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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感谢您购买 KL-07 数字水准仪。为了更好地使用仪器，请仔细阅读本使用手

册并妥善保管以便日后查阅，使用前参阅标准配置以确认所有部件是否齐全,为了

方便阅读，对部分插图做了简化处理。

本产品执行标准：GB/T 10156-2009

本产品制造许可证号： （苏）制 0400302 号

本产品型式批准证书编号：2011L257-32

关键零部件：补偿器、CCD 传感器、微处理器、液晶。



2

一般操作注意事项

在使用本仪器之前，务必检查并确认该仪器各项功能运行正常。

●避免条码尺面和每节标尺联接处被弄脏或损伤

在标尺存放或运输时条码尺面和联接处可能会受到碰撞和损伤，如果条码被弄

脏或损伤就难以精确读数和测量，因为仪器需要读出标尺的黑白条形码作为电

信号，仪器的测量精度也会由此而降低，有时甚至无法进行测量。

●三脚架

水准仪应尽量使用木制三脚架，使用金属三脚架可能会产生晃动，从而影响测

量精度，三脚架每根腿上的螺旋必须切实固紧。

●三角基座

如果基座安装不正确，测量精度可能受到影响，经常检查基座上的校正螺丝，

基座上的中心固定螺旋要旋紧。

●装箱及防止仪器受震

作为精密测量仪器，在运输过程中，应尽可能减小震动或冲击，剧烈震动可能导

致测量功能受损，仪器装箱时，务必关闭电源并取下电池。

●小心搬动仪器

搬动仪器时必须握住提手，且把仪器从三脚架上取下。

●避免仪器直接受到日晒雨淋或受潮

长时间将仪器放置在高温(+50℃)环境下，会对仪器的使用产生不良的影响，不要

将仪器的物镜对准太阳光，否则会损坏仪器内部的部件。

●避免温度突变

仪器温度突变会导致测程缩短，当仪器从很热的汽车中搬出时，要让仪器逐渐

适应周围的温度后方可使用。

●电池检查

在作业前应确认电池剩余电量。

●条码标尺

如果使用条码标尺，请带上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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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忽视以下提示可能会导致重伤、死亡

●严禁将仪器靠近燃烧的气体、液体、易爆物使用，不要在煤矿、高粉尘场所使用该仪

器，以免发生燃烧爆炸。

●严禁擅自拆卸或修理仪器，以免有火灾、电击或损坏物体的危险。拆卸和修

理只有本公司及其授权的代理商才能进行。

●严禁用望远镜直接观察太阳或经棱镜等反射物反射的阳光，以免对眼睛造成

严重损坏。

●在高压线或变压器附近使用标尺作业时应特别小心，以免接触造成触电事故。

●严禁在雷电时使用标尺，以免雷电导致严重伤害或死亡。

●严禁使用非生产商指定的充电器电池，否则可能会引起火灾。

●严禁使用坏的电源电缆、插头和插座，否则可能会有火灾或电击的危险。

●严禁使用潮湿的电池或充电器，否则可能会有火灾或电击的危险。

●严禁将电池放在火里或高温环境中，否则可能会引起爆炸或伤害。

●严禁使用非生产商说明书中指定的电源，否则会有火灾或电击的危险。

●存放电池时不要使之短路，电池短路可能会引起火灾。

●严禁用湿手拆装仪器及操作电源插头，否则会有电击的危险。

●严禁在充电时将充电器盖住，以免高温可能引起火灾。

●不要接触电池渗漏出的液体，以免有害化学物会造成皮肤的灼伤，同时须更

换电池。

忽视以下提示可能会导致人员伤害或损坏物体

●伤害:指伤痛、烧伤、电击等。。

●损坏:指对建筑物、仪器设备或家具引起严重的破坏。

●翻转仪器箱可能会损坏仪器。

●请勿在仪器箱上站或坐，防止滑倒受伤。

●请勿使用箱带、搭扣、合页、提手已损坏的仪器箱。以免仪器损坏或仪器箱

跌落伤人。

●在架设或搬运时，请注意防止三脚架的脚尖伤人。

●请务必正确架设三角基座，若三角基座掉下来会使仪器受到严重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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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角架上架设仪器时，务必将三角架的中心螺丝旋紧以防仪器跌落下来造

成严重后果。

●架设仪器前，务必将三角架螺丝旋紧以防三角架倾倒造成严重后果。

●搬运三脚架时务必将三角架螺丝旋紧以防三角架腿滑出伤人。

用户
·本产品只能由专业人员使用。

用户必须是有相当水平的测量人员或有相当的测量知识，在使用、检查和校正

前须了解使用者的情况和安全使用说明。

·使用仪器时，请穿上必要的安全装(如安全鞋、安全帽)。

·严禁将仪器直接置于地上，观测者离开仪器时，应将尼龙套（如有）罩在仪

器上。

例外责任声明
·本产品的用户应完全按使用说明书进行使用，并对仪器的性能进行定期检查。

·因破坏性、有意的不当使用而引起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及利润损失，生产商

及销售商对此不承担责任。

·因自然灾害(如地震、风暴、洪水等)、火灾、事故或第三者责任而引起的直接

或间接的后果及利润损失，生产商及销售商对此不承担责任。

·因数据的改变、丢失、工作干扰等引起产品不工作，生产商及销售商对此不

承担责任。

·因不按使用说明书进行额外使用而引起的后果及利润损失，生产商及销售商

对此不承担责任。

·因搬运不当或与其它产品连接而引起的后果及利润损失，生产商及销售商对

此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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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部件名称与功能
仪器部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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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键及其功能

键 符 键 名 功 能

POW/MEAS
电源开关/测量

键

仪器开关机和用来进行测量

开机:仪器待机时轻按一下；关机:按约五秒左右；

MENU 菜单键

进入菜单模式，菜单模式有下列选择项:标准测

量模式、线路测量模式、检校模式、数据管理和

格式化内存／数据卡。

DIST 测距键 在测量状态下按此键测量并显示距离。

↑↓ 选择键 翻页菜单屏幕或数据显示屏幕。

→← 数字移动键 查询数据时的左右翻页或输入状态时左右选择。

ENT 确认键 用来确认模式参数或输入显示的数据

ESC 退出键
用来退出菜单模式或任一设置模式，也可作输入

数据时的后退清除键。

0～9 数字键 用来输入数字

－
标尺倒置

模式

用来进行倒置标尺输入，并应预先在测量参数

下，将倒置标尺模式设置为‘使用’。

背光灯开关 打开或关闭背光灯

. 小数点键
数据输入时输入小数点；在可输入字母或符号

时,切换大小写字母和符号输入状态。

REC 记录键 记录测量数据。

SET 设置键
进入设置模式，设置模式是用来设置测量参数、

条件参数和仪器参数。

SRCH 查询键 用来查询和显示记录的数据。

IN／SO
中间点／

放样模式键

在连续水准线路测量时，测中间点或放样。

MANU 手工输入键
当不能用[MEAS]键进行测量时，可从键盘手工输入

数据。

REP 重复测量键 在连续水准线路测量时,可用来重测已测过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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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或前视。

显 示

显示屏采用点阵式液晶显示(LCD)，可显示 4行，每行 20个字符。

显示屏背景光开关（ON/OFF）

屏幕背景光开关可任意选择，可以通过按键“ ”互换,也可以通过仪器参数的

背景光设置来实现。

对比度调节

显示屏亮度分为九级，设置方法见“设置模式”。

示例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正在测量

显示符号

显示 含 义 显 示 含 义

p 表示当前数据已存储 a/b
表示还有另页或菜单，可按[▲]

[▼]键翻阅,b:总页数，a:当前页

电池电量指示 Inst Ht 仪器高

BM# 水准点 CP# 转换点

I 标尺倒置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标准测量模式
标尺：
视距：
开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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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量准备工作

安置仪器
安置三脚架
应使用配套的 E型铝制三脚架或宽框三脚架，或球头铝制三脚架。

1.伸缩三脚架三条腿到合适的长度，并拧紧腿部中间部分固定螺帽。

2.固紧三脚架头上的六角螺母，使三脚架腿不致于太松。将三脚架安置在给定点上，

张开三脚架，使腿的间距约一米或脚架张角能保证三脚架稳定，先固定一个脚，

再动其他二个脚使水准仪大致水平，如有必要可再伸缩三脚架腿的长度。

3.将三脚架腿踩入地面内使其固定在地面上。

将仪器安装到三脚架头上
从仪器箱内小心取出仪器并安置到三脚架头上

1.将三脚架中心螺旋对准仪器底座上的中心，然后旋紧脚架上的中心螺旋直到将仪

器固定在三架头上。

2.如果需要用水平度盘测定角度或设定一条线，则须用垂球将仪器精确地对中。

3.利用三个脚螺旋使圆水准器气泡居中，即置平仪器，若使用球头三脚架，则应先

轻轻松开脚架中心螺旋，然后将仪器围绕三脚架头顶部转动使圆水准器泡居中，

当气泡位于圈内即可旋紧脚架上的固定螺母。

安置仪器在给定点上(对中)
当仪器用于测角或定线，则该仪器必须用垂球精确安置在给定点上。

1.将垂球钩挂在三脚架中心螺旋的垂球架上。

2.然后将垂球线挂到垂球上，用滑动装置调节线的长度使垂球位于合适的高度上。

3.如果仪器未对准给定点，可将仪器移动到该点上，而无须改变三脚架腿与架头之

间的关系。首先将三脚架大致安置到给定点上，使垂球偏离该点约在 lcm 以内，

握住三脚架的两条腿，相对于第三条腿进行调节，使架头水平、高度适当，架腿

张开合适可触及地面。

4.最后一边观察垂球和架头一边将每条架腿踩入地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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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略微松开三脚架中心螺旋，在架头上轻轻移动仪器，使垂球正好对准给定点，然

后将三脚架中心螺旋旋紧。

整平仪器
用脚螺旋将圆水准器的气泡调整居中。先将圆水准器放在适当位置，然后用双手

同时向内或向外(即以相反方向)旋转脚螺旋，使一个升高、一个降低。当气泡未居

中而处于 a处；同时按图上箭头所示向内旋转 1、2两个脚螺旋，使气泡由 a移动

到 b处；再转动脚螺旋 3，使气泡居中。这项工作要反复进行，直至仪器旋转到任

何方向，气泡都居中为止。在整平的过程中，须记住左手拇指规则：“左手拇指旋

转脚螺旋的运动方向，就是气泡移动的方向”，不可盲目地转动脚螺旋。

注:整平过程中不要触动望远镜

照准与调焦

1.利用粗瞄期将望远镜对准标尺。

2.慢慢旋转目镜使十字丝影像最为清晰。

3.旋转调焦手轮直至标尺的影像最为清晰, 转动水平微动螺旋使标尺的像在十字

丝竖丝的中心。

4.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将眼睛在目镜后上下左右稍做移动，若发现十字丝与标尺

影像无相对运动，则调焦工作完成，否则从步骤 1重新进行。

注意：如果十字丝和调焦不清晰可能会影响到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开 机
按下右侧开关键(POW/MEAS)开机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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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剩余电量显示
电池图标显示电池的剩余容量

电池图标

主菜单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满

充足

过半

电量不足,尽快更换新电池或充电

不能测量,片刻后仪器自动断电，需更换新电池

设置记录模式（数据输出）
为了将观测数据存入仪器内存或 SD卡，在设置条件参数的数据输出模式菜单

项“数据输出”就必须设置为内存或 SD卡，在实施线路水准测量之前，数据输出

必须设置为内存或 SD卡,默认的纪录模式为“关”。

1.内存:
观测数据（作业）存入仪器内存

•要将所存储的数据保存到，可选择“条件参数”中的数据输出为内存。

•内存为 16Mbit。

•内存最多可存储 20000个点的数据。

•内存中的作业号最多可达 256个。

•内存中不能创建文件夹。

2.SD卡:
观测数据可直接存入 SD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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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存储的数据保存到 SD卡，可选择“条件参数”中的数据输出为 SD卡。

3.USB接口:
将 KL-07用电缆联接到外部设备，然后实时传送观测数据。

本模式下只能选用标准测量方式

4.关
测量数据只显示而不存储也不输出，此时不能线路测量。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在显示菜单状态下按[SET]
键，进入设置模式，详情见“设
置模式”；

2.按[▲]或 [▼]键，进入设置
记录模式（条件参数）；

3.按[ENT]键；

4.按[▲]或 [▼]键，选择数据
输出，再按 [ENT]。

5．按[ESC]键。

[SET]

[▲]或 [▼]

[ENT]

[▲]或 [▼]

[ENT]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设置
测量参数

►条件参数
仪器参数

设置条件参数 1/2
点号模式
显示时间

►数据输出

设置数据输出 1/2
►OFF
内存
SD 卡

设置数据输出 1/2
OFF

►内存
SD 卡

注:当仪器的输出为内存时右上角显示“F”，输出为 SD卡时右上角显示“S”,输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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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时右上角显示“U”, 输出为OFF时右上角无显示。

数据卡
可以用 SD存储数据、复制作业数据和查阅坐标数据。

要使用 SD卡，须将“数据输出”设置为“SD卡”。

格式化 SD卡参见“格式化数据卡/内存”。

SD卡管理参见“存储管理”。

注:当数据正在读写 SD卡时不要取下电池和SD卡，否则已存入的数据会受到破

坏，甚至会影响到内存的存储；损坏的 SD卡可能会破坏内存的存储。建议用户

将“数据输出”设置成“内存”，导数据时将内存里的作业拷贝至 SD卡。

主菜单
主菜单模式包括以下项目，不是所有菜单选项均可同时提供选用

例如:若记录模式为“USB和OFF”，则无法进行线路测量和检校模式。如果进入线路测

量模式，那么“开始线路水准测量”和“继续线路水准测量”不能同时提供选用。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三级菜单 四级菜单

主菜单

[MENU]

标准测量

模式

标准测量

高程放样

高差放样

视距放样

线路测量

模式

开始线路测量 三等水准测量（BFFB）
继续线路测量 四等水准测量（BBFF）
结束线路测量 后前/后中前

二等水准测量（往返测）

检校模式
方式 A
方式 B

数据管理

生成文件夹

删除文件夹

输入点

拷贝作业 内存／SD卡 作业／点号／BM#
删除作业 内存／SD卡

查找作业 内存／SD卡

文件输出 内存／SD卡

检查容量 内存／SD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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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 内存／SD卡

设置
设置键用来对仪器的参数进行设置，当仪器用来进行精密测量时，建议使用多次测

量，多次测量的平均可以提高测量的精度；用户可选择是否自动关机，自动关机的时间

为５分钟，线路测量时关机时会自动保存上一站的测量数据。仪器的背景光也可以用

“ ”来转换。

设置

[SET]

测量参数

测量模式 单次测量／N次测量／连续测量

最小读数 标准 0.１mm／精密 0.0１mm
标尺倒置模式 使用／不使用

数据单位 米／英尺

限差
前后视距差/累积视距差/高差限差/

高差之差限差/视距限值/视高限值

条件参数

点号模式 点号递增／点号递减

显示时间 1~9秒
数据输出 OFF／内存／SD卡／通讯口输出

通讯参数 标准参数／用户设置

自动关机 开／关

仪器参数

对比度 1~9
背景光 开／关

仪器信息

字符输入方法
当记录模式打开时，在需要输入的地方可以输入字母和数字等字符。

项 目 字 符 最大长度

文件夹名，作业

名，测量号，点号

(仅适用于 SD卡)

可输入大小写字母、数字和所有符号等字符 8个字符

注记 可输入大小写字母、数字和所有符号等字符 16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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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注记 1’提示时输入“Tp#7”: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按[●]键，进入大写字母输入模
式；

2.按[◄]或[►]键，直至光标在
字母“T”位置闪烁；

3.按[ENT]键，输入字母“T”并显
示在底行；

4.按[●]，进入小写字母输入模
式；

5.按[◄]或[►]键，直至光标在字母
“p” 位置闪烁；再按[ENT]；

6.按[●]，进入符号输入模式；

7.按[◄]或[►]键，直至光标在符号
“#”位置闪烁；再按[ENT]；

[●]

[◄]或[►]

[ENT]

[●]

[◄]或[►]

[ENT]

[●]

[◄]或[►]
[ENT]

标准测量模式
注记#1?

=>

标准测量模式
注记# 1 ?

=>
QRSTUVWXYZABCDEFGHIJ

标准测量模式
注记# 1 ?

=>
JKLMNOPQRSTUVWXYZABC

标准测量模式
注记# 1 ?

=> T
qrstuvwxyzabcdefghij

标准测量模式
注记# 1 ?

=> T
fghijklmnopqrstuvwxy

标准测量模式
注记# 1 ?

=> Tp
fghijklmnopqrstuvwxy

标准测量模式
注记# 1 ?

=> Tp
?@[_]^{|}!”#$%&’()*

标准测量模式
注记# 1 ?

=>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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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8.按[ESC]键，进入数字输入模式；

9.按[7]号键,确认显示的字符内容
后，按[ENT]键。

[ESC]

[7]
[ENT]

标准测量模式
注记# 1 ?

=> Tp#
[_]^{|}!”#$%&’()*+-

标准测量模式
注记# 1 ?

=> Tp#7

●按[●]，用于改变不同的字符输入模式。

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 符号

ABCD abcd !”#$

●可输入的符号如下:

!″ #$%& ()*+- .／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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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尺的照准与调焦
1.调焦

测量时应先调整目镜旋钮，使视场内十字丝最清晰，然后调整调焦旋钮使标

尺条码为最清晰并使十字丝的竖丝对准条码的中间；

精密的调焦可缩短测量时间和提高测量精度，当进行高精度测量时要求精确

地调焦，同时进行多次测量。

2.障碍物
只要标尺不被障碍物(如树枝等)遮挡 30％，就可以进行测量。即使十字丝中

心被遮挡，若视场被遮挡的总量大于 30%，也可进行测量，但此时的测量精度可

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阴影和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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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标尺遇到阴影遮盖和震动时测量精度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某些特殊情

况下可能会不能测量。

4.背光和反光
当标尺所处的背景比较亮影响标尺的对比度时，仪器可能不能测量，可以通过遮

挡物镜端减少背景光进入物镜以利于测量；当有强光进入目镜时，仪器也可能不能测

量，测量者可以遮挡目镜的强光以利于测量。

若标尺的反射光线过强，稍将标尺旋转以减少其反射光线强度。

在太阳位置较低的时间(如在早晨或傍晚)，或在阳光直接照射仪器物镜时，

建议用手或遮阳伞遮挡一下阳光。

测量注意事项
要充分发挥仪器的功能，请注意下列几点:

1. 在足够亮度的地方架设标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使用全把标尺，不

要只用半把标尺，使用塔式条码尺时应将标尺拉出至卡口位置，使塔尺接口之间

的间距符合要求；

若使用照明时，则应尽可能照明整个标尺，否则可能会影响到测量精度。

2.标尺被遮挡不会影响测量功能，但若树枝或树叶遮挡标尺条码，可能会显示

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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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并影响测量。

3.当因为标尺处比目镜处暗而发生错误时，用手遮挡一下目镜可能会解决这一

问题。

4.标尺的歪斜和俯仰会影响到测量的精度，测量时要保持标尺和分划板竖丝平

行且对中，标尺应完全拉开并适当固定，测量时应尽可能保证标尺连接处的精确

性，并避免通过玻璃窗测量。

5．在使用之前，长时间存放和长途运输后请首先检验和校正电子和光学的视

线误差，然后校准圆水准器，同时保持光学部件的清洁。

3 标准测量模式
标准测量模式包含标准测量、高程放样、高差放样和视距放样；

标准测量
标准测量是只用来测量标尺读数和距离，而不进行高程计算。当“条件参数”

的“数据输出”为“内存”或“SD”卡时，则需输入作业名和有关注记，所有的

观测值须手动按[REC]记录到内存或数据卡中。

有关测量次数的选择见“测量参数”中的“测量模式”。

［测量实例］:数据输出（内存），每次观测进行三次测量。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ENT]键；

2.[ENT]键；

3.输入作业名并按[ENT]
※1)，3）；

[ENT]

[ENT]

输入作业名
[ENT]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标准测量模式
►标准测量
高程放样
高差放样

标准测量
作业？
=>J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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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输入新测量号12并按［ENT］
※1)，3）；

5.输入注记 1-3 并按[ENT]
※1)，3）；

●要跳过注记并直接地进入
步骤（6），只要在‘注记#1’
提示时按[ENT]即可；

6.输入测量点的点号。

7.瞄准标尺；

8.按[MEAS]键；
进行三次测量并结果显示 M
秒※4）※5）；

●若水准仪设置为连续测量，
则按[ESC]键，这时屏幕显示
最后一次测量值M秒；

9.按[REC]键，存储显示的数
据 ※6)。

输入测量号[ENT]

输入注记 1
[ENT]

输入注记 2
[ENT]

输入注记 3
[ENT]

[MEAS]
连续测量
[ESC]

[REC]

标准测量
测量号

=>12

标准测量
注记#1？

=>1

标准测量
注记#2？

=>1

标准测量
注记#3？

=>1

标准测量
点号
=>P01

标准测量
按[MEAS]开始测量

测量号:12

标准测量
标尺:
视距:
开始测量>>>>>>>

标准测量 p 1/2
标尺均值:0.8263m
视距均值:18.818m
N:3 δ:0.04mm

※1)作业名最多可输入 8个大写字母或数字，而注记可输入 16个大小写字

母、数字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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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量号最多可输入 8个数字；

※3)当记录模式关时，作业名、测量号和注记不能输入；

●测量号（Mn）与点号(Pn)间的关系如下:

Mn 11 Pn 1 Mn 12 Pn 1 Mn 13 Pn 1……

Pn 2 Pn 2 Pn 2
Pn 3 Pn 3 Pn 3
· · ·

· · ·

※4)显示的时间可在设置模式，参见“设置模式”；

※5)当完成测量时，显示下列数据。按[▲]或[▼ ]键可以交替显示屏幕内容；

※6)存储后，点号会自动递增或递减，测量之前可以按[ESC]更改测量号。

测量完毕，按[▲]或[▼]键显示屏幕内

标准测量 1/2
标尺均值:0.8263m
视距均值:18.818m
N: 3 δ:0.04mm

标准测量 2/2
测量:12
点号:1

距离显示
N-次测量:平均值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观测
N:测量次数 δ:标准偏差

测量号显示
点号显示

高程放样
由已知点 A的高程 Ha推算出的高程值 Ha+△H，仪器可以根据输入的高程

值 Ha+△H来测出相应的地面点 B，本测量不进行存储。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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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NT]键；

2.[ENT]键；

3. 输 入 后 视 点 高 程 并 按
[ENT] ；

4. 输 入 放 样 点 高 程 并 按
［ENT］ ；

5.瞄准后视点并调焦，按
［MEAS］；

6.显示后视点测量值并按
［ENT］；

7. 瞄准放样点并调焦，按
［MEAS］；

[ENT]

[ENT]

输入高程
[ENT]

输入高程
[ENT]

[MEAS]

[ENT]

[MEAS]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标准测量模式
标准测量

►高程放样
高差放样

高程放样
输入后视高程
=23.000 m

高程放样
输入放样高程
=25.000 m

高程放样
测量后视点

按[MEAS]开始测量

高程放样
B 标尺: 1.512m
B 视距: 26.78m
N:3 δ:0.4mm

高程放样
测量放样点

按[MEAS]开始测量

8.显示放样点测量值和放样
值，若显示↑表示标尺偏低，
须将标尺上移；

高程放样
S 标尺: 1.612m
放样:↑2.100m

N:3 δ:0.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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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按 [▲]或[▼]键可以查
阅放样点的视距和高程；按
［ENT］；

10.按［REP］重新开始新的放
样，重新开始后视点的测量；
按［ENT］继续放样点的测量；
按［ESC］退出高程放样。

[▲]或[▼]
[ENT]

高程放样
S 视距: 26.78m
高程: 22.90m

高程放样
REP: 新的测量
ENT: 继续
ESC: 退出测量

高差放样
由已知 A点到 B点的高差△H，仪器可以根据输入的高差值△H来测出相应

的地面点 B，本测量不进行存储。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ENT]键；

2.[ENT]键；

3.输入前后视点高差并按
[ENT] ；

[ENT]

[ENT]

输入高差
[ENT]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标准测量模式
标准测量
高程放样

►高差放样

高差放样
输入放样高差
=-１.000 m

４.瞄准后视点并调焦，按
［MEAS］；

[MEAS]
高差放样
测量后视点

按[MEAS]开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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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显示后视点测量值并按
［ENT］；

６. 瞄准放样点并调焦，按
［MEAS］；

７.显示放样点测量值和放样
值，若显示↓表示标尺偏高，
须将标尺下移；

８.按 [▲]或[▼]键可以查
阅放样点的视距和高程；按
［ENT］；

9.按［REP］重新开始新的放
样，重新开始后视点的测量；
按［ENT］继续放样点的测量；
按［ESC］退出高程放样。

[ENT]

[MEAS]

[▲]或[▼]
[ENT]

高差放样
B 标尺: 1.5120m
B 视距: 26.78m
N:3 δ:0.4mm

高差放样
测量放样点

按[MEAS]开始测量

高差放样
S 标尺: 1.6120m
放样: ↓0.900m

N:3 δ:0.4mm

高差放样
S 视距: 26.78m
高差: -0.1000m

高差放样
REP: 新的测量
ENT: 继续
ESC: 退出测量

视距放样

由已知 A点到 B点的距离 Dab，仪器可以根据输入的距离值 Dab来测出相应

的地面点 B，本测量不进行存储。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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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NT]键；

2.[▼]键；

3.[ENT]键；

4.输入放样视距并按[ENT] ；

5.瞄准放样点并调焦，按
［MEAS］；

6.按 [▲]或[▼]键可以查阅
放样点的标尺读数和输入值；
按［ENT］；

7.按［ENT］继续放样点的测
量；按［ESC］退出高程放样。

[ENT]

[▼]

[ENT]

输入放样视距
[ENT]

［MEAS］

[▲]或[▼]
［ENT］

［ENT］或［ESC］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标准测量模式
标准测量
高程放样

►高差放样

标准测量模式
►视距放样

视距放样
输入放样视距
=15.000 m

视距放样
测量放样点

按[MEAS]开始测量

视距放样
S 视距: 26.78m
放样: ←11.78m

视距放样
S 标尺: 1.005m
输入: 15.00m

视距放样

ENT:继续
ESC:退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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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线路测量模式
在线路测量中，“数据输出”必须设置为“内存”、“SD卡”，本章示例假定

“数据输出”为“内存”。

若要将线路水准测量数据直接存入数据存储卡内，则“数据输出”必须设置

为“SD卡”。

开始线路测量
开始线路测量用来输入作业名、基准点号和基准点高程，输入这些数据后，

开始线路的测量。

水准测量 1:三等水准测量（后前前后 BFFB）；

水准测量 2:四等水准测量（后后前前 BBFF）；

水准测量 3:后前/后中前（BF/BIF）

水准测量 4:二等水准测量（往返测：后前前后/前后后前 aBFFB)；

当一个测站测量完后,用户可以关机以节约电源,再次开机后仪器会自动继续

下一个站点的测量。如当前测站未测量完成就关机,再次开机后需重新测量此测

站。

BM
已知高程

后视 前视

TP1
TP2

P1

L1 L2

基准面

BM

BM

B.S

L1
F.S

P1
B.S

L2

F.S

P2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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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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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NT]键；

2.按[ENT]键；

3.输入作业名并按[ENT] ;

4.按[▲]或[▼]选择线路测量
模式并按[ENT]；

5. 按[▲]或[▼]选择手动输入
水准基准点高程或者※1)调
用已存入的基准点高程并按
[ENT]；
6. 输 入 水 准 点 点 号 并 按
［ENT］；

7.输入注记并按［ENT］；
※2)（如果不需输入直接按
［ENT］）；

[ENT]

[ENT]

输入作业名
[ENT]

[ENT]

[ENT]

[ENT]或[ESC]

[ENT]

[ENT]

线路测量模式
►输入后视点
调用已存点

线路测量模式
►三等水准测量(BFFB)
四等水准测量(BBFF)
后前/后中前(BF/BIF)

线路测量模式
作业？
=>J01

线路测量模式
►开始线路测量
继续线路测量
结束线路测量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BM#?
=>B01

线路测量模式
注记:#1?
=>1

线路测量模式
注记:#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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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输 入 后 视 点 高 程 并 按
［ENT］。

线路测量模式
输入后视高程?
=100 m

线路测量模式
注记:#3?
=>1

※1)：用户调入的已存点的数据可以通过主菜单下数据管理下的输入点来输入点

的高程数据。

※2):总共可输入三组注记，每组 16 个字母数字符号。

线路测量:后视、前视观测数据的采集

● 水准测量 1:后前前后(BFFB)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紧接着“开始线路测量”，屏
幕出现“Bk1(后视)提示。若
前一步为开始线路测量，则显
示水准点号；

2.瞄准后视点上的标尺[后视
1]；

3.按［MEAS］键；
[例]测量次数为 3，则当测量
完成后，显示均值 M 秒；※
1)；

瞄准 Bk 1
[MEAS]

线路 BFFB
Bk1
BM#:B01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 BFFB
Bk1
BM#:B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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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设置模式为连续测量，则
按[ESC]键，显示最后一次测
量数据M秒；

5.然后，显示屏提示变为“Fr
1”并自动地增加或减少前视
点号。此时按[ESC]可修改前
视点号。瞄准前视点上的标尺
[前视 1];

6.按[MEAS]键；
测量完毕，显示平均值 M

秒；

7.再次瞄准前视点上的标尺并
按[MEAS]键[前视 2]；

8.测量完毕，显示平均值 M
秒；

9.再次瞄准后视点上的标尺调
焦并按[MEAS]键[后视 2]；

10.若有更多的后视点和前视
点需采集，则继续进行第(2)

连续测量按
[ESC]

瞄准 Fr1
[MEAS]

瞄准 Fr2
[MEAS]

瞄准 Bk 2
[MEAS]

线路 BFFB
B1标尺:0.8259m
B1视距: 3.914m
N:3 >>>>>>>>>

线路 BFFB 1/2
B1标尺均值:0.8259m
B1视距均值: 3.914m
N:3 δ:0.00mm

线路 BFFB
Fr1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 BFFB 1/2
F1标尺均值:0.8260m
F1视距均值: 3.914m
N:3 δ:0.02mm

线路 BFFB
Fr2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 BFFB 1/2
F2标尺均值:0.8260m
F2视距均值: 3.913m
N:3 δ:0.02mm

线路 BFFB
Bk2
BM#:B01
按[MEAS]开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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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操作。 线路 BFFB 1/2
B2标尺均值:0.8261m
B2视距均值: 3.915m
N:3 δ:0.02mm

※ 1)可在设置中条件参数中设置显示时间。

● 测量完毕，可显示下列数据
按[▲]或[▼]键可翻页显示。※

当后视 1(Bk 1)测量完毕，按[▲]或[▼]显示下列屏幕

线路 BFFB 1/2
B1标尺均值:0.8259m
B1视距均值: 3.914m
N:3 δ:0.00mm

线路 BFFB 2/2
BM#:B01

只在多次测量的情况下显示
到后视点的距离。
N 次测量:平均值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测量值
N:总的测量次数
δ:标准偏差

后视点号

当前视 1(Fr 1)测量完毕，按[▲]或[▼]显示下列屏幕。

线路 BFFB 1/3
F1标尺均值:0.8260m
F1视距均值: 3.914m
N:3 δ:0.02mm

线路 BFFB 2/3
高差 1: -0.0001m
Fr GH1:99.9999m
点号:P01

线路 BFFB 3/3
Δd: -0.001m

到前视点的距离。
N 次测量:平均值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测量值
N:总的测量次数
δ:标准偏差

后视 1至前视 1的高差
前视点地面高程

Δd：前后视距差；

当前视 2(Fr 2)测量完毕，按[▲]或[▼]显示下列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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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 BFFB 1/2
F2 标尺均值:0.8260m
F2 视距均值: 3.913m
N:3 δ:0.02mm

线路 BFFB 2/2
点号:P01

到前视点的距离。
N次测量:平均值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测量值
N:总的测量次数
δ:标准偏差

前视点号

当后视 2(Bk 2)测量完毕，按[▲]或[▼]显示下列屏幕

线路 BFFB 1/3
B2标尺均值:0.8260m
B2视距均值:3.915m
N:3 δ:0.02mm

线路 BFFB 2/3
E.V值: 0.0mm
d: 0.001m
Σ: 7.828m

线路 BFFB 3/3
高差 2:0.0000mm
Fr GH2: 100.0000m
BM#:B01

到后视点的距离。
Ｎ次测量:平均值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测量值
δ:标准测量

E.V:高差之差=(后 1-前 1)
-(后 2-前 2)

d: 后视距离总和-前视距离总和
Σ=后视距离总和+前视距离总和

后视 2至前视 2之高差
前视点地面高程
后视点号

● 水准测量 2:后后前前(BBFF)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紧接着“开始线路测量”，屏幕
出现“Bk1(后视)提示。若前一步
为开始线路测量，则显示水准点
号；

2.瞄准后视点上的标尺[后视 1]；
按［MEAS］键；

瞄准 Bk 1
[MEAS]

线路 BBFF
Bk1
BM#:B01
按[MEAS]开始测量



36

3.瞄准后视点上的标尺[后视 2]；
按［MEAS］键；

4.瞄准前视点上的标尺[前视 1]；
此时按[ESC]可更改前视点号；
按［MEAS］键开始测量；

瞄准 BK2
[MEAS]

瞄准 Fr1
[MEAS]

线路 BBFF
Fr1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 BBFF
Bk1
BM#:B01

>>>>>>>>>>>

线路 BBFF
Bk2
BM#:B01
按[MEAS]开始测量

5.瞄准前视点上的标尺[前视 2]；
按［MEAS］键；

6.搬站瞄准后视点上的标尺[后视
1]；按［MEAS］键；
若有更多的后视点和前视点需采
集，则执行第 2~5步。

瞄准 Fr2
[MEAS]

瞄准 Bk 1
[MEAS]

线路 BBFF
Fr2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 BBFF
Bk1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 测量完毕，可显示下列数据

按[▲]或[▼]键可翻页显示。※

当后视 1(Bk 1)测量完毕，按[▲]或[▼]显示下列屏幕

线路 BBFF 1/2
B1标尺均值:0.8259m
B1视距均值: 3.914m
N:3 δ:0.00mm

线路 BFFB 2/2
BM#:B01

只在多次测量的情况下显示
到后视点的距离
N次测量:平均值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测量值
N:总的测量次数
δ:标准偏差

后视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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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后视 2(Bk 2)测量完毕，按[▲]或[▼]显示下列屏幕

线路 BBFF 1/2
B2标尺均值:0.8260m
B2视距均值:3.915m
N:3 δ:0.02mm

线路 BBFF 2/2
BM#:B01

到后视点的距离
Ｎ次测量:平均值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测量值
δ:标准测量

后视点号

当前视 1(Fr 1)测量完毕，按[▲]或[▼]显示下列屏幕。

线路 BBFF 1/2
F1标尺均值:0.8260m
F1视距均值: 3.914m
N:3 δ:0.02mm

线路 BBFF 2/2
高差 1: -0.0001m
Fr GH1:99.9999m
点号:P01

到前视点的距离
N次测量:平均值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测量值
N:总的测量次数
δ:标准偏差

后视 1至前视 1的高差
前视点地面高程

当前视 2(Fr 2)测量完毕，按[▲]或[▼]显示下列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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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 BBFF 1/3
F2标尺均值:0.8260m
F2视距均值: 3.913m
N:3 δ:0.02mm

线路 BBFF 2/3
E.V值:0.0mm
d :0.000m
Σ:7.828m

线路 BBFF 3/3
高差 2: 0.0000m
Fr GH2:100.000m
点号:P01

到前视点的距离
N次测量:平均值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测量值
N:总的测量次数
δ:标准偏差

E.V:高差之差=(后 1-前 1)
-(后 2-前 2)

d:后视距离总和-前视距离总和
Σ:后视距离总和+前视距离总和
前视点号

后视 2至前视 2之高差
前视点地面高程

● 水准测量 3:后前/后中前(BF/BIF)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紧接着输入“后视点高程”后；

2.瞄准并调焦后视点上的标尺[后
视 1]，按［MEAS］键；

3. 选 择 中 间 点 和 放 样 测 量 按
[IN/SO]；

瞄准 Bk 1
[MEAS]

[IN/SO]

线路 BIF
Fr1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 BIF
►中间点测量

线路 BIF
Bk1
BM#:B01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 BIF
Bk1
BM#:B01

>>>>>>>>>>>

线路 BIF
B 标尺均值:0.8260m
B 视距均值: 3.913m
N:3 δ:0.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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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中间点测量并按[ENT]；

5.输入中间点的点号并[ENT]；

6.输入注记并[ENT]；

7.瞄准并调焦中间点上的标尺；
按［MEAS］键

8.按[REC]纪录数据，如果要继续
中间点测量按[ENT],退出中间点
测量按[ESC];

[▲]或[▼]
[ENT]

点号
[ENT]

注记
[ENT]

[MEAS]

[REC]
[ESC]

高程放样

中间点测量
点号？
=>TP01

中间点测量
注记#1？
=>

中间点测量
点号：TP01

按[MEAS]开始测量

中间点测量
标尺均值：0.9030m
视距均值：17.008m
N:3 δ:0.02mm

中间点测量
记录数据 [REC]
继续 [ENT]
退出 [ESC]

9.瞄准并调焦前视点上的标尺；
按［MEAS］键；

10.瞄准并调焦后视点上的标尺；
按［MEAS］键；

瞄准 Fr1
[MEAS]

[ENT]
[MEAS]

线路 BIF
Fr1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 BIF
Bk2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 B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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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选择中间点和放样测量按
[IN/SO]；

12.选择高程放样并[ENT]；

13.是否调用高程数据若调用则按
[ENT]，否则按[ESC]；

14.输入高程并[ENT]；

15.输入放样点号[ENT]；

16.输入注记并[ENT]；

[IN/SO]

[▲]或[▼]
[ENT]

[ESC]

[ENT]

放样点号
[ENT]

注记
[ENT]

Fr2
点号:P02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 BIF
中间点测量

►高程放样

高程放样
调用记录数据？

是：[ENT]否：[ESC]

高程放样
输入放样高程
=3.000 m

高程放样
设置 G.H: 3.000m
点号：G01

高程放样
注记#1：

=>

17.瞄准放样点并调焦按[MEAS]；

18.显示放样点的高度和标尺的上
移和下移的高度；

[MEAS]

高程放样
设置 G.H: 3.000m
点号：G01
按[MEAS]开始测量

高程放样
标尺： 0.9980m
放样：↓0.0275m
N:3 δ:0.02mm

高程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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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按[REC]记录测量数据后按
[ENT]继续高程放样，按[ESC]退出
高程放样；

20.按[ENT]继续前视点的测量。

[REC]
[ESC]

[ENT]

记录数据 [REC]
继续 [ENT]
退出 [ESC]

线路 BIF
Fr1
点号:P02
按[MEAS]开始测量

当后视 1(Bk 1)测量完毕，按[▲]或[▼]显示下列屏幕

线路 BIF 1/2
B标尺均值:0.8260m
B视距均值:3.915m
N:3 δ:0.02mm

线路 BIF 2/2
点号：P05

到后视点的距离。
Ｎ次测量:平均值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测量值
δ:标准测量

后视点的点号

当前视 1(Fr 1)测量完毕，按[▲]或[▼]显示下列屏幕。

线路 BIF 1/3
F2标尺均值:0.8260m
F2视距均值: 3.913m
N:3 δ:0.02mm

线路 BIF 2/3
Fr GH:100.000m
d :0.000m
Σ:7.828m

线路 BIF 3/3
高差 2: 0.0000m
点号:P01

到前视点的距离。
N次测量:平均值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测量值
N:总的测量次数
δ:标准偏差

前视点地面高程
d:后视距离总和-前视距离总和
Σ:后视距离总和+前视距离总和
前视点号

后视 2至前视 2之高差
前视点的点号

当中间点测量完毕，按[▲]或[▼]显示下列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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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点测量 1/2
I 标尺均值:0.8260m
I 视距均值:3.915m
N:3 δ:0.02mm

中间点测量 2/2
Int GH：2.008m
点号：TP05

到中间点的距离。
Ｎ次测量:平均值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测量值
δ:标准测量

中间点的高程
中间点的点号（需存储后点号才会递
增或递减）

当高程放样测量完毕，按[▲]或[▼]显示下列屏幕

高程放样 1/2
S.O标尺: 0.8260m
S.O放样: ↑3.915m
N:3 δ:0.02mm

高程放样 2/2
视距： 12.008m
S.O G.H0：2.005m

标尺的测量值。
Ｎ次测量:平均值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测量值
放样标尺的上移或下移的距离
δ:标准测量

放样点的视距
放样点的高程

● 水准测量 4:往返测：

后前前后/前后后前（aBFFB）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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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MEAS]测量后视水准点高
度按[ENT]键；

2. 按 [MEAS]测量前视点高度
按[ENT]键；

3. 按 [MEAS]测量前视点高按
[ENT]键；

4. 按[MEAS]测量后视水准点
高度按[ENT]键；

5.按［ENT］继续线路测量；

6. 按 [MEAS]测量前视点高度
按[ENT]键；

7. 按 [MEAS]测量后视点高度
按[ENT]键；

[MEAS]
[ENT]

[MEAS]
[ENT]

[MEAS]
[ENT]

[MEAS]
[ENT]

［ENT］

[MEAS]
[ENT]

[MEAS]
[ENT]

往测 BFFB 1
Bk1
BM#:B01
按[MEAS]开始测量

往测 BFFB 1
Fr1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往测 BFFB 1
Fr2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往测 BFFB 1
Bk2
BM#:B01
按[MEAS]开始测量

往测 BFFB 1
ENT: 继续测量
REP: 重测
MENU:结束测量

往测 FBBF 2
Fr1
点号:P02
按[MEAS]开始测量

往测 FBBF 2
Bk1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8. 按 [MEAS]测量后视点高度
按[ENT]键；

[MEAS]
[ENT]

往测 FBBF 2
Bk2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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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 [MEAS]测量前视点高度
按[ENT]键；

10.按［ENT］继续线路测量；

11. 按[MEAS]测量后视点高度
按[ENT]键；

12.按［MENU］结束线路测量；

13.按［ENT］确认结束线路测
量；
国家水准测量规范要求往测和
返测的测站数要求为偶数。

14.按[▲][▼]选择结束往测；

15.输入点号并[ENT]确认；

[MEAS]
[ENT]

[ENT]

[MEAS]
[ENT]

[MENU]

［ENT］

[▲][▼]
［ENT］

点号
[ENT]

往测 FBBF 6
点号？
=>_

往测 FBBF 2
Fr2
点号:P02
按[MEAS]开始测量

往测 BFFB 2
ENT: 继续测量
REP: 重测
MENU:结束测量

往测 BFFB 3
Bk1
点号:P02
按[MEAS]开始测量

往测 FBBF 6
ENT: 继续测量
REP: 重测
MENU:结束测量

往测 FBBF 6
本站为偶数站
是否结束线路测量
是：[ENT]否：[ESC]

往测 FBBF 6
过渡点结束

►结束往测

16.输入注记并[ENT]确认；
注记
[ENT]

往测 FBBF 6
注记#1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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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按[▲][▼]选择查阅本次线路
的数据；

18.按[ENT]进入返测；

19. 按[MEAS]测量后视点高度再
按[ENT]键；

20. 按[MEAS]测量前视点高度再
按[ENT]键；

21.按［MENU］结束线路测量；

22.按［ENT］确认结束线路测量；

23.按[▲][▼]选择结束返测；

[▲][▼]

［ENT］

[MEAS]
[ENT]

[MEAS]
[ENT]

[MENU]

[ENT]

[▲][▼]

往测 FBBF 6
ENT: 继续测量
REP: 重测
MENU:结束测量

往测 FBBF 6 1/2
△h CP 0.558m
△hΣCP 1.007m
ΣD CP 52.00m

往测 FBBF 6 2/2
ΣD BM 108.05m
G.H BM 5.007m

返测 BFFB 1
Bk1
BM#:P06
按[MEAS]开始测量

返测 FBBF 2
Fr2
点号:P07
按[MEAS]开始测量

返测 FBBF 6
本站为偶数站
是否结束线路测量
是：[ENT]否：[ESC]

返测 FBBF 6
过渡点闭合

►结束返测

24.输入点号并[ENT]确认； 点号
[ENT]

返测 FBBF 6
点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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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输入注记并[ENT]确认；

26.按[▲][▼]选择查阅本次线路
的数据；

27.按[ENT]退出往返测。

注记
[ENT]

[▲][▼]

[ENT]
往测 FBBF 6 2/2
ΣD BM 110.08m
G.H BM 5.003m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返测 FBBF 6
注记#1
=>

往测 FBBF 6 1/2
△h CP 0.558m
△hΣCP 0.003m
ΣD CP 52.00m

● 往测或过渡点测量完毕，显示下列数据

往测 FBBF 6 1/2
△h CP 0.558m
△hΣCP 0.003m
ΣD CP 52.00m

往测 FBBF 6 2/2
ΣD BM 110.08m
G.H BM 5.003m

△h CP:上次过渡点到本次过渡点
的高差；
△hΣCP：从起始点到本次过渡点的
高差；
ΣD CP：上次过渡点到本次过渡点
的视距；
ΣD BM：从起始点到本次过渡点的
视距；
G.H BM：本过渡点的高程；

● 测量完毕，可显示下列数据
按[▲]或[▼]键可翻页显示。

当后视 1(Bk 1)测量完毕，按[▲]或[▼]显示下列屏幕

线路测量 BFFB 1/2
B1标尺均值:0.8259m

只在多次测量的情况下显示
到后视点的距离。
N次测量: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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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视距均值: 3.914m
N:3 δ:0.00mm

线路测量 BFFB 2/2
BM#:B01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测量值
N:总的测量次数
δ:标准偏差

后视点号

当前视 1(Fr 1)测量完毕，按[▲]或[▼]显示下列屏幕。

线路测量 BFFB 1/2
F1标尺均值:0.8260m
F1视距均值: 3.914m
N:3 δ:0.02mm

线路测量 BFFB 2/2
高差 1: -0.0001m
Fr GH1:99.9999m
点号:P01

到前视点的距离。
N次测量:平均值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测量值
N:总的测量次数
δ:标准偏差

后视 1至前视 1的高差
前视点地面高程

当前视 2(Fr 2)测量完毕，按[▲]或[▼]显示下列屏幕。

线路测量 BFFB 1/2
F2标尺均值:0.8260m
F2视距均值: 3.913m
N:3 δ:0.02mm

线路测量 BFFB 2/2
d :0.000m
Σ:7.828m
点号:P01

到前视点的距离。
N次测量:平均值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测量值
N:总的测量次数
δ:标准偏差

d:后视距离总和-前视距离总和
Σ:后视距离总和+前视距离总和
前视点号

当后视 2(Bk 2)测量完毕，按[▲]或[▼]显示下列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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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测量 BFFB 1/3
B2标尺均值:0.8260m
B2视距均值:3.915m
N:3 δ:0.02mm

线路测量 BFFB 2/3
E.V值:0.0mm
d: 0.001m
Σ: 7.828m

线路测量 BFFB 3/3
高差 2:0.0000mm
Fr GH2: 100.0000m
BM#:B01

到后视点的距离。
Ｎ次测量:平均值
连续测量:最后一次测量值
δ:标准测量

E.V:高差之差=(后 1-前 1)
-(后 2-前 2)

d: 后视距离总和-前视距离总和
Σ:后视距离总和+前视距离总和

后视 2至前视 2之高差
前视点地面高程
后视点号

关于线路测量中点号的说明

点号的修改
在前视测量前可更改点号参见下一节“更改点号”

点号中可用的字符
在点号中可使用数字，大写字母和“-”，最多可用 8位字符，已用过的点号可以再

次使用。

关于点号自动递增与递减
设置方法见“设置模式”

自动递增步长
若最后一次输入的点号的最后一位为数字，则此时点号增加+1。

数字自动增大
当点号总长小于 8个字符时数字依次右移并自动增大 1。
例如：最后一次 ABCD-99

本次 ABCD-100
当点号总长为 8个字符时数字不移位

例如：最后一次 ABCDE-99
本次 ABCDE-00

自动递减步长
若最后一次输入的点号的最后一位为数字，则此时点号增加-1。
在点号末位大于 1时，数字字符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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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最后一次 ABC-02
本次 ABC-01
下一次 ABC-00

当点号末位为 0时
下一点号显示“9”，而长度为 8位。

例如：最后一次 ABC-00
本次 ABC-9999

下一次 ABC-9998
注 :当点号仅为数字字符时，则数字减 1。若本次的点号为 1，则下一次为

“99999999”。

●更改点号
可在前视 1(Fr1)测量前更改点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在前视测量前，按[ESC]，则
点号移至左边；

2.按 [ESC] （C）键清字符；

3.输入新的点号；※1），2）
[例如:2008]；

4.按[ENT]键；

※1）最多可输入 8 位字母数字
字符；
※2）在同一线路测量，可再次
使用已用过的点号。

[ESC]

[ESC]
三次

2008

[ENT]

线路 BFFB
Fr1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 BFFB
点号？
=>P01

线路 BFFB
点号？
=>

线路 BFFB
点号？
=>2008

线路 BFFB
Fr1
点号:2008
按[MEAS]开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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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测量[REP]键

[REP]键用于测站观测有错误时重新采集前面进行的后视或前视观测数据。重新测

量前存储的数据不会影响每个计算数据的结果。

[水准测量 1 ]

[REP] [REP]

[REP] [REP]

●后视 1或前视 1测量完毕,可从后视 1重新开始测量。

●前视 2或后视 2测量完毕.可从前视 2或后视 1重新开始测量.。

[水准测量 2 ]

[REP] [REP]

[REP] [REP]

●后视 1或后视 2测量完毕,可从后视 1重新开始测量。
●前视 1或后视 2测量完毕.可从前视 1或后视 1重新开始测量.。

[水准测量 3 ]

[REP] [REP]

[水准测量 4]

[REP] [REP] [REP] [REP]

后视1 前视1 前视 2
下一个

后视 1

后视2

后视 1 后视 2
下一个

后视 1

后视 1 前视 1 前视 2 下一个

前视 1
后视 2

前视 1 前视 2

后视 1 前视 1

下一个

后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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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视 1或前视 1测量完毕,可从后视 1重新开始测量。
●前视 2或后视 2测量完毕.可从前视 2或后视 1重新开始测量.。

[REP] [REP] [REP] [REP]

●后视 1或前视 1测量完毕,可从后视 1重新开始测量。

●前视 2或后视 2测量完毕.可从前视 2或后视 1重新开始测量。

实例:[水准测量 1] 前视 2测量完毕，可重新从后视 1开始测量。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在“Bk2”提示下，按[REP]键；

2.按 [ENT]确认要重新采集的测
量；

3.瞄准后视点并按[MEAS]键进行
重测，测量完毕，显示观测值 N—
秒；

4.瞄准前视并按[MEAS]键进行重
测；

[REP]

[ESC]

[ENT]

瞄准后视
[MEAS]

瞄准前视
[MEAS]

线路 BFFB
Bk2
BM#:B01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 BFFB
重复前视 2？
点号:P01
是:[ENT] 否[ESC]

线路 BFFB
重复后视 1？
BM#:B01
是:[ENT] 否[ESC]

线路 BFFB
Bk1
BM#:B01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 BFFB
Fr1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前视 1 后视 1 后视 2 下一个

后视 1

前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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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瞄准前视并按[MEAS]键进行重
测。

瞄准前视
[MEAS]

线路 BFFB
Fr2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中间点测量[IN/SO]键
[IN/SO]键用来在线路测量中采集中间独立点和侧视点。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在后视测量完毕、按[IN/SO]
键；

2.按[ENT]键，仪器准备采集中
间点观测；

3.输入中间点的点号及注记；

4.瞄准中间点上的标尺并按
[MEAS]键。
测量完毕，显示标尺读数平均值
M秒；

5 按[ENT]键，仪器准备采集下

[IN/SO]

[ENT]

点号
[ENT]

注记
[ENT]

瞄准中间点
[MEAS]

[▲]或[▼]

线路 BFFB
Fr1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 BFFB
►中间点测量
高程放样

中间点测量
点号？
=>TP01_

中间点测量
注记#1
=>_

中间点测量
点号:TP01

按[MEAS]开始测量

中间点测量 1/2
标尺均值:2.9378m
视距均值:32.455m
N:3 δ:0.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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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间点观测，记录数据后中
间点号会自动增加；从本测站采
集更多所需要的中间独立点请
重复步骤（4）和（5）；
6.按[ESC]键退出中间点测量，
返回当前线路测量要测点。

按[REC]或
[ENT],[ESC]

中间点测量 2/2
Int GH:10.0000m
点号:TP01

中间点测量
记录数据: [REC]
继续: [ENT]
退出: [ESC]

放样测量[IN/SO]键
放样测量模式可用来放样指定高程的点。

放样点坐标文件按照记录模式的设置可储存在“内存”或“SD卡”的文件夹内。

高程放样

高差

 调节点直至
符合指定的高程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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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后视测量完毕、前视测量之
前按[IN/SO]键；

2.按[▲]或[▼]键,选择放样菜
单；

3.按[ENT]；放样坐标可从内存
或数据卡中调用,在条件模式下
可以自由选择；

4.按[▲]或[▼]键,选择所选定
一作业并按[ENT]；

5. 按[▲]或[▼]键,选择所选
定一点并按[ENT]；

[IN/SO]

[ENT]

[ENT]

[▲]或[▼]
[ENT]

[▲]或[▼]
[ENT]

选择点号
►P01
P02
P03

线路 BFFB
Fr1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 BFFB
中间点测量

►高程放样

高程放样
调用记录数据？

是:[ENT] 否:[ESC]

选择作业
►J01
J02
J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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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定所选定一点并按[ENT]；

7．输入放样点号并[ENT]；

8.输入注记并[ENT]；

9.瞄准放样点上的标尺并按

[MEAS]，测量完毕，显示观测值

包括三次观测值和最后平均值；

10．按[▲]或[▼]键显示其他的

计算数据，按[REC]对数据记录，

按[ENT]键，仪器准备采集下一

个放样点观测，点号会自动增

加；若不需要保存则不需按

[REC]直接按[ENT]点号不增加；

按[ESC]键退出高程放样测量，

返回当前线路测量所测点。

[ENT]

点号
[ENT]

输入注记
[ENT]

[MEAS]

按 [REC] 或

[ENT],[ESC]

选择点号
点号:P01
高程:10.0011m
是:[ENT] 否[ESC]

高程放样
设置 G.H: 10.0011m
点号:G01_

高程放样
注记#1
=>_

高程放样
设置 G.H: 10.0011m
点号:G01
按[MEAS]开始测量

高程放样 1/2
S.O标尺: 0.0020m
S.O放样：↓1.002m
点号:G01

高程放样
记录数据: [REC]
继续: [ENT]
退出: [ESC]

调用的坐标数据不存储在“内存”或“SD 卡”中

[实例 2]手工输入放样高、点号和有关信息，测量次数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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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在后视测量完毕、前视测量
之前按[IN/SO]键；
按[▲]或[▼]键 ,选择放样菜
单;
按[ENT];

2.按 [ESC]取消调用坐标数
据；

3.输入高程并按[ENT]；

4.输入点号并按[ENT]；

5.输入注记并按[ENT]；

6. 瞄准放样点上的标尺并按

[MEAS]。测量完毕，显示观测

值包括三次观测值和最后平

均值；

7. 按[ENT]键，仪器准备采集
下一个放样点观测，点号会自
动增加；按[ESC]键退出高程
放样测量，返回当前线路测量
所测点。

[IN/SO]
[▲]或[▼]
[ENT]

[ESC]

输入高程
[ENT]

输入点号
[ENT]

输入注记
[ENT]

瞄准放样点
[MEAS]

按[REP]或
[ENT],[ESC]

线路测量模式
中间点测量

►高程放样

高程放样
调用记录数据？

是:[ENT] 否:[ESC]

高程放样
高程
=10 m

高程放样
设置 G.H:10.000m
点号:G01

高程放样
注记#1
=>

高程放样
设置 G.H:10.000m
点号:G01
按[MEAS]开始测量

高程放样 1/2
S.O高差:0.0020m
S.O放样 ↑1.002m
点号:G01

高程放样
记录数据: [REP]
继续: [ENT]
退出: [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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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点上终止线路测量
可在过渡点暂停线路测量作业。

暂停的作业也可以继续。要从一过渡点上继续线路测量工作，请参见“继续测量”。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在一站测量完毕、下站测量之
前，在‘Bk1’提示时，按[MENU]
键；

2.按[▲]或[▼]键，选择结束线路测
量；

3.选择过渡点闭合,按[ENT]；

4.输入过渡点号；

6.输入注记 1和注记 2；
●在‘注记 1’提示下按[ENT]跳
过注记输入。最多可输入 16个字
母数字字符；

7.按[ENT]键；

8.按[▲]或[▼]键查阅闭合数据；

[MENU]

[▲]或[▼]
[ENT]

[ENT]

输入过渡点
号[ENT]

输入注记 1
[ENT]

输入注记 2
[ENT]

[▲]或[▼]

线路 BFFB
Bk1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测量模式
开始线路测量
继续线路测量

►结束线路测量

线路 BFFB
►过渡点闭合
水准点闭合

线路 BFFB
点号？
=>

线路 BFFB
注记#1
=>

线路 BFFB
注记#2
=>

线路 BFFB 1/2
Δh CP: 0.000m
Δh ΣCP: 0.002m
ΣD CP: 38.9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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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按[ENT]键，退出线路测量的菜
单。

[ENT]

线路 BFFB 2/2
ΣD ΣCP: 233.676m
G.H.CP : 10.0002m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水准点上终止线路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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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在一站测量完毕,下一站测量之
前，在 Bk1 提示时，按[MENU]
键；

2.按[▲]或[▼]键，显示结束线路测
量；

3.选择水准点闭合,按[ENT]；

4.输入水准点号，按[ENT]；

5.输入注记 1和注记 2
●在‘注记 1’提示下按[ENT]跳
过注记输入。最多可输入 16个字
母数字字符；

[MENU]

[▲]或[▼]
[ENT]

[ENT]

水准点号
[ENT]

输入注记 1
[ENT]

线路 BFFB
Bk1
点号:P01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测量模式
开始线路测量
继续线路测量

►结束线路测量

线路 BFFB
过渡点闭合

►水准点闭合

线路 BFFB
点号？
=>

线路 BFFB
注记#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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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或[▼]键查阅闭合数据；
Δh CP: 到上一过渡点的高差
Δh ΣCP：所有过渡点的总高差
ΣD CP:到上一过渡点的线路长
ΣD ΣBM:到基准点的总线路长
G.H.BM：高程
ΔS BM：累计前后视距差

7.按[ENT]键，退出线路测量。

输入注记 2
[ENT]

[▲]或[▼]

[ENT

线路 BFFB
注记#2
=>

线路 BFFB 1/2
Δh CP: 0.000m
Δh ΣCP: 0.002m
ΣD CP: 38.950m

线路 BFFB 2/2
ΣD ΣBM: 233.676m
G.H.BM : 10.0002m
ΔS BM: 0.005m

主菜单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注:如水准点结束线路测量，则此线路测量作业已结束，将无法再次继续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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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线路测量
该模式用来继续线路测量作业。
●设置模式中的“数据输出”应设置为“内存”或“SD”卡。

●线路测量作业循环必须以 “过渡点闭合”结束；

●作业数据必须在“数据输出”下选择“SD卡”或“内存”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从主菜单屏幕按[ENT]键；

2.按[▲]或[▼]键，选择继续线路

测量；

按[ENT]；

3.按[▲]或[▼]键，选择一作业；

按[ENT]键；

4.瞄准后视点并按[MEAS]键进
行重测，测量完毕，显示观测值
N—秒。

[MENU]

[▲]或[▼]
[ENT]

[ENT]

瞄准后视

[MEAS]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开始线路测量

►继续线路测量

结束线路测量

选择作业
►J01
J02
J03

线路 BFFB
Bk1
点号:P05
按[MEAS]开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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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它功能
手工输入数据[MANU]键。
若由于某些原因无法用[MEAS]进行测量时，则可用[MANU]手工输入标尺读数和

仪器至标尺的平距。

[实例]在线路测量过程中: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在后视、前视或中间点提示时
用[MANU]键取代[MEAS]键；

2.输入标尺读数并按[ENT]键；
注:输入的标尺读数范围:

-4.9999 ~ +4.9999 米

3.输入视距并按[ENT]键；
注 : 输 入 的 视 距 范 围 :0 ~
99.9999 米

4.根据前一点是后视点还是前
视点，可进入下一步操作。

[MANU]

输入标尺
读数并按
[ENT]

输入视距
[ENT]

线路 BFFB
Bk1
点号:P03
按[MEAS]开始测量

线路 BFFB
标尺？

=1.0410m

线路 BFFB
视距？

=10.000m

线路 BFFB 1/2
B1 标尺 1.0410m
B1 视距 10.000m
N:手动输入

线路 BFFB 2/2
点号:P03

线路 BFFB
Fr1
点号:P04
按[MEAS]开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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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在标准测量过程中: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在测量点号提示时用[MANU]
键取代[MEAS]键；

2.输入标尺读数并按[ENT]键；

3.输入视距并按[ENT]键；

4.按[ENT]键记录数据；
按[ESC]键取消记录数据。

[MANU]

输入标尺
读数并按
[ENT]

输入视距
[ENT]

[ENT]或[ESC]

[ENT]

[MEAS]

标准测量
按[MEAS]开始测量

测量号:1

标准测量
标尺？

=1.0410m

标准测量
视距？

=10.000m

标准测量
记录数据？

是[ENT] 否[ESC]

标准测量
标尺 1.0410m
视距 10.000m

N:手动输入

标准测量
按[MEAS]开始测量

测量号:1

距离显示[DIST]键

在实际测量之前，可用[DIST]键检查距离，以确保前视与后视距离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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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尺倒置模式[-]键

该模式可将标尺倒置用于天花板的测量。

首先，在设置模式中将标尺倒置模式设置为“使用”，参见 8“设置模式”。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按[-]键设置倒置模式为 ON，
然后显示倒置模式提示符‘I’；

2.瞄准倒置的标尺并按[MEAS]
键；

3.再次按[-]键，返回到正常测量

模式；

[-]

瞄准标尺

[MEAS]

[-]

标准测量
按[MEAS]开始测量

测量号:1

标准测量 Ⅰ
按[MEAS]开始测量

测量号:1

标准测量 1/2 Ⅰ
标尺均值:-1.9766m
视距均值:19.008m
N:3 δ:0.02mm

标准测量 1/2
标尺均值:-1.9766m
视距均值:19.008m
N:3 δ:0.02mm

记录数据的查询[SRCH]键

[SRCH]键可用来查询和显示记录的数据。可查询内存或数据卡数据，在“数据输

出”下选定

[“数据输出”设置为:“内存”]

[实例]:查询水准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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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在主菜单模式下按[SRCH]键；

2.按[▲]或[▼]选择查找类型，并

按[ENT]；

3.输入要查找的内容。

[SRCH]

[▲]或[▼]
[ENT]

输入
水准点号
[ENT]

[SRCH]

[SRCH]

[SRCH]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查找
作业
点号

►BM#

输入查找的 BM号
BM#？
=>B01

输入查找的 BM号
BM#？
=>B01
按[SRCH]开始查找

线路 BFFB
BM#:B01
高程:19.008m
E.V限差:2.00mm

线路 BBFF
BM#:B01
高程:10.001m
E.V限差:2.50mm

●若在查询水准点号之后按[▲]或[▼],则可显示该水准点之前,或之后的数据;

●若查询到文件的结束,则显示“文件结尾”;

●按[ESC]一次或两次,返回到以前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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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输出”设置为:SD 卡]

只能查询数据卡中一个文件夹内的作业文件号

[实例]查询水准点号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在主菜单模式下按[SRCH]键；

2.按[▲]或[▼]选择查找文件夹，
并按[ENT]；

3.按[▲]或[▼]选择查找类型，并
按[ENT]；

4.输入要查找的内容。

[SRCH]

[▲]或[▼]
[ENT]

[▲]或[▼]
[ENT]

输入
水准点号

[SRCH]

[SRCH]

[SRCH]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选择文件夹
►AAA
BBB

查找
作业
点号

►BM#

输入查找的 BM号
BM#？
=>B01

输入查找的 BM号
BM#？
=>B01
按[SRCH]开始查找

线路 BFFB
BM#:B01
高程:19.008m
E.V限差:2.00mm

线路 BBFF
BM#:B01
高程:10.001m
E.V限差:2.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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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角测量

本仪器有一个水平度盘可用来测量水平角。水平度盘每 1°一个划分，每 10°

有一注记，即整个度盘从 0°到 350°，角值按顺时针增大。

①首先，在起点 C架设并整平仪器。然后，用望远镜瞄准后视点 A，用水平微动

螺旋使十字线竖丝精确照准 A点上的标尺。旋转水平度盘直至设置好零位。

②用望远镜瞄准 B点，用水平微动螺旋精确照准 B点上的标尺。则角度读数即是

A、B两点间的夹角，即角 ACB。

30°点A 点B

点C

水平度盘30°

10 0 350 40 30 20

点A 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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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距测量

本仪器可用来进行视距测量，用视距丝和标尺上的分划进行视距测量是一种

方便的测距方法，只要仪器读取标尺上的视距间隔乘以 100 即可。视距间隔为上

丝与下丝读数间的距离。

①在被测点上设置标尺；

②架设并整平仪器，用望远镜瞄准准标尺，读取标尺上的上下视距丝间距“1”；

③仪器至标尺“L”等于视距丝间距“1”乘 100。

L=100×l

l

L

l

视距丝

L=100×l

６ 数据卡/内存的格式化

该功能用来删除记录在内存或数据卡中所有文件，删除后的文件不能恢复。

为了避免错误操作而不小心删除数据，需输入密码。密码是由厂家设置，用户无

法更改。这是本手册唯一需要记录密码的地方。

密码: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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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卡的格式化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按[MENU]并按［▲］或［▼］
至菜单模式显示格式化屏幕然
后按[ENT]；

2.输入密码:519 并按[ENT]键；

3.按［▲］或［▼］键,选择 SD
卡，并按[ENT]键；

4.确认显示的内容并按[ENT]
键。

注:建议用户在电脑上格式化 SD
卡，且以 FAT32 格式格式化。

［▲］或［▼］
[ENT]

密码
519

[ENT]

［▲］或［▼］

[ENT]

主菜单 2/2
数据管理

►格式化

格式化
输入密码

=>

格式化
►格式化内存
格式化 SD 卡

格式化
SD 卡
格式化 OK?
是:[ENT] 否:[ESC]

格式化
SD 卡
正在格式化…

格式化
SD 卡
格式化完成

格式化
SD 卡
请重新启动
正在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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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的格式化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按[MENU]并按［▲］或［▼］
至菜单模式显示格式化屏幕然
后按[ENT]；

2.输入密码:519 并按[ENT]键；

3.按［▲］或［▼］键,选择内
存，并按[ENT]键；

4.确认显示的内容并按[ENT]
键；

［▲］或［▼］
[ENT]

密码
519

[ENT]

［▲］或［▼］

[ENT]

主菜单 2/2
数据管理

►格式化

格式化
输入密码

=>

格式化
►格式化内存
格式化 SD 卡

格式化
内存
格式化 OK?
是:[ENT] 否:[ESC]

格式化
内存
正在格式化…

格式化
内存
格式化完成

格式化
内存
请重新启动
正在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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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管理
本章描述如何利用主菜单中数据管理功能来管理内存(RAM)和数据卡(SD卡),

包括下列功能:

●在 SD卡上创建一个文件夹

●查找作业(功能同 SRCH)

●复制一个作业(从内存到数据卡,从数据卡到内存)

●删除内存或数据卡中的一个作业

●检查内存或数据卡的容量

●作业文件数据输出到电脑

内存与数据卡中的文件

作业和坐标数据可按下列方式存储到内存或数据卡中

内存 JOB01.M

JOB02.L

JOB021.A

JOB022.L

.

.

SD卡 G01

JOB01.M

JOB02.L

JOB021.M

JOB022.L

.

.

G02

JOB01.M

JOB02.L

JOB021.M

JOB02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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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存中不存在文件夹；

●在数据卡中,一个文件夹中不可以有相同的作业名；

●根据文件类型，按下列规则自动地加上扩展名；

L:线路测量数据文件

M:标准测量数据文件

A:检校数据文件

.H:高程高差文件

.T:输入点文件

用户可以按类型将输入点、标准测量、线路测量，高程高差文件通过 USB接

口发送给计算机；默认通讯格式(波特率:9600，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检)。
●内存和 SD卡中的数据格式见光盘中的说明；用户可以通过本公司的软件加以传

输和处理，也可以将文件通过 SD卡将数据拷贝至电脑，用户通过记事本打开进行

编辑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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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卡上创建一个文件夹
为了便于查阅，可构成一个或多个文件夹。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按主菜单再按［▲］或［▼］
直到显示“数据管理”；

2.按［ENT］并在菜单模式下按
［▲］或［▼］至显示“生成文
件夹”屏幕，然后再按［ENT］:

3.输入要构成的文件夹名并按
［ENT］；

显示窗返回到菜单显示。

［▲］或［▼］

［ENT］
［▲］或［▼］

输入文件夹名
［ENT］

主菜单 2/2
►数据管理
格式化

数据管理 1/2
►生成文件夹
查找作业
拷贝作业

数据管理
文件夹名?
=>G01

数据管理
正在创建文件夹
G01

数据管理
创建成功

数据管理 1/2
►生成文件夹
查找作业
拷贝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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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一个作业

除了坐标文件外，本选择按照记录模式的设置可以方便地找到文件夹内(数据

卡)或内存中的一个作业。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按［MENU］再按［▲］或［▼］
直到显示“数据管理”；

2.按［ENT］并在菜单模式下按
［▲］或［▼］至显示“查找作
业”屏幕，然后再按［ENT］；

3.按[▲]或[▼]选择一个文件夹，
按［ENT］键；

4.按[▲]或[▼]选择一个作业数
据类型，按[ENT]键；

5.按[▲]或[▼]键找到一个作业。

●按[ESC]键 ,显示屏返回到菜
单显示

［▲］或［▼］
［ENT］

［▲］或［▼］
［ENT］

［▲］或［▼］
［ENT］

［ENT］

［ENT］

主菜单 2/2
►数据管理
格式化

数据管理 1/2
生成文件夹

►查找作业
拷贝作业

选择文件夹 1
►G01
G02
G03

查找作业类型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选择作业 1
►J01
J02
J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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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作业

数据卡内的作业数据可以复制到内存，反之亦然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按［MENU］再按［▲］或［▼］
直到显示“数据管理”；

2.按［ENT］并在菜单模式下按
［▲］或［▼］至显示“拷贝作
业”屏幕，然后再按［ENT］；

3.按[▲]或[▼]选择 SD 卡，按
［ENT］键；

4.按[▲]或[▼]选择一个作业文
件夹，按[ENT]键；

5.按[▲]或[▼]选择一个作业数
据类型，按[ENT]键；

6.按[▲]或[▼]键找到一个作业,
按[ENT]键；

7.按[▲]或[▼]选择 SD 卡，按
[ENT]键；

［▲］或［▼］
［ENT］

［▲］或［▼］
［ENT］

［▲］或［▼］
［ENT］

［ENT］

［ENT］

［ENT］

［▲］或［▼］
［ENT］

主菜单 2/2
►数据管理
格式化

数据管理 1/2
生成文件夹
查找作业

►拷贝作业

拷贝自
内存

►SD 卡

选择文件夹 1
►G01
G02
G03

作业类型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标准测量模式 1
►J01
J02
J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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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贝到
内存

►SD 卡

8.按[▲]或[▼]选择一个文件夹，
按[ENT]键；

［▲］或［▼］
［ENT］

选择文件夹 1
G01

►G02
G03

数据管理
拷贝成功

数据管理
生成文件夹
查找作业

►拷贝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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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作业

按照“数据输出”的设置，可将存储在数据卡或内存中的作业数据删

除。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78

1.按［MENU］再按［▲］或［▼］
直到显示“数据管理”；

2.按［ENT］并在菜单模式下按
［▲］或［▼］至显示“删除作
业”屏幕，然后再按［ENT］；

3.按[▲]或[▼]选择作业文件夹，
按［ENT］键；

4.按[▲]或[▼]选择一个作业类
型，按[ENT]键；

5.按[▲]或[▼]选择一个作业，按
[ENT]键；

6.按[▲]或[▼]键找到一个作业,
按[ENT]键。

［▲］或［▼］
［ENT］

［▲］或［▼］
［ENT］

［▲］或［▼］
［ENT］

［ENT］

［ENT］

［ENT］

［ENT］

主菜单
►数据管理
格式化

数据管理
►删除作业
检查容量
文件输出

选择文件夹 1
►G01
G02
G03

作业类型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1
►J01
J02
J03

数据管理
删除?
标准测量:J01
是:[ENT] 否:[ESC]

数据管理
删除成功

选择文件夹 1
►G01
G02
G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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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存或数据卡的容量

可按下列方法检查内存或数据卡的容量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按［MENU］再按［▲］或［▼］
直到显示“数据管理”；

2.按［ENT］并在菜单模式下按
［▲］或［▼］至显示“检查容
量”屏幕，然后再按［ENT］；

3.按 [▲]或 [▼]选择内存，按
［ENT］键；

4.按[ENT]键；

［▲］或［▼］
［ENT］

［▲］或［▼］
［ENT］

［▲］或［▼］
［ENT］

［ENT］

［ENT］

主菜单 2/2
►数据管理
格式化

数据管理 2/2
删除作业

►检查容量
文件输出

检查容量
►内存
SD 卡

检查容量
内存:96%

按任意键退出

检查容量
►内存
SD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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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内存或数据卡中的文件

文件夹或内存中的作业能够输出到外部设备。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按［MENU］再按［▲］或［▼］
直到显示“数据管理”；

2.按［ENT］并在菜单模式下按
［▲］或［▼］至显示“文件输
出”屏幕，然后再按［ENT］；

3.按 [▲]或 [▼]选择内存，按
［ENT］键；

4.按[▲]或[▼]选择作业类型，按
[ENT]键；

5.按[▲]或[▼]选择作业文件，按
[ENT]键；

6.按[ENT]键；

7.当输出完成，返回到“文件输
出”屏幕；

［▲］或［▼］
［ENT］

［▲］或［▼］
［ENT］

［▲］或［▼］
［ENT］

［▲］或［▼］
［ENT］

［▲］或［▼］
［ENT］

［ENT］

主菜单 2/2
►数据管理
格式化

数据管理 2/2
删除作业
检查容量

►文件输出

选择数据
►内存
SD 卡

作业类型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标准测量模式 1
►J01
J02
J03

数据管理
发送数据文件

是:[ENT] 否:[ESC]

数据管理
正在发送
标准测量模式
J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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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设置模式
设置模式是用来设设置水准测量的各种选择项，可使用户选择测量单位、通

信参数等。关机后，设置保持不变。

设置模式菜单

设置测量参数 1/2
►测量模式
最小读数
标尺倒置

设置测量参数 2/2
►显示单位
限差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设置
►测量参数
条件参数
仪器参数

设置条件参数 1/2
►点号模式
显示时间
数据输出

设置条件参数 2/2
►通讯参数
自动关机

设置仪器参数
►对比度
背景光
仪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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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量模式:

用于设置测量方式，选择如下测量方法之一:N次测量，单次测量或连续测量,当需

要进行高精度测量时建议适当加大N次平均测量的次数。

选 项 说 明

N 设定 N次测量，N可取 1～99

单次 单次测量模式

连续 连续测量模式

2.最小读数:

设置水准仪最小读数单位

选 项 说 明

标准 0.1mm

精密 0.01mm

3.标尺倒置:
用于实现标尺倒置测量，测量方法参见“标尺倒置模式”

选 项 含 义

不使用 不使用标尺倒置模式

使用 使用标尺倒置模式

4.显示单位:

显示的单位选择

选 项 说 明

m 测量单位:m(米)
ft 测量单位:US.ft(美国.英尺) 1m=3.280833333333333ft

5.数据输出:

该选项用于确定是否存储数据以及存储在什么地方,

请参见”设置记录模式(数据输出)”
选 项 含 义

内存 测量数据存入内存

SD卡 数据存入 SD存储卡

USB 使仪器与电脑进行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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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测量数据不存储

5.点号模式

选定点号序列递增或递减。

6.显示时间:
设置显示持续时间，用于确定某一屏幕显示直到下一个屏幕显示之前的持续

显示时间

显 示 说 明

选择M秒 可设置持续显示时间 1～9秒

7.通讯参数

用于设置各项通讯参数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含 义

标准参数 -------- 标准设置
(波特率:9600，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检)

用户设置 波特率 波特率:300/600/1200/2400/4800/9600
奇偶校验 校验位: 奇/偶/无

8.自动关机:

选择仪器自动关机功能打开或关闭

若该项设为打开,则当仪器无按键操作达 5分钟后,仪器就会自动关机

选 项 说 明

开 自动关机模式为 ON
关 自动关机模式为 OFF

9.对比度:
用于选择显示屏的对比度,级别分为九级

显 示 含 义

对比度调节 可设置九级亮度中的一个等级

10.背景光:
可用于设置屏幕背景光打开或关闭。

11.仪器信息:
可查看的仪器信息:仪器型号,仪器机号,出厂日期。

12.限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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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路测量时，用户可以设置是否使用各个限差并设置限差的范围。限差包括：

前后视距差：测站的前后视距的差值的限差，如果测量时超过限差，用户可以按

“REP”对本站的数据重新测量，也可以忽略后继续新的测量；

累积视距差：从本测站到起始点的各站的视距差的和，用户可以查阅本值后对以

后的测量视距进行调整；

高差限差：本测站前后视测量的高差得限值，测量值大于此值时报警，用户可以

忽略或重新进行测量；

高差之差限差：针对后前前后，后后前前，往返测过程中两次后前的高差的比较

差值而设定的限差；

视距限值：设定允许测量的最远和最近的视距；

高度限值：设定允许测量的高度范围；

更改设置模式
[实例 1]设置测量次数为 3次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在菜单模式或测量之前按
[SET]键,会显示“设置”屏幕；

2.按［▲］或［▼］选择“测量
参数”，然后再按［ENT］；

3.按［▲］或［▼］选择“测量
模式”，然后再按［ENT］；

4.按［▲］或［▼］选择“N次
测量模式”，然后再按［ENT］；

5.输入３，按[ENT]键。

［SET］

［▲］或［▼］
［ENT］

［▲］或［▼］
［ENT］

［▲］或［▼］
［ENT］

3
［ENT］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设置
►测量参数
条件参数
仪器参数

设置测量参数 1/2
►测量模式
最小读数
倒置标尺模式

设置测量模式
单次测量模式

►N 次测量模式
连续测量模式

设置测量模式
测量次数
N=3_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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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多次测量的平均值时，可以提高测量的精度。

9 电池的使用与充电

机载充电池为 NB-21

●充电

1.将充电器 NC-Ⅵ插头插入到电池 NB-21；

2.将充电器电源端插头插到电源插座上，NC-Ⅵ输入电压为 AC110V~220V，

充电电流为 450mA，电池充电时，充电器上的红色指示灯亮，绿灯亮表示充电结

束；

3.充电时间约为 5个小时；

4.将充电器电源端插头从电源插座上拔下来；

注: a.充电应在环境温度为 10℃～40℃的室内进行；

b.超过建议的充电时间会缩短电池寿命；

c.存放时，电池会放电。长时间存放后使用仪器应对电池进行检查；

d.当仪器长时间存放时，应在 30℃或更低的环境下，并且应每三、四个月充一

次。

10 检校模式

圆水准器的检校

1.将仪器安置在三脚架上，利用三个脚螺旋使圆水准器气泡精确位于中心；

2.将望远镜绕竖轴旋转 180°如果气泡偏离中心，则须按下列步骤进行校正；

a.首先找到气泡偏移方向是的圆水准器校正螺丝，然后固紧该螺丝，使气泡返回

总偏移量的一半；

b.用三个脚螺旋重新整平圆水准器；

c.此时当望远镜绕竖轴旋轴时气泡保持居中状态，如果泡不居中则应重复在上校

正操作，直到望远镜旋转时气泡一直保持居中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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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的视准线误差

方法类型 A

1.两标尺约相距 50米，要中间位置架设三脚架，在三脚架上安置仪器；

2.整平仪器；

3.检校步骤如下:

  

大约25m 大约25m

(a) (b)

Aa Ab Bb

(b)

Ba

(a)

大约3m B
图1 图2
A

操 作 过 程 操 作 显 示

1.在菜单屏幕“检校模式”提示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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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按［ENT］；

2.按［▲］或［▼］选择方法类
型，然后再按［ENT］；

［ENT］

［▲］或［▼］
［ENT］ 检校模式

►方法 A
方法 B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3. 输 入 作 业 号 ， 然 后 再 按
［ENT］；

4.输入注记 1，然后再按［ENT］；

5.输入注记 2，然后再按［ENT］；

6.输入注记 3，然后再按［ENT］；

7.瞄准 a点的标尺并按［MEAS］
（见图 1）这时，测量并显示 Aa；

8.瞄准 b点的标尺并按［MEAS］
（见图 1）这时，测量并显示 Ab；

作业号
［ENT］

注记 1
［ENT］

注记 2
［ENT］

注记 3
［ENT］

［MEAS］

［MEAS］

检校模式
作业?
=>J01

检校模式
注记 #1

=>1

检校模式
注记 #2

=>2

检校模式
注记 #3

=>3

检校模式 方法 A
点:A 标尺:a
a←----A------b
按[MEAS]开始测量

检校模式 方法 A
点:A 标尺:a
Aa 标尺:1.0567m
N:3 δ:0.02mm

检校模式 方法 A
点:A 标尺:b
a------A----→b
按[MEAS]开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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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将仪器移至 B 点,然后整平仪
器;(见图 2)
此时可以关仪器的电源以节约
电池的电量；

检校模式
方法 A

移动 A-------→B

重新安置仪器

检校模式 方法 A
点:A 标尺:b
Ab 标尺:1.0567m
N:3 δ:0.02mm

10. 瞄 准 a 点 的 标 尺 并 按
［MEAS］（见图 1）这时，测量
并显示 Ba；

11. 瞄 准 b 点 的 标 尺 并 按
［MEAS］（见图 1）这时，测量
并显示 Ab；

12.显示改正值
要继续校正，请按［ENT］键；

13.按［ENT］键，显示 b 点的
标尺读数；

14.翻转 b 点的标尺读数，拆下

［MEAS］

［MEAS］

［ENT］

检校模式 方法 A
点:B 标尺:a
a←-B--------b
按[MEAS]开始测量

检校模式 方法 A
点:B 标尺:a
Ba 标尺:1.0567m
N:3 δ:0.02mm

检校模式 方法 A
点:B 标尺:b
a---B-------→b
按[MEAS]开始测量

检校模式 方法 A
点:B 标尺:b
Bb 标尺:1.0567m
N:3 δ:0.02mm

检校模式 方法 A
校准值
+0.0000m(+0.1″)

存储[ENT] 否[ESC]

检校模式
方法 A
十字丝检校?
是:[ENT] 否:[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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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镜护罩 1,用拨针旋转目镜下
方的十字丝校正螺钉 2；（此调整
需要专业人士操作）
15.瞄准标尺进行人工读数，上下
移动十字丝，直至水平线与上述
正确读数一致；

16.按［ENT］键，显示返回到
检校菜单；

［ENT］
检校模式
方法 A
十字丝检校?

Bb 标尺:1.0567m

主菜单 1/2
标准测量模式
线路测量模式

►检校模式

●要停止检校过程，只要在步骤（1）至（11）任何时候按［ESC］即可；

●当显示错误信息时，按［ESC］ 并继续检校过程。

方法类型 B

1.如图 1所示，将仪器安置三脚架上，并使脚架位于相距约 50米的两根水准

之间的 A处，A、B两点将两水准尺间的距离分成三个等分;

2.整平仪器；

图1

AbAa

(b)(a)

1/3 1/3 1/3

大约50米

1/3 1/3 1/3
A B

(a)

Ba

(b)

Bb

图2

3.检校步骤与方法 A基本相同:

11 仪器的运输、存贮和清洁

运输

1．野外测量中可以将仪器放在原包装箱内或者将固定仪器的角架直立放在肩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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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仪器向上；

2．公路运输时仪器箱之间不能太松散，否则汽车的颠簸会引起仪器的碰撞。 一

般在公路运输中要把仪器装在专用的运输箱中；

3．当在飞机、火车或轮船上运输时，必须把仪器装在原包装箱或运输箱中，以防

止颠簸和碰撞对仪器的损坏；

4．电池的运输：应该充分了解国内和国际的相关法规。 办理运输前，一定要与

有关运输公司协商好。

存贮

1．保管仪器要注意温度限制，特别是炎热的夏季放置仪器的车内温度；

2．在仪器需要长时间储藏的时候，请取出电池以避免电池泄漏损坏仪器；

3．不要将潮湿的仪器在未擦干前装箱。

清洁

1.使用后清洁仪器

a.当仪器沾上海水时，应有湿布擦去盐水，然后用干布擦干。不要将潮湿的仪

器放入仪器箱中。应使仪器和仪器箱在干燥的环境中凉干；

b.用干净的刷子刷去仪器上的灰尘并用软布擦去，不要用压缩空气来吹；

c.用干净的刷子刷去仪器物镜上的灰尘，酒精和乙醚的混合物可用来擦试透镜

表面，用棉布沾上轻轻地擦，布上不应有油和胶水；

2.当擦试塑料部分时，不要使用稀释剂和苯等易发挥性溶液，但可用中性清洁剂

或水；

3.长期使用后，请检查三角架的每一部分，螺丝、制动部分是否松动；

4.使用后擦干净条码标尺，条码尺的清洁度会影响到测量的精度；

用干净的刷子刷去标尺表面或联接处的灰尘，并用湿布和干布擦试；不要使用

稀释剂和苯等易发挥性溶液；

5.安全存放条纹码标尺：建议用布盖好标尺条码及联接处，使之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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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术指标

仪器型号

技术指标
KL-07

高程测量精度（每

公里往返测标准差）

电子读数 0.7mm

光学读数 2.0mm

距离测量精度 电子读数 D≤10m:10mm;D>10m:D*0.001

测程 电子读数 1.8m~105m

最小显示
高差 0.1mm/0.01mm

距离 0.1/1cm

测量时间 一般条件下小于 3秒

望远镜

放大倍率 32×

分辨率 3″

视场角 1°20′

视距乘常数 100

视距加常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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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器

类型 磁阻尼摆式补偿器

补偿范围 >±12′

补偿精度 0.30″/1′

数据存储

内存 16MBit，20000 点，256 个文件

点号 递增/递减

接口 USB

外部存储 SD卡

圆水准器灵敏度 8′/2mm

自动断电 5分钟/OFF

水平度盘 刻度值 1°/1gonº

防尘防水 IP54

显示器 带照明的 160*64 点阵液晶

工作温度 -20℃~50℃

尺寸
230mm(长)×150mm（宽）×210mm（高）

重量 2.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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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常州市新瑞得仪器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青龙路 11号
邮编：213000
电话：0519-88858000
传真：0519-8886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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