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务 1 全站仪坐标数据采集及传输

    数字测图采用的仪器有全站仪和 GNSS-RTK。全站仪由于使用简单、方便，受外界测量

环境影响小，测量数据稳定可靠，在测量的很多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全站仪数据采集

也是数字化测图野外数据采集最普遍的方式。

1.1碎部点的含义

    地面上的地物、地貌虽然形态多种多样，但都可以通过一些具有决定性的点通过连成直

线或曲线来描绘表达，把这些决定地物、地貌形态特征的点称为特征点。地形图测量中需采

集地物、地貌的特征点并展绘到图纸上，这些特征点统称为碎部点。地形图测量实际上就是

测定地物、地貌碎步点的坐标及其高程，依此绘制出各种地物和地貌。

1.2全站仪碎部点的测量方法

    地形图上的每一点，都对应唯一的不同的坐标和高程，因此，测量碎部点的坐标、高程

是地形图测量的首要工作。在实际作业过程中，大多数的碎部点是可以直接或间接测量出坐

标的。

1.2.1 直接测量坐标——极坐标法

    极坐标法是碎部测量中最常用的方法。如图 4-1 所示，Z 为为则站点，P 为欲测碎步点，

观测已知点 O 和 P 点之间的角度 ɑ，得到 ZP 的方位角 OZP，加上天顶距 β、平距 D，由公

式 4-1 可求出 P 坐标和高程。



                       图 4-1   极坐标法

                     

                                  

1.2.2 间接测量坐标法

    由于通视等测量条件的限制，并不是每个碎部点都能够直接测量其坐标，而通过间接

测量的方法也可以达到最终测量出碎部点坐标的目的。

    1.直线延长偏心法

    如图 4-2 所示，Z 为测站点，在测得 A 点坐标后，欲测定 B 点，但 Z、B 点间不通视。此

时，可在地物边线方向找到 B1 或 B2 点作为辅助点，先用极坐标法测定其坐标，再量取

BB1(或 BB2)的距离 D1（或 D2），即可按公式 4-2 求出 B 点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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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2    直线延长偏心法 

内业绘图时，只要以 AB1(或 AB2)为方向，B1(或 B2)为起点，延长 D1（或缩短 D2）即

可画出 B 点。



     2.角度偏心法

     如图 4-3 所示，Z 为测站点，欲测定 B 点，由于 B 点无法达到或无法立镜，将棱镜安

置在以 ZB 为半径的圆弧上的 B1（或 B2），先照准棱镜 B1（或 B2），再照准目标 B 测量方

向值 αZB，即可按公式 4-3 求出 B 点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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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3  角度偏心法

在一般全站仪都有角度偏心法测量的程序，可直接测量出 B 的坐标，在地籍、房地产

测量中的房屋测量得到广泛的应用。

3.距离交会法

     如图 4-4 所示，已知碎部点 A、B，欲测碎部点 P，则可分别量取 P 点至 A、B 点的距离

D1、D2，即可求出 P 点的坐标。

               



图 4-4  距离交会法

     先根据已知边 DAB和 D1、D2求出角ɑ、β：

                 

再根据公式 4-5 即可求得 XP、YP：

    

    内业绘图时，只要分别以 A、B 为圆心 D1、D2为半径作圆弧，相交的其中一个点就是所

要求的 P 点。

    4.角度前方交会法

    如图 4-5 所示，欲测碎部点 P，由于 P 点无法达到或无法立镜。在已知控制点 A 上，观

测已知点 M 和 P 点之间的角度 ɑ；在已知控制点 B 上，观测已知点 N 和 P 点之间的角度

β，即可求出 P 点的坐标。

如图 4-5  角度前方交会法

   根据观测角求出 AP 方向方位角ɑAP=ɑAM+ɑ，BP 方向方位角 βBP=βBN+β，可按公式

4-6 求出 P 点的坐标：



    内业绘图时，只要分别以 A、B 为站点，绘出方位角为ɑAP、βBP 的方向线，相交的点

就是所要求的 P 点。

1.3全站仪坐标采集步骤

    全站仪款式虽然多样，但基本功能相似，都是采用极坐标法，通过测量碎部点的与测

站之间的方位角、天顶距、距离，根据全站仪的器高、碎部点的棱镜高，全站仪自动计算出碎

部点的坐标和高程。因此全站仪进行坐标采集的步骤基本相同。

1.3.1 全站仪坐标采集的一般步骤

    全站仪坐标据采集的一般步骤是：设站前准备→设站→测站检查→坐标采集→测站检

查→采集结束。

    1.设站前准备

    主要是在全站仪输入测站点、后视点、检查点等控制点的已知坐标和高程数据。控制点比

较少，可以手工输入，如果控制点比较多，则应采用计算机等工具来输入。

    2.设站

   （1）一般要求：应在图根或图根级别以上控制点设站，如果少部分碎部点该站不能采

集，可适当分站。

   （2）设站步骤：新建项目名→输入测站点坐标→输入仪器高→输入后视点坐标→输入

棱镜高→对准后视点测量→后视点检查无误→第三点检查无无误→设站完成。

   （3）测站检查的目的是避免设站错误，设站错误通常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设站实

地位置错误；二是控制点坐标输入不正确，仪器高、棱镜高输入错误；三是控制点坐标本身

有误。如仅以定向点作检查，则只能检查边长是否有误，不能发现方向是否有误，因此要以

第三个控制点进行检查。

    3.采集数据及检查

    设站完成后，即可进行碎部点数据采集。本测站数据采集完成后，要到控制点重新检查，

以检核测站在测量过程中仪器是否发生移动、故障等情况。



1.4南方NTS-342全站仪坐标数据采集

1.4.1 南方 NTS-342 全站仪的认识

    1. NTS-342 全站仪的主要部件名称，如图 4-6

                   

                     图 4-6  NTS-342 全站仪



    2. NTS-342 全站仪的操作键见下表 4-1：

                               表 4-1 全站仪操作键的功能

按键 功   能

α 输入字符时,在大小写输入之间进行切换

打开软键盘

打开和关闭快捷功能菜单

电源开关,短按切换不同标签页,长按开关电源

Func 功能键

Ctrl 控制键

Alt 替换键

Del 删除键

Tab 使屏幕的焦点在不同的控件之间切换

B.S 退格键

Shift 在输入字符和数字之间进行切换

S.P 空格键

ESC 退出键 

ENT 确认键

在不同的控件之间进行跳转或者移动光标

 0— 9 输入数字和字母

— 输入负号或者其它字母

 . 输入小数点

测量键 在特定界面下触发测量功能(此键在仪器侧面)

    3. NTS-342 全站仪显示符号意义见下表 4-2：

表 4-2 全站仪显示符号的含义

显示符号 内         容

V 垂直角

V% 垂直角（坡度显示）

HR 水平角（右角）

HL 水平角（左角）

HD 水平距离

VD 高差

SD 斜距

N 北向坐标

E 东向坐标

Z 高程

m 以米为距离单位

ft 以英尺为距离单位

dms 以度分秒为角度单位

gon 以哥恩为角度单位

mil 以密为角度单位



PSM 棱镜常数（以 mm为单位）

PPM 大气改正值

PT 点名

1.4.2南方 NTS-342 全站仪坐标数据采集步骤

    1.在“项目”建立工作文件 

    工作文件要简单、方便记忆。全站仪每次开机都是以最近建立的项目文件为当前工作文

件，如要打开其他项目，则在“打开项目”中打开。

          

                            图 4-7 新建项目 

    2.建站

   （1）输入测站点坐标、仪器高、棱镜高、入后视点坐标；如仪器已有坐标则直接调用，没

有的话则新建坐标。（注意：在按“设置”键前，一定要确保已经对准后视点）

 

图 4-8 建站

    3.采集坐标数据

对准目标，点击“测距”，即可显示测量的数据，在“测量”栏显示方位角、距离等数

据，在“数据”栏显示测量的坐标数据，在“图形”栏显示测量点的图形关系。

     输入点名、编码、棱镜高等数据后，点击“保存”，即可保存数据。如果点名自动累加，

不需要改棱镜高，则点击“测存”即可直接可保存数据。



 

图 4-9 采集数据

    4. 测站检查：测量后视点的坐标和高程，与已知点作比较，确认无误后保存该数据，

方可进行下步测量。采集数据结束前，重新进行测站检查，检查无误，本站采集数据结束。

1.5全站仪数据管理和传输

1.5.1 全站仪数据管理

    对全站仪里以对当前项目中的数据，包括输入的数据和采集的数据，均可进行查看、添

加、删除、编辑等操作。

     

图 4-10 数据管理

1.5.2 全站仪数据传输

    要输入全站仪的控制点、测量点、放样点数据，如果数量少，可以通过手工输入和输出，

但是如果数量大的话，则只能通过文件形式整体输入和输出。数据文件的输入和输出有三种

方法，一是利用与仪器配套的专用传输软件传输，二是利用 CASS 等制图软件传输，三是



把数据直接传输到 U盘。利用 CASS 等制图软件或 U盘传输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1.利用 CASS 等制图软件传输

    CASS软件有数据传输功能，可以把各种全站仪的测量数据输入或输出。

    （1）连接全站仪，设置全站仪的通讯参数，注意全站仪的端口要与计算机的端口一

致。

    （2）在 CASS “数据处理”菜单下选择“读全站仪数据”子菜单，弹出如图所示的对

话框，选中的相应型号的全站仪，通讯参数要与全站仪设置的一致。

      

图 4-11 数据输出

在对话框最下面的“CASS坐标文件：”下的空栏中输入想要保存的文件名，然后点击

“转换”按钮即进行数据输出。

在 CASS “数据处理”菜单下选择“坐标数据发送”子菜单，选择相应型号的全站仪，

按相应的提示，即可把计算机上的数据发送到全站仪。

    2.数据直接传输到 SD卡或 U盘

目前，很多新款全站仪配置 SD卡或可直接插入 U盘，进行数据的输入和输出，不需

要进行任何设置，应用非常方便。以南方 NTF-342 为例：

在全站仪的 USB口插入 U盘（本款仪器配置 SD卡）。



在全站仪进行如图 4-12操作，在“导出位置”选择“SD卡”，在“数据类型”、“数

据格式”中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点击“继续”，即可把数据传输到 SD卡中；选择“优

盘”，可把数据传输到 U盘。从 SD卡或 U盘把数据输入到全站仪的操作类似。

 

  

图 4-12 数据传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