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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ations for cadast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不动产地籍测绘的基本内容与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城镇地区和独立工矿区的地籍测绘。农村居民区的地籍测绘亦可参照执行

2 引用标准

GB 226。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CH 5003 地籍图图式

3 总则

3.1 地籍测绘的目的

    地籍测绘的目的是获取和表述不动产的权属、位置、形状、数量等有关信息，为不动产产权管理、税

收、规划、市政、环境保护、统计等多种用途提供定位系统和基础资料。

    本标准所称不动产主要包括地块和地块上的建筑物。

3.2 地籍测绘的内容

    地籍测绘的内容包括地籍建立或地籍修测中的地籍平面控制测量、地籍要素调查、地籍要素测量、

地籍图绘制、面积量算等。

3.3 地籍测绘的成果

    地籍测绘成果包括:地籍数据集，地籍簿册和地籍图。

3.4 地籍测绘的基本精度

3.4.1 地籍控制点的精度

    地籍平面控制点相对于起算点的点位中误差不超过士。.05m.

3.4.2 界址点的精度

    界址点的精度分三级，等级的选用应根据土地价值、开发利用程度和规划的长远需要而定。各级界

址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误差和间距超过50m的相邻界址点间的问距误差不超过表1的规定;间

距未超过50m的界址点间的间距误差限差不应超过(1)式计算结果。

                                                      表 1

界址点的等级
界址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点位误差和相邻界址点间的间距误差限制

限差(m)

  + 0.10

中误差(m)

士0.05

+ 0. 30 1o. t0+0. 15一。一于一︷、国家测绘局 1994一11一28批准 1995一02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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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士(m,+0. 02m汪))..........................................〔1)

式中:m,--一相应等级界址点规定的点位中误差，IR ;

      D--一相邻界址点间的距离，m;

      AD一 界址点坐标计算的边长与实量边长较差的限差，m

3.4. 3 建筑物角点的精度

    需要测定建筑物角点的坐标时.建筑物角点坐标的精度等级和限差执行与界址点相同的标准;不要

求测定建筑物角点坐标时应将建筑物按3.4.4的精度要求表示于地籍图卜

3.4.4 地籍图的精度

    地籍图的精度应优于相同比例尺地形图的精度 地籍图卜坐标点的最大展点误差不超过图L

二。lmm.其他地物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不超过图上士。. 5mm.相邻地物点之间的间冲

中误差不超过图上士。. 4mm

3.5 坐标系统

    地籍测绘应采用国家坐标系或独立坐标系.高斯正形投影;采用独立坐标系时均应和国家坐标系联

测

16 地籍图的比例尺和用色

    城镇地区城区地籍图的比例尺 一般采用1 : 100。郊区地籍图的比例尺 般采用1 : 2000·复杂地区

或特殊需要地区地籍图的比例尺采用1 : 500e

    地籍图采用单色成图

3.了 地籍册

    地籍测绘完成以后，应按附录A编制地籍册

4 平面控制测t

4.1 一般规定

4. 1.1 平面控制网的布设原则

    平面控制点的布设，应遵循从整体到局部、从高级到低级，分级布网的原则.也可越级布网。

4.1.2 平面控制点

    平面控制点包括基本控制点和地籍控制点。基本控制点包括一、二、三、四等控制点;地籍控制点包

括一、二、三级控制点。

4.1.3 地籍控制点

4.1.11 城镇地区城区地籍控制点的密度一般为每FA 100-200m一点，郊区或建筑物稀疏区地籍控

制点的密度一般为每隔200--400m一点，农村地区地籍控制点的密度一般为每隔400--500m一点

4.1-3.2 地籍控制点均应埋设固定标志;有条件时宜设置保护点，保护点个数不少于三个

4.1.3.3 地籍控制点应按附录E绘制点之记。

4.1.4 平面控制测量的方法

    平面控制测量可选用三角测量、三边测量、导线测量、(:PS定位测量等方法

4. 1. 5 三角测量

4.1.5.1 各等级三角网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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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2 三角形内角不应小于3。“;确有困难时

4门.6 三边测量

4.1.6.1 各等级三边网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个别角可放宽至25·

3的规定

表3

等 级
平均边长

  (km)
测距相对中误差

测距中误差

    (mm )

  使用测

距仪等级

1 测跄测间数
一 五一丁一一履一一

一万一不一万一二等 9 1/300000 士 30 一 les 4

二等 5 1/160000 士3() 1、n 纽 4

四等 2 1/120000

                      一

        士16

}

「— ，           2

            4

L一

:
一级 � {。�45 1/33000 士15 一 1 } 2

二级 0 2 1/17000 土 12     一 {

4门.6.2 三角形内角不应小于3。。;确有困难时，个别角可放宽至25。

4门.了 导线测量

4.1，7.1 各等级测距导线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等级
平均边长

  (krn)

附合导

线长度

  (ktn)

每边侧距

  中误差

  (mm)

测角中

误 差

  (厅)

导线全长

相对闭合差

水平角观测的测回数 方位兔

闭合差

  (r‘)
DJ 1)J 巨瓜一

三等     3t0 15 士18 士1，弓 1/60000 8 l2 土3丫又

四等 ].6 士18 士25 1/魂0000 月一‘ 犷一 士5了

士10了一级 0，3 3.6 士15 士5.0 1/14000
          (

2 6
                  一

二级
l

      O 2 艺 4 士12 士 8.0 1/10(}00 l 3 ，土16丫茄

  二料 八-三级 0，1 一
�)

1

} 1.5 士12 士12‘0 1/6000 1 2

砚

。
亡，，年.
为导线转折角的个数

导线应尽量布设成直伸导线，并构成网形。

1.了.3 导线布成结点网时，结点与结点，结点与高级点间的附合导线长度.不超过表魂中的附合导线

  572

车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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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的。.7倍

4.1.7.4 当附合导线长度短于规定长度的1/艺时，导线全长的闭合差可放宽至不超过。.12m

4.1.8 (护5静态相对定位测量

4.1.8.1 各等级GPS静态相对定位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5和表6的规定

                                                      表 5

等 级
平均边长

1〕(kn飞〕
GFS接收机性能 钡叮量量

接收机标称

精度优于

  同步观测

接收机数最

二等

二等

四等

一级

二级

一 。

:

双频(或单频)

双频(或单频)

双频(或单频)

双频〔或单频)

双频(或单频)

载波相位

载波相位

载波相位

载波相位

载波相位

]Omm+Zppm

IOmllll3ppll〕

斗一 {默器一
          }关

表 6

等 级
卫星高度角

    (。)

有效观测

卫星总数

{时段中任一卫}
一星有效观测 一观侧时段数

1时间‘n‘’“)1

观测日、’数据、 一点位JL何。.
段长隆}阳哗 一形瞥叮
咬mL工飞少 (5少 1 (尸1〕戈)尸)

          一

二等 异]5 妻6
�l

孙20 �� 一脚 弃90 万不二丽一下一场一
二等 势15 一 〕5 李2       势10

l

15，~60 广一石丁
四等 姿15 一 异5 要2 )1()

                一

15一6。 } 镇1。
一级

f ~

      ) 15 牙3 �� �一}
二级 多15 势3

— 一一一一一下 一 一— -

一 匀〔
4.1.8.Z GPS网应布设成三角网形或导线网形，或构成其他独立检核条件可以检核的图形

4.1.8.3 GPS网点与原有控制网的高级点重合应不少于3个。当重合不足3个时 应与原控制网的高

级点进行联测，重合点与联测点的总数不得少于3个

d.1.9 对已有控制成果的利用

    控制测量前，应充分收集测区已有的控制成果和资料，按本规范的规定和要求进行比较和分析.凡

符合本规范要求的已有控制点成果，都应充分利用;对达不到本规范要求的控制网点，也应尽量利用其

点位，并对有关点进行联测。

4.2 水平角观测

4.2.1 经纬仪的技术要求

    水平角观测使用的经纬仪，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a. 照准部旋转各位置气泡读数差，不超过1格

    b. 光学测微器行差及隙动差，DJ:不超过1‘，，DJ:不超过2“

    c. 横轴不垂直于竖轴之差，DJI不超过10”，DJ不超过15，，DJ。不超过20气

    d. 垂直微动螺旋使用时，视准轴在水平方向上不产生偏移。

    e. 视准轴不垂直于横轴之差，DJL不超过剖，DJ:不超过扩.DJ。不超过1。“

    f 光学对点器视轴与竖轴的偏差，在。.sm一1.sm高度范围内不超过士lmnl

4.2.2 归心元素测量

    二等观测中观测点和照准点的归心元素.测前和测后各测定一次:二等以下观测.只测定一次。长度

元素应量至毫米，角度元素量至1别。测站归心和照准归心投影的示误三角形边长，分别不超过smm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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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mm

4.2.3 水平角观测的限差

    水平角观测一般采用方向观测法，各项限差不超过表7的规定

                                                      表 7

经纬仪型号
半测回归零差

      (即)   一’1回丫互”一同一“句臂测回互”
                                                    一 一 1 一 — — — — —

              9 「 5

— 十 一 几一—
一

D」1 G

1〕J 8

DJ 18         一
4.2.4 水平角观侧的技术要求

4.2，4.1 当方向总数超过6个时，可分二组观测，每组应包括2个以上共同方向;二组共同方向角值之

差，不超过该等级测角中误差的2倍。

日，2.闷，2 在高级控制点上设站观测低等级方向时，需联测二个高等级方向 联测结果与原等级观测成

果之差不超过(2)式计算结果

△月二士:而 与从;................................⋯⋯(:)
式中:，、、m。分别为高等级和低等级的测角中误差，(与

4.2.4.3 在共、四等导线点土，当只有二个方向时，应按左、右角观测，左角和右角分别取中数后计算出

的测站圆周角闭合差不超过测角中误差的2倍

4.2.4.4 凡超出规范规定限差的结果，均应进行重测 因对错度盘、测错方向、读记错误，以及其他原因

未测完的测回，可立即重新观测，不计重测数;当重测数超过总基本方向测回数的1/3时，应全部重测〔

J总基本方向测回数按(3)式计算

                                                刃 二(n一1)刀，······················4·····。······4····⋯⋯ (3)

式中:、一 方向数;
      m--一测回数。

d.3 距离测量

4.3.1 光电测距

    各级三角网的起始边、三边网或导线网的边长，主要使用相应精度的光电测距仪测定。

4.3.2 光电测距仪的等级

    光电测距仪的精度等级，按制造厂家给定的Ikm测距中误差。。的绝对值划分为二级:

      1 级: 一mll蕊smm

      1 级: smm<{阴。{簇lon、rn

4.3.3 光电测距的限差

    光电测距各项较差不得超过表8的规定

                                                    表8

仪器精度等级
一测回读数较差

�一

单程读数差

    (mm)

往返测或不同时段

  观测结果较差

l级 5 7
f一

              2(a于一b·D)
I级 l0 l5

    注:。，1，分别为光电测距仪的标称精度系数;D为测距边长.m

4.3.4 气象数据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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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电测距时应测定气象数据 二、三、四等边的温度测记至0.20，气压测记至0. 5hpa;一、_二级边的

温度测记至lc.气压测记至1hPa

4.3.5 测距边倾斜改正

4.3.5门 测距边倾斜改正可用两端点高差或用观测垂直角进行改正

4.3-5.2 测距边高差采用对向三角高程方法测定时 高差的限值按(4)式计算:

人一SD XA/，。····························，···········一 (1)
式中:人一 一测距边两端的高差，m;

      D- 测距边边长，M;

      M一 测距边要求的相对中误差分母值。

    采用水准测量测定时，则高差的大小不受限制

4,3.AA
5. 3 测距边采用三角高程测定的高差进行倾斜改正时，其往返观测的高差之差不超过(5)式计算

                                        ah<0.1DX10‘·······································⋯⋯ (5)

式中:Ah-一 往返观测的高差之差，m;

        D- 侧距边边长，m

4.3.6 光电测距仪的技术要求

    距离测量使用的光电测跟仪，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a. 光学对点器与仪器竖轴的偏差，在。.8-1. 5m高度范围内，偏差不超过士1mm;

    b. 发射、接收、照准三轴应平行，其最大偏离角不大于30";

    c. 测距仪使用的各配套反射棱镜常数最大互差不大干仪器标称精度固定误差部分的1/4;

    d 调制光相位应均匀，测距时测距仪照准反射棱镜的标志后偏调11,因调制光相位不均匀而引起

的照准误差应小于仪器出厂标称精度固定误差部分的1/3;

    e 在仪器规定使用的工作电压范围内，电压变化引起的测距变化不大于该仪器标称精度的1/3;

周期误差的振幅应小于或等于该仪器标称精度固定误差部分的3/5;

测距仪开机5min具有恒温系统的测距仪开机30min)以后，精测尺频率的变化范围(/.一f")

f应小于或等于该仪器标称精度比例误差系数的2/3;

    h. 检定加常数与乘常数的测距单位权中误差不大于该仪器标称精度的1/2;

    i. 测距仪重复测距，一次读数的中误差不大于仪器标称精度的1/4;

    J. 检定归算的测距仪精度应不低于仪器出厂标称精度

4A 平面控制测量成果的记录、整理和计算

4.4.1 观测数据的记录

    手簿中记载项目和原始观测数据记录必须字迹清晰.填写齐全 外业任何原始记录不得擦拭，不准

转抄。使用袖珍计算机记录时，所用程序必须经过审核批准。

4.4.2 观测数据的处理

    水平角观测、距离测量,GPS测量等外业测量资料，应及时整理并加人各项必要的改正，检查合格

后方可计算

4.4.3 三角测量的检验

4.4. 3门 当三角形个数超过20个时，测角中误差按(6)式计算

Yng=士
仁WW」
  3n

                                                  (6 )

式中:W一 一三角形闭合差，(")

。一一 三角形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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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2 气角网极条件、边条件和方位角条件自由项的限值，分别按(7),(8),(9)式计算

Wor}一、Zm,}a丫艺ctg=}
                    I

Winft一士2刁(In flP,12万ctg浮斗(mr, )U,+(而 )
                        W,,、一+2丫nrna -m氛

式中:m, - 相应等级规定的till角中误差，(0) s

m 石

I?-一 传距角;

rn r,D,rn �i一起算边边长相对中误差;LZ,

阴,,ma，一 起算方位角中误差，(“);

4.4.4

4.4-4.1

。— 方位角推算路线的测站数

三边测量的检验

用光电测距仪往返观测时，距离测量的单位权中误差按(10)式计算

._/{2呵列，、，，................⋯⋯
r 勺   2n

根据k及h，估算任一边的实际测距中误差，按(11)式计算

  _、 厅 _
产护廿八 一 止 产 习 二

                    写 尸J

  (7)

  〔8 )

  ({〕1

(10)

(11)

式中:d ,t们吕

        P

          产

4.4-4.2

  一往返测距离的较差

— 测距边数;

— 距离测量的先验权 ,8。为测距的先验中误差，可以测距仪的标称精度计算。

  距离测量的单位权中误差。

系边网中观测一个角度的观测值与由测距边计算的角值较差的检核

a. 根据各边平均测距中误差检核，按〔12)式计算限差:

WllK一封衬‘会p0)2 (cos 'a t coa')3十1) +- M'}·，···················⋯⋯(12”
b. 根据各边的平均测距相对中误差检核，按(13)式计算限差:

w:z一士2甲(2舍p")}(ctg、十ctg'#十ctga " ctg})+mp············⋯⋯( 13 )
式中:

4.4.4

式中:

"I,— 观测边的平均测距中误差，m;

人一 观测角顶点至对边垂线长度，m;

a, 14一 一二角形中观测角以外的另二个角度:

r. } 相应等级规定的测角中误差，(与:

MilD一各边的平均测距相对中误差
.3 三边网角条件 包括圆周角条件与组合角条件自由项的检核按(14》式计算限差

VIM R一二Zm�吓a1.·············，·········，·············，·⋯ (14)

mJ一 一观测边的平均测距中误差,mm;

。— 圆周角条件或组合角条件方程式的系数。

4.4.5 导线测量的检核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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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1 按左、右角观测的三、四等导线测量的测角中误差按(15)式计算

      厅么乙万
11,= 十 人r一

        一 V   Zn

式中:。— 侧站圆周角闭合差，(“);

      、— 测站圆周角闭合差的个数。

4.4. 5.2 以导线方位角闭合差计算测角中误差按(16)式计算

tn�分士

式中:fN一附合导线或闭合导线环的方位角闭合差，(’‘);
      ，，一计算几的测站数;

      N 一 附合导线或闭合导线环的个数

4.4.6  GPS静态相对定位测量成果的检核

44.6.1 同步观测量成果的检核

    a 三边同步环闭合差的限差按(17)式计算

  衬, _丫飞
幸占tlr}-不厂『

一艺,Iy'}z

W

W

W一艺 azG

w一14弄W弄W、普。
b. 多边同步环闭合差的限差按(18)式计算。

.厉

万
=一不- a

(15)

(16)

(17)

(18)

(19)

577

l

es

l

广

.

.

1

一

!

卜
十

1

 
 
 
 
 
 
 
 
 
 
 
 
 
 
 
 
 
 
 
 
 
 
 
 
 
 
 
 
 
 
 
 
 
 
 
 
 
 
 
 
 
 
 
 
 
 

a

做

叽

      J下
w导一5一  0

                              w='J W? +W z +w.

式中:W= ,w, ,W一 各坐标差分量的闭合差;

V 3n5

。一 相应等级规定的精度(按平均边长计算);

              n 闭合环的边数。

4.4-6.2 不同时段观测成果的检核

同一边任何两个时段的成果互差，应小于接收机标称精度的2V-2倍。
若干个独立观测边组成闭合环时，各坐标差分量闭合差应符合(19)式规定

万

万

艺Da<-3a

艺,1,<3。

艺A,-<---36 {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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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W W 一各坐标差分量的闭合差;

一相应等级规定的精度(按平均边长计算);

              ，，一一闭合环的边数。

4.4.7 平差计算

二、三、四等和一、二、三级平面控制网都应分级进行统一平差或联合整体平差。平差后应进行精度

if T4.4.8 计算取位

内业计算数字取位应符合表9的规定

表9

等 级

水平角观测方向

值及各项改正数

        <"l

边长观测值及

各项改正数

      (m 〕

边长与坐标

      (几1) 方1v. }7

毛""r
二、四等 0.010. 1

0001

0o1

001

0.001

().001

0.001

0 0i

0.1

一、二、三级

5 地箱要素调查

5.1 一般规定

5.1.1 组织领导

    地籍要素调查必须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

51.2 调查内容

    调查的基本内容包括:地块权属、土地利用类别、土地等级、建筑物状况等。

5.1.3 调查的基本要求

5.1.3.1 地籍要素调查以地块为单元进行

5.1.3.2 调查前应收集有关侧绘、土地划拨、地籍档案、土地等级评估及标准地名等资料

5.1.3.3 调查内容应参照附录F逐一填记在调查表或地籍侧量草图中

5.2 地块与编号

5.2.1 地块

5.2.1.1 地块是地籍的最小单元，是地球表面上一块有边界、有确定权属主和利用类别的土地 一个地

块只属于一个产权单位，一个产权单位可包含一个或多个地块。

5.2.1.2 地块以地籍子区为单元划分

5.22 地块编号

5.2.2.1 地块编号按省、市、区(县)、地籍区、地籍子区、地块六级编立

5.2.2.2 地籍区是以市行政建制区的街道办事处或镇(乡)的行政辖区为基础划定;根据实际情况，可

以街坊为基础将地籍区再划分为若干个地籍子区。

5.2-2.3 编号方法:省、市、区(县)的代码采用GB 2260《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规定的代码

    地籍区和地籍子区均以两位自然数字从01至99依序编列;当未划分地籍子区时，相应的地籍子区

编号用“00”表示，在此情况下地籍区也代表地籍子区

    地块编号以地籍子区为编号区，采用5位自然数字从1至99999依序编列;以后新增地块接原编号

顺序连续编立。

5.3 地块权属调查

5.3.1 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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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1门 地块权属是指地块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归属

5.3.12 地块权属调查包括:地块权属性质、权属主名称、地块座落和四至，以及行政区域界线和地理

名称。

5.3.2 界址点、线的调查

    界址点、线调查是依据有关条件关系和法律文件，在实地对地块界址点、线进行判识

5.4 土地利用类别调查

5.4.1 土地利用分类标准

    土地利用分类标准依照附录B.调记至二级分类

5.4.2 调查方法

5.4.2门 土地利用类别调查以地块为单位调记一个主要利用类别。综合使用的楼房按地坪上第一层的

主要利用类别调记.如第一层为车库，可按第二层利用类别调记

5.4.2.2 地块内如有几个土地利用类别时，以地类界符号标出分界线 分别调注利用类别

5. 5 土地等级调查

5.5门 土地等级标准

    土地等级标准执行当地有关部门制定的土地等级标准

5.5.2 调查方法

5. 5.2门 土地等级调查在地块内调注，地块内土地等级不同时，则按不同土地等级分别调记。

5.5.22 对尚未制定土地等级标准的地区，暂不调记

5.6 建筑物状况调查

5.6门 建筑物状况调查内容

    建筑物状况调查包括:地块内建筑物的结构和层数

5.6.2 建筑物层数

    建筑物层数是指建筑物的自然层数，从室内地坪以_匕计算，采光窗在地坪以上的半地下室且高度在

2. 2m以上的算层数。地下室、假层、附层(夹层)、假楼〔暗楼)、装饰性塔楼不算层数。

5.6.2 建筑物结构

    建筑物结构根据建筑物的梁、柱、墙等主要承重构件的建筑材料划分类别，类别划分标准依照附录

C执行

6 地籍要素测t

6.1 地籍要素测量内容

6.1.1 根据地块权属调查结果确定地块边界后，参照附录G设置界址点标志。

6.1.2 界址点标志设置后，按照6. 2的测量方法进行地籍要素测量

6.1.3 地籍要素测量的对象主要包括:

    a. 界址点、线以及其他重要的界标设施;

    b. 行政区域和地籍区、地籍子区的界线;

    c. 建筑物和永久性的构筑物;

    d. 地类界和保护区的界线

6卜2 地籍要素测量方法

6.2.1 极坐标法

6.2.1.1 采用极坐标法时，由平面控制网的一个已知点或自由设站的测站点，通过测量方向和距离.来

测定目标点的位置

6.2.1.2 界址点和建筑物角点的坐标一般应有两个不同测站点测定的结果。

6.2.13 位于界线仁或界线附近的建筑物角点应直接测定。对矩形建筑物，可直接测定三个角点，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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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点通过计算求出
6.2.1.4 避免由不同线路的控制点对间距很短的相邻界址点进行测量

6.2.1.5 个别情况下，现有控制点不能满足极坐标法测量时，可测设辅助控制点

6.2.1.6 极坐标法测量可用全站型电子速测仪，也可用经纬仪配以光电测距仪或其他符合精度要求的

till量设备

6.2.2 正交法

    正交法又称直角坐标法，它是借助测线和短边支距测定目标点的方法

    正交法使用钢尺丈量距离配以直角棱镜作业 支距长度不得超过一个尺长。

    正交法测量使用的钢尺必须经计量检定合格

6.2.3 航空摄影测量法

6.2.3.1 当界址点不在明显地物点上时，应在航摄前布设标志。

6. 2.3.2 对界址点和建筑物角点坐标应至少有两次独立测定的结果。

6.2-3.3 摄影测量法主要用于大面积的地籍测量

6.3 界址点

6.3门 界址点编号

    界址点的编号.以高斯一克吕格的一个整公里格网为编号区，每个编号区的代码以该公里格网西南

角的横纵坐标公里值表示。点的编号在一个编号区内从1至99999连续顺编 点的完整编号由编号区代

码、点的类别代码、点号三部分组成，编号形式如下: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编号区代码 类别代码 点的编号

                    (9位) (1位) (5位)

    编号区代码由9位数组成，第1,2位数为高斯坐标投影带的带号或代号，第3位数为横坐标的百公

里数，第4,5位数为纵坐标的千公里和百公里数，第6,7位和第8,9位数分别为横坐标和纵坐标的十公

里和整公里数

类别代码用1位数表示，其中:

3— 表示界址点;

4 表示建筑物角点
点的编号用5位数表示，从1至9999，连续顺编

2 界址点坐标成果表
界址点坐标测量完成后，应按附录D的格式编制界址点坐标成果表，界址点坐标按界址点号的顺序

建筑物角点

建筑物角点的编号方法除点的类别代码外其余均与界址点相同。

地籍测量草图

乐

列

4

已

编

6.

6.5

6.5门 地籍测量草图的作用

    地籍测量草图是地块和建筑物位置关系的实地记录 在进行地籍要素测量时，应根据需要绘制测量

草图。

6. 5.2 地籍测量草图的内容

    地籍测量草图的内容根据测绘方法而定，一般应表示下列内容:

    a 在6.1.3中所述的地籍要素测量对象;

    b. 平面控制网点及控制点点号;

    c 界址点和建筑物角点;

    d， 地籍区、地籍子区与地块的编号;地籍区和地籍子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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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土地利用类别;

    f. 道路及水域;

    B. 有关地理名称;门牌号;

    h. 观测手簿中所有未记录的测定参数;

    i. 为检校而量测的线长和界址点间距;

    J. 测量草图符号的必要说明;

    k. 测绘比例尺;精度等级;指北方向线;

    l. 测量日期;作业员签名。

6.5.3 地籍测量草图的图纸

    地籍测量草图图纸规格，原则上用16开幅面;对于面积较大的地块，也可用S开幅面 草图用纸可选

用防水纸、聚脂薄膜及其他合适的书写材料

6. 5.4 地籍测量草图的比例尺

    地籍测量草图选择合适的概略比例尺，使其内容清晰易读。在内容较集中的地方可移位描绘

6.5.5 地籍测量草图的绘制要求

    地籍测量草图应在实地绘制，测量的原始数据不得涂改或擦拭

6.5.6 地籍测量草图图式

    地籍测量草图的图式符号按CH 5003《地籍图图式》执行

了 地籍图绘制

了1 地籍图的作用

    地籍图是不动产地籍的图形部分。地籍图应能与地籍册、地籍数据集一起，为不动产产权管理、税

收、规划等提供基础资料。

了，2 地籍图应表示的基本内容

    a. 界址点、界址线;

    b. 地块及其编号;

    c. 地籍区、地籍子区编号;地籍区名称;

    d 土地利用类别;
    e. 永久性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f， 地籍区与地籍子区界;

    9. 行政区域界;

    h 平面控制点;

    1. 有关地理名称及重要单位名称;

    J. 道路和水域。

    根据需要，在考虑图面清晰的前提下，可择要表示一些其他要素。

7.3 地籍图的形式

    地籍图采用分幅图形式。

    地籍图幅面规格采用50cm X 50cm e

了.4 地籍图的分幅与编号

7.4.1 地籍图的分幅

    地籍图的图廓以高斯一克吕格坐标格网线为界。1 : 200。图幅以整公里格网线为图廓线;1，100。和

1:50。地籍图在1:200。地籍图中划分，划分方法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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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地籍图的分幅和代码

7.4.2 地籍图编号

    地籍图编号以高斯一克吕格坐标的整公里格网为编号区.由编号区代码加地籍图比例尺代码组成，

编9-1形式如下:

        完整编号 xxxxxxxxx 又x

        简略编号 x火丫x            xx

                      编号区代码 地籍图比例尺代码

    编号区代码由9位数组成，代码含义同6_3.1;地籍图比例尺代码由2位数组成，按图1规定执行

    在地籍图上标注地籍图编号时可采用简略编号，简略编号略去编号区代码中的百公里和百公里以

前的数值

7.5 地籍图的绘制方法

了.5.1 数字化制图

了.5门.1 数字化制图是指将采集的数据，通过自动数据处理，获取数字化地籍图

7.5,飞.2 数字化制图所使用的数据是采用6.2所述的方法，在实地获取或在室内通过航空摄影测量资

料获取

了.5.2 利用地籍测量草图绘制地籍图

    本方法是指依据地籍测量草图和有关数据.用制图方法绘制地籍图

了.5.3 其他绘图方法

了.5.3门 根据测量草图和有关数据，可用符合精度要求的地图填补地籍要素，绘制地籍图。

7.5. 3.2 当地籍图的内容不能完全由测量草图和有关成果绘出，且允许建筑物角点及其他地物点不同

于界址点的精度要求时，可采用能满足3.4.4精度要求的其他方法绘制地籍图

了.5.4 原图清绘

    原图可采用着墨法清绘或刻图法

8 面积f算

8.1 一般规定

8.1.1 面积量算的内容

    面积量算系指水平面积量算，其内容包括地块面积量算和土地利用面积量算

8门.2 面积量算的单位

    面积计算单位为平方米，计算取值到小数后一位 参照附录H填写“面积量算表”。

8.2 面积量算的方法与精度估算

8.2.1 坐标解析法

    a. 面积按(20)式计算:

Y- l) 
 
Y 

 
X·艺1一2  

-一
 
 
P

(20 )

或尸一12万Y; (X,一X;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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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 一量算面积.m̀;

  X; ,Y一 界址点坐标，m;

      、一一界址点个数;

      ;一界址点序号，按顺时针方向顺编

    b. 面积中误差按(21)式0-算:

~

尤
一·艺厅

临
式中:

B. 2.2

        a

            rr;:一士m

面积中误差，m=;

戈 :)'+ (Y 一Y;，)“卫 ···，··········，⋯⋯ (舰

riir二-相应等级界址点规定的点位中误差，m〕
实地量距法

对于规则图形.可根据实地丈量的距离直接计算面积;对于不规则图形，则应将其分割成简单

的儿何图形(如矩形、梯形、三角形等)后再分别计算面积井相加

    b. 面积中误差按(22)式计算

                                      m,=士(0. 04丫尸一0. 003尸)··························‘··⋯⋯ 〔22)

式中:P- 量算的面积,m̀
8. 2. 3 图解法

    a. 图解法是指用光电面积量侧法、求积仪法、几何图形法等在地籍图L量算面积。图解法量算面

积应独立量两次，以两次量取结果的中数作为最后的面积值

    b. 两次面积量算的较差不得超过(23)式规定:

                                    AP( 0. 0003M 八三··············4···。················⋯⋯ (25)

式中:I}P一一两次量算面积较差，m忿;

      !'-一 量算面积，m乙;

      M一一 比例尺分母。

    c. 对于图上面积小于50 m̀ 的地块，不得使川图解法量算其面积

9 地籍修测

9.1 修测内容

    a. 地籍修测包括地籍册的修正、地籍图的修测以及地籍数据的修正

    b. 地籍修测应进行地籍要素调查、外业实地测绘，同时调整界址点号和地块号

9.2 修测的方法

    a. 地籍修测应根据变更资料，确定修测范围，根据平面控制点的分布情况.选择测量方法并制定

施测方案

    b. 修测可在地籍原图的复制件上进行

    。 修测之后.应对有关的地籍图、表、簿、册等成果进行修正，使其符合本规范的要求。

9.3 面积变更

    a 一地块分割成几个地块，分割后各地块面积之和与原地块面积的不符值应在规定限差之内

    b 地块合并的面积，取被合并地块面积之和。

9.4 修测后地籍编号的变更与处理

9.4门 地块号

    地块分割以后，原地块号作废，新增地块号按地块编号区内的最大地块号续编

9.4.2 界址点号、建筑物角点号

    新增的界址点和建筑物角点的点号.分别按编号区内界址点或建筑物角点的最大点号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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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成果资料的检查与验收

    地籍侧绘成果的检查验收按测绘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地籍测绘成果必须接受测绘主管部门的质量监督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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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城镇土地利用分类标准

      (补充件)

一级类型 二级类型

i拜高
  一用”

编号 } 名 称

指商业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保险业等用地

商业服务业

旅游业

13 {金融保险业

工业、仓储

用 地

一 指各种商店、公司、修理服务部、生产资料供应站、饭店、旅社、

一对外经营的食堂、文印誉写社、报刊门市部、蔬菜销转运站等用
一地。

    指主要为旅游业服务的宾馆、饭店、大厦、乐园、俱乐部 旅行

一社、旅游商店、友谊商店等用地

{指银行、储IT FJfI信用社、信托公=1.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等用
，地。
一
一指工业、仓储用地

J业

仓储

市政用地

市政公用

设 施

绿化

公共建筑

用 地

  指独立设置的工厂、车间、手工业作坊、建筑安装的生产场地、

排渣(灰)场等用地

  指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地为的储备、中转、外贸、供应等

各种仓库、油库、材料堆积场及其附属设备等用地

  指市政公用设施、绿化用地

  指自来水厂、泵站、污水处理厂，变电(所)站、煤气站、供热中

心、环卫所、公共厕所、火摔场、消防队、邮电局(所)及各种管线上
程专用地段等用地

  指公园、动植物园、陵园、风景名胜、防护林、水源保护林以及其

他公共绿地等用地

  指文化、体育、娱乐、机关、科研、设计、教育、医卫等用地

文、体、娱

机关、宣传

科研、设计

教 育

医 卫

住宅用地

交通用地

  指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纪念馆、体育场馆、俱乐部、

影剧院、游乐场、文艺体育团体等用地

  指党政事业机关及工、青、妇等群众组织驻地，厂一播电台、电视

台、出版社、报杜、杂志社等用地

  指科研、设计机构用地。如研究院(所)、设计院及其试验室、试

验场等用地‘

  指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学校、于校、党校，中、小学校、

幼儿园、托儿所、业余进修院(校)、1_读学校等用地

  指医院、门诊部、保健院〔站、所)、疗养院(所)、救护、血站、卫生

院、防治所、检疫站、防疫站、医学化验、药品检验等用地

  指供居住的各类房屋用地

  指铁路、民用机场、港口妈头及其他交通用地
  指铁路线路及场站、地铁山人口等用地。

  指民用机场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指专供客、货运船停靠的场所用地

  指车场〔站)、广场、公路 街、巷、小区内的道路等甩地

  指军事设施、涉外、宗教、监狱等用地

50

的

  铁 路

民用机场

港口码头

其他交通

特殊用地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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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级类型

编号

艳类型
  Y 称

水域用地

农用地

  指军事设施用地。包括部队机关、营房.‘'i_lt1曰 ‘仓库和其他

军事设施等用地

  指外国使馆.3t华办事处等川地

  指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庙宇、教堂等宗教用地

指监狱川。包括监狱、看守所、劳改场(所)等用地

  指河流、湖泊、水库、坑塘、沟渠、防洪堤坝等用地

  指水田、菜地，旱地、园地等用地

指筑有田埂(坎)可以经常蓄水用于种植水稻等水件作物的耕地

  指以种植蔬莱为主的耕地 包括温室、塑料大棚等用地

  指水田、菜地以外的耕地 包括水浇地和 一般旱地

  指种植以采集果、叶、根、茎等为土的失约经营的多年't木木和

草本作物.覆盖度大于拓!、耳或14山株数大十合理株数 -.,)? ;,的 }_

地，包括果树苗圃等M地

  指各种未利用 }地、空闲地",}其他用地其他川地

      附 录 c

建筑物结构分类标准

      (补充件)

        类 型
— 一 一 - 一 - 一— — 一

编号 称

1

        名
卜一 一 一一

钢结构

钢 、钢筋

一

一 承重的主要构件是用钢材料建造的 包括悬索结构

tC凝土结构

  钢 筋

2昆凝土结构

混合结构

一承重的主要构件是用钢·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如一幢房摊--部分梁卡卜采用钢·钢筋
  混凝_上构架建造
一 — — -- __ _ _ _ _ ____ _ _ ____

一承重的主要构件是用钢筋棍凝土建造的·包括薄壳结构·大模板现浇结构及使用
一滑模、开柜笠生竺碑三方竺ffi795}}07}},土结构的建筑物1 _____
}承重的主要构件是用钢筋混凝土和砖木建造的·如一幢房屋的梁足用钢筋混凝土制
成 以砖墙为承重墙 或者梁是用木材建造，柱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

一汗卜
砖木结构

其他结构

承重的主要构件是用砖、木材建造的。如一幢房屋是木制房架、砖端、术柱建造的

凡不属于卜述结构的房屋都归此类 如竹结构、砖拱结构、窑洞等

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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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界址点坐标成果表

    (补充件)

地籍 子区

        界址点编号

公里网号 } 点ij

界址点坐标 m)
标志类型

斗一 一一 丁

填表者 年_ _月 日
注:界址点坐标成果表一般以地籍子区为单位装订成册

检查名 年 月 口

5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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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地籍控制点点之记

    (参考件)

地籍子区 座 落

O3 2l 横 纵 横

友谊路地籍区 38 O8

--一丁一习口公里格网
    内编号

            一

1日点号  点名(号)

1001

等级

~ 51 一 一

  一级     混 3827371.151 33508盛56.232
一

一 -一一 一
It)OIB � :保 钉 37岛 151 453 232

布59.三」5IO01C 保 钉 370 263

IOOID 保 钉 376 589 刁57.689

_二

点 位 略 图

。}二1画口
文

化
，
1巨丫

J七夕
1

矛

尹00
任
1〔川1~_3二与污 路

一 毋 消防栓
      C

友 谊 东 路

测绘者:李水先 1993年7月31日 检查者:刘汉武 1993年8月2[1

气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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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F

城镇地籍要素调查表
      (参考件)

市 区〔县) 地籍区 地籍子区 地块

    权属主

(单位或个人)

法人或代理人

  地块座落

    四 至

  地块预编号

一二二二二L下下一 万-一
  { 1hh o tm W{__

权属性质

建筑物状况

共用 土地情况

厂扁 厂万认

布
界址点〔线)情况

界标类型 界址线类别 界址线位置

界址点号 霭纂墙 !围

指认界线人

      相邻地块

壁 1墙 一__仁
内}中一外}本地块}ha疾粤一1巷荞普

下

一

喷

涂

石
灰
柱

混
凝
土

钢

钉

甘下牛一上-
卞一{一寸 { ’I

份一不一
 
 
月
一

1

一一

·
十

;R ffi2 l

调查者: 调查 日期: 年 月

石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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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G

界址点标志类型

    (参考件)

C1 界址种类和适用范围

种 类

了昆凝上界址标志

石灰界址标志

带铝帽的钢钉界址标志

带塑料套的钢棍界址标志

喷漆界址标志

界址点标志式样(规格单位mm)

混凝土界址点标志〔见图(;1)

石灰界址点标志(见图G2)

带铝帽的钢钉界址点标志(见图G3)

带塑料套的钢棍界址点标志(见图G4)

喷漆界址点标志(见图G5)

闷
.
1

勺
了
﹄

伪
J

奇川
叶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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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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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q
L

八
乙

n
乙

勺
仁

八
了L

G

C

G

G

G

G

ri a-uan乙 地面 an  (BK, 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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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断
!

土

︸!

叫
11

一

亡!

1.，.恻

泪趁土

标石 标志

图GI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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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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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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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j
|
|
1

m -Nm4mr

给

撇

~ 1刁..~

i-3R-l G4
O一

墙中标志 绝左侧标志

干

如
1

﹄
月
J
滋

丁
|
|
.|
以
1

一

下

川
轰

一!

别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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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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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面积里算表

  (参考件)

图幅号 而积计一履单位

土地面积 }备注

土
l

一
一|

 
 
一

地籍区号

} { 一 }艺

下--一卜 万一一 下一
} } 一 一:

-一干 -

______上
一2

}

一
一

l

一一一一

书} _ 车_____
合 计

计算者 检杏者 日期: 年 月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提出并归C]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河北省测绘局、广东省国土厅、湖南省测绘局、福建省测绘

局负责起草;由国家测绘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中国测绘 〔程规划设计中心、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负

责修改定稿

    本标准起草人:吕永江、王愚森、杜小霞、张德蕃、曹1虎、黄峙麓、林依泉

    本标准修改定稿人:吕永江、王宝样、曾胜利、杜小霞、董彦玲、徐孝庄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