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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经纬仪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和修理后的光学经纬仪的检定C

概 迷

光学经纬仪(以下简称经纬仪)是在大地测量、工程测量、矿山测量和计量工作中广泛使用的精密仪器

国产光学经纬仪有如下系列:DJ07,DJ1,DJ2,DJ6,DJ30

二 检定项目和检定条件

光学经纬仪的检定项目和检定 〔具列于表L

光学经纬仪在室内常温下进行检定

表 1

16

1?

18

19

定度

  一测回竖直角标准偏差及测角总不确定

度

    专用平行光管

多齿分度台检定装9

或多目标检定装置

  竖直角检定仪或

      检定装置

注:检定类别“ 号为必检项目;’‘一”号为可不检项目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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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术要求和检定方法

3 外观及各部件相互作用

31 要求

3.1.1 仪器外表应无脱漆、锈蚀和碰伤;零件接合处应齐整，油灰密封良好。

3.1.2 望远镜十字分划线、度盘、游标或测微尺分划线应成像清晰、不应有刻线粗细不均、断线等现象

3.1.3 光学部件的表面不应有水迹、油迹及灰尘、擦伤、霉点和麻点.胶合面不应有脱胶现象、镀膜面应

无脱膜腐蚀现象。

3.1.4 望远镜和读数显微镜视场内应有足够的亮度，且亮度均匀

3.1. 5 圆形及管状水准器无松动现象。仪器整平后，圆形水准器的气泡不超出水准器的分划圈

3.16 转动机构及微动机构运转平滑，无跳动和阻滞现象，制动机构的作用平稳可靠〕

3.1.7 调节T.远镜的目镜时，应平滑稳定;望远镜内分划板影像应无明显晃动现象

3门.8 当望远镜调焦到无穷远时，松开横轴制动螺旋，望远镜应保持平衡，不应有超过视场I/ -1的a行

转动现象

3.1.9 对于使用中和修理后的经纬仪，允许有不影响仪器准确度的上述缺陷。

检定方法:目力观察和试验。

望远镜分辨力

要求

望远镜分辨力“不低于下式要求

a一一分辨力;

k一 一系数，倒像采用1. 2，正像采用

U-- 望远镜物镜的有效孔径(mm)

        a 二二二

1.4;

120"n

2

1

中

3

4

车

式

    对修理后的仪器望远镜分辨力允许增加10% e

4.2 检定方法

    将经纬仪安置在检定台上，瞄准平行光管(焦距大于500 mm，内装与被检望远镜分辨力相适应的条

纹分辨力板)，将望远镜调焦至能清晰地观察到平行光管中的分辨力板。观察分辨力板在望远镜分划板

卜字中心附近的象，找出四组都能清晰分辨的最大组号 分辨力以物面上刚能被分辨的两点对人瞳中心

的张角来评定

    望远镜分辨力按下式计算:

    2d

a=了.p
( 只 )

式中:d-一 能清晰分辨的最小条纹宽度(mm);

      产一 平行光管焦距(mm) ;

      p— 弧度化为角度护)的系数(p=206 265)
5 管状水准器轴与竖轴的垂直度

5.1 要求

    垂直度不超过水准器角值

52 检定方法

    将经纬仪精确整平，照准部旋转2周.每隔90读取水泡位置，8个读数位置的平均值与零起位置读

数值之差，即为垂直度偏差

6 光学测微器(带尺显微镜)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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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门 要求

    水平度盘测微器(带尺显微镜)行差不超过表2规定.修理后、

                                                表 2

    11<eRLJ tIf 1          0107 ! D11 { D12

使用中的仪器可按括弧内的要求

D16        j       D130

    v求(“) { 。一5        I ‘ } ’‘2， 、 “‘」’ } ’‘，
62 检定方法

    DJ 07,DJ1仪器水平度盘以。'0'起始，每隔24'04'问隔在度盘16个位置进行检定,D)2水平度盘从

0'o'起始每隔30'20'间隔在度盘12个位置进行检定

6.2. 1 光学测微器行差

    以)将测微器指标线对正零分划线，转动度盘变换钮将度盘置于整置位置，用水平微动螺旋使整置

位置的分划线A与对径分划线A士1800符合 用测微器使A线与A士180'线精确符合两次，在测微器刻度

尺零端读数，记作11、 a-"

    (2)用测微螺旋转动测微器刻度尺，使分划线A -t，为度盘分划线最小格位)与(d4士1801)符合两

次，在测微器末端读数、记作b� b

    (3)转动测微器刻度尺，使水平度盘分划线八与(A1180')一，两次符合.亦在测微器末端读数，记

作。、。。如图1所示

    以上读数大于零端刻线时，读数为正，小于零端或末端刻线时，读数值为负。

    测微器行差r按下列公式计算:

溯

(4)

上— 1一艺(。一/;)

        1
r , 二二二 —

\、
‘‘‘la 一f夕
  」

一r t'价 (5)

式中:12一 检定位置数。

检定结果实例计算见附录表to
A-t       A

  A卡180 (A牛180)-f

图 1

6.2-2 带光学测微器的Di6型仪器

水平度盘每隔45。进行检定

(1)转动度盘变换钮，将度盘置于整置位置，测微器指标线对正零分划戈，用微动螺旋将度盘分划

线准确对准指标线

(2)转动测微刻度尺，使度盘分划线对准指标线两次，并读取测微器末端读数1e, ,m2

行差，用下式计算:

栩

(7)

m  I-m
刀2 二 —

，一去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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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一 度盘分划线最小格值;

      ，: 检定位置数

6. 2. 3 带尺显微镜行差

    水平度盘每隔45进行检定

    将带尺的零分划线与度盘零分划线重合 转动度盘微动螺旋，使度盘分划线月与带尺的零分划线重

合二次，在带尺末端读数，二上、m:

    行差，用下式计算:

(8) 
 
 
 

刀·艺
es

一
刀 
 
一一

式中:

6.2.4

度盘分划线最小格值

检定位置数。

测微器行差也可以用标准角进行检定

了 光学测微器隙动差

要求

光学测微器隙动差不超过表3规定，修理后、使用中仪器可按括弧内的要求

                                              表 3

仪器型

要求(")

DJ07 llll

1(2) DJ L2(3)一于U16
DJ30

检定方法

在水平度盘L每隔90,整置仪器，并使测微器在起始、中间、终了三个位置，按下列程序进行检定。

测微器位于起始位置，将测微器指标对准受检定位置，然后转动度盘变换钮和水平微动螺旋，使对

川

-
一
-72

径分划线符合

    测微器旋出少许，然后旋进，使水平度盘对径分划线符合 并读数为u

    测微器旋进少许，然后旋出，使水平度盘对径分划线符合，并读数为b.在每一位置上重复检定5次

    计算每一次旋进与旋出值之差，按下式求出该受检定位置的隙动差:

隙动差一青G (a一“) (9)

测微器位于中间和终了位置，重复卜述检定，取3个位置上的最大隙动差为检定结果。

检定结果实例计算见附录表2

8 横轴与竖轴的垂直度

8.1 要求

    横轴与竖轴的垂直度不超过表4规定

表 4

一

一。
一一

仪器型号

要求 (勺 DJ 0710
D]6 DIN

8.2 检定方法

    将带有 十字线和分度刻划板的平行光管按图2布置，平行光管 1和平行光管U大致处于同一铅币

直面内。高、低两光管对于水平方向的夹角大致为30'，两夹角对称度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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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经纬仪安装在检定台上，精确整平。正镜位置瞄准平行光管万的I一字线分划板中心 向下旋转望

远镜 在平行光管兀的横丝刻度分划板读取格值数A:以倒镜位置重复 卜述操作 并读取格值数P, a-;(

F'i.度按下式计算:

一<B-11>t4  -cxg,3

图 2

式中:I一 平行光管 皿分划板格值(勺;

3-一一平行光管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这一检定应不少于3个测回.取平均值为最后结果。

9 照准部旋转正确性

9.1 要求

    不超过管状水准器0.8格。

9.2 检定方法

    将被检仪器安装在检定台上，调整仪器，使竖轴铅垂，读取照准部土的管状水准器水准气泡两端读

数;顺时针方向转动照准部，每隔450读取水准气泡一次，顺时针方向进行三周检定

    仪器照准部逆时针方向旋转，每隔45。读取水准气泡一次，共进行三周

    取每一周中对径位置读数的平均值，取六周检定中最大与最小之差 即为照准部旋转的正确性_检

定实例计算见附录表3

10 望远镜分划板竖丝对横轴的垂直度

10.1 要求

    望远镜分划板竖丝在铅垂面内，不得有目视可见的倾斜

10. 2 检定方法

    在离被检仪器4mm左右处悬桂一垂球.其悬丝必须细育，垂球浸在油或水内.以防摆动

    精确整平仪器，观察分划板竖丝是否与垂球悬丝平行，使竖丝上端与垂线影像重合 观察竖丝h端

不应有目力可见的不重合现象。之后，微动螺旋，观察一个观测点，在位移中也不应有日力司见的位移

    也可以用校正过的平行光管内的十字线进行上述检定

11 指标差

11. 1 要求

    指标差绝对值不应超过表5的规定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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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仪器型号 D107 n11 RI2

{-
D16 i)130

要求(勺 10 一 12

11. 2 检定方法

    将经纬仪安置在检定台上，并精确整平，以正镜位置用望远镜分划板十字线横丝瞄准水平位置平行

光管十字线分划中心，读取竖直度盘读数 取两次读数的平均值I望远镜翻转ISO,,旋转照准部，以倒镜

位置重复上述检定，取两次读数的平均值R

    指标差I按下式计算

(L一K)一360

        2
(11)

    对于非通用的仪器，按仪器说明书求得指标差

12 望远镜视轴相对于横轴的垂直度

12门 要求

    垂直度不超过表G规定。

                                                    表 6

4义器型号 D107

一D116件一D12R一
Di6

}
        DJSo

10 16要求(勺 a

12.2 检定方法

    在室内布置两台视轴在同一水平线上，物镜相对位于检定台前后的平行光管，其中一台须装有以角

度表示格值的分划板。建议采用焦距f= 550mm的平行光管，在分划板上刻有。. 08mm间隔的水平分划

尺，相应格值30",估读到3"。检定装置如图3所示

经纬仪 吻

t2-，一旗犷一-.集者~
                                                    ICI 3

    经纬仪安置在检定台上，并精确整平，以正镜位置瞄准平行光学1上的十字线中心，固定照准部 望

远镜纵转180。用竖丝中心位置，在平行光管II的分划板横丝上.读取数为b。

    旋转照准部1800，以倒镜位置重复上述检定并读取数为b

    望远镜视准轴与横轴的垂直度C按下式计算

篆(b,一“Jt (12)

式中:t-一 平行光管II分划板横丝格值(") o

    望远镜视轴与横轴的垂直度也可以用多齿分度台加 个平行光管检定，检定方法同上

13 一测回水平方向二倍照准差变化

13门 要求

    二倍照准差变化不超过表7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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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一
D107 DJ1 D千2

DJs30
1J30

一一一
。

一忙
|

仪器型号

要求(勺

13.2 检定h一法

    取第22. 2款各测回中正、倒镜位置读数之差变化量的最大值为一测回水平方向二倍照准差变化值

仑2C

14 竖直度盘指标差变化

14. 1 要求

    竖直度盘指标差变化不超过表8的规定

表 8

仪器型号 n107 DII

一要求(:一)一一丁一 } 而 DJ212 uJSo30
14. 2 检定方法

    取第23. 2款各测回中指标差I中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为竖直度盘指标差变化值Z11I

望远镜调焦时视轴的变动误差

  要求

视轴的变动误差不超过表9的规定。

表 9

仪器型号

要求(勺

切 07 nn

DJ210 PJ310
  检定方法

将经纬仪安置在检定台上，在经纬仪前面等高处装有一准线仪，其管内安置不少于5块分划板，构

巧
151

二

一152
成最短视距月标和无穷远目标(如3,9,18,36,50,-m，分划板格值小于30勺，所有目标的分划板一}宇线

中心应严格在一条直线上，且平行于水平面，如图4。

-— 一鱿一-州Ir- 气一廿-韧.-卜，

L,                                                                        L,.  L, L, L,乙科

                                              图 4

转动仪器照准部，调节望远镜焦距照准准线仪无穷远和最短视距目标十字线分划板，用准线仪微调

螺丝，使两十字线中心重合。

以正镜将望远镜 I.字中心与准线仪近点十字线分划板中心瞄准，由近点到无穷远点一次逐个瞄准

并读数(格值或秒值)，再由无穷远点到近点为返测.取各点往返测读数的平均值为A;

以望远镜倒镜位置重复上述检定，读数的平均值为13

视轴各点的变动差按下式求得:

A一刀
(}3)

式中 t 一分划板格值(�J o

调焦时视轴的变动误差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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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w，绝对值最大值为检定结果。

    计算实例见附录表4

16 照准部旋转时仪器基座的位移

16. 1 要求

    照准部旋转时基座的方位移动不超过表10规定

                                                  表 10

仪器型号

要求〔�)

D107 DJ 1 D{2

DJs1.0
1)130

16.2 检定方法

    将经纬仪安置在检定台上，在仪器基座侧面设置反射镜，自准直仪对准反射镜。照准部顺时针方向

旋转2周，读出自准直仪读数A,，再顺时针方向旋转1周，自准直仪读数A:将照准部逆时针方向旋转2

周，自准直仪读数B,，再逆时针方向旋转照准部1周，白准直仪读数B,-, (1}将照准部顺时针方向旋转3周，

自准直仪读数C

    照准部同方向每转一周时仪器基座方位移动值￡按下式计算:

}A,一A,}十}B:一B,}
              2

(15)

仪器照准部顺、逆时针每转一周时，仪器基座方位移动值。，为

E=
C--B

(16)

取。和E中最大值为检定结果。

也允许使用保证检定准确度的其他方法检定此项。

注:脚螺旋放置中间位置，转动时不允许有多余的反向旋转;对于有复测机构的经纬仪，须将照准部连同度盘一1al

    旋转

照准部偏心差和水平度盘偏心差

， 要求

17

17
    DJ07,DJ1照准部偏心差最大值2F不超过80";照准部和水平度盘偏心差V值的最大变化量不超过

60";V。值对正弦曲线的最大差值不超过20气

17.2 检定方法

17.2门 照准部偏心差

    将仪器安置在检定台上，并精确整置，照准部顺时针方向空转一周，从。。开始每转450固定照准部，

读记水平度盘测微器。首先使对径分划线重合读数t，然后用指标线同边的分划线与指标线重合读数r

连续进行3周(每周为1组)称为往测

    往测完成后紧接着进行返测，逆时针方向空转照准部一周，从315‘开始，每转45。在水平度盘测微器

上读数t和t'，连续进行3周。

    整个检定过程连续进行.禁止使用水平微动螺丝，往测时照准部只许顺时针方向旋转.返测时只许

逆时针方向旋转，因此水平度盘位置不必严格要求，准确到度即可

    检定结果的计算如下。

    每一位置V.按下式计算:

                                                V二2(t-t' )                                     (1i)

式中:vr一对应于受检位置检定结果。

    根据所得V值进行下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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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

:以厂〕 V值之和;

    、- 一v，的个数;

    d 一横轴到对称轴的距离

按下式求出偏心方向与度盘零刻线的夹角P(正弦曲线第 一次 L升时与对称轴的交点的横坐标

式中

值):

式中

尸=arctg
一〔Vcosm 〕
〔Vsin对八i

Bbl。一 检定位置的度盘度数

尸所在象限按表]11规则给出。

表 11

                    ，~~ ，‘咚~ ，~ ，份卜~

Vcos叮")

(Vsin材 注〕

下                             II

                              l阳

按下式给出偏心差的幅道

一2CVcosM,,; 2CVsinM� j
resin尸 ncos尸

(20)

或

按下式求得v

f二
CVsln(M,,一P))

,sin伙.m,一尸)〕
(21)

                                    Vit=介in CM、一P)+c1                           (22)

    检定结果实例计算见附表5,6e

    以度盘位置为横坐标，以V.的平均值V为纵坐标画出折线图.再将v;十的值按其相应度盘位置标在

图L并把它们连成一条光滑的正弦曲线，根据计算结果得到v最大变化和V与光滑曲线的差值

17-2.2 水平度盘偏心差

    在照准部偏心差检定结束后，紧接着按上述方法进行度盘偏心差的检定，并且要保证照准部不动。

每隔450进行检定.检定方法与检定照准部偏心差相同，只是每一整置位置是由转动度盘变换钮进行的

    检定结果的计算如下。

    设正弦曲线 [的点距离对称轴的最大距离为f〔偏心差幅值)，偏心方向与度盘零刻线的夹角为P, ,

根据所得的v，值进行下式计算:

    求出尸 值:

P, =arcrg
CVCOSM 〕

CVsinM,)

求出偏心差幅值

一2CVcos对、〕 2CVsinW
nsinP

  CVsin(何;

rxcosP

尸 )〕

  Csin'=(1L7，一P:)〕

=广sin (MI一P. )+d

八

“
 
 
 
 
 
 

V

17-2.3 水平度盘偏心差对照准部偏心的影响

    由水平度盘偏心差检定中取出厂:和尸，由照准部偏心差检定中取出f和P值。

    没人为照准部旋转中心.刀为水平度盘旋转中b ,C为水平度盘分划中心，按AC-八RC=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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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CB=P--P:作二角形ABC。从三角形ABC中量取f2-AB，并计算:

                                            F一丸十f (23)

    最后2F不超过规定值

18 光学对点器的视轴相对于竖轴的同轴度

18. 1 要求

    同轴度误差在。.6m至1. 5m高度内不超过lmm

18-2 检定方法

    固定经纬仪的照准部，转动仪器座，观测距经纬仪。.6m和1. 5m处分划板上的最大变化量，固定经

纬仪的仪器座，转动照准部，观测在经纬仪。6m和1. 5m处分划板卜的最大变化量 取上述检定所得的

最大变化量绝对值的平均值为检定结果

    也可以用光学对点器检定仪进行检定

19 竖盘指标自动补偿误差

19门 要求

    竖直度盘指标在仪器倾斜士2‘时，自动补偿误差,DJ2不超过3"; DJ 6不超过4. 5"

19.2 检定方法

    将经纬仪安置在带微倾的检定台仁，使经纬仪望远镜与平行光管物镜相对排列，其视轴大致水平并

基本重合，整平仪器。

    以平行光管分划板卜字丝为目标，调整微倾装置，使仪器先后处于五个状态(仪器竖轴位于铅垂，前

倾、后倾、左倾、左倾2'的整置状态为:一1,2,3,4.5)。每个状态进行2个测回(设测回号j=1.2)读取竖

直度盘正、倒镜位置读数几，凡。得各状态正、倒镜读数平均值L;, R、计算各状态的天顶距和指标差:

Z一省(L一R,+360)

I一合(L,+R一360)

(24)

(25)

    或

式中:2-一 第i状态的天顶距;

      I— 第;状态的指标差

I一((L; --R)一1800cr仪器) (26)

按下式计算天顶距和指标差变化量

△Z=2一
暮乙

(27)

艺几
△五一五一5 (2R)

式中:2一一各测回竖轴铅垂时的读数;

      I,;- 竖轴铅垂时的指标差;

    △2一一第‘状态的天顶距变化量;

    △Ir-一第i状态的指标差变化量。

    取△2和III的绝对值最大值为检定结果

20 主望远镜目镜测微器分划值

20.1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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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项检定只适用于DJO7经纬仪，主望远镜目镜测微器分划值误差不超过1

20.2 检定方法

    用望远镜目镜测微器的不同位置观测 一个微小的角度，(以平行光管分划板为微小角度)。此角采用

20"--25，为宜，并精确检定出此角度值a

    观测时，日镜测微器的整置位置如表12

                                                  表 生2

目镜测微器整置位置〔周 分划)

8. 100

9. 105

巧

一
即

a

一
认

 
 
 
 

一 
 
一 

 
一 

 
一 

 
 
 

一 
 
 
 

-

8.00                   8.25                  8.50

9. OS                  9. 30                 9. 55

10.10 10. 35 10. 60 10. 85 10. 110

每一整置位置的检定程序如下:

望远镜目镜测微器精确对准上述位置，旋转照准部用望远镜平分丝照准小角度的左目标，进行目镜

测微器读数。

转动照准部照准右目标，进行目镜测微器读数。以上操作为一个测回(即每一整置位置为一测回)，

每一目镜测微器位置连续观测2次，取其平均值，求出该位置所测的角值为R，共测得15个Q值

    再求出巧个户值的平均值R*，计算望远镜目镜测微器分划值f!

(29)

式中:a— 平行光管分划板的微小角度测定值(，’);

再 -一目镜测微器观测平均值(格)

21

21. 1

偏扭观察目镜测微器分划值

21.2

  要求

偏扭观察目镜测微器分划值分划误差不超过1

  检定方法

检定方法及计算同20.2

22

22.1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及测角总不确定度

要求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不超过表13规定

    用于几何量测角的经纬仪应对测角总不确定度进行检定，其检定方法误差DJ07>Djl， DJ2<0.5";

DJ6镇1";DJ30}罗

    经纬仪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为判定仪器合格与否的主要指标，测角总不确定度只给出实测

数据

                                                  表 13

仪器型号 D」07 D11 nrZ D16 DJ30

要求(室内) 一一。6 一下一 。.8一 下一 丁6      1一一万

22.2

22.2

检定方法

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用多目标的平行光管法或多齿分度台与平行光管组成的装置进行检定

测角总不确定度由多齿分度台与平行光管组成的装置检定

.1 多齿分度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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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用多齿分度台(3')1或552齿)与平行光管组成的装置检定，检定装置如图

5)方小

                                                      ICI5

                                      ) 基座;2一可调工作台;3一受检仪器

                                            4一平行光管:5 多齿分度台

    将被检经纬仪安置在多齿分度台上，精细调平并使经纬仪回转轴与多齿分度台回转中心同轴，其差

值小于‘).lmcn a
    检定DJ07,DJ1受检位置为23点，进行二个测回观测 DJ2受检位置为23点.进行 一测回观测,DJ6,

DJs。为is点，进行一测回观测。检定时.往测多齿分度台逆时针旋转，返测时多齿分度台顺时针旋转

往返测为 一个测回.其体检定方法如下。

    多街分度台置于零位，转动照准部照准平行光管目标，转动度盘变换钮置水平度盘于o0.顺时针方

向旋转照准部一周，望远镜照准平行光管目标.盘左读数两次，多齿分度台按预先布点逆时针方向旋转

至第2检定位置，经纬仪照准部以顺时针方向旋转并照准平行光管目标，盘左读数两次。以同样的力法

检定3,4-二,。位置，最后回到零位 取首尾零位读数的平均值作为零位读数。

    望远镜翻转180，逆时针方向旋转照准部照准目标，盘右两次读数，多齿分度台顺时针方向转动第2

检定位置，经纬仪照准部以逆时针方向旋转照准部照准目标，进行第2位置检定。以同样方法检定3,4,

... , n位置，最后回到零位

    分别求出往测、返测各受检点读数鳞对平均零位读数氏以及对齿盘标准角值asp的差值为91

    各受检点的分度误差SO按下式求得:

                                            tF,=a‘一久，一aq                                          (30)

    取往测笋和返测9'平均值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为测角总不确定度:

                                            4--P*,二一升.。 (3扮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按下式求得:

。一士m ra (32)

式中:0，一 方向误差Q=1,2.3,--0

*一。一告菩。 (33)

测回数;

受检点数。

    计算实例见附录表7

    用36()或720齿多齿分度台检定经纬仪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及测角总不确定度时，必须对光学

测微器分划误差进行检定。

    多齿分度台检定经纬仪度盘分划误差同552齿的操作相同

    光学测微器分划误差检定时，将光学测微器刻度范围分成。等分，以1 /n的角度为微小常角(常角卢

值DJ07,DJl为20",DJ2为2',DJ6为10')以标准小角度进行比较检定，也可以用专用平行光管或光楔角

规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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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角总不确定度按下式求得:

:一二、I-All + 34 )

式中:d— 一度盘最大分度间隔误差，。1二价。

a. 一测微器最大分度间隔误差，△_ cp,

一笋min ,

“一 爹Iln

。一一度盘测微器单次测角重复性

。=士3 Va;+a:; (3三 )

          w 砚，
a.-- a，一 十 了̂—

                  丫                  2n

式中:v 一相同位置两次测量值之差

n-一 V的个数。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按下式求得

P=士丫 ("S )s十〔9})“十。}汁一a; (36)

式中 〔仍)一一度盘分度误差明的均方值

            陌丁下一
/二 、_ 1 i‘岁 ;

、yy,一二丫-n

        。-一 受检点数;

      ((A)-一 测微器分度误差梦.的均方值。

22,2.2 多目标的平行光管法

    沿经纬仪水平方向的圆周上，安置4-6个平行光管作为照准目标 用全圆方向观测法进行检定。平

行光管的布局应呈随机状态，夹角的角值为度、分、秒值分布。例如6支平行光管的布置，其方位大致为

0000' 36002'.72004'108006'.144008'.180000'，如果用4个方向测、可取前4个目标

    DJ07,DJ1观测12个测回，DJ2,DJ6观测6个测回，DJ30观测4个测回。

    测回数及各测回的水平度盘整置位置如表14规定。

                                                表 14

仪器型号

换哑回 数

DJ 07.D11 D.12, D.I6

6

枯置位置

  0000

15,05'

30010'

45'15'

60'20'

75'25'

90'30'

105'35'

120'40'

135'45'

150'50'

165'55'

0'00'

30'11'

60'22'

90'33'

120'44'

150'55'

n13o

    4

0'00,

45'l5'

90"30'

115'4岛，

    以6个测间为例，检定步骤如下:

    经纬仪安置在检定台上，精确调平，

以1F镜位置照准日标1，测微器两次读数

整置水平度盘于零度起始位置。照准部顺时针方向旋转一周后，

，并取平均值L,。依次照准目标2，3，⋯，。，分别读数，并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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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最后照准起始口标1,回零读数，取起始零位与回零读数的平均值为起始方向值

将经纬仪望远镜翻转1800，以逆时针方向旋转，分别照准目标1,n, 0,3,2,1，分别读数，取平均

值R;

上述操作为一个测回，一测回观测值结果计算见附录表8,9。检定装置示意如图G

/5·/

/

 
 
 
 
 
 

/
了

r
\

瓦

、

 
 
气\
\

 
 
 
 
 
 
 
 

、

                                                    图 6

                                        1--6一平行光管 7-经纬仪

    整置水平度盘分别以30011',60022',90033',120044',150055‘作为起始位置，重复第一测回的观测，

依次求出第2至第6测回的观测结果。6个测回的检定结果的数据处理见附表8,9。一测回水平方向标

准偏差按下式求得:

产二士

，__。 艺Cv}2
zv“一 —

                    刀

(ri+一1)(刀一1)
(37 )

式中:。，-一 测回数;

      ”-一 照准目标数
23 一测回竖直角标准偏差及测角总不确定度

23.1 要求

    一测回竖直角标准偏差不超过表15规定

表 15

仪器系列 DJ07 DJ 1 { 阴2     一
要 求 20     }         一

    测角总不确定度的检定方法误差小于1

23.2 检定方法

    一测回竖直角标准偏差用竖直角检定装置检定.检定装置如图7所示。该装置在士300范围内不少

于5个目标，每一个应当是非整度数的，其中中间目标为绝对水平

                                                      图 7

    枪定时，将经纬仪安置在检定台上，并精细整平 依次对每一个目标进行正倒镜观测。在每一位置观

测时，读数两次，取平均值，求出各目标方向值 各目标方向值减去水平方向值，即得各竖直角的测得侦

。。以卜为一个测回，共进行2一4个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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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回竖直角标准偏差按下式求得

斋 18)--f刊
                                                          凡一久一a实

式中:、一 真误差;

    a实— 竖直角实际值;

      k— 测回数，k二2一4;

    。-一标准竖直角个数
    测角总不确定度方法如下。

    竖直角测角总不确定度的检定也在竖直角检定装置上进行。将上述各侧回的竖直角测得值取平均

值，减去标准角的实际值，求得各竖直角测角误差.取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为竖直角测角总不确定度

    竖直角测角总不确定度的检定也可以在标准竖直角检定装置上进行。

四 检定结果处理和检定周期

24

项目

25

经检定合格的仪器，发给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仪器.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其不合格

经纬仪的检定周期根据使用情况确定，一般为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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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表1 水平度盘光学测微器行差

仪器编号: 年 月 日

︹
内

娜

度盘位置

    〔。‘)

刀一 /)

0 (1〔) + 0. 2

十Ud
卡0. 2 -0. 30. 3- 0. 3 _:

一 0 6

30 20

-I. I-1. 3-1. 2 -1-1-1 二:.)
一 1 8

60 40

l. 01. 21.1 0. 50. 20.4 0. 50.
O 4

O 7

9(〕00 一 1. 1

侧

肠
一

()6
一

侧
一

松

-0-1
二{.)
一 1.6 -1. 5-1.0- 1. 2

120 20

+0. 30. 00. 2 -0. 6-0.8- 0. 7 -0-0-0

0.7

0 6

0.9

150 40

脚
一

漏
一

02
﹂

04
-

M

-0. 9-0. 7- 0. R -1.4-1. 6-1.5 -L5-1. 3-1.4
180 0

-1. 1-0. 9-1.0 二:
一 1.1

-I-1
210 20 0. 3 -L6-0. 1 0 5

-00 -0-0 -0-0
240 40

-0. 6-0. 9-0. R - 1. 3- 1. 1-1.2 - 1. 8- 1. 4-I.6 0.8

270 00

0. 80. 60. 7 :.{
+0-0

竺
上
12

300 20

汀

-

拼

-0. 9-0. 5-0. 7 -1.4-1.4-1.4 0.5

330 40

0. 20. 50. 4 0.00. 1().0 0. 0-0. 2-0.1
一二上宁二一0. 55+0. 62 一。.。rr=0.55 r下二二0. 6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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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水平度盘光学测微器隙动差

仪器编号 年 月 日

测微器读数
隙动差

度盘位置

    (。)

度盘位置

    (勺

汉1微器读数
隙动差

音(。一。〕 二认J 乃〕
匀

 
 
一 

 
一()一肠

 
 
一

旋进 a 旋出占 旋进。

33.2

33t4

33.7

旋出八
L _ _

00.8

00.7

00.6

00 7

00 4

  00.1

  00 2

一 00.1

  0〔)，2

  00 只

00 7

〔、0 5

00_7 荟17

默 一1 一狱

32 7

东3们

33.0

32.2

污只 1

口 门

21_7

21 6

20.9

艺1.2

2生.布

::.:

21.2

  00，5

  00 4

  00.6

一 00 1

  00.3

  00.2

  00.3

仍 价

52.4 们.了

].艺

0.5

日‘G

臼 6

〔，.宁

斜

巧

最大隙动差=0.7

表3 照准部旋转正确性
仪器编号 年 月 日

照准部

位 置

水准器气泡

两端读数

  水准器

轴之倾斜

水准器气泡

两端读数

水准器一
轴之倾斜

水准器气泡

两端读数

  水准器

轴之倾斜

水准器气泡

两端读数

一

一水准器

}轴之倾斜
}一__
一
一{

  第一周正转 }一 第二周正转 第二周反转 第一周反转

左 右一一和 左 右 和 左 右 和 左一、二-
0 一而礴‘33一{2O.‘ 7、1 13.6 20.7 7.0 13，2 ZOtZ

4几 7.0 13.J 204 7.2 13.6 20.8 7.1 13.5 20611川 }1:3·5{2。·6
9O 一6.9 〕3 3 20.2 7.0 133 20 3 6.7 13 1 19t吕 6.9{133、:。.厂
135 7.0 13 3 20.3 6.5 13.2 20.0 6.5 12.， 1，.4一乐8}13.:二.J
180 7.0 13.J 20.4 6 8 13、1 19 9 6.5 12.9 .‘94{65 ‘29 ‘9:
225 6.9 13.3 20，2 6.8 13.1 19.9 6.8 13 2厂飞瓦丁队刃一瓜刃丽-
270 7 O 13 4 20.4 6 8 13.2 20.0 72一{’“·“压丁百寸二厂沂石一}12o.1

{2。二315 7 l 13.5 20.6 7.0 13.3 20、3 一7.2 13.6 卿.8}不一下硫一}

照准部位置
正转对径读数平均值9 反绮砖对径读数平均值9

l 2 3 l 2 一

尸 ~— -一一一 — — —

l 3

0 20.2 20.3 20.3 19 9 19t8 20。勺

4二       20.3
一

20，盛
          一} 艺0 3 2叻.]

9O
{

        20.3

                                            一

20.1 � {2o. 。{ 20 3
�一

2勺 2

135

��一

2(J、5 20.1         { 2认2 、   ‘)沙

照准部旋转正确性误差 20.5一19.8=。7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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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望远镜调焦时视轴的变动误差

仪器编号 年 月 卜}

准线点距离L

      (丁n)
l8 5O

44.〔) 44.0 43.0

兴

正镜

  月护 伙囊二
42‘5

斗3.2

7d_门 73_0

半

往测

返测

平均

往测

返测

平均

73 乌

东 默 轶
井

73.2 轰
4一 召

读
数
︵
格
值
或
角
值
﹀

29.8 30 0 29 只 又0 2 2号 6

1= 2

勺乙 片 心.一 闭 一0.2

    表5

一 0 4 一 0.2 一 0.6

照准部偏心差

仪器编 号 年 月 日

测回数 度盘位置

一

一水准”“努
甲一对径分划线重合时的读数， 分戈。线与指标重合时的读数t，一

V=2(t一1少

‘一 一 和 l 2   」
(。) }(‘)

l

一 ‘Ij， } (‘与 (与 (与 一
O 一5·5 12.6 12.4 25，0 2.1 2.5 4.6一40.8

45 }5.3一:4， 14.7 28.8 4.0 5 O 9。一37.6

9O 5 O 1生.8 14 2 29.0 4 3 4.7 {:兴135 5.0 15.0 15.2 30 2 3.7 3 8 一不万一丁
1
}

下
4，3 17.7 17.8 35.5 7，4 7.7 15.1 40.8

�{
4.2 29 6 29 0 58.6 20 5 2(〕6 41.1

袱9O 4.G 25.6 25.3 50.9 15.3 13.1 30.4

135 4.0 33.3 33，0 66.3 22.1 22，4 44.5 43，6

一
}

一 180
飞

4.8 17.2 17.4 34 6 3.5 3.8 7，3 54 6

225 5，0 40，5 40 5 81.0 26 3 26 4 52 6 56 8

一而 一5，1 14，8 14，7 29.5 2.3 2.0
!

}

一卡一篇-315一5，2 27.5 27 6 55.1 15 8 16、0 31 8

1

�� 卜一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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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仪器编号 年 月 日

钡吐回数 度盘位置 水准器读数
对径分划线重合时的读数之 {分划线与指标重合时的读数，，

V瓜2(亡一厂)
1 艺 和 万一1一厂于一 和

(0) (9) (勺 (.’) (勺 (粉) { (勺 (”)
l

I

180 4 0 22.5 一22: 45 10 0 一 104 20.4 49.2

225 4 2 31.8
厂

      32，0 63.8 18.6 一，。.。 37 6 52.盛

2?0 4.5 16.8 16.7 33.5 4.0 4‘3 8 3 50.遭

315
�一

4，8 30.4 30.2 60.6 19.2 19 6 35.8 42.6

�{ �一
一

一万一
�}

注:返侧未列表格，计算方法相同

表6 照准部偏心差V值计算实例

仪器编号: 年 月 日

照准

部位

  置

叼J

  (p)

V(观测值)

sln人九 cos人f月VslnM，   Vcosjf，

}

{

性)尸5111(材孟一P)jslrl(对，一P)
d_些

  (份)

V汁“d十j，n

大(M月一P)

往 测 返 测

赞({)(一)、:)(!)
O 40.840，837.236.438.赶0 000 1.()00 0.000 38.8 222{一。.67 一5.2 44.5 39，3

45 39.C37.C36 赶38 438 C0.707 0.707 26 9 26 9 267 一0，99 一 7.7 36，7

90 40.C41 C34 236.吕3821.000 0.000 38.2 0.000 312 一0.74 一 5.8 38 7

13545，4卜划42.641643.三0.707一0，70了 30.6 一 30 6 357 一0、05 一0.4 44，1

18054 649 乞51.0{538{52·20.000一 1.00( 0.000 一 52，2 42 0.67 5.2 49，7

22556.852.449.8}4o.452.1一0707一 0.70丁 一 36.8 一 36.8 87 0.99 +7.7 52.2

27060.450 449.2连5t849 9一1.00(0.000 一4o.9}0.000 132 0.74 5 8 st}3

31546t642.643 0卜:·643.7一0.7070 707一33·6一33.6 177 0.05 0 4 44‘9

〔V〕=356

〔VslnM 〕=一23.R，之Vcos材 马=

d_塑一攀今 44，5

一2〔VcosM 〕

〔Vcos

儿丫sin尸

MI〕

箫
P禅arctg 百百瓦石万 =aretg

一 〔一 21.1〕

一 23 8
42D今 138。

了”
2〔Vs云nM 二 一 47 G

”cosP 一〔RX074〕

    j甲均二?‘罗

7 91，

200



JJG 414一94

表7 测角总不确定度及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

仪器编号 年 月 日

标准角值
读 数 与标准值之差

        少 *一十军*7. R 平均

o0o' ao" 0.01, o.0', 0.011 0.0 一0.8

15'39'7. 8" 9.0 8 3 R. 6 0.8 0.0

3101R' 15. 7" 14. 0 15.5 14.8 一 0.9 一 1. 7

46057'23.5" 22.5 23.5 23. 0 一 0.5 一 1. 3

62'36'31. 3" 32.0 30. 6 31. 3 0. 0 一0.8

78'15'39. 1" 38. 2 39. 1 38. 6 一 0.5 一 1.3

93054'47.0" 46. 5 45. 9 46. 2 一 0.8 一 1.6

109033'54. 80 57. 2 56. 1 56. 6 1.8 1.(〕

12犷13‘2.扩 2.6 219 2.8 0. 2 一 0.6

140'52'10. 4" 13. 1 10. 9 12.0 1. 6 0.8

156031' 18. 2" 19.4 17. 3 18. 4 0.2 一 0.6

172010'26" 26. 9 27. 6 27. 2 12 0. 4

187049'33. 9" 35. 5 37. 1 36.3 2.4 1.6

203028'41. 7" 44. 3 45. 0 44.6 2.9 2. 1

219007'49.5" 50. 1 52. 2 51. 2 1. 7 0.9

234'46'57. 3" 59. 8 58. 7 59.2 1. 9 1. 1

250'26'5. 2" 510 8.0 6. 5 1. 3 0 5

266005'13" 12. 2 13. 7 13.0 0.0 - 0 8

281'44'20, 8" 20. 6 23. 3 22.0 1.2 0. 4

297023'28. 6" 27.5 29. 6 28. 6 0.0 一 0.8

313002'36.5" 37.7 39. 5 38. 5 2. 0 1_2

328041' 44. 3" 45. 1 46. 2 45. 6 1. 3 0 3

344'2()'52. 2" 52. 0 55. 3 53. 6 1.4 0. 6

起始与终了零位已归零

      测角总不确定度 0=甲m.-梦-

  二2. 9一(-0. 91

  = 3. 8"

十军*一。.8

k=操=   2525 3623一1.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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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

仪器编号 年 月 ti

照准标
观测次序

盘 左 L

  读 数

(0) (0)(")

盘 右 K

均

盘左十盘右
        2

角度值

1些俨型竺一主丰一色竺
(。){’)(“) )(’)(”)

。()’“‘·，”}
一:1. 5" 1
97'3'0. 6"

:)
180'0' 19. 5"

‘;::) 21. 0

20. 0

护
一
21
(2l

5702'39.8卜~- ~
0.2”

237"3' 1. 0"

        飞.2刀

176'37'4 2. 8" 356'37'42. 0"

42. 2"}
42.5 42 42. 3 176'37'21. 3

42. 2"

239'10'48.0丹 59'10'44丫

49.0 44. 3

21. 0

46. 1 239'10' 25.

48. 0" 44. 1"

000'220"

口
21. 9

21. 8"

一 仁一一 __
}

日万一~

{一 一

注:照准标的平均值应以起始读数与归零读数取平均值，在计算2C时，则以本照准标的读数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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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一

的
吹

0
戈

喻
叶

一
~
人

对
?

阶
阶

︵︸

丁

‘成
巨岸
或1二{岌次

刊[奋
Q
一
脚斗
初

皿

次

珍
洛
洛

一
一为

1
|

一长
1

|
一
井
︸

|
.|

对
酬

海

恻
侧
援

洛
洛

的
辑
把
睦

止}立}二}立}骂闪

1
洛

愁

.0
洲

自
.门
闪

卜

甘
入

一
。人
囚

峪

勺
囚

叶

对
N

嘴

囚
囚

1
.的
N
，0
1
。6
阶
囚

厂
.恤
潮庵

啼
琢
举
眨

成
卜

公

O

口

一
芍

叮

O

叶

9
的

闪生{乏
书
洛

0
.凶

帅
.N
|

卜

U

?

0
闪然

价
，的
[

沁
，一闪
，卜
门
9
卜
1

广
1陋

幽
限

辑
恺
暇

飒
卞
名
绷
擎
把
恒
但
构
睁
关
回
司
!

兮
改
。忆蒸一董六 {含 {尼 {写

6
释

。

我

十

一
斗
剔
。酬

二}止{二{止类
洛
洛

一

卜

旧

闺
代

吹

忆
代

卜

沈
代跳 }美

沈

口
罗
黔
卜
代

︵七
︶
︵
屯
︵。

划
划
妖

2
鉴
招
奎

︵之
)
︵
︶
︵。

匕
吹
0
吹
1

对
寸
。0
囚
︻

讹
黔
0
6

囚
囚
。0
山

补
犷
0
阶

己
O

U

车一-一汁一
          l

[
始
拱
缝

-
洲
划
级
侧

一
少
宜
蒸

中
骡
维
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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