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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及 

離島地區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地方政府公務人員、離島地區公務人員考試                         賴明老師解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測量製圖  

科  目：測量學與土地測量法規概要  

 

一、若已知 A 點高程 100.000 m，將水準儀架於 A、B 兩點中間，第一次測得後視 A 點和前視 B

點之水準尺讀數分別是 1.482 m 和 1.206 m；第二次測得後視 A 點和前視 B 點之水準尺讀數

分別是 1.481 m 和 1.265 m；試繪製略圖並計算 B 點兩次之高程；若不考慮儀器與水準尺設置

誤差，在讀數誤差為 1 mm、A 點高程誤差為 1 mm 時，計算兩次解算 B 點高程之中誤差並

說明兩次計算之高程是否合理？若不合理請說明你的原因，以及你會採取什麼方式正確得到

B 點的高程？（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關鍵字：高程。重點提要：誤差傳播定律之應用，合理性判斷。 

《命中特區》書名：測量學(含平測、衛星、大地)  上課教材 

作者：賴明 

章節出處：第三章 水準測量  之  五、水準測量之原理及施測方法 

【擬答】 

計算 B 點兩次之高程 

繪製略圖如右圖。 

第一次觀測之 B點高程 

mfbHH AB 276.100206.1482.1000.100111


 

第二次觀測之 B點高程 

mfbHH AB 216.100265.1481.1000.100222


 

計算兩次解算 B 點高程之中誤差 

已知：讀數誤差 mmmfb 001.01  、A 點高程誤差 mmm
AH 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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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計算高程之合理性判斷 

B 點高程中誤差 m
BH 0017.0 ，容許誤差= m

BH 0034.02   

B 點高程兩次之較差 mHH BB 060.0276.100216.100
12

  

∵ 0034.0060.0  ，較差 > 容許誤差   ∴ 不合理 

為正確得到 B 點的高程而採取的方法 

採用重複觀測的方法 

於 C 點，升降水準儀，變化視準軸高，重複觀測後視、前視，計算 B 點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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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觀測平差的方法，發現粗差，刪除之。 

再計算 B 點高程的最或是值及其中誤差。 

變換 C點位置，維持 C點到 A點,B點的距離相等 

持續觀測後視、前視，計算 B 點高程。以直接觀測平差的方法，發現粗差，刪除之。 

再計算 B 點高程的最或是值及其中誤差。 

 

二、如下圖，點 A、B 為已知平面控制點，某棟獨立建物高三樓位處於平地上，若今使用具備免

稜鏡功能即可施測的全測站儀，在不補建控制點的情況下，如何完整測繪該建物點 1、

2、……、8 之平面坐標？請詳述在何處設置儀器，使用何種測量方法施測那些點位？並說明

各測量方法須觀測那些觀測量、計算平面坐標之原理及所使用測量方法之特性。（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關鍵字：輻射法、坐標定位精度。 

              重點提要：導線測量實務、需要繪圖輔助說明。 

《命中特區》書名：測量學(含平測、衛星、大地)  上課教材 

作者：賴明 

章節出處：第五章 導線測量  之  第 1 節 導線測量基本觀念 

【擬答】 

已知：點 A、B 為平面控制點。 

假設： 點 A、B 之坐標為 A(EA,NA)，B(EB,NB) 

      點 C 為點 A、B 的中點，C(EC,NC) 

         BAC EEE 
2
1 ，  BAC NNN 

2
1  

      點 A,B,C,1,2,3,4,5,6,7,8 均在同一水平面上 

使用全測站儀進行觀測 

測量方法 

在已知點設站，整置全測站儀，後視另一個已知點，使用輻射法，觀測建物點位，得到距

離與角度觀測量，再計算建物點位平面坐標。 

整體測繪規劃 
 

序號 測站 後視點位 觀測點位 觀測量 

1 A B 2,1,8 
距離： 2A 、 1A 、 8A 。 

角度：∠BA2、∠BA1、∠BA8 (均為內角) 

2 B A 7,6,5 
距離： 7B 、 6B 、 5B 。 

角度：∠AB7、∠AB6、∠AB5 (均為外角) 

3 C B 4,3 
距離： 4C 、 3C 。 

角度：∠BC4、∠BC3 (均為內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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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平面坐標之原理 

坐標反算 

由已知 A,B 兩點的坐標（N,E），計算 A,B 兩點之距離、方位角 AB 。 

已知 A,B 兩點的坐標為：A ),( AA EN 和 B ),( BB EN  

計算坐標差： ABAB EEE  和 ABAB NNN  。由正、負號，判斷象限位置。 

A,B 兩點之距離    22

ABAB NEAB   

取坐標差的絕對值，計算初步的方位角 AB  

AB

AB

AB

AB
AB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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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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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tantan  

依據所在的象限位置，由下表計算方位角 AB  

象限  E N 方位角 AB  

Ⅰ ＋ ＋ ABAB    

Ⅱ ＋ － ABAB  180  

Ⅲ － － ABAB  180  

Ⅳ － ＋ ABAB  360  

點 C到點 B的距離及方位角 

∵點 C 為點 A、B 的中點   ∴距離 ABCB
2
1 ，方位角 ABCB    

坐標正算 

以測站 A，觀測點 1 為例： 

已知：測邊 A1 之 A 點坐標 A(NA,EA)， 

觀測量：測邊 A1 之距離 1A 及水平夾角∠BA1 

計算：點 1 坐標 1(N1,E1) 

方位角 1A ：如右圖， 11 BAABA   

點 1 坐標計算 

        










11

11

c o s1

s i n1

AA

AA

AN

AE





縱距

橫距
 ， 











111

111

cos1

sin1

AAAA

AAAA

ANNNN

AEEEE




 

所使用測量方法之特性 

以坐標定位精度分析，進行測量方法特性之說明： 

已知點：A、B 二點。未知點：C 點。假設：測角精度與測距精度相當。 

使用交弧法、前方交會法、輻射法，分析 C 點坐標不確定性。 

交弧法：二個距離觀測量 AC、BC  

前方交會法：二個角度觀測量∠A、∠B 

輻射法：一個距離觀測量 AC、一個角度觀測量∠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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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弧法 前方交會法 輻射法 

∠C 是 

鈍角 

縱向誤差較大 橫向誤差較大 定位成果較佳 

∠C 是 

銳角 

橫向誤差較大 

縱向誤差較大 
定位成果較佳 

結果： 輻射法定位成果較佳，其縱向誤差與橫向誤差無顯著的差異，約略相等。 

      交弧法，當∠C 是鈍角，縱向誤差較大；當∠C 是鈍角，橫向誤差較大。 

      前方交會法，∠C 是鈍角，橫向誤差較大；∠C 是鈍角，縱向誤差較大。 

 

三、導線測量的目的為何？導線測量的觀測量為何？另分別繪製有兩個未知點坐標與三個未知點

坐標的附合導線略圖，說明此兩條附合導線的多餘觀測數並論述其簡易平差符合的條件與多

餘觀測數之關係。（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關鍵字：簡易平差符合的條件與多餘觀測數之關係。重點提要：附合導線。 

《命中特區》書名：測量學(含平測、衛星、大地)  上課教材 

作者：賴明 

章節出處：第五章 導線測量    第 2 節 導線計算    二、附合導線計算 

【擬答】 

導線測量之目的 

於地面上佈置若干點，測量各點間之距離，以及各點連線間所成之水平角，以確定各點平面

位置，具控制作用者之測量方法。 

導線測量的觀測量 

各點之間的邊長、各點連線間的右旋折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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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未知點坐標與三個未知點坐標的附合導線 

兩個未知點坐標的附合導線 

繪製略圖 

 

 

 

 

 

 

 

 

 

 

 

 

已知： 起始邊、終止邊方位角 CDBA  , ； 

        右旋折角觀測值：∠AB1、∠B12、∠12C、∠2CD 

        邊長觀測值： 1B 、12 、 C2  

        起點 B(EB,NB)、終點 C( EC,NC)。 

未知：1(E1,N1)、2(E2,N2) 

多餘觀測數 

觀測數=右旋折角觀測數 4+邊長觀測數 3=7，未知數(點 1,2 坐標)=2*2=4， 

多餘觀測數=觀測數–未知數=7 - 4=3 

簡易平差符合的條件與多餘觀測數之關係 

第 1 個多餘觀測數使用於角度閉合差 fw之計算 

  CDBAw nf   )180( ，此 n 不一定為點數，要試算。 

右旋折角觀測值之和 [β]=∠AB1+∠B12+∠12C+∠2CD 

第 2,3 個多餘觀測數使用於縱、橫距閉合差改正值之計算 

使用羅盤儀法則：包迪氏法。測角精度=測距精度，誤差與邊長成正比。 

縱橫距閉合差改正值，依「各邊長與導線全長」之比例分配改正。 

橫距閉合差改正值 
  E

IJ
IJ

L

L
E    

縱距閉合差改正值 
  N

IJ
IJ

L

L
N    

三個未知點坐標的附合導線 

繪製略圖 

 

 

 

 

 

 

 

 

 

已知： 起始邊、終止邊方位角 CDBA  , ； 

      右旋折角觀測值：∠AB1、∠B12、∠123、∠23C、∠3CD 

      邊長觀測值： 1B 、12 、 23、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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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點 B(EB,NB)、終點 C( EC,NC)。 

       未知：1(E1,N1)、2(E2,N2) 

多餘觀測數 

觀測數=右旋折角觀測數 5+邊長觀測數 4=9，未知數(點 1,2,3 坐標)=3*2=6， 

多餘觀測數=觀測數–未知數=9 - 6=3 

簡易平差符合的條件與多餘觀測數之關係 

第 1 個多餘觀測數使用於角度閉合差 fw之計算 

    CDBAw nf   )180( ，此 n 不一定為點數，要試算。 

  右旋折角觀測值之和 [β]=∠AB1+∠B12+∠123+∠23C+∠3CD 

第 2,3 個多餘觀測數使用於縱、橫距閉合差改正值之計算 

  使用羅盤儀法則：包迪氏法。測角精度=測距精度，誤差與邊長成正比。 

  縱橫距閉合差改正值，依「各邊長與導線全長」之比例分配改正。 

  橫距閉合差改正值 
  E

IJ
IJ

L

L
E    

  縱距閉合差改正值 
  N

IJ
IJ

L

L
N    

 

四、何謂地籍測量？地籍測量中若已知一筆宗地其界址點 1、2、3、4 點號之坐標如下表所示，試

繪出此宗地形狀並計算其面積（以平方公尺計算至小數點下四位）；今若進行此筆土地之分

割，分割線需經過界址點 3；分割點在經界線 14 上且與界址點 1、2、3 所圍之面積為

2600.0000 平方公尺，則分割點 P 應較接近那一個界址點？說明你的理由。（25 分） 

點號 E 坐標（公尺） N 坐標（公尺） 

1 308100.000 2764600.000 

2 308064.645 2764635.355 

3 308135.355 2764706.066 

4 308170.711 2764670.711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關鍵字：地籍測量，計算面積，分割。重點提要：繪圖輔助說明。 

《使用法條或學說》書名：測量學(含平測、衛星、大地)   上課教材 

作者：賴明 

章節出處：第九章 地籍測量  之  三、多邊形的分割方法 

【擬答】 

地籍測量的意義 

地籍測量則以確認正確的權利界址為重點。 

地籍測量係包括地籍圖之測製、土地界址點之測定、土地面積之清丈與計算，以及土地分

割、地界鑑定與整理等之測量，以確定土地地個別權屬，作為地籍管理之依據。 

繪出此宗地形狀並計算其面積 

先進行坐標平移 

4 個界址點之 E 坐標最小值 Emin=308064.645m 

4 個界址點之 N 坐標最小值 Nmin=2764600.000m 

坐標平移方程式：X=E - Emin=E - 308064.645，Y=N - Nmin=N - 2764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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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標平移後，4 個界址點之(X,Y)，如下：(繪圖如右) 

點號 X 坐標（公尺） Y 坐標（公尺） 

1 35.355 0.000 

2 0.000 35.355 

3 70.710 106.066 

4 106.066 70.711 

計算面積 A 

2000.5000
0711.70066.106355.350

355.35066.106710.700355.35

2

1
mA 

 

分割 

計算 14 直線方程式
14

14

1

1

XX

YY

XX

YY









， 1

355.35066.106

0711.70

355.35

0











X

Y
 

  14 直線方程式： 355.35 XY  

分割點 P 在經界線 14 上： 355.35 PP XY  …(a) 

分割點 P 與界址點 1、2、3 所圍之面積為 2600.0000 平方公尺 

  

000.2600
0Y106.06635.3550

35.355X70.710035.355

2

1

P

P


 …(b) 

聯立方程式(a)與(b)，得 mXP 185.38 ， mYP 830.2 ， 

∵ mXP 185.38 ， mYP 830.2   ∴靠近點號 1 之界址點 

mXE PP 830.308102645.308064185.38645.308064   
mYN PP 830.2764602000.2764600830.2000.2764600   

∴    mmNEP PP 830.2764602,830.30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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