° 

C.在第Ⅲ象限时 R=α－180° 

D.在第Ⅳ象限时 R=360°－α 

[B] 

 

92.坐标纵轴方向是指（  ）。 

A.真子午线方向 

B.磁子午线方向 

C.中央子午线方向 

D.铅垂方向 

[C] 

 

93.某直线 AB 的坐标方位角为 350°，则其坐标增量的符号为（  ）。 

A.Δx 为正，Δy 为正 

B.Δx 为正，Δy 为负 

C.Δx 为负，Δy 为正 

D.Δx 为负，Δy 为负 

[D] 

 

94.精密钢尺量距中，所进行的倾斜改正量（  ）。 

A.不会出现正值 

B.不会出现负值 

C.不会出现零值 

D.会出现正值负值和零值 

[A] 

 

95.确定直线的方向，一般有(   )、坐标方位角和真方位角。 

A.水平角 

B.竖直角 



C.磁方位角 

D.象限角 

[C] 

 

96.关于磁偏角，描述正确的是（  ）。 

A.大小是固定不变的 

B.不随时间变动 

C.只有周年变化没有周日变化 

D.因地而异 

[D] 

 

97.下列是 AB 直线用经纬仪定线的步骤，其操作顺序正确的是（  ）。1、水平制动螺旋拧紧，

将望远镜俯向 1 点处。2、用望远镜照准 B 点处竖立的标杆。3、在 A 处安置经纬仪，对中、

整平。4、指挥乙手持的标志移动，使标志与十字丝竖丝重合。5、标志处即为定点 1 处，同

理可定其他点。 

A.1、2、3、4、5 

B.2、3、4、1、5 

C.3、2、1、4、5 

D.3、1、2、4、5 

[C] 

 

98.过地面上某点的真子午线方向与中央子午线方向常不重合，两者间的夹角称为（  ）。 

A.中央线收敛角 

B.子午线收敛角 

C.磁偏角 

D.子午线偏角 

[B] 

 

99.过地面上某点的真子午线方向与磁子午线方向常不重合，两者之间的夹角称为（  ）。 

A.真磁角 

B.真偏角 

C.磁偏角 

D.收敛角 

[C] 

 

100.用经纬仪进行视距测量，已知 k=100，视距间隔为 0.55，竖直角为+3°25′，则水平距

离的值为（  ）。 

A.54.76m  

B.44.86m  

C.44.93m 

D.54.80m 

[D] 

 

101.测量误差按照其产生的原因和对观测结果影响的不同可以分为偶然误差和（  ）。 



A.实际误差 

B.相对误差 

C.真误差 

D.系统误差 

[D] 

 

102.一把名义长度为 20 米的钢卷尺,实际是 20.005 米.每量一整尺就会有 5 毫米的误差,此误

差称为（  ）。 

A.系统误差 

B.偶然误差 

C.中误差 

D.相对误差 

[A] 

 

103.下列误差中，（  ）为偶然误差。 

A.照准误差和估读误差 

B.横轴误差和指标差 

C.水准管轴不平行于视准轴的误差 

D.支架差和视准差 

[A] 

 

104.下列关于测量误差的说法中，属于错误说法的是（  ）。 

A.测量误差按其性质可以分为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 

B.测量误差可以用绝对误差、相对误差、中误差和容许误差进行表示 

C.测量工作中可以不存在测量误差 

D.测量误差越小，观测成果的精度越高 

[C] 

 

105.水准测量时，设每站高差观测中误差为±2mm，若 1km 观测了 18 个测站，则 1km 的高

差观测中误差为（    ）。 

A.±15.0mm 

B.±11.6mm 

C.±8.5mm 

D.±6.0mm 

[C] 

 

106.测距仪的标称精度为±【2mm+2ppm·D】，AB 两点距离为 1 公里，则一测回【2 次读数】

AB 测距中误差为（   ）。 

A.±2mm     

B.±3mm    

C.±7mm    

D.±12mm 

[B] 

 



107.若对某角观测一个测回的中误差为±3″，要使该角的观测精度达到±1.4″，需要增加

观测（  ）个测回。 

A.2 

B.3  

C.4 

D.5 

[C] 

 

108.图片图 123312413。 

A.观测次数越多，精度提高越多 

B.观测次数增加可以提高精度，但无限增加效益不高 

C.精度提高与观测次数成正比 

D.无限增加次数来提高精度，会带来好处 

[B] 

 

109.图根控制测量中，图根点相对于邻近等级控制点的点位误差不应大于图上（  ），高程

中误差不应大于基本等高距的（    ）。 

A.0.1mm、1/20 

B.0.1mm、1/10 

C.0.2mm、1/5 

D.0.2mm、1/10 

[B] 

 

110.量取 AB 距离 5 次，分别为 106.235m，106.240m，106.246m，106.249m，106.245m，

则其观测中误差为（   ）mm。 

A.0 

B.±4.4 

C.±4.9 

D.±5.5 

[D] 

 

111.若某全站仪的标称精度为±（3+2×10-6×D）mm，当距离 D 为 0.5km 时，若往返观测，

其算术平均值的中误差是（  ）。 

A.±4.0mm 

B.±2.8mm 

C.±5.0mm 

D.±5.6mm 

[B] 

 

112.下列关于全站仪角度测量功能说明错误的是（  ）。 

A.全站仪能测量水平角、垂直角 

B.全站仪测角方法与经纬仪相同 

C.当测量精度要求不高时，只需半测回 

D.当精度要求高时可用方向法 



[D] 

 

113.根据光电测距仪测定时间方式的不同，光电测距仪可以分为（  ）两种类型。 

A.微波测距仪和激光测距仪 

B.脉冲式测距仪和相位式测距仪 

C.红外测距仪和光电测距仪 

D.光电测距仪和微波测距仪 

[B] 

 

114.用全站仪进行距离或坐标测量前，不仅要设置正确的大气改正数，还要设置（  ）。 

A.乘常数 

B.湿度 

C.棱镜常数 

D.温度 

[C] 

 

115.下列关于 RTK 的应用说法错误的是（  ）。 

A.在地形测量过程中，可以将图根控制测量和地形测量同时进行 

B.在施工放样测量中，可以将设计好的管道、道路、工程建筑的位置测设到地面上 

C.在变形观测中，可以对建筑的变形、地质灾害进行实时动态监测 

D.在同一测站点能同时完成坐标、高程测量 

[C] 

 

116.用全站仪进行距离测量，安置好全站仪后，应首先设置相关参数，不仅要设置正确的大

气改正数，还要设置（  ）。 

A.仪器高 

B.棱镜高 

C.棱镜常数 

D.后视方位角 

[C] 

 

117.全站仪测得两点间的倾斜距离为 S，竖直角为α，并量得仪器高为 i,棱镜高为 v，则两点

高差为（  ）。 

A.S•sinα+i-v    

B.S•cosα-i+v    

C.S•tanα+i-v    

D.S•cotα-i+v 

[A] 

 

118.全站仪代替水准仪进行高程测量中，下列选项中说法错误的的是（  ）。 

A.全站仪的设站次数为偶数，否则不能把转点棱镜高抵消 

B.起始点和终点的棱镜高应该保持一致  

C.转点上的棱镜高在仪器搬站时，可以变换高度 

D.仪器在一个测站的的观测过程中保持高度不变 



[C] 

 

119.下列关于全站仪使用时注意事项的说法中，属于错误说法的是（  ）。 

A.禁止在高粉尘、无通风等环境下使用仪器 

B.禁止坐在仪器箱上或者使用锁扣、背带和手提柄损坏的仪器箱 

C.严禁用望远镜观测太阳，以免造成电路板烧坏或眼睛失明 

D.在观测过程中，仪器连接在三脚架上时，观测者可以长时间接听电话并离开仪器 

[D] 

 

120.全站仪在使用时，应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即完成一些必要的设置。下列选项不属于全

站仪的必要设置的有（  ）。 

A.仪器参数和使用单位的设置 

B.棱镜常数的设置 

C.气象改正值的设置 

D.视准轴的设置 

[D] 

 

121.测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这三项工作也称为测量的三项基本工作。 

A.地籍测量 

B.角度测量 

C.等级控制测量 

D.高程测量 

E.距离测量 

[BDE] 

 

122.以下关于测量基准的描述中，正确的有（  ）。 

A.铅垂线是测量工作的基准线 

B.水平面是测量工作的基准面 

C.铅垂线与大地水准面的关系是处处正交 

D.铅垂线与水平面的关系是处处正交 

E.水平面是水准面上某点处的切平面 

[ACE] 

 

123.下列关于水准面，说法正确的有（  ）。 

A.水准面有无穷多个 

B.水准面处处都与其铅垂方向垂直 

C.水准面上所有的点的大地高相等 

D.水准面是不光滑的曲面 

E.水准面是重力等位面 

[ABE] 

 

124.1954 年北京坐标系的缺陷有（  ）。 

A.大地原点距我国甚远 

B.参考椭球面与大地水准面存在明显差距 



C.未进行整网平差 

D.不能与 1980 西安坐标系进行坐标换算 

E.不能提供平面直角坐标 

[ABC] 

 

125.高程测量按使用的仪器和方法不同分为（  ）。 

A.几何水准测量 

B.闭合路线水准测量 

C.附合路线水准测量 

D.三角高程测量 

E.重力高程测量 

[ADE] 

 

126.自动安平水准仪的特点是（  ）。 

A.操作简便 

B.圆水准器泡居中后，能自动补偿 

C.提高观测精度 

D.有效减弱外界环境的影响 

E.可大幅度提高观测精度 

[ABD] 

 

127.水准器的分划值越大，说明（  ）。 

A.内圆弧的半径大 

B.其灵敏度低 

C.气泡整平困难 

D.整平精度低 

E.整平精度高  

[BD] 

 

128.水准点宜设置在下列地点（  ）。 

A.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建筑物和构筑物上 

B.地面坚实稳固之处 

C.地质条件好、地势开阔便于观测之处 

D.地势低湿、易于淹没之处 

E.便于保护、不易被损坏之处 

[ABCE] 

 

129.保证四等水准测量质量的具体措施包括（  ）。 

A.明确建立高程控制测量的目的，事先有详尽计划，防止随意性 

B.对仪器、工具进行全面检校 

C.观测资料字迹清楚、填写齐全，涂改时要科学规范，确保真实、可靠，只有各项限差都合

限，转抄整齐符合的资料，才能用于计算成果 

D.闭合差是精度评定的依据，优良成果应在限差 1／4 之内。对超限成果应经分析后重测，

最后做出技术小结和评价 



E.测量路线长度应不超过 16km 

[ABE] 

 

130.影响水准测量成果的误差有（  ）。 

A.视差未消除 

B.水准尺未竖直 

C.估读毫米数不准 

D.地球曲率 

E.仪器偏心误差 

[ABCD] 

 

131.下列关于平面控制测量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平面控制测量是指按照一定的精度，确定一系列控制点平面位置的一项工作 

B.导线测量是平面控制的一种方法 

C.随着测绘技术的发展，平面控制不再强调逐级布网 

D.大范围控制测量，宜选择 GNSS 测量 

E.GNSS 控制网，可以用于场区平面控制测量 

[ABCDE] 

 

132.关于平面控制测量，说法正确的有（  ）。 

A.平面控制测量可有效控制测量误差的积累 

B.导线测量可用于一二等平面控制测量 

C.GNSS 控制测量受地形地物条件限制较小 

D.三角形网测量，检核条件较多，目前一般不用于较高等级控制测量 

E.导线测量，受地形条件影响小，是城镇平面控制测量的首选 

[ADE] 

 

133.导线点位选择应满足的要求有（  ）。 

A.点位应选在稳固地段，便于保密不易寻找的地点 

B.相邻点通视良好，视线与障碍物保持一定距离 

C.相邻两点间的视线倾角不宜过大，相邻边长不应相差过大 

D.采用电磁波测距，视线应避开烟囱、散热塔等发热体及强磁场 

E.原有控制点尽量不再使用，重做新点 

[BCD] 

 

134.查找个别测角错误做法正确的是（  ）。 

A.从起点向终点绘制草图，再从终点反向绘制草图，若其中一导线点接近，其余的错开，则

此点测角错误可能性大 

B.正反向推算方位角比对，方位角相近的边，则此角有误可能性大 

C.从起点向终点根据角度和边长直接计算坐标增量，推算各点坐标，再从终点向起点同法推

算各点坐标，同点坐标接近者，此点测角有误可能性大 

D.长短边夹角测角有误可能性大 

E.导线中间点测角有误可能性大 

[AC] 



 

135.下列叙述中，（  ）符合等高线特性。 

A.不同高程的等高线绝不会重合 

B.同一等高线上各点高程相等 

C.一般不相交 

D.等高线稀疏，说明地形陡峭 

E.等高线在一图幅内闭合 

[BC] 

 

136.下列选项属于地貌的是（  ）。 

A.悬崖 

B.平原  

C.黄河 

D.山鞍部 

E.山谷 

[ABDE] 

 

137.下列关于地形图比例尺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地形图比例尺指的是图上距离与实地水平距离的比值，写成分子为一的分数形式 

B.地形图比例尺大小指的是比值的大小 

C.地形图比例尺可以以图示形式表示 

D.比例尺精度与地形图比例尺无关 

E.地形图比例尺属于地形图的注记要素 

[ABC] 

 

138.下列关于地形图的地物，说法错误的有（  ）。 

A.地物位于地表面 

B.地形图上要全面反映所有地物的位置、形状、大小 

C.地物是地面上各种有形物和无形物的总称,如境界、河流名称、流向等 

D.地物有固定性 

E.所有的地物都要表示在地形图上 

[BDE] 

 

139.下列关于地形图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地形图是按一定的比例尺，用规定的符号表示地物、地貌的平面位置和高程的正射投影图 

B.地形图的符号分类为：地物符号、依比例尺符号、半依比例尺符号、不依比例尺符号 

C.等高线是地形图表示地貌的主要方法 

D.规划设计前，需要进行地形图测绘 

E.地形图测绘，比例尺选择越大越好 

[ACD] 

 

140.关于测图比例尺的适用范围，说法正确的有（  ）。 

A.选择测图比例尺，既要考虑使用需求，又要避免浪费 

B.对于城市市区或某些主体工程，通常采用 1:500 比例尺的地形图 



C.用作国民经济建设各部门规划、设计的重要依据的是 1:50000 比例尺的地形图 

D.依照工程需要，可以参照相关规定选择最大的测图比例尺 

E.比例尺越大，测图的时间、费用也越大，所以尽量选择小比例尺测图 

[AB] 

 

141.下列关于测回法观测水平角说法正确的有（  ）。 

A.测回法适合于两个方向的单角观测 

B.当竖盘位置位于望远镜左侧时，称为盘左状态，也称正镜 

C.当竖盘位置位于望远镜右侧时，称为盘右状态，也称倒镜 

D.盘右位置观测称为上半测回 

E.盘左位置观测称为下半测回 

[ABC] 

 

142.角度测量分为（  ）。 

A.水平角测量 

B.直角测量 

C.竖直角测量 

D.三角测量 

E.方位角测量 

[AC] 

 

143.下列选项中，不属于经纬仪观测误差的是（  ）。 

A.观测者对中误差 

B.观测者照准误差 

C.目标偏心误差 

D.视准轴误差 

E.竖盘指标差 

[DE] 

 

144.当经纬仪各主要轴线关系处于理想状态，且经过精确整平后，忽略误差的影响，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 

A.竖轴铅垂 

B.视准面在一个铅垂面内 

C.十字丝横丝不一定水平 

D.水平度盘水平 

E.视准轴铅垂 

[ABD] 

 

145.测回法采用盘左和盘右观测角值取平均作为一测回角值，这一操作不能消除或减弱的误

差包括（  ）。 

A.横轴误差 

B.度盘刻划误差 

C.视准轴误差 

D.竖轴误差 



E.仪器对中误差 

[BDE] 

 

146.下列关于观测误差的叙述，正确的有（  ）。 

A.经纬仪中心与测站点不在同一铅垂线上所造成的误差称为对中误差 

B.对中误差可以通过观测方法消除 

C.瞄准点越高，目标偏心误差越大 

D.水平角观测时应尽量使标杆竖直，瞄准时尽可能瞄准观测者水平视线处标杆 

E.测角精度要求较高时，应用垂球代替标杆 

[ACE] 

 

147.平面点位的测设方法有（  ）等。 

A.直角坐标法  

B.极坐标法  

C.角度交会法 

D.距离交会法 

E.后方交会法法 

[ABCDE] 

 

148.关于场区控制测量的说法，正确的有（  ）。 

A.控制网点位应选在通视良好、土质坚实、便于施测、利于长期保存的地点 

B.建筑方格网点的布设，应与建（构）筑物的设计轴线平行  

C.当采用导线网作为场区控制网时，导线相邻边的长度之比不宜超过 1:4  

D.场区高程控制网，应布设成闭合环线、附合路线或结点网  

E.场区平高控制点应布设在场地相对稳定的区域 

[ABDE] 

 

149.下列关于平面点位放样方法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平面点位放样方法有直角坐标法、极坐标法 、交会法 

B.建筑施工控制采用方格网布设，常选用直角坐标法放样  

C.为避免错误，放样时宜选用高精度仪器及方法，力求高精度  

D.只有经纬仪时，选用角度交会法放样 

E.采用全站仪极坐标法放样时，可不计算放样数据 

[ABDE] 

 

150.下列关于钢尺普通量距的说法，正确的有（  ）。 

A.钢尺普通量距精度要求应达到 1/3000 

B.钢尺普通量距时应将钢尺拉紧、拉平、拉稳  

C.钢尺普通量距时，钢尺弯曲总是使量距结果大于实际距离 

D.倾斜地面钢尺普通量距可采用平量法或斜量法  

E.普通钢尺量距时进行直线定线，必须采用经纬仪定线 

[ABCD] 

 

151.关于钢尺量距的说法，正确的有（  ）。 



A.钢尺的名义长度总比实际长度长，量距时会产生尺长误差。 

B.钢尺的长度随温度变化，量距时应测定尺温。  

C.钢尺具有弹性，一般量距时应保持拉力均匀。 

D.量距时钢尺偏离定线方向，导致量距结果偏大。 

E.钢尺端点对不准属于系统误差，丈量时应尽量认真操作。 

[BCD] 

 

152.下列关于直线定向的说法，正确的有（  ）。 

A.直线定向指的是纠正直线与标准方向之间误差的一项工作  

B.直线定向的标准方向有真子午线方向、磁子午线方向和坐标纵轴方向  

C.坐标方位角是以真北方向作为标准方向确定的 

D.象限角可以确定直线方向  

E.建筑坐标系的纵轴方向与测量坐标系纵轴方向必须一致 

[BD] 

 

153.关于标准方向的说法，正确的有（  ）。 

A.真子午线方向是通过地面某点并指向地磁南北极的方向 

B.磁子午线方向不可用罗盘仪测定 

C.地面各点的真北【或磁北】方向互不平行 

D.标准方向不同对直线的方位角没有影响 

E.一般测量工作中常采用坐标纵轴作为标准方向 

[CE] 

 

154.关于光电测距的说法，错误的有（  ）。 

A.仪器长期不用时，应将电池取出，不一定要经常充电 

B.镜站的后面应有反光源或强光源等背景 

C.大气条件稳定有利于提高测距精度 

D.强电磁场存在有利于提高测距精度 

E.测距时应防止阳光及其他强光直射物镜 

[ABD] 

 

155.在实际工作中通常把 2-3 倍的中误差作为（  ）。 

A.限差 

B.相对误差 

C.真误差 

D.容许误差 

E.实际误差 

[AD] 

 

156.下列对于极限误差的理解，正确的有（  ）。 

A.测量上偶然误差不会超过一特定的数值，此数值为极限误差 

B.通常取 3 倍中误差作为极限值 

C.极限误差可以用来衡量导线测量精度 

D.通常情况下，处于极限误差范围内的误差出现的几率为 99.7％ 



E.观测多边形内角，观测值之和与内角和理论值的差值为极限误差 

[ABD] 

 

157.对于误差处理方法不当的有（  ）。 

A.仪器对中误差，采用测回间重新对中整平的方法来减弱影响 

B.钢尺尺长误差，采用尺长改正的方法来消除影响 

C.度盘分划误差，用盘左盘右取中数来减弱影响 

D.水准尺或仪器下沉误差，采用后前前后的观测顺序来减弱影响 

E.竖轴倾斜误差，采用盘左盘右观测取平均值的方法来消除影响 

[CE] 

 

158.全站仪在测量中有广泛应用，主要有 （  ）。 

A.坐标测量 

B.导线测量 

C.数据采集 

D.曲线测设 

E.房产测量 

[ABCD] 

 

159.施工控制网按照控制的范围可分为（）。 

A.平面控制网 

B.高程控制网 

C.厂区控制网 

D.建筑物施工控制网 

E.GNSS 施工控制网 

[CD] 

 

160.光电测距成果的改正计算有（  ）。 

A.加乘常数改正计算 

B.气象改正计算 

C.倾斜改正计算 

D.三轴关系改正计算 

E.测距、测角精度计算 

[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