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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一、地籍控制网基本要求 地籍控制网是为开展地籍细部测

量，以及日常地籍测量而布设的测量控制网。地籍控制网的

布设,在精度上要满足测定界址点坐标精度的要求，在密度上

要满足辖区内地籍细部测量的要求，在点位埋设上要顾及日

常地籍管理的需要。 地籍控制测量坐标系统尽量采用国家统

一坐标系统。地籍控制测量坐标系最好选择国家统一

的3&ordm.带平面直角坐标系，使城镇地籍控制网成为国家网

的组成部分，使地籍测量能充分利用国家控制点的成果。在

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地籍控制网可采用地方坐标系或任意坐

标系，采用任意坐标系时，起算数据应在较大比例尺的地形

图或土地利用现状图上图解获取。 在进行地籍控制测量时，

应将实地观测值统一投影到高斯正射投影平面上，进行各项

改正。为使不同高度海平面的观测值在统一的平面上计算，

要求把各项观测值归化至参考椭球面上（或平均海平面上）

，防止引起距离变形。在这一因素的影响下，换算到参考椭

球面上（或平均海平面上）的两点坐标反算出的距离，往往

与实地上两点间的水平距离不一致（未顾及测量误差的影响

），这就是坐标系统的长度变形问题。地籍平面控制网的任

何两点坐标的要求长度变形小于某个限值，例如，每公里长

度变形小于2.5厘米（即相对变形小于1/40000）时，这有利于

正确测定界址点的坐标，计算面积等。因此，各地区应根据

当地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坐标系统。二、首级地籍控制



网的布设 首级地籍控制网应能长期使用，因此布设首级地籍

控制网的范围应覆盖中长期的城市规划区域。随着全球定位

系统（GPS）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GPS定位技术具有精度高

、速度块、费用省、操作简便、控制点间勿需通视等优势，

首级平面控制网应优先以GPS网形式布设，采用GPS接收机测

定控制点的坐标。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用导线网、边角网、

三角网等地面控制网布设方法，采用全站仪等测定控制点的

坐标。首级地籍控制网的精度，要能保证四等网中最弱相邻

点的相对点位中误差，以及四等以下各等级控制点相对于上

级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不超过±5cm。布设首级地籍控制网

时，必须先制定技术设计方案，经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批准后

方可实施。三、加密控制网的布设 加密控制网应按地籍细部

测量的要求安排计划，可分期、分片布设，也可以一次整体

布设完成。加密控制网可以采用GPS网或导线网的形式布设

。当调查区域范围较大，并要求一次整体布设加密控制网时

，一般多采用GPS网形式布设。布设导线网时，导线宜布设

成直伸形状,当附合导线长度超过《城镇地籍调查规程》规定

时,应布设成结点网。结点与结点、结点与高级点之间的导线

长度，不应超过附合导线长度的0.7倍。由于目前全站仪

和GPS接收机的广泛应用，GPS网和地面控制网计算平差软件

的功能增强（可同时处理上万个点的网平差），因此，加密

控制网的等级一般不再分级，计算时应整体平差。与地形测

量相比，地籍测量要求平面控制点有较高的密度。一般说来

，地籍平面控制点的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少于10点。四、地籍

图根控制网的布设 为满足地籍细部测量和日常地籍管理（主

要是针对权属界址进行各种变更测量）的需要，在基本控制



（首级网和加密控制网）点的基础上，加密的直接供测图及

界址点使用的控制网称为地籍图根控制网。1．地籍图根控制

网的特点与地形测绘的图根控制网相比,地籍图根控制网有下

述特点:（1）地形测绘的图根控制网布设规格（点位密度、

精度等）由当时的测图比例尺决定，不同成图比例尺图根控

制网的规格相差很大。地籍图根控制网布设规格，应满足测

量界址点坐标的精度要求，与地籍图的比例尺大小基本无关

。（2）地形测绘的图根控制点，是为地形细部测量而布设的

，测图（整个项目）完成后，便失去了其作用。因此，埋点

时原则上设临时性标志。而地籍图根控制点不仅要为当前的

地籍细部测量服务，同时还要为日常地籍管理（各种变更地

籍测量、土地有偿使用过程中的测量等）服务，因此地籍图

根点原则上应埋设永久性或半永久性标志。地籍图根控制点

在内业处理时，应有示意图、点之记描述。（3）由于地籍图

根控制点密度是根据界址点位置及其密度决定的，几乎所有

的道路上都要敷设地籍图根导线。一般说来,地籍图根控制点

密度比地形图根控制点密度要大，通常每平方公里应布设100

－400个地籍图根控制点。2．地籍图根控制网布设方式 在城

镇建成区，通常采用导线布设地籍图根控制网。为减少图根

控制点的二次扩展，应优先布设导线网，以一个或几个街区

为单位，布设一级地籍图根导线网，然后采用二级附合导线

或导线网加密。在建筑物稀少、通视良好的地区，可以布设

地籍图根三角网。3．关于地籍图根导线布设的几点特殊规定

（1）当导线长度小于允许长度的1/3时，只要求导线全长的

绝对闭合差小于13cm，而不作导线相对闭合差的检查。（2）

当单导线中的边长有短于10m时，允许不作导线角度闭合差



检查，但不得用该导线的边长及方位作为起算数据布设低一

级导线或支点。（3）当用电磁波测距仪或电子全站仪测量导

线的边长时，导线总长允许放宽，但这时导线全长绝对闭合

差不得大于±22cm，而相对闭合差：一级地籍图根导线不得

大于1/5000，二级地籍图根导线不得大于1/3000。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