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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改变西部干旱缺水，在西部大开发中，大规模、长尺度地兴修水利，如南水北调，将有必要进行。基于同一

个水准面上高程相同的原则，本文强调在上述工程的设计施工时应该使用与位基数意义相同的力高高程。据计

算，在纬度差为%&’，高差相差的近&(##)的同一条测线上，现行的高程与力高高程相差$)之多，这样大的偏差

是不能忽略的。文中对高程测量中重力点的布设及重力内插的精度等也提出了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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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地测量学可知，在地球重力场中进行的水

准测量，只有几何意义，而无物理意义，以致从大地

水准面出发，经不同路线到地面一点的高程（差）互

不相等，这是由于通过地面点的水准面与大地水准

面互不平行所致。而目前各国在高程系统中采用的

正高或正常高在同一水准面上具有不同的值，这给

水利建设带来不便，为满足这一条件，在水利工作中

则采用位基数或力高。所谓位基数就是大地水准面

上一点与过地面点重力位之差，可通过水准测量和

重力测量来实现，和位基数等价与相应的高程就是

力高。

由于西部大多属高原和高山地区，在它的北部、

西部干旱少雨，现今沙漠化现象又相当严重，这不仅

严重制约该地区的工农业的发展，而且影响到人类

的生存和生活。近年不少学者提出了南水北调的西

线方案，如果以雅鲁藏布江（径流量仅次于长江、珠

江，约为黄河的"倍）往北引水方案为例，在如此长

达%###多0)的水准路线上，需按力高的原理与

方法来确定高程，若仍以传统的方法来确定，由此将

会产生近$)的偏差，无疑这将影响水利工程的质

量与功能。

由于用重力位差可以确定一点的水准面相对于

另一点水准面的垂直距离，早在%/世纪就引起大地

测量学家们的注意［&］。为便于实际应用，%.$%年

123)245提出用一个长度来表示上述的位差，这时

的位差必须与一个等于常数的重力值相除，并把这

一常数定为纬度等于!(’处的正常重力值。在%/((
年前，国际上仍采用力高高程，而在同年的大地测量

协会上，则决定采用与高程相应的位基数［"］。有了

这样的位基数，即可方便地求出力高，也可求出正常

高和正高。因此高程的测量实质上是位基数的测

量，只有水准测量与重力测量相结合，并由这种方法

确定的高程才能唯一。只有用力高表示的高程，在

水利建设中才有实际意义。以往由于一些原因，例

如，若干国家的疆域不大，设施水利路线不长，或由

于湖区的范围有限，致使力高未得到实际的应用，如

今一些国家大规模水利及海堤建设正在兴起，全球

垂直基准正在建立，作为一种具有真实意义的力高

高程的研究和应用必将得到进一步重视。

% 由位基数求得的力高在水利上甚为必要

如前所述，地面一点高程是过该点的重力水准

面相对于大地水准面的距离，它是与路径无关的，力

高的特点是在同一水准面上有同一个高程，故适合

于水 利 建 设。由 于 重 力 等 位 面 互 不 平 行 也 不 相

交［!］，人们早已认识到单纯的水准测量只能提供&
点间的几何高差，随着所经过的路径不同，所得的高

差也不相同，只有将这种几何的高差测量与重力测

量相结合，所求得的高差才有物理意义和实用价值。

地面一点! 和大地水准面上的" 点的位差：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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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称’为#的位基数。依量纲看，它不是距离，

但实际上它是高程的自然量度，若将它进行转化，则

很容易定出这种量度，位基数近似为!$%&’#!()／

*)，它接近或相当于#(的高程。如果测量高程的

精度达到#((，则位基数相应为#’#!+)()／*)。

如果取大地纬度(,-./处的正常重力!-./，对

正常地球而言它是全球重力的平均值，若将位基数

’与之相除，则得力高

&)$’／!-.*。 （)）

以往由于一些原因，至今尚未使这种物理意义

明确的高程—力高在各国得到广泛统一的应用，今

后随着全球垂直基准研究的深入，以及人们的重视，

预计对力高的研究和应用，必将受到进一步的重视。

顺便指出，现今的空间大地测量技术如012、

234等已广泛地得到应用，它们的定位的精度（包

括大地高）也越来越高，但由于它们所测的距离和高

程，仅是几何量，并不具有上述的物理意义，倘若它

们与重力场元素相结合，则其作用将更为明显。

) 由位基算得的力高与正常高之差在山区

不可忽视

按我国的大地测量法式规定，采用的高程属为

正常高系统，当然有些国家则采用正高系统，目前已

能用高精度方法求得［.］。所谓正常高是由似大地

水准面到地面一点的高程，而这里，地面一点的正常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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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中，!( 为沿正常重力线的正常重力平均值，并

且"!／"&,+)./／05，")!／"&),6./／0-，0为地

球赤道半径，./ 为地球的引力常数（牛顿万有引力

常数. 与地球质量/ 的乘积），&为地面的高程

（计算时可取为正常高，对精度无影响），一般取"!／

"&,+5!&6’#!+%*+)，")!／"&),#1-’#!+#)

(+#·*+)。顾及（)）和（5）式，有

&)$&!,［（!+"!-.*）／!-.*］&!。 （.）

对于2，3点的力高高差，则有

&)2"&)3 $
#
!-.*

［!+（2）&!2"!+（3）&!3］$

&!2"&!3,
!-.*"!+（3）

!-.*
&!3"

!-.*"!+（3）

!-.*
&!2$

&!2"&!3,!&， （6）

式中，!&为力高高差改正即上式中的后)项，根据

#%&!年正常重力公式

!$%7&!5)1677（#,!1!!.5!)--*89)("
!1!!!!!.&.*89))(）4#!".(／*) （7）

可得!-.*,%&!6#%1%5.’#!+.(／*)。

如取雅鲁藏布大峡谷上游处（南站）的概略纬度

为)&*，概略高度为-!!!(，由南水北调到嘉峪关

（北站）的概略纬度为-!*，概略高程为#.!!(，又

根据公式（-）、（6）、（7）可得!&,+715&(，即)种

高程相差为715&(，此值是相当大的。

若取上一测线上平均纬度为5-*的正常重力

值：!5-*,%7%6-%15%#’#!+.(／*)代替-.*处的值，

则由相应的公式可计算得!&,+61&!(。上述两

者的差别在于所取平均纬度不同，前者是指全球性，

而后者是指区域性，但不管怎样，上述)点的动力高

高差与正常高高差相比，互差达7(左右，这个差值

确实很大，故在水利设计、施工时必须考虑。

5 位基数测量中重力点的布设

如前所述力高是重力位差测量中相当于长度的

一种标志，其中重力测量是不可缺少的，因此，用什

么原则来进行重力点的布设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

题。

由（#）式可知，#、(点间的重力位差：

!’$!#"!($!
(

#
%"&， （&）

式中重力：%,"!／"&，在实际工作中，是用数值积

分（累加）方法完成上述任务，也就是说用水准测量

（附有一定精度的重力数据）一站一站地传测下去，

对某一测站而言，前后测点为3+#和3，前后视线

高度为&3+#、&3，53+#、53为与视线相应的水准面的

距离，由文献［)］有

!’3，3"#$!3"#"!3$
（&3"#"53"#）%3"#"（&3"53）%3,
#
)

（&3"#"53"#）) "%
"（ ）&3"#

"

#
)

（&3"53）) "%
"（ ）&3

。 （%）

若顾及"%／"&,"!／"&,+5!&6’#!+%*+)，&3+#
+&3小于5(，%3+%3+#不大于5’#!+.(／*)，对于

#条经大地水准面（零点）起算到待求点的位基数’

·%6·#期 张赤军等：略论位（重力）基数测量在水利建设中的应用

万方数据



值（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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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初步研究，（"$）式中第二项的影响可能达到

"&’左右，在高程计算中仍需顾及，不过在讨论重

力测量误差时暂不考虑，这时，

!"!
#

$""
"’$!%$， （""）

"’*为$和$("点间重力平均值，同理对相邻两水准

点（+，,）的位基数之差，有

!!+，, "!+&!,。 （"#）

以对!!+，,的微分代表它的误差，并在此处不考虑

%+)%, 的误差，则在+、, 点间的力高的误差为

"!!+，, """’（%+&%,）。 （"*）

""’为"’的误差，在实际操作中，一般先规定出位基

数的误差，然后再确定重力（异常）的误差，最后才确

定重力测点的间距。今设水准测量中每公里的中误

差为+#’’，并设相应于它的"!! 为#,-"$).

’#／/#，鉴于我国西部属于大山区，按文献［0］的研究

结果，大山区的最大地形坡度接近"1"$，亦即在"
2’内有"$$’的高差，在上式中，%+)%, 取为"$$
’，将上述结果代入（"*）式后可求得"’!#),-
"$),’／/#。

现根据描述重力测量代表误差与测区面积（边

长）之间关系的格拉夫·亨特公式

-".（#/(#0）， （".）

式中，-为重力测量的代表误差，.为它的系数，/
和0是长方体的边长，以2’为单位，现取，#/!

#0，且-!"’，这时

"’"# #. /。 （",）

由文献［0］可知，对于高山区布格重力异常的代

表误差系数：.为")*，将该值与"’!#),-"$),’／

/#代入（",）式，可求得/!"2’。如测区具有"1,
万或"1"$万重力异常图，便能符合上述要求［%］，按

成图要求，剖面测量的点距为$),#"2’。这里设

重力异常!’和"’的误差均等价于重力值的误差

"’，同样对重力异常的代表误差也用"’代替。

关于水准路线上重力点的布设，不少文献如文

献［3］、［4］已经提及，不过他们都是按正常高设计

的，其原则大体相同，其中还介绍了一些试验结果。

文献［#］介绍了好几个作者的工作，其中有的作者认

为重力点的距离在山区为$),#"),2’。总之这些

工作还在试验中。根据初步工作，我们认为：在山区

高程路线上，若每公里的误差为#’’时，重力点的

点距以"2’为宜。

值得提及的是，在公式（""）中，采用的是重力值

’或"’，而我们在估计代表误差时，用的是布格异常

代表误差系数，当用布格异常作内插重力（’）时，需

用到岩石的密度，因为

’"!&$)*$30%(
").1"$&%%#(#$2"%， （"0）

所以，在仅顾及岩石密度情况下，有

"’"#$2%""。 （"%）

上式中，2 为引力常数，"为岩石密度，其误差为

""，若要求"’$#),-"$),’／/#，当取平均高度"%!
*$$$’时，则""$+,$25／’*，只要沿水准路线收

集有代表意义的岩石标本，使其误差小于,$25／’*

仍是可以做到的。

. 结论

"6水利建设是西部开发的基础设施之一，在西

部的长尺度的水利和南水北调的工程中，位基数测

量不可缺少。

#6采用与位基数等效的力高才适宜于该项建

设，因在同一个重力水准面上高程相等，而正常高不

具有这一性质，在西部二者之差可达%’左右，这不

能忽视。当然，由正常高也可改化为力高的。

*6关于测量路线上重力点的布设，在西部山区，

对于每公里高程测量误差为#’’时，点距以"2’
为宜，在现行水准测量规范中，规定为##02’看

来似乎不妥。

.6当用布格异常作重力内插时，需在水准路线

上收集岩石标本，并使其误差小于,$25／’*。

,6关于重力垂直梯度对力高的影响等问题仍需

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许厚泽，陆仲连6中国地球重力场与大地水准面［7］6北京：解

放军出版社，"44%6
［#］ 89:9’99;<，=>?:2@AB7C6D9@5EFFE9>:G>H9B:FE5:B:@FG［7］6

7>/&>I：7@A&:BJK:9//，"4%#6
［*］ D9@/2BA9ALM，7>:@FND6KEG/@&BJ59>O9/G［7］6PBA8:BA&@/Q

&>：8:99’BABAOR>’SBAG，"40%6
［.］ 管泽霖，宁津生6地球形状及外部重力场［7］6北京：测绘出版

社，"43"6

（下转!"页）

·$%· 物 探 与 化 探 #0卷

万方数据



!"# #$!%&’($")#*! +, !"# ,-+.#* #%-!" /#+0"1$(2%’ )+3#’$ ,+-
4(*/"%(!!(&#! -%(’5%1

!" !#$%&$，’() *+,-%.$
（!" # / $%&’()*+, -+. /(0*,+*+, 1+02*2%2(，3*+*02&) "4 5-*67-)0，8-+9:"% 012222，;:*+-）

%6789:;8：3#456 +, 785 #,#9:4$4 +; <+=>+4$75 -5+>8:4$<#9 6#7# +?7#$,56 6@A$,- 785 ;A+B5, 5#A78 5&>9+A#7$+, #9+,- 785 C$,-8#$%D$?57 E#$9F#:，
78$4 >#>5A 8#4 457 @> 7F+ A5>A545,7#7$G5 -5+>8:4$<#9 =+6594 ;+A ;A+B5, 5#A78，F8$<8 #A5 ,+7 +,9: <+,6@<$G5 7+ 785 $,75A>A57#7$+, +; ;$596 ;A+B5,
5#A78 6#7# ?@7 #94+ +; 4+=5 -@$6$,- 4$-,$;$<#,<5 $, ;@7@A5 -5+>8:4$<#9 5&>9+A#7$+, F+AH +; ;A+B5, 5#A78 #A5#4I

<=> ?@9A7：C$,-8#$%D$?57 E#$9F#:；-5+>8:4$<#9 =+659；H5: ?56 +; ;A+B5, 5#A78

作者简介：李来喜，男，/JJ/ 年 0

!!!!!!!!!!!!!!!!!!!!!!!!!!!!!!!!!!!!!!!!!!!!!!

月毕业于河北地质学院物探系，现为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物探工程师。

（上接 BC 页）

［K］ 张赤军 I珠穆朗玛峰大地水准面与高程的测定［L］I科学通报，

/JJ0，MN（N1）：/KM1 O /KMKI
［P］ 陆仲连 I地球重力场理论与方法［Q］I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JJPI
［0］ 王家林，王一新，万明浩 I石油重磁解释［Q］I北京：石油出版

社，/JJ/I
［R］ S5959$, E SI (6G#,<56 -5+654:［Q］IQ+4<+F：Q$,5A#9 SA544，

/J0RI
［J］ D+A-5 TIUA#G$=57A:［Q］IT#975A 65 UA#:75A，35A9$,%)5F :+AH，

/JRJI

% !#*!%!(D# 3($2E$$(+* +* !"# %00’(2%!(+* +,
/-%D(!1 0+!#*!(%’ &%$# $E-D#1 !+ !"# 2+*$!-E2!(+*

+, 5%!#- 2+*$#-D%*21 0-+F#2!$

V’()U W8$%X@,，YZ ’+@%B5
（ 1+02*2%2( "4 $%&’()*+, -+. <("=:)0*>0，;:*+(0( ?>-.(@) "4 $>*(+>(0，A%:-+ M12200，;:*+-）

%6789:;8：", 785 9$-87 +; 785 >A$,<$>95 78#7 595G#7$+,4 48+@96 ?5 $65,7$<#9 #7 785 4#=5 F#75A 95G59，$7 $4 8596 78#7 785 >+75,7$#9 ?#45%5.@$G#95,7
595G#7$+, F8$<8 8#4 785 4#=5 =5#,$,- #4 785 >+75,7$#9 ?#45 +@-87 7+ ?5 @456 $, 785 654$-,$,- #,6 <+,47A@<7$+, +; F#75A <+,45AG#,<: >A+X5<74I
W#9<@9#7$+, 48+F4 78#7 785 6$;;5A5,<5 ?57F55, 785 <@AA5,79:%@456 595G#7$+, #,6 785 >+75,7$#9 ?#45%5.@$G#95,7 595G#7$+, $4 #4 9#A-5 #4 0 = #9+,-
785 4#=5 =5#4@A$,- 9$,5 F$78 9#7$7@65 6$;;5A5,<5 /N[ #,6 #97$7@65 6$;;5A5,<5 ,5#A9: NK22 =I \@<8 # 9#A-5 65G$#7$+, 48+@96 ,+7 ?5 ,5-95<756I D8$4
>#>5A #94+ >@74 ;+AF#A6 4+=5 +>$,$+,4 +, 785 #AA#,-5=5,7 +; -A#G$7: >+$,74 $, 595G#7$+, =5#4@A5=5,7 #,6 785 >A5<$4$+, +; -A#G$7: $,75A>+9#7$+,I

<=> ?@9A7：>+75,7$#9 ?#45；>+75,7$#9 ?#45%5.@$G#95,7 595G#7$+,；<+,47A@<7$+, +; F#75A <+,45AG#,<: >A+X5<74；-A#G$7: 4@AG5:I

作者简介：张赤军（/J11 O ），男，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大地重力学研究，发表论文近百篇。

·M0· 物 探 与 化 探 NP 卷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