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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fications for long range

electro-optical distance measurement

1 主面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标称精度不低于士((5 mm+1 ppm. D),测程不短于 15 km的光电测距仪进行国

家一、二等大地控制网中边长测量的方法和技术要求以及仪器的检验项目。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大地控制网中的一、二等锁(网)边及起始边和一、二等导线边的测量工作，其他

相应精度的边长测量可参照采用。

2 引用标准

    《国家三角测量和精密导线测量规范》，国家测绘总局，1979年6月制定。

3仪器的检验

3.1测距仪的检验
3.1.1 新购置的测距仪在进行下列各项视验后，还需进行3.1.2条规定检验。

    a. 外观视验，

    b. 检查仪器的配件和附件是否齐全，

    c. 检查仪器的光学零件上是否干净无损;

    d. 仪器的连接机构应稳定可靠，活动部位移动平稳，制动机构应灵活有效;

    e. 检查仪器操作键和旋钮使用是否灵活，数字显示是否清晰;

    t. 按仪器说明书的使用步骤，通电检查仪器的功能，

    g. 按附录A(补充件)的方法进行距离观测值离散度的检验。

3.1.2 已用于生产的或经过修理后的测距仪，应按下列规定项目进行检验。

31.2.1精测频率的检验
    a. 紧接每个作业期的前后必须进行频率的检验。在仪器精测尺频率不稳定的情况下，还应增加作

业期中的检验。
    b. 测频仪器的标准颇率源准确度应优于被检频率的一个数量级以上，其秒级稳定度应优于被检

频率三倍以上。

    c. 测频仪器每年应按期由上一级计量部门检定;也可采用直接接收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传送的

G”钟标频与测频仪器比对颇率的方法来检验。

    d. 检验前对测频仪器按规定预热;对被检测距仪应预热30 min,
    检验中，测距仪的闸门时间应选择10s，每隔2 min读记频率一次，每五次为一组，共测五组。取五

组检验结果的中数作为被检测距仪的实际频率值。检出实际颇率值应符合式((1)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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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f一一实际频率值与标称频率值之差，Hz;

  f。一 测距仪标称频率值，Hz,

若检验结果超出上式规定时，应对被检测距仪频率进行调校，调校后再重新检验。

同 一作业期相邻两次检验结果比较，应符合式(2)规定:

}}f}，，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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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相邻两次测出的实际频率值之差,Hz;

fn一一测距仪标称频率值，Hz,

若相邻两次检验结果超出上述规定时，则此区间所测距离观测值不能采用。

检验方法参照附录E(参考件)进行。

2.2 测距仪加常数的测定

      加常数应在测前和测后各进行一次测定。两次测定值互差不得超出士6 mm。其测定方法按附录B

(补充件)规定进行。

3.1.2.3 周期误差测定

    本项测定为测距仪使用或维修提供技术依据，而距离观测值不加此项修正。周期误差应每隔一年测

定一次，测出的振幅值A的绝对值应小于5 mm，否则应送有关部门检修。周期误差测定方法与计算方法

可参照附录F(参考件)进行。

3.1.2.4 光学对中器的检验

    测距仪经过运输后应进行光学对中器检验，经校正后方可使用。其检验方法按附录C(补充件)进

千于。

3.1.2.5 在作业过程中若发现测距仪某部分技术性能有异常时，应及时进行有关项目的检验和测试。

3.2 气象仪表的检验

3.2. 1 技术要求与检验周期

    a. 距离测量所使用的气象用通风干湿表和空盒气压表的技术要求应符合附录D(补充件)的规

定。

    b. 气象用通风干湿表每隔三年送检验部门检验一次;空盒气压表应每年送检验部门检验一次。

    c. 所有经过检验的气象仪表都必须取得由检验单位签署的检验证书，每期作业完后随测距成果

一起上交。

3.2.2 在迁站后的第一条边的边长测量前，应对气象仪表进行野外比较。

    a. 参加比较的气象用通风干湿表不得少于3套。比较时按规定要求读取两组读数.两组读数的时

间间隔为5-10 min。任两支温度表的示值经修正后，两组读数的中数互差不得超过士0. 4℃。记录及计

算实例见附录D中表DI.

    b 参加比较的空盒气压表不得少于5个。比较时应把全部空盒气压表放在同一高度位置上，每个

气压表读取三组读数，同一气压表组与组之间读数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 3 hPa,超过该值者，舍去重读。

各气压表三组读数加上各项修正值后的中数互差绝对值不得大于2. 6 hPa。记录及计算实例见附录D

中表D3

3.2. 3 作业前，应到附近气象台(站)，将所用的空盒气压表与气象台(站)的水银气压表进行比较 比较

时读取三组读数，组与组的时间间隔为10.15 min，三组读数加入修正值后取中数，并与加人修正值后



GB 12526一 90

的水银气压表读数比较，其互差绝对值不得大于2. 6 hPa记录及计算实例见附录D中表D2.

3.2.4上述3.2.2条和3.2. 3条规定的比较检查，应有现场完整的记录，作为气象仪表检验资料之一。比
较后，若发现有超出限差者，则该气象仪表不能使用，应再送检验部门重新检验。

3. 3 经纬仪的检验

    作业前应作下列各项检验:

    a. 望远镜光学性能的检验，按《国家三角测量和精密导线测量规范》附录48的规定进行。

    b， 照准部旋转正确性的检验，按《国家三角测量和精密导线测量规范》附录49的规定进行。

    c. 垂直微动螺旋使用正确性的检验，按《国家三角测量和精密导线测量规范》附录55的规定进行。

    d. 水平轴不垂直于垂直轴之差的测定，按《国家三角测量和精密导线测量规范》附录59的规定进

行

4 距离测t和计算

41 距离测量的准备工作

4. 1门 归心元素的测定和要求

    a. 当偏心距小于0.3m时，归心元素的测定方法和要求，按《国家三角测量和精密导线测量规范》

第86条的规定执行。

    b. 当偏心距大于0. 3 m小于lo m时，应用钢卷尺的不同起点直接丈量两次.当互差小于2 mm时

取中数采用，超过时应重新丈量。

    c. 当进行偏心距大于lo m的特殊观测时，须用检定过的钢尺加适当的引张力进行丈量，共丈量

五次，其互差应小于5 mm，取中数采用。

    d. 在偏心距大于lo m的偏心站上要用经纬仪观测偏心角及至中心标石面的垂直角。水平角用经

纬仪观测一测回，垂直角用中丝法观测两测回或三丝法观测一测回，取至分。

    e.测站或镜站在8m以下的规标上作业时，应在测前和测后各投影一次，因故中断观测超过十夭

时，要进行测中投影，相邻两次投影的归心修正值之差，不超过5 mm时，取中数采用。否则应重测该时间

段的观测成果。

    测站或镜站在8 m以上的规标上作业时，应在每时间段的测前投影一次，各次投影修正之差小于

5 mm时取中数采用;在5̂-10 mm之间时，采用每次测前的投影值进行修正;大于10 mm时，且各次投影

修正值互差大于5 mm，应重测差值较大的那个时间段的观测成果。
4.1.2 测站和镜站高程的测定

    在不同的野外条件下，应认真选择高程测定的方法。

    a. 采用几何水准测量方法测定测站和镜站的高程时，两端点高差不受限制。其测定精度不低于国

家四等水准测量的精度要求，并由国家等级水准点起进行联测。联测时应采用往返测或单程双线的观测

方法。当联测支线超过20 km时，应按三等水准测量精度观测。

    b. 在采用几何水准测量联测有困难的地区，可采用三角高程测量的方法测定两端点的高差，但其
高差不得超过式((3)规定的限值:

h<带X 10'·····，·······。··············· 。。····，··⋯ ⋯ (3)

式中:k-一测距边两端点的高差，m;

q,.一测距边要求的相对中误差的分母值;

S— 实测边长，ma

    垂直角应对向观测，用中丝法六测回或用三丝法三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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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测距仪、反光棱镜中心和经纬仪水平轴至标石面的高度，均应用钢尺丈量，从钢尺的不同起始

读数量取两次，量取至厘米。其较差应小于5 cm,

4.2 距离测量

4. 2. 1 距离测量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距离测量的技术要求

项 目 二 等

往返测或两个

不同时间段测

Ic

-
20

24
-

3

-
10

一
15

每边观测的总测回数

最少观测时间段数

每时间段观测的最多测回数

同时间段经气象修正后的测回互差限值(mm)

一测回的读数次数

一测回的读数互差限值(mm)

不同时间段经气象和归心修正后的测回互差限值(mm)
      5+3"S

(S以公里为单位)

    注:①表中一等包括一、二等起始边，一等三边网。二等包括二等三边网，一、二等导线边.

      ②一测回:自动显示距离的仪器每照准目标一次，读数四次为一测回。

        ③时间段:每一上午或下午的最佳观测时间为一个时间段.

4.2.2 测距边选择的要求:
    8. 选择测距边时，应顾及所用测距仪的最佳测程，一般测线长度不得超出测距仪的有效测程。在

特别困难地区，上述要求无法实现时，表1中的二等边可按《国家三角测量和精密导线测量规范》的有关

规定进行分段观测。

测线应高出地面或远离障碍物，一等边为6m，二等边为2m,
测线应避免通过热气流变化较大的城市，大工厂及火力发电厂的上空或烟雾地带，确实无法避

b.

乙

免时，可缩短测距边或升高测线的高度。
    d.测线与35 kV以上的高压输电线平行时，测线应远离高压输电线50 m以外。测站不应设在有磁

场影响的范围内。

4.2. 3 观测时间的选择
    a. 光电测距的最佳观测时间与大气稳定度、空气中的能见度、地形条件、地面覆盖物、气象因素等

有关，一般最佳观测时间段为日落前2h至。5h，或日出后Ih至2. 5 h ;
    b. 全阴夭可放宽观测时间，一般连续观测时间上午不超过2h，下午不超过3 h;

    c， 在气温突变及恶劣天气时，应停止观测。

4.2.4 气象元素的测定

4.2.4. 1 气象仪表的安置
    a. 在每时间段工作开始前半小时，将所用气象仪表安置好，空盒气压表应平稳的安置在通风处，

气象用通风干湿表应挂在背阴通风处，其底部要高出地面1. 5 m以上;在高标上测边时，空盒气压表可

安置在基板上，气象用通风干湿表要挂在迎风一侧，略高于仪器。

    b. 仪器安置完毕立即打开空盒气压表，并给湿温表的纱布加水通风。

4.2-4.2 气象元素的测定
    a. 在每测回的观测前一分钟内读取干温、湿温、气压和空盒气压表上附属温度表之值，各项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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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见表2.
    b. 每测回观测工作结束后的一分钟以内，再测定干温值一次。

        读数前三分钟，要给湿温表加水，加水后必须保持纱布与金属套筒不接触，也无水珠相连接。禁

止使用含有矿物质的水，湿温表上的纱布要保持清洁，经常更换。

    d. 通风后2--3 min方可读数，此时人要面对风向，果断迅速读取数据，禁止用手触摸球部或护套
管。

测温时，若有五级以上的风速时，要在受风面加防风罩。

空盒气压表最后气压值按式((4)计算:

已

L

P二Po十 MPm十 aut+AP, ································⋯⋯(4)

式中:P- 最后气压值，hPa;

    Pa— 空盒气压表的直接读数，hPa;

    OPM— 空盒气压表的刻度订正值，由检定曲线或刻度订正表中查取，hPa;

    ap— 空盒气压表的温度系数，由检定证书上查取;

      t- 附属温度表上的读数，℃;

    Ap;— 空盒气压表的补充订正值，采用最近一次的比较值，hPa.

    B. 动槽式水银气压表最后气压值按式(5)计算:

尸一 P,+ 6k+ 4t十 娜 + AH ··，····。，.·······‘，.··，.···。，.⋯(5)

式中:P— 最后气压值，hPa;

    Pp— 水银气压表读数,hPa;

    4k— 刻划订正值，由检定表查得,hPa;

    of— 温度订正值，用式(6)计算:

二一 尸。二2. 178 t " 10- ...............................⋯⋯(6)
                I~卜 i. 8 i吕 .1u一’

式中:Po

              t

水银气压表读数，hPa;
附属温度，其值零度以上时为正，零度以下时为负;

纬度重力订正值，用式((7)计算:

Ao=一0. 002 65P,cos2.p ，·····”，····” ，········，⋯ (7)

式中:已— 经温度订正后水银气压表读数值,hPa;

      ，— 测定地的纬度;

    AH- 高度重力订正值，用式(8)计算:

Aft“一 1. 96 h只 ····⋯⋯ 。························，·‘。⋯(8)

式中:尸

            h

经温度订正后的水银气压表读数值，hPa;

测定地的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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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5 常用远程光电测距仪的作业方法，参照附录G(参考件)执行

4. 3 观测成果的记录

    ‘ 一切原始观测值和文字记载必须真实、清晰、美观和规格统一。

    b. 原始数据人工记载时要用铅笔，在手簿中禁止涂擦 凡更正错误，均应将错误数字、文字整齐划

去，在其 L方填写正确的数字或文字。

        对超限划去的成果，须注明原因和重测结果的所在页数 野外观测成果的记录和计算须经过

200叼的详查后方可迁站

    d. 在有条件时，可采用电子计算机记录

    e. 各项读数、计算的取位按表2要求进行

                                        表 2 读数、计算取位表

项 目 读数取位 计算取位 备 往

干1ga t 0. IC 0. 1℃

湿温 到 0. 1七 0. 1℃

气压P 0. 2 hPa 0. 1 hPa

相位读数 0. 1

仪器高 0.01 m

雄直角 10 0. 1"

各项修正值 0. 000 1 m

偏心距测量 0. 001 m 0. 001 m

偏心角测量 15, 15'

最后距离值 0. 001 m

4.4 观测成果超限的处理

    a. 观测成果超出表1的限差规定时，应进行重测。因超限而重新观测的完整测回称为重测。因读

错、记错、中途发现仪器未调整好、气象突变等原因而重测的不完整测回，不计人重测测回数。

    b. 读数及气象元素在作业现场发现读记错误或超限时，应立即重测，作废数据要用斜线划去，并

注明原因

    c. 若同一时间段中有1/3的测回超限，应重测该时间段所有各测回的观测成果。

4. 5 观测成果的计算

4.5.1 各项修正值的计算

    a. 测距仪加常数修正值Ca

    仪器加常数在作业前后均要测定，其差值不超过士6 mm时，取中数采用。

    b. 气象修正值1S�

、“一(No
80. 94P 一 11.27,

273. 16+ t )X，。一“ ···············一 (。)

式中 一观测斜距，m;

一气压读数，hPa;

水蒸气压力，hPa;用下式进行计算

e一k'-0.000 662" P" (t-c)

占

尸

尸

般状态:P, * = 4. 58 X 102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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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冰状态:R;* = 4. 58 X 10..s“十‘

干温读数，C;

N�! (n。一 1) X 10'̀ ··················，·····。·····，····⋯⋯(]0)

  ，。— 一测距仪气象参考点上的基准折射率。

不同类型仪器的N。值也不相同，分别为:

AGA-8,AGA-600型测距仪的No=308.50;

RM- D[型测距仪的No= 309. 84.

    归心修正值AS.

AS.二〔Sz+e;一2Se,cosO,+e"一2SeICOS02+2e,ezcos(B,+8z)) 2一S

式中:S— 观测斜距,m;

    e, 测站偏心距,m;

      。:— 镜站偏心距，m;

    8,- 测站偏心角，由测站偏心距顺时针方向量至观测方向的角度，(。.’);

      02— 镜站偏心角，由镜站偏心距顺时针方向量至观测方向的角度，(0,')e

    d. 波道弯曲修正值AS,

AS,=一 (2k一k')
24R2

一 (』2)

式中

式中

:S— 观测斜距,m;

  R— 参考椭球平均曲率半径，m;

k— 大气折光系数。

在激光测距中，k值也可采用以下经验值:

晴天

全阴天k=0.k=;3;。。
    频率修正值△S,

频率修正值应利用作业前后所测频率值的中数，按式(13)进行计算:

AS,= 一
了。一 f

.S (13)

:AS,- 频率修正值，m;

  .fo 标称频率值，Hz;

        了— 作业前后所测频率值的中数，比;

        S— 经气象修正后的观测斜距,m,

4. 5.2 测距边的倾斜距离S,按式(14)计算:

                                  S,二 S+ Co+ c4S�+ 、，.+ 1S,+ 4S,

式中:S— 观测斜距，m;

    Co 测距仪加常数修正值，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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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 气象修正值，m;

    八S.— 归心修正值，m;

    AS,-一波道弯曲修正值，m;

    AS, 频率修正值，mo

4. 5.3 测距边的倾斜距离归算到参考椭球面上的边长按式(15)计算:

So= S，一 C,一 Cz一 C,+ C,

式中

+备

一(15)

⋯ (16)甜
-脚

 
 
--

 
 
C

_ 从 / S'一 C}、
(,'z= ;二十 1 不‘}

        ‘ \八^一卜刀,
⋯ (17)

H(S‘一C,一C)
RA+ H,

···⋯⋯ (18)

C,=
(S‘一 C,一 C，一 C,) z

24 R:

S' 测距边的倾斜距离，m;
从=Hz一H,;

H, = H; +i,十亡1;

Hz=Hz+iz+雪:;

州,H" 测距边两端点的正常高，m;

z, , zz 测站和镜站的仪器高，m;

K,4,一一测距边两端点的高程异常，m。

、一R(‘一合〔一。1zB,cos2A,i(卜一cos'B,cos'A,,)卜8 }'cos
R=

      b

1 -eIsin2B

'B,)

(is)

(20)

(21)

式中:b,e2,e,}— 参考椭球常数。

      B,.A,z 测距边1端点的大地纬度和1至2端点的大地方位角。

4. 5.4 观测精度估算
    a. 等精度观测，一测回的测距中误差按式(22)计算:

二一士德 ............................................. ( 22 )
测距边边长中误差按式((23)计算

M =士
(VV)

泥(几一 1)
···········。。。·····..·············⋯⋯(23)

上两式中:V— 观测值与平均值之差，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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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观测的次数。

b. 边长相对中误差

_MpD一告 ··········································⋯⋯(24)
对0

式中:D 测距边水平距离平均值，mo
4.6 上交资料

        测距仪、气象仪表和经纬仪的检验资料。

    b. 测距观测手簿、气象观测手薄.

        归心投影用纸和计算资料。

    d 测距边两端点高差测定资料。

        斜距边长及其有关修正值的计算。

    f. 技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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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距离观测值离散度的检验

        (补充件)

Al 检验方法

    在环境良好的任意场地上，选择 一段100 m左右的距离。

b. 分别在所选距离的两端安置仪器和反光棱镜。

    照准后，连续读取30次以上的距离值，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距离的最或然值。

d. 记录格式见表Ale

                                            表 Al

                                  观测值离散度记录

仪器类型: 观测者:

号 码: 记录者:

温 度: 地 点:

气 压: 日 期: 年_ 月 日

次数 S 「 次数 6 V }次数 S V

l 一 }
2 { 22

3 } }
A } }
5 一 25

6 16 26

7 } 27

8 一 }
9 19 一
10 20 30

;80=

y VV ，一 M_

A2 观测数据处理

a. 计算观测值改正数V,

v = s,一 况 (A1)

式,-IN:S
            写

第:次距离观测值;

距离观测值的算术平均值。

b. 一次读数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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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一 +厚 ...... (A2)

式中

式中

:V, 算术平均值与!次观测值之差(:=1，2，3，⋯⋯，的;

  :— 观测值次数。

c 算术平均值中误差M

M = 士

宝。
n(n一 1)

(A3)

v一一算术平均值与:次观测值之差(i=1,2,3,

二— 观测次数。

，几)节

算得M值应不大于仪器标称精度的二分之一。

      附 录 B

测距仪加常数的测定

      (补充件)

B1测距仪加常数测定的要求

    二 测定加常数所使用的基线场，必须避开高压线、无线电发射塔和雷达站等对电磁波测距有干扰

的设备。

    b. 基线场的基线应离开建筑物、电杆和树木2m以上。

    c. 测距仪的加常数以在600̂-2 000 m的基线上进行分段直接比较法测定为宜。基线的分段数不

少于5段，而各段距离值的尾数，应严格均匀地分配在被测的测距仪精测尺长内。

    d. 所使用的基线精度应不低于10-6，并且各端点均应设有固定点。

    e. 在测距仪加常数测定之前，应对调制频率进行检验。

    f. 测定加常数时采用的反光棱镜应与外业测距时相同。

    e. 仪器视线及气象用通风干湿表底部应离开地面高度1. 5 m以上。

B2 观测方法

    a. 在基线AB各分段固定端点上分别安置仪器或反光棱镜，观测距离s,. s. s3. s,. ......s,。如图

BI。

                                                        图 BI

    b. 仪器操作程序与外业观测相同，并在测站和镜站读取气象元素。

    c. 每段距离分别观测3光段，每光段观测3测回。相同光段各测回观测值经气象修正后之互差绝对

值不得大于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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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数据处理

B3. 1 测距仪加常数的计算

        各分段观测值算术平均值按式(B1.)计算

S,= 告E(召,). ............O.....·一 。...·.⋯ ⋯ (B1)

式中:.4;一一，段距离观测值的算术平均值，m;

      S;一一:段距离观测值，m;

      :一一基线段号;

，-一 每分段观测测回数。

    b. 计算测距仪加常数时，应把经过气象、频率修正后的斜距归算到与已知基线同一参考面上进行

比较 加常数计算公式为:

C。一1(D。一睿d, )
式中:C�-一 测距仪加常数;

      /-一 基线段数;

    Dn一 参考面上已知基线长度值;

      d;-一 归算到与基线同一参考面上各分段测出长度值。

B3.2 观测精度估算
        分段每测回观测中误差风

一
(Vi )�- 1

···。·。一 (B2)

饥;= 士

式中:(I',), =";一(S,)�

(S)n

    S,

          乙

段距离观测值;

段距离观测值的算术平均值;

一一基线段号;

、-一 每段观测测回数

b. 分段算术平均值中误差M,

M,=士一m,
  J 几

······。二(B4)

式中:，。 分段每测回中误差;

分段观测测回数。

c. 加常数测定中误差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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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B5)万艺
﹃

针
式中:I- 基线段数;

    M,一一分段算术平均值中误差。

83. 3 计算实例见表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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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类型,RM-1Q No: 8112

检验地点:基线场

检验日期:1989年3月21日

        表 B1

加常数测定数据计算

          观测者:

          计算者:

            基线长:Do=821. 8368 m

测段 测回 S(m) V(..) 中误一 测段 测回 S(m) V(mm) 中误差

0--1

l 122. 346 6 +0.2

爪=士0. 50 mm

M,=士0. 17 mm

5,=122.346 8 m

d,=122. 346 7 m

3�4

1 188. 342 2 十0.3

m刁特士0. 31 mm

M,=士0. 11 mm

S=188. 342 5 m

d,=188. 342 3 mm

2 3 476 一 0. 8 2 3 424 +0.1

3 3 466 +02 3 3 428 一 0.3

4 3 472 一0.4 4 3 430 一 0.5

5 3 468 +0.0 5 3 428 一 0.3

6 3 474 一 0. 6 6 3 426 一 0.1

7 3 424 +0.17 3 464 十0. 4

8 3 420 +0. 58 3 470 一 0.2

9 3 460 +0.8 9 3 424 +0. 1

I- 2

] 144.350 4 +0. 6

  m，=士0. 52 mm

  M,=士0. 17 mm

  S,=144.351 0m

  d,=144. 349 9 m

4- 5

1 200. 351 5 +0.5

ms=士0. 52 mm

Ms=士0. 17 mm

3s=200. 352 0 m

d,=200. 349 7 mm

2 3 519 +0. 12 3 508 十0.2

3 3 514 一 0.4 3 3 514 十0.6

4 3 520 0.04 3 520 一 1.0

5 3 524 一 0. 45 3 510 0. 0

6 3 530 一 工.06 3 514 一 0. 4

7 3 522 一 0.27 3 508 +02

a 3 514 +0. 68 3 508 +02

9 3 520 0.09 3 504 +06

2̂ 3

l 166. 348 3 +0. 0

仍，=士0. 41 mm   II

          常数计算

    名‘一821. 735 5m

O。一宁(。一答，)一20.3 mm

、一十+汤 =+0. 07 mm

2 3 484 一 0. 1

3 3 484 一 0. 1

4 3 490 一 0.7

M,=士0. 14 mm

S,- 166. 348 3 m

2s= 166. 346 9 m

5 3 486 一0 3

6 3 478 +0_5

7 3 476 +0.7

8 3 482 + 0. 1

9 3 484 一 0.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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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光学对中器的检验

    (补充件)

cl 装在仪器照准部上的光学对中器

Cl. 1 检验方法

    把仪器安置在三脚架的基座上，校准圆水准器，接着在仪器底下的地面上放一块标有“十”字的纸

板，移动纸板，使光学对中器视场里的瞄准环对准“十”字的中心，如图C1所示，然后转动仪器的照准部

或支架旋转部1800，此时如发现瞄准环中心O'不对准“十”字的中心点。，如图C2所示，则需校正。

C1.2 校正方法

    校正时可用改针或螺丝刀转动光学对中器的调节螺丝，使瞄准环的中心O'与。O'联线的中点尸重

合，如图C2所示。校正后再检验一次，直到满意为止。

                                图C1 图C2

C2装在三角墓座上的光学对中器

C2. 1检验方法

    把仪器牢固地平卧在支架上，并使基座能旋转。此时基座的光学对中器应朝着距离1.。一1.5m远
的平滑墙壁。用光学对中器的瞄准中心在墙壁上标出照准点。。保持仪器不动，转动基座1800，再用光学

对中器瞄准中心在墙壁上标出照准点O'。若前后两次照准点。与O'不重合，则光学对中器需校正

C2.2 校正方法

    校正时，用改针或螺丝刀转动光学对中器的调整螺丝，使光学对中器瞄准中心对准。O'联线的中

点。校正后再检验一次，反复校正直到满意为止。

                  附 录 D

气象用通风干湿表和空盒气压表的技术要求

                (补充件)

气象用通风干湿表

主要技术要求

  在温度一10-+45 '(̀的范围内，可测10%一100%的相对湿度。

月
.
.

1
.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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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温度表的刻度范围应为一26-+51℃或一36一十41℃，其最小分度值为0. 2℃。

        温度表安装在表架中不得松动，球部应位于内护管的中央;内、外护管应同心，相互之间应有隔

热垫圈，金属外护管和外壳要有镜状的表面，无锈蚀和斑痕。

    d. 通风器的风扇和发条盒的转动应平稳，不得有摩擦声和撞击声。

    e. 通风器开动后，在第4 min末，温度表球部周围的通风速度每秒不得小于2. 5 m，第6 min末，每

秒不得小Y2.Zm
    f. 每分钟末通风速度的改变每秒不应大于0. 2 m,

Dl. 2 通风干湿表应送有关部门检验，检验周期为3年，但遇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及时进行再检验。

        在同一海拔高度上，发条盒转动第二周的作用时间增长达6s以上。

    b. 检定或更换温度表。

        修理及更换配件。

    d 对检验结果有怀疑时。

D2空盒气压表

D2. 1 主要技术要求

        空盒气压表应能在大气压500 1 060 hPa，空气温度为一10̂-+40℃的条件下正常工作。

    b. 温度系数的变化，每度不得超过士0. 26 hPa,

        示值修正值的最大差值绝对值不得超过4 hPa,
    d. 空盒气压表的空盒组传动系统和指示部分应连接牢固，无松脱和摩擦现象。

        当空盒气压表倾斜45’时，轻击表身，指针位置的改变不得大于士。. 5 ftPa,
    f. 当正、反向转动调节螺丝时，指针的位移量不得小于40 hPa,

空盒气压表的刻度盘表面应呈白色，刻线清晰，无划痕缺陷。

指针应平直，具有弹性，末端应扭转90,角，且与刻度盘表面垂直，指针与度盘表面间距为0.3-

捧

h.

.0 mm

D2. 2 空盒气压表应送有关部门检验.检验周期为1年。有下列倩况者，应提前送检

  空盒气压表被剧烈震动过，或对示值有怀疑。

空盒气压表的读数与气象站水银气压表的气压相比较，经过示值修正后，其差值超出

凡

阮

土2.6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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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小源子

日期:1989年9月2日

      表 DI

温度表比较记录

        检验者:杨白帆

        记录者:张远航

号码 组别
比较时间

  h mifi

读数

亡(U )

修正值

    玺

t书 t+卫
中数

  U
采用记注

51213

l 8 50 19 4 一 0，1 19，3

19，32 9 01 19.4 一 0.1 19.3

53631

1 19.2 0.0 19.2

19.22 19.2 0.0 19.2

70401

1 19。4 0.0 19.4

19.2 选用2 19 0 0，0 19.0

52223

1 19.4 一 0.1 19.3

19.2 选用2 19.2 一 0.1 19。里

58486

1 19.4 +0.1 19 5

19.32 19.0 +0 1 19.1

64946

1 8 53 19.2 0.0 19 2

19.22 9 04 19.2 0.0 19.2

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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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纬度:35015"

高程:1734 m

                              表 D2

            空盒气压表与水银气压表比较记录

气象站: 检验者:奎途
                            记录者:马力

                                日期:1989年9月6日

比较时间 组号
水银气压表 受比空盒气压表

符号 No;790148 号码 艺 Po(hpa) 从 oot AP补 P(hPa)

15h30min I

t 21. 4℃ 10278 21. 4℃ 842. 9 一 0. 20 一 2. 64 一 6. 10 833. 96

Po 838. 7 hPa 10264 21. 4 832.2 一 0.10 一 0. 71 +2. 50 833. 89

血k 一 0.30 15707 21. 4 834. 1 一 0.10 一 0. 31 +0. 50 834. 19

4心 一 2. 93 10364 21. 4 836. 3 一 0. 30 一 1. 90 一 0. 30 833.80

A叻 一 0. 80 10371 21. 4 835. 4 一 0. 10 一 1. 54 +1. 10 834. 86

AH 一 0. 27

P 834.40

15h30min l

t 21. 4℃ 10278 21. 4℃ 842. 7 一 0.20 一 2.64 一6. 10 833. 76

Po 838. 6 hPa 10264 21. 4 832. 3 一 0.10 一 0. 71 +2. 50 833.99

Ak 一 0.30 15707 21. 4 834. 2 一 0.10 一 0.31 +0. 50 834.29

At 一 2.93 10364 21. 4 836. 1 一 0.30 一 1.90 一0. 30 833.60

Ao 一0. 80 10371 21. 4 835. 2 一 0. 10 一 1. 54 +1. 10 834. 66

4H 一0.27

P 834. 30

I5h30min l

名 21.5℃ 10278 21.5℃ 843. 1 一 0. 20 一 2. 64 一 6.10 834. 16

Pa 838. 8 hPa 10264 21.5 832.4 一 0. 10 一 0.71 +2.50 834. 09

从 一0. 30 15707 21.5 834. 1 一 0. 10 一 0.31 + 0. 50 834. 19

玺 一 2.93 10364 21. 5 836. 5 一 0.30 一 1.90 一0. 30 834. 00

△叻 一0.80 10371 21.5 835.3 一 0. 10 一 1. 54 +1. 10 834. 76

占H 一 0. 27

P 834. 50

中数 834. 40 hPa

号码 中数(hPa) 互差 备注

10278 833.96 一 0. 44

10264 833.99 一 0. 41

15707 834. 22 一 0. 18

10364 833. 80 一 0.60

10371 834. 76 +0.36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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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开始时间

第二组开始时间

第三组开始时间

9h27min

9h35min

9h40min

表 D3

    地点:小源子

    检验者:杨白帆

    日期:1989年9月2日

号码 组别 甚 Pohpa 么P, mot 4P补 P
hFa P,pghPa 采用记注

10278

1 21. 2 823. 7 一 0. 20 一2. 64 一 6.10 814. 76

814.83

2 21.2 823.5 一 0.20 一 2.64 一 6.10 814. 56

3 21. 4 824. 1 一 0.20 一 2. 64 一 6.10 8 15. 16

10264

I 21.2 813.0 一 0. 10 一 0.71 +2.50 814. 69

814. 72

2 21.2 812.9 一 0. 10 一 0. 71 +2.50 814. 59

3 21. 4 813.2 一 0. 10 一0.71 +2.50 814.89

15707

1 21.2 814. 8 一 0. 10 一0. 31 +0. 50 814. 89

814.89

2 21.2 814. 7 一 0.10 一0.31 +0.50 814.79

3 21. 4 814. 9 一0. 10 一 0.31 +0.50 814. 99

10364

1 21.2 817. 1 一0.20 一 1.90 一 0.30 814. 70

814. 83 选用

2 21.2 817. 2 一 0.20 一 1.90 一 0.30 814.80

3 21. 4 817. 4 一 0. 20 一 1.90 一 0.30 815.00

10371

1 21.2 816. 2 一 0. 10 一 1. 54 +1. 10 815.66

815. 66

2 21.2 816. 1 一 0. 10 一 1.54 +1.10 815.56

3 21. 4 816. 3 一 0. 10 一 l. 54 +1. 10 815.76

1

2

3

j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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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用彩色电视副载波检验测距仪频率

            (参考件)

检验设备

  改装后的彩色电视接收机。可提供精确度为1X10-'2和稳定度为5X 10-12/30 min的频率源

频率综合器 能把彩色电视接收机经过放大隔离输人的4 433 618. 75 Hz信号综合成与副载波同

EI
Ell
E12等精度的5 MHz信号，并对它进行锁相后再输出，作为数字频率计的外频标。
E1. 3

E2

计数式频率计 能直接以数字显示出被测信号频率值。

检验方法

几=SMHz

馄M 隔离放大电路一

二4433818.75H2

改1A后彩色电视接收机

厂

甘
曰洲

日

                                                图E1

E2. 1 把频率综合器锁相后输出的5 MHz频率信号输入频率计外频标输入端，以此代替频率计中的晶

振源。

E2. 2 开机5-10 min，待频率综合器频率锁定后频率计即可使用;但被检测距仪必须预热30 min方可

进行频率检验。

E2. 3 检验时，频率计闸门时间应选择10s;另外用一根分头同轴电缆将副载波信号送到频率计的频率

测量输入端，进行频率计的准确度监测，此时频率计上应显示为4 433 618. 7 Hz或4 433 618. 8 Hz.

E2.4 频率计数字显示稳定后取下分头同轴电缆，再把被检测距仪的频率信号从频率测量输入端送进

频率计，此时频率计上显示的数字即为被检测距仪的实际频率值。记录格式见表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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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计型号:E323ANo:807

测距仪型号:RM皿N。:8012

标称频率:f。=14984980Hz

检验日期:1959年12月8日

    表 El

频率检验记录

        开机恒温时间:10h20min

测距仪开始恒温时间:10h00min

开始温度:20

检验者:高建

4℃结束温度:21.0℃

记录者:朱石

组别 序号
  测量时间

h lll豆n

频率值

    HZ j组另。序号
  测量时间

h mln

频率值

    HZ

l

l 10 30 14984978 1

      W

1 11 00 149849782

2 32 978.4 2 02 978.4

3 34 978.3 3 04 978t7

4 36 978 5 4!
0一

06 978.5

5 38 978.2 5 08 978.6

l

l

1 10 40 14984978.3

一
1 11 10 14984978.2

2 42 978.4 2 l2 978.3

3 44 978，6 3 l4 978.5

4 46 978.5 4 16 978.9

5 48 978，3 5 l8 978.2

l

l 10 50 14984978.2

    j中.=14984978.40H之

导一1火1。一 。.，。pm

2 52 978 3

3 54 978.6

4 56 978.4

5 58 978.5

附 录 F

周期误差的测定

    (参考件)

Fl 测定方法与测定条件

Fl l 周期误差的测定可采用平台法。其安排如图Fl所示。

少9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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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一 一 月

                                    图Fl 平台法示意图

图中:M,-一 测站标志中心到平台第一测点的距离,m;

    S---一 第，一I测点的观测距离，m;

      13--一平台基线长度，它等于仪器的精测尺长，m;

      d— 反光棱镜移动的距离，m,

F1.2 平台的布设和要求

平台上应使用膨胀系数小的导轨。导轨的安置必须精确水平，并与平台中心线方向严格一致

作为观测时移动反光梭镜距离标准的基线，可以是有精确刻划的导轨，也可以是经过检验的钢

儿

阮

尺 其长度应略大于被检测距仪的精测尺长，把它划分为20等份((40等份)，每等份为反光棱镜每次移动

的距离d。在使用中若温度变化超过5℃时，需加尺长温度修正值。平台的基线综合精度应不低于

1:20 OW

Fl. 3仪器的安置

    被检测距仪应精确安置在平台导轨的延长线上，距平台第一个测点的距离川长度可在15̂-100 m

内变动，仪器应与反光棱镜的高度相同，以免引入倾斜修正，影响测定精度。

Fl. 4 观测方法

    开始观测时.由近到远进行往测。反光棱镜依次要放在平台上的各个预定位置。把反光棱镜置于第

一点，测得距离S,(平差计算中可取州=S, )。然后根据导轨刻划(或钢尺刻划)把反光棱镜移动距离d,

置于第二点，测得距离Si。依次移动反光棱镜，并观测下去，直到最后第。点，测得距离S.。紧接着再由

远到近进行返测。每个位置往测观测一测回返测观测一测回，取往、返测距离的平均值为距离观测值。测

定时要保持适中的光强，观测要紧凑，以减少外界条件变化的影响。

F2 周期误差计算

F2. 1 误差方程系数和常数项的计算

V=C,一sing,·x一coso;·Y+ L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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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u+ (i一 1)D0

On=

、1

一

1八0 = 于360

L,= S一 〔D,0+ (i一 1翅〕

(F2)

(F3)

式中:;一一观测距离数(，一1,2,3，⋯，:);

洲、二、;一 待求未知数;

    D0,一一测站标志中心到平台第一测点的距离，m;

      几— 精测调制波长，m;

      d— 反光棱镜移动的距离，m;

    S,-一第:测点的观测距离,m,

F2. 2 未知数C"x.y的求解

 
 
L·艺

C'=:止二
                  泥

2艺(一sing,·L,)

2习(一‘【·L,)

(F4)

(F5)

梦 = ⋯(F6)

式中:z一一观测距离数(1=1,2,3，二，n);

    L,— 第:个误差方程的常数项;

      0,- S，相对于测距仪精测半波长所对应的相位角，(') e

F2. 3 周期误差振幅A和初相角0的计算

A=士丫1z+y2 ⋯ (F7)

，一tg '令 (FS)

式中:z.y由(F5), (F6)式求得。

F3 周期误差显著性检验

    周期误差显著性检验可采用式(F9)计算统计量R;

。一丫1-Q z (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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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10)

·习
刊

 
 
一仇

。一艺(L,

    Z L,
不= :二上一 .........................·..·....⋯ ⋯ (Fl{)

式中:x-一观测距离数(-1,2,3 ......);

    1'}一 第，个误差方程求得的误差，mm;

    L,— 第:个误差方程的常数项，MM;

    由(F9)式计算出R值后，确定显著水平a(a一般取0. 05或0. 01)和检验数据自由度(n--3)为引数，

在相关系数临界值表F2上查得临界值Ro。当R>Ra时，则认为在a水平上相关显著，表明仪器存在明显

的周期误差;当R(Ro时，则认为在a水平上相关不显著，表明仪器没有明显的周期误差存在。

F4 周期误差测定的精度估算

F4. 1 当仪器的周期误差显著时

    a. 周期误差测定单位权中误差

，。一士愿 ....................................... ( F12 )
式中:z— 观测距离数(，一1,2,3,""",n);

一 第‘个误差方程求得的误差，mm,

周期误差振幅测定中误差

m*一士.o拜 ....................................... ( F13 )
式中:m。一一周期误差测定单位权中误差,mm;

  n— 观测距离数。

    周期误差初相角测定中误差

m"m=士Mn p�A ..⋯ 。。.。二。二。.·..·..·.·.·..··⋯ ⋯ 〔F14)

式中:.z‘一 周期误差振幅测定中误差，mm

A一一周期误差振幅,mm;

  p"=206 265,

F4.2 当仪器的周期误差不显著时可按下式计算测距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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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 士

介 一 I
(F15)

犷，= C,+ L; (F16)

式中:n 观测距离数((n=1,2,3,""",n);

公式(F4)所解得未知数值;

第‘个误差方程的常数项，mme

户

石

计算范例见表Fl.



GB 12526一 90

仪器类刑;RM-Hf No: 8 017

检验fi期:1989年4月7日

    表 Fl

周期误差计算

        检验者:

        计算者

L
州 }〔 I )d

      (m)

(m)
夕。}(卜 1)M0

      (0)

误差方程系数

(mm)
b"L, C -L,

(mm)
(二m)

1. 乙

(mm)a _b-sing,
-cos0I 25  920 5 25. 920 5 213. 138 十 l 0. 546 7 0.837 4 0. 0 0. 000 0. 000 1-0. 230. 052 9 + 1.33

2 26  420 5 26 们 85 231  138 +1 0. 778 7 0. 627 4+2.C 1. 557 f 1.255 于]，艺01.440() F3.33

3 26  920 5 26  921 1 249  138 一卜I 0. 934 4 0. 356 1一 06 一0. 561 一 0. 214 一 2. 21 4. 8641 }0. 73

礴 27  420 5 27  420 7 267  138 + ] 0. 998 8 0. 049 9 一 02 一0. 200 一0. 010 一 2. 3454756 + 1. 13

5 27 920 5 27 917 5 285  138 + 1 0. 965 3一0. 261 1+3.C 2. 896 一 0. 783 I-0. 670. 448 9   4. 33

6 28  4205 28  417 9 303  138 十1 0. 837 4一 0.546 7+ Z 6 2. 177 一 I. 421 +0. 440. 193 6 子5.93

7 28  920 5 28  918 3 321  138 + 1 0.627 4一 0. 778 7+ 2.乞 1. 380 一 1. 713 + 0. 550. 302 5 十3.53

8 29  420 5 29  417 5 339  138 十1 0. 356 1一 0. 934 4+3〔 1. 068 一 2.803 卡一2. 164. 665 6 r刁.33

9 29  920 5 29  918 9 357  138 + 1 0. 049 9一 0.998 8一 1.〔 0.080 一 1.598 +1.773. 132 9 + 2. 93

10II
30  420 5 30  421 5 15  138 + 1 一 0. 261 1一0. 965 3一 1.C 0.261+0. 965 +0. 300. 090 0 + 0. 33

30  920 5 30  924 5 33  138 十 1 一 0. 546 7一 0.837 4一 4 〔 2. 187 +3. 350 一 1.572. 464 9 一 2 67

】2 31  420 5 31  425 9 51  138 + 1 一0. 778 7一 0.627 4一 5‘4 4. 205 +3. 388 一 1. 943. 763 6 一4.07

I3 31  920 5 31  926 5 69  138 t1 一0. 934 4一 0. 356 1一 6.〔 5. 606 +2. 137 一 1. 73 2. 9929 一 4. 67

14 32  420 5 32  426 3 87  138 + 1 一0. 998 8一 0. 049 9一5.E 5. 793 +0. 289一 1. 001. 000 0 一 4. 4 7

15 32  920 5 32  924 3 105  138 }1 一0. 965 3 0. 261 1一 3.8 3. 668 一0.992 十1. 191.416 I 一 2. 47

】6 33  420 5 33  424 5 123  138 11 一0. 837 4 0.546 7一 4.〔 3. 349 一 2. 187 }0.820. 672 4 一 2. 67

r17 33  920 5 33  922 5 141  138 } 1 一 0. 627 4 0.778 7一 2.〔 1. 255 一 1.557 +2.315. 336 1 一 0. 67

I8 34  420 5 34  423 1 159  138 十1 一 0. 356 1 0. 934 4一 2.e 0. 926 一 2. 429 }0.900. 810 0 一 1. 27

I9 34  920 5 34  923 9 177  138 + 1 一 0. 049 9 0.998 8一 3。4 0. 170 一 3. 396 一 0. 910. 828 1 一2. 07

20 35  420 5 35  422 7 195  138 + 1 一0.261 1 0. 965 3一 2.乞一 0. 574 一2. 124 一 0. 840. 705 6 一 0. 87

艺 0. 00

  %一掣3600=213. 1380

    1(1一b 3600=180

    Z
    1,一竺二=竺一二一1. 330 mm

  u,一) , I,'.一_;。.67::m

?艺、:一:):一，。、.3。:0m

      全L,
  C,--e二上-=1. 330

    2习 (b-L,)
x=一 七止一一一-=一3. 524

    2艺(b"LJ
“一止专一一“.984

，=士石z万 一士3. 66 mm

‘一tg '令一，64023'55. 5

  *=V1- Q一。.889

，。一士厦一士l. 55 mm
，‘一拜一士。. 49 mm
  ，一，·宁一士7. 670

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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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FZ

相关系数临界值表

白由度
显著水平

一自由度
显著水平

5% 1% 5% 1肠

  l

2

3

4

  口

6

7

8

9

l0

ll

l2

13

l4

]5

l6

l7

飞8

·:燕一
�一

1‘000

0.990

0 959

0 917

0.874

0 834

0.798

0.76导

0.735

0 708

0.684

0.661

0.641

0，623

0，606

0.590

0.575

0 561一
0.433

0 423

0，413

0 404

0 396

0。388

0.381

0 374

0，367

0.361

0 355

0、349

0.325

0.304

0.273

0.250

0.2j7

0 195

0.549

0.537

0、526

0.515

0 505

0 496

0.刁87

0.47匀

0，刁70

0 463

0，月56

0.叨49

0.4[8

0.393

0.354

0.325

0。2日3

0.254

            附 录 G

常用远程光电测距仪的作业方法

            (参考件)

    由于远程光电测距仪的型号不同，其作业方法和要求也各不相同，现将常用的几种远程光电测距仪

的作业方法和注意事项及要求分述于后。

Gl 作业要求

接通电源前，所有开关均应置于关的位置。

测距前应使测距仪与外界温度相适应。仪器接通电源后，应预热20min后方可开始观测

测距仪在使用中应避免阳光照射和强光射人接收镜孔，影响测距精度。

在测距过程中应停止使用对讲机。

GZ使用RM一型激光测距仪的作业方法

GZ.1 观测前的准备工作

    a 将测距仪的电源开关置于(oFF)位置，内/外光路开关置习;内光路(lNT)位置;内光路衰减器顺
时针旋到头;PPM旋钮和常数置入钮置于(O0)处.

    b. 接通12士。Iv的直流电源，注意电源的极性。

    c. 把电源开关置于(ON)位置，功能旋钮置于(LAMP)位置，再按R钮进行自检。在自检符合要求

后，再调节外光路衰减器，使面板上仪表指针对准仪表刻度的绿色区域中部，则测距准备信号指示灯(黄

色)亮。待预热20mm后，即可开始观测

GZ.2 观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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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功能开关笠于(NOMR+MTR)位置。每按一次(R)钮，即显示一次测距结果，读数并记录，读
四次为 一测回;间隔3 min后再重新照准目标进行第二测回读数

    b. 一个时间段结束后，应进行仪器的自检工作。
        当测距边小于10 km时，把10 km钮置于零位置。若所测距离在10 km到20 km之间，则把该钮

跪于被测距离的10 km增量上，其余类推。

G3

G3. 1

使用AGA-600型激光测距仪的作业方法

观测前的准备工作

  接通电源前电表选择开关应放在“OFF'，位置。

接通12 V直流电源，注意极性，使控制电表指针指在红色区内;否则应重新接通电源。

控制电表选择钮置于“BATT”位置时，其指针应仍在红色区内。当控制电表选择钮旋至“OVEN"

氏

阮

么

位投时，恒温炉加温一分钟后，指针应在绿色区内。若有故障，则指针指零或指在红区内。

    d. 控制电表选择钮置于‘'AEC”位置，检查控制电表指针在“TREQ2. 3. 4"位置时均在绿色区内。而
"FREQI”在左端。

    c. 控制电表置于‘̀TUNE'，位置，频率置于F2外，用‘̀TUNE'，控制器调谐克尔盒使控制电表指针偏转

至最大。

    f. 仪器接通电源后，应预热20 min，方可正式测距。

G3.2 观测程序

G3.2.1 光路观测

    e. 将频率钮置于“Fi”位置，控制电表置于“MEAS"位置，光路选择杆指向后方，调整灰楔钮，使指

针指在绿色区，同时检查调谐情况。

    b. 将相位钮置于，"1”位置，转动移相钮，使蓝点F分划盘的读数为预置光路读数((9 840)，用分解

器调整钮使指零表指零，当指示灯闪亮时读取蓝点F的精确数值，并记录。

    c. 依次将相位选择钮置于“2","3","V'，每变一次相位，均按(b)所述方法读数和记录。

G3.2.2 镜路观测

    a. 频率钮置于“1”位置，相位钮亦置于“1”位置，光路选择钮指向前方，转动移相钮，直至指示灯闪

亮，调整指零表指零，读取橙点F的读数并记录。

    b. 频率钮置于“2"，相位钮置于“1"，转动移相钮使蓝点F的读数之首位与，"F}"橙点F读数的末位

大致相同，待指示灯闪亮后，使指零表指零，读取蓝点F的读数，并记录。

    c. 依次将相位钮置于“2”、“3”、“4’’，每变换一次相位，均使指零表指零，读取蓝点F的数值，并记

录(注意相位，..1,}、 ..2”的读数比相位“3","4”的读数约大1 250),

    d. 频率钮依次置于“3”和“4�，相位选择钮置于，111.。每变一次频率，均转动移相钮，直至指示灯闪

亮，使指零表指零，读取蓝点F的数值并记录。

    完成以匕光路和镜路观测称为一测回，在镜路观测中的频率..1�、 "3"、 .<4"，只需在每光段的开始和

结束的那个测回中各测定一次，其他测回只测频率“2'，即可。

G3.2.3 观测注意书项

    a. 在使用AGA-600测距仪作业时，光路、镜路观测的相位读数“1+4”与，..2十3”之差，应不超过20

个单位，否则应重测该光路和镜路的成果。

    b. 在同 测回的观测过程中，不得调动KDP调制器，但测回之间每隔一段时间应调KDP电路。

    c. 观测时增益值最大不得超过1. 5，一般应在1.0位置为宜，严禁在通视不好时，通过提高增益抢

测成果

G4使用AGA-$激光测距仪的作业方法

G4.1 观测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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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将面板上的所有开关置于(OFF)位置，接通12 V直流电源，注意电源极性

    b. 将电源开关置于(ON)位置，检查仪器各部工作是否正常。

    c. 精确对准反光棱镜，调整目镜孔径选择杆，灰楔拉杆和增益控制，使信号强度有最大的偏转，其

读数应在0.8 1.0之间。

    d. 仪器预热20 min后即可开始观测。
G4.2 观测程序

G4. 2. 1 镜路观测

    二 光路选择杆置于镜路位置..R;频率选择钮置于“U”位置;控制选择钮置于“3"(测量位置);相

位选择钮置于“1"，转动计数器移相钮，使读数为“000"0

    b. 按箭头指示的方向转动移相钮，并用指零表指针移动方向和箭头方向相同和相反来判断其正

负号。

    c. 继续转动移向钮，直到指针在零刻划处附近对称摆动时，读取记数器数字，并记录.

    d. 依次将相位选择钮置于“2”、“3”、“4”位置，按b,c所述方法读记观测成果(相位，..1”和“3”符号

相同)。

    e. 将灰楔拉杆全部推进去。

G4. 2. 2 光路观测

将光路选择杆置于校准位置“砂;频率选择钮置于、】”位置;相位选择钮置于“1”位置

利用灰楔拉杆调整信号强度使与镜路观测时相同(同一频率的镜路和光路观测之间，不要改变
增益控制与目镜孔径位置)。

。. 依次按镜路中的步骤进行光路观测。

d. 依次按上述方法完成“U2","U3”三个频率位置的观测成果。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国家测绘局第一测绘大队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洪运、杨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