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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修订说明

为进一步提高北京市建设行业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北京市

建设教育协会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公布的＂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专业人

员培训考核大纲＂，结合我市建设行业的现状和发展，牵头组织修订了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行业专业人员岗位考核培训教材》。该教材的修订，本着＂ 结合实际、科学管理、突出

实用＂的指导原则，紧紧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以胜任职业岗位需要为出发点，突出理论

知识的应用，重视职业能力的培养。

该教材内容符合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和北京市建设行业施工

现场实际情况的要求。其修订特点是引进了真实的工作流程和任务，援引真实的企业案例，

使学员通过学习，能够对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等有进一步的认识。该教材除了

可作为岗位考核培训教材外，也可作为施工现场专业人员的学习参考用书。

该教材在修订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建筑业人力资源协会、北京市政工程行业协会、北京

市建筑装饰协会、北京市城建科技促进会、北京市建设监理协会、北京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和

房屋建筑安全鉴定行业协会和本市有关建筑施工企业集团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修订时间紧迫，该教材难免有不妥或疏漏之处，恳请各位学员和广大读者多提宝贵

意见。

北京市建设教育协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



前　　言

建筑施工测量是施工过程中的关键工序，对工程质量有着重要影响。随着北京城市建设

的飞速发展，建筑工程的规模、高度、造型、工艺较之以前均有了明显变化，对施工测量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于从事施工测量管理的人员，也应及时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技

能，以适应新时期施工管理工作的要求。

编者总结了几十年测量管理岗位培训经验，根据最新修订的 《北京市建筑工程测量验线

员培训考核大纲》编著了本教材，作为从业人员岗位考核培训之用。

本教材介绍了当前国家、地方现行的行业法令、法规、规范、规程、技术标准，以及测

量专业的基础知识，同时也介绍了现代测量仪器、技术的发展现状。此外，还结合工程管理

实践，介绍了建筑工程从施工准备至工程竣工全过程的施工测量工艺，以及相关的管理工

作，力争使学员通过系统地学习，能够较全面地掌握专业知识，胜任本岗位工作。

本教材简化了传统专业教科书的内容，对考核大纲的要求，有针对性的进行讲解，答案

明确，有助于读者在较短时间内掌握所需的知识。

本教材在编著过程中，得到了岗位考核大纲及教材的评审专家张建红、文孔越、张胜

良、王爱兰、赵宇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２０１３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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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测量法规与管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立法宗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于１９８５年９月６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二次会议通过，１９８５年９月６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八号公布，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

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全文共六章、三十五条。

第一条　为了加强计量监督管理，保障国家计量单位制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有利

于生产、贸易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维护国家、人民的利

益，制定本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中有关仪器检定的规定

为了更好地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９日国务院批准，１９８７年２

月１日国家计量局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全文共十一章、六十五条。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在工作岗位上使用无检定合格印、证或者超过检定周

期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

根据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０日国家计量局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

规定，建筑施工测量中使用的钢卷尺、水准仪、水准标尺、经纬仪、测距仪等测量仪器，均

为依法管理的范围，须按照 《实施细则》中的规定进行计量检定。

计量检定的周期，应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检定规程》中相应仪器的规定。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具体内容

法定计量单位———国家以法律或法令的形式规定的，强制使用或允许使用的计量的

单位。

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７日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中宣布：我国的计量

单位一律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其中，建筑施工测量工作中常用的计量单

位包括：

（１）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７个。如：长度———米 （ｍ），质量———千克 （公斤、ｋｇ），

时间———秒 （ｓ）等。〔注１〕

（２）国际单位制的辅助单位２个。如：平面角———弧度 （ｒａｄ）等。

（３）国际单位制中具有专门名称的导出单位１９个。如：力———牛 （牛顿，Ｎ），压

力———帕 （帕斯卡，Ｐａ），功率———瓦 （瓦特，Ｗ），电压———伏 （伏特，Ｖ），温度———摄

氏度 （℃）等。〔注１〕

（４）国家选定的非国际单位制单位１６个。如：时间———分 （ｍｉｎ）、小时 （ｈ）、天

（ｄ），平面角——— （角）秒 （″）、 （角）分 （′）、度 （°），质量———吨 （ｔ），体积———升

（Ｌ），面积———平方米 （ｍ２）、公顷 （ｈｍ２）、平方公里 （ｋｍ２）等。〔注２〕

１



（５）由词头和以上单位构成的十进制和分数单位２０个。如：１０６———兆 （Ｍ），１０３———

千 （ｋ），１０－１———分 （ｄ），１０－２———厘 （ｃ），１０－３———毫 （ｍ），１０－６———微 （μ）等。 〔注

３〕

〔注１〕单位符号一般用小写，如：米 （ｍ），但以人名命名的单位符号一律用大写，如：

牛 （顿）（Ｎ）。

〔注２〕１９９０年７月２７日国务院批准，自１９９２年１月１日起，我国面积的法定计量单

位为平方米 （ｍ２）、公顷 （ｈｍ２）、平方公里 （ｋｍ２）。

〔注３〕千 （ｋ）与小于千 （ｋ）的词头符号一律用小写；兆 （Ｍ）与大于兆 （Ｍ）的词

头符号一律用大写。

从１９９２年１月１日起，公文与统计报表中必须使用法定计量单位，不允许再使用非法

定计量单位，如：

（１）市制单位———里、丈、尺、寸、斤、两、亩、顷等。

（２）公制单位———公尺、公分、公吨、公升、公斤力 （ｋｇｆ）、吨力 （ｔｆ）、公斤力每平

方公分 （ｋｇｆ／ｃｍ２）等。（公制单位中只有公斤、公里、公顷三个单位可以使用。）

（３）英制单位———英尺、英寸、磅、加仑、盎司等。

（４）其他单位———毫米汞柱 （ｍｍＨｇ）、西西 （ｃｃ）、工程大气压 （ａｔ）等。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有关保护测量标志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于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９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通过，自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全文共九章、五十五条。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永久性测量标志和正在使用中的临

时性测量标志，不得侵占永久性测量标志用地，不得在永久性测量标志安全控制范围内从事

危害测量标志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活动。

第三十七条　进行工程建设，应当避开永久性测量标志；确实无法避开，需要拆迁永久

性测量标志或者使永久性测量标志失去效能的，应当经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涉及军用控制点的，应当征得军队测绘主管

部门的同意。所需迁建费用由工程建设单位承担。

五、《北京市建设工程规划监督若干规定》中对建筑工程规划验线的具体规定

《北京市建设工程规划监督若干规定》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９日经人民政府第３８次常委会议

通过，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２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８６号发布，自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施行，《规

定》全文共十六条。

同时，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又发布了 《规定》的 《实施细则》（试行），其中，对工程建设

过程中的规划监督做了明确规定。

第十条　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开工前，应当填写 《建设工程验线申请表》，按本细则第

四条的规定向市或区、县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验线，市或者区、县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受理

建设单位建设工程验线申请后，应当在３个工作日内组织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

测绘单位对建设工程灰线进行审验，经验线合格后，方可施工。

第十四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建设工程施工到正负零时，可对建设工程总平面位置进

行复核。

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