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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测量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测量的基本规定、测量准备、测量内容、测量要求、测量方法、成

果编制和质量检查。

本文件适用于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项目的测量工作，其他相关的整治项目测量工作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986.1　房产测量规范　第 1 单元：房产测量规定

GB/T 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39616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络实时动态测量（RTK）规范

GB 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GB 55018　工程测量通用规范

CH/T 1001　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

CH/T 1004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

CJJ/T 8　城市测量规范

CJJ/T 73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标准

TD/T 1001　地籍调查规程

TD/T 1040　土地整治项目制图规范

TD/T 1055—2019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TD/T 1057　国土调查数据库标准

DB32/T 3869　土地整治项目测量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  comprehensive territorial consolidation
在一定区域内（一般以乡镇全部或部分行政村为实施单元），以山、水、林、田、湖、草、村全要素为对

象，进行全域规划、整体设计，全域开展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治、生态保护修复和公共空间治理的综合

性整治活动。

3.2 
农用地整治  agricultural land consolidation
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适度规模经营的需要，统筹推进园地和残次林地整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现有

耕地提质改造等，增加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提高耕地集中连片程度，改善农田生态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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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设用地整治  construcion land consolidation
依据镇村布局规划，统筹农民住房建设、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各类建设用地，有序开展村

庄建设用地、工矿废弃地、闲置低效以及碎片化建设用地整治，优化建设用地结构、布局，保障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推动建设用地减量化，提高建设用地使用效益和集约水平的活动。

3.4 
生态保护修复  ecological restoration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要求，保护乡村自然景观，科学推进河流、湖泊、湿地、森林、矿山、海洋

等治理，修复自然退化或人为损坏的生态系统，增加生物多样性，改善乡村生态功能，增强自然灾害防御

能力，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的活动。

3.5 
公共空间治理  public space governance
落实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摸清乡村公共资源本底，厘清权属，规范管理，积极推进乡

村道路、河道、广场、荒地等整治，探索推动闲置宅基地有偿退出，优先保障农民合理的建房用地需求和公

共设施建设，改善村容村貌，提高公共空间利用效率，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活力、乡村治理能力的活动。

3.6 
现状图  present map
反映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项目区地形地貌、土地利用现状及基础设施等现状的图件。

注： 包括前期现状图和竣工现状图。

3.7 
倾斜数字航空摄影  oblique digital aerial photography
利用倾斜数字航摄仪开展的摄影工作或活动。

[来源：GB/T 39610—2020，3.2]

4 基本规定

4.1 时空基准

4.1.1 坐标系统

坐标系统应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或依法批准的独立坐标系。

4.1.2 高程基准

高程基准应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4.1.3 投影方式

投影方式应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3°分带。

4.1.4 时间基准

时间基准应采用公元纪年和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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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测量精度

4.2.1 控制测量精度

4.2.1.1 平面控制测量

平面控制测量精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首级控制网最弱点点位中误差不大于±0.05 m，边长相对中误差不大于 1/45000；
b） 加密控制网最弱点点位中误差不大于±0.05 m，边长相对中误差不大于 1/20000；
c） 当加密控制网边长不大于 200 m 时，边长中误差应不大于±0.02 m。

4.2.1.2 高程控制测量

高程控制测量精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高程控制点相对于起算点最弱点高程中误差不大于±0.02 m。

b） 采用网络 RTK 高程控制点测量获得的大地高中误差不大于±0.03 m。

4.2.2 平面精度

4.2.2.1 现状地形图平面精度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现状地形图平面精度

地形类别

平地、丘陵地

山地、高山地

注 1：点位中误差指地物点相对于邻近平面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图上）。

注 2：间距中误差指地物点相对于邻近地物点的间距中误差（图上）。

点位中误差/mm

±0.50

±0.75

间距中误差/mm

±0.40

±0.60

4.2.2.2 竣工地形图平面精度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竣工地形图平面精度

地形类别

主要地物点

次要地物点

困难地区

注 1：点位中误差指地物点相对于邻近平面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

注 2：间距中误差指地物点间距中误差。

点位中误差/m

±0.05

±0.07

±0.10

间距中误差/m

±0.05

±0.10

4.2.3 高程测量精度

现状地形图高程注记点高程中误差不大于±0.15 m，等高线插求点相对于邻近图根点的高程中误差

应符合表 3 的规定，施工测量和竣工测量中的高程精度应符合 GB 5002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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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等高线插求点的高程中误差

地形类别

高程中误差/m

注：H为基本等高距。

平地

≤1/3×H

丘陵地

≤1/2×H

山地

≤2/3×H

高山地

≤1×H

4.2.4 地籍界址点平面精度

地籍界址点平面精度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地籍界址点平面精度

界址点类别

一类

二类

三类

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点位误差

中误差/m

±0.05

±0.075

±0.10

限差/m

±0.10

±0.15

±0.20

界址点间距误差

中误差/m

±0.05

±0.075

±0.10

限差/m

±0.10

±0.15

±0.20

4.2.5 房屋界址点平面精度

房屋界址点平面精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各级相邻界址点的点位误差以及间距超过 50 m 的相邻界址点的间距误差不超过表 5 的规定。

表 5　房屋界址点平面精度

界址点等级

一

二

三

注：包含各级相邻界址点的点位误差和相邻界址点间的间距误差。

中误差/m

±0.02

±0.05

±0.10

限差/m

±0.04

±0.10

±0.20

b）　间距未超过 50 m 的相邻界址点的间距限差不超过公式（1）的计算结果：

ΔD= ±(mj + 0.02mjD ) …………………………（ 1 ）
式中：

ΔD ——界址点坐标计算的边长与实测边长较差的限差，单位为米（m）；

mj ——相应等级界址点点位中误差，单位为米（m）；

D ——相邻界址点间的距离，单位为米（m）。

4.2.6 房屋边长测量精度

面积测量时，房屋边长测量精度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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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房屋边长测量精度

精度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注：表格内D为边长，以 m 为单位。当D<10 m 时，以 10 m 计。

中误差/m

±（0.007+0.0002D）

±（0.014+0.0007D）

±（0.028+0.002D）

限差/m

±（0.014+0.0004D）

±（0.028+0.0014D）

±（0.056+0.004D）

适应范围

特殊要求

一般房屋

其他

4.2.7 房屋面积测算精度

房屋面积测算的中误差和限差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表 7　房屋面积测算精度

精度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注：S为房产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中误差/m2

±（0.01 S+0.0003S）

±（0.02 S+0.001S）

±（0.04 S+0.003S）

限差/m2

±（0.02 S+0.0006S）

±（0.04 S+0.002S）

±（0.08 S+0.006S）

使用范围

特殊要求

一般房屋

其他

4.2.8 其他相关精度要求

其他相关精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农用地整治测量的其他相关精度应符合 DB32/T 3869 的规定；

b） 建设用地整治测量的其他相关精度应符合 TD/T 1001 和 GB/T 17986.1 的规定；

c） 生态保护修复测量的其他相关精度应符合 GB 50026 和 GB 55018 的规定；

d） 公共空间治理测量的其他相关精度应符合 GB 50026 和 GB 55018 的规定。

4.3 计量单位

4.3.1 长度单位

长度单位采用米（m），保留小数点后 2 位。

4.3.2 面积单位

面积计算单位采用平方米（m2），保留小数点后 1 位。

面积统计汇总单位采用公顷（hm2）或亩，以公顷为单位的保留小数点后 4 位，以亩为单位的保留小

数点后 2 位。

4.3.3 坐标单位

坐标单位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平面坐标单位采用米（m），保留小数点后 3 位；

b） 高程单位采用米（m），保留小数点后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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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测量阶段和内容

测量阶段的划分及具体工作如下：

a） 前期测量：项目实施前开展的测量工作，内容包括地形测量、工程要素属性调查、土地利用现状

调查和项目前期现状图制作等。

b） 过程测量：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的测量工作，内容包括施工测量、工程量核算等。

c） 竣工测量：项目实施完成后开展的测量工作，内容包括地形测量、工程要素属性调查、土地利用

调查、竣工图制作、工程量核算等。

4.5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a） 平面控制测量可采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静态测量、网络 RTK 测量和导线测量等方法；

b） 高程控制测量可采用水准测量、三角高程测量和网络 RTK 测量等方法；

c） 现状测量可采用全野外测量、无人机倾斜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和三维激光扫描测量等方法；

d） 界址点测量可采用全站仪测量、网络 RTK 测量等方法；

e） 界址边长丈量可采用尺测（钢尺）、手持激光测距仪测量等方法；

f） 房屋建筑面积测量可采用全站仪测量、手持激光测距仪测量、尺测（钢尺）、三维激光扫描测量等

方法；

g） 面积计算可采用解析法和图解法等方法；

h） 施工测量可采用网络 RTK 测量、全站仪极坐标法测量等方法；

i） 实景三维测量可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倾斜数字航空摄影测量等方法；

j） 采用网络 RTK 测量时，应按照 GB/T 39616 的规定，优先使用江苏省连续运行卫星定位参考站

综合服务系统（JSCORS）提供的省级测绘基准公共服务。

4.6 其他要求

其他要求如下：

a）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应符合 TD/T 1055—2019 中附录 A 的规定；

b） 相关统计表应符合附录 B 和 TD/T 1055—2019 的规定；

c） 国土调查数据库应符合 TD/T 1057 规定；

d） 现状地形图图式应符合 TD/T 1040 规定；

e） 现状地形图比例尺一般不低于 1：5000；
f） 项目技术设计书编制应符合 CH/T 1004 规定；

g） 项目技术总结编制应符合 CH/T 1001 规定。

5 测量准备

5.1 资料收集

5.1.1 概述

收集的资料内容包括基础数据、权属调查资料、地类调查资料、其他资料等。

5.1.2 基础数据

基础数据应收集以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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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控制测量资料；

b） 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

c） 大比例尺地形图数据；

d） 数字高程模型（DEM）、数字表面模型（DSM）数据；

e） 地名地址数据；

f） 其他相关资料。

5.1.3 权属调查资料

权属调查应收集以下资料：

a）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

b） 城镇地籍调查成果；

c） 行政区界线；

d） 其他相关资料。

5.1.4 地类调查资料

地类调查应收集以下资料：

a） 国土调查数据库；

b） 已有土地利用现状图；

c） 林地调查数据库；

d） 其他相关资料。

5.1.5 其他资料

其他应收集的资料：

a） “三区三线”划定数据；

b） 国土空间规划数据；

c）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资料；

d） 其他相关资料。

5.2 技术设计书编制

5.2.1 根据项目区实际，编制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测量技术设计书。技术设计书应包含以下内容：

a） 基本概况；

b） 已有资料；

c） 目标任务；

d） 精度指标和规格；

e） 技术路线和工作流程；

f） 拟投入人员设备；

g） 计划进度；

h） 成果提交；

i） 组织保障。

5.2.2 技术设计书编制后应报业主单位审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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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仪器设备及人员

5.3.1 根据项目区情况，按照拟采用的技术路线，准备相应经过检定/校准的测绘仪器设备，包括：

a） GNSS 接收机；

b） 全站仪；

c） 水准仪；

d） 手持激光测距仪；

e） 钢尺；

f） 三维激光扫描仪；

g）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系统；

h） 计算机；

i） 其他相关的仪器设备和软件。

5.3.2 根据项目所使用的测绘仪器设备、工作量及工期要求，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组织开展技术设

计书的学习，明确目标任务、统一标准要求、规范作业方法、保证成果质量。

6 控制测量

6.1 平面控制测量

6.1.1 首级平面控制网应布设不少于 3 个控制点。

6.1.2 加密平面控制网应根据项目范围和建设需要进行布设。

6.1.3 平面控制网点的选点应符合 GB 55018 和 CJJ/T 8 的规定。

6.1.4 平面控制网点埋石可采用埋设预制标石或现场浇筑的方法，保证点位牢固稳定和长期保存。预制

标石规格按照 CJJ/T 8 的规定执行，进行基础和周边加固稳定，现场浇筑埋深不应小于 0.6 m，采用不锈

钢刻中心点标志。

6.1.5 首级平面控制网应采用静态或快速静态方式测量，以不低于四等 GNSS 点的精度要求与周边连

续运行卫星定位服务参考（CORS）站点的同步观测数据进行联合解算。

6.1.6 加密控制网点可采用网络 RTK 方式进行平面测量，如采用网络 RTK 测量方式应与首级控制网

建立联系，确保平面精度的一致性。

6.1.7 平面控制观测工作结束后，应及时整理和检查外业观测记录手簿。卫星定位网的基线解算、检验

及平差应符合 CJJ/T 73 的规定。

6.1.8 导线网、边角组合网的布设、观测和平差各项技术指标应符合 CJJ/T 8 的规定。

6.1.9 平面控制网坐标解算完成后应及时编制控制点成果表，注明坐标系统、观测时间、观测方法、点位

精度等指标。

6.2 高程控制测量

6.2.1 水准高程控制网宜采用三、四等水准进行测量。

6.2.2 水准高程控制宜布设为附合或闭合路线。各等级高程控制网施测方法和采用仪器均应执行相应

等级水准测量规范要求。

6.2.3 无法进行水准测量的平面控制点，可采用三角高程测量或网络 RTK 测量方式进行高程测量。

6.2.4 高程控制测量的观测、计算按照 CJJ/T 8 的规定执行。

6.2.5 采用网络 RTK 测量高程控制点，观测前设置的高程收敛阈值应不大于 3 cm，流动站观测时应采

用三脚架对中、整平，宜进行已知点大地高的检核，大地高较差应不大于 5 cm，每测回观测历元数应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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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 个，采样间隔不少于 2 s，各测回的大地高较差应不大于 4 cm，取各测回的大地高平均值作为最终

结果。

7 农用地整治测量

7.1 测量内容

7.1.1 农用地整治测量

农用地整治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现状测量；

b） 要素属性调查；

c） 施工测量；

d）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统计；

e） 其他相关内容。

7.1.2 现状测量

现状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灌溉与排水设施要素测量；

b） 田间道路工程要素测量；

c） 管线工程要素测量；

d） 防护林要素测量；

e） 其他相关内容。

7.1.3 要素属性调查

要素属性调查包括以下内容：

a） 田间道路调查；

b） 灌溉渠（管）道调查；

c） 排水沟调查；

d） 桥梁调查；

e） 渡槽调查；

f） 泵站调查；

g） 涵（闸）调查；

h） 其他相关内容。

7.1.4 施工测量

施工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田块整治施工测量；

b） 灌溉与排水工程施工测量；

c） 道路和线路工程施工测量；

d） 防护林工程施工测量；

e） 其他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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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工程量核算

工程量核算包括以下内容：

a） 农用地整治过程中产生的工程量；

b） 其他相关的内容。

7.1.6 土地利用面积变更和统计

土地利用面积变更和统计包括以下内容：

a） 图斑面积的变更和统计；

b） 分类面积的变更和统计；

c） 耕地面积的变更和统计；

d） 其他相关内容。

7.2 测量要求

7.2.1 根据收集的影像及数据资料，制作项目工作底图。

7.2.2 正式作业前应进行测区踏勘。踏勘应结合已有资料，了解测区内的地形、地貌等基本情况，核实田

块整治、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农田防护及其他工程的测量范围。

7.2.3 应根据已有土地利用资料结合项目测量数据，绘制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图，清晰标注地类权属界线，

准确表达地形地貌特征，具体要求按附录 A。

7.2.4 如项目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调整的，应绘制调整前和调整后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图。

7.2.5 涉及田间道路、灌溉渠（管）道、排水沟、桥梁、渡槽、泵站、涵（闸）等施工测量，应绘制相关的纵横断

面图等工程图件，并填写相关的工程量统计表，拍摄整治前后影像资料。

7.2.6 应对地类图斑依次进行编号，统计图斑面积，分类汇总各地类面积，制作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图斑台

账表。

7.2.7 应统计平整区块面积及各区块土方工程量，填写汇总表。

7.2.8 应统计项目整治前后地类变化情况，填写汇总表，制作地籍预变更表。

7.2.9 应统计项目整治前后各地类总面积，反映整治前后土地利用结构数据的变化。

7.2.10 应汇总整治前后新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地块的图斑数量、面积、地类、权属、坡度等情况，分析

制作新增耕地情况表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情况表。

8 建设用地整治测量

8.1 测量内容

8.1.1 建设用地整治测量

建设用地整治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土地权属调查；

b） 界址点测量；

c） 界址边长测量；

d） 地籍图测绘；

e） 房屋面积测绘；

f） 面积计算；

g） 其他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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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土地权属调查

土地权属调查包括以下内容：

a） 土地权属状况和界址调查；

b） 宗地草图绘制；

c） 地籍调查表填写；

d） 其他相关内容。

8.1.3 界址点测量

界址点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宗地边线拐点测量；

b） 宗地交叉点测量；

c） 其他相关内容。

8.1.4 界址边长测量

界址边长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相邻界址点边长测量；

b） 界址点与临近地物的间距测量；

c） 其他相关内容。

8.1.5 地籍图测绘

地籍图测绘包括以下内容：

a） 行政区划要素测绘；

b） 地籍要素测绘；

c） 地形要素测绘；

d） 图廓要素测绘；

e） 其他相关内容。

8.1.6 房屋建筑面积测绘

房屋建筑面积测绘包括以下内容：

a） 房屋边长测绘；

b） 特征点位置测绘；

c） 房角点测绘；

d） 界址点坐标测绘；

e） 其他相关内容。

8.1.7 面积计算

面积计算包括以下内容：

a） 宗地面积计算；

b） 地类面积计算；

c） 建筑占地面积计算；

d） 房屋建筑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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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他相关内容。

8.2 测量要求

8.2.1 项目区开展过村庄地籍调查、农村建设用地调查或相关工作的，应收集已有资料，加以分析利用。

8.2.2 项目区开展过农房登记发证工作的，应收集相应的不动产权证等相关资料，作为原始依据。

8.2.3 项目区未开展过相关地籍调查及房产测量工作的，应按照相应的要求对建设用地整治区域内的地

块和房屋进行地籍调查和房产测绘。

8.2.4 应根据已有地籍图、房产图等相关资料，绘制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图件，准确表达建设用地整治

前后情况，具体要求按附录 A。

8.2.5 涉及房屋、院落、工矿、厂房、道路等施工测量，应绘制相关的工程图件，并填写相关的工程量统计

表，拍摄施工前后影像资料。

8.2.6 应对宗地依次进行编号，统计宗地面积，分类汇总各地类面积，制作建设用地图斑台账表。

8.2.7 应统计调查拟整治区域房屋权属状况，测量房屋面积，统计相关附属设施情况，制作相应图件，填

写相关调查表。

8.2.8 应统计项目整治前后地类变化情况，填写汇总表。

8.2.9 应将整治前后各地类总面积进行汇总整理，制作建设用地整理情况表。

9 生态保护修复测量

9.1 测量内容

9.1.1 生态保护修复测量

生态保护修复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b） 水环境和湿地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c） 退化污染废弃地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d） 海洋海岛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e） 生物多样性和景观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f）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g） 国土综合整治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h） 城乡居住地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i） 其他相关内容。

9.1.2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测量；

b） 地形地貌景观修复工程测量；

c） 植被恢复工程测量；

d） 土地复垦与土壤重构工程测量；

e） 水土污染防治工程测量；

f） 其他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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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水环境和湿地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水环境和湿地生态修复工程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流域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b） 水环境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c） 湿地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d） 其他相关内容。

9.1.4 退化污染废弃地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退化污染废弃地生态修复工程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水土流失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b） 土地沙漠化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c） 土地盐碱化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d） 土地污染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e） 废弃土地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f） 其他相关内容。

9.1.5 海洋海岛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海洋海岛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海洋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b） 海岛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c） 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d） 其他相关的内容。

9.1.6 生物多样性和景观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生物多样性和景观生态修复工程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生物多样性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b） 景观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c） 其他相关内容。

9.1.7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集中连片的湿地、草地、林地等一体化生态系统修复工程测量；

b） 破碎化严重的湿地、草地、林地等一体化生态系统修复工程测量；

c） 功能退化的湿地、草地、林地等一体化生态系统修复工程测量；

d） 其他相关内容。

9.1.8 国土综合整治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国土综合整治生态修复工程测量包括采用调查、评价、规划、开发、利用、改良、治理、保护等综合措

施，对功能失调的生态系统综合整治修复的工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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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城乡居住地生态修复工程测量

城乡居住地生态修复工程测量包括城镇居住地生态修复工程测量和乡村居住地生态修复工程测

量等。

9.2 测量要求

9.2.1 根据收集的影像及数据资料，制作项目工作底图。

9.2.2 正式作业前应进行局部踏勘，踏勘应结合已有资料了解测区内的地形、地貌等，确定测量范围。

9.2.3 应根据已有相关资料图件，结合测量数据，绘制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图件，具体要求按附录 A。

9.2.4 涉及的相关工程测量，应绘制相关的工程图件，并填写必要的工程量统计表。

9.2.5 应统计项目竣工前后地类变化情况，包括新增林地面积、新增河湖水面面积、新增草地面积等，填

写汇总表，制作地籍预变更表。

9.2.6 应统计整治前后各地类总面积，反映整治前后土地利用结构数据的变化。

9.2.7 应保存项目竣工前后的实景影像资料。

10 公共空间治理测量

10.1 测量内容

10.1.1 公共空间治理测量

公共空间治理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道路两侧治理工程测量；

b） 河道两岸治理工程测量；

c） 村内空闲地治理工程测量；

d） 乡村历史文化保护工程测量；

e） 其他相关内容。

10.1.2 道路两侧治理工程测量

道路两侧治理工程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道路权属调查；

b） 道路现状图测量；

c） 植被要素调查；

d） 治理工程放样测量；

e） 工程量测算；

f） 竣工测量；

g） 其他相关内容。

10.1.3 河道两岸治理工程测量

河道两岸治理工程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河道权属调查；

b） 河道现状图测量；

c） 河道断面图测量；

d） 工程放样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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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工程量测算；

f） 竣工测量；

g） 其他相关内容。

10.1.4 村内空闲地治理工程测量

村内空闲地治理工程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村内空闲地权属调查；

b） 村内空闲地现状图测量；

c） 施工测量；

d） 工程量测算；

e） 竣工测量；

f） 其他相关内容。

10.1.5 乡村历史文化保护工程测量

乡村历史文化保护工程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乡村自然景观和农村风貌保持工程测量；

b） 历史文化景观保护工程测量；

c） 特色村居（民居）建设工程测量；

d） 其他相关内容。

10.2 测量要求

10.2.1 根据收集的影像及数据资料，制作项目工作底图。

10.2.2 根据项目规划，确定公共空间治理的范围和边界。

10.2.3 应根据已有相关资料图件，结合测量数据，绘制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图件，具体要求按附录 A。

10.2.4 涉及工程测量时，应绘制相关的工程图件，填写必要的工程量统计表。

10.2.5 应统计项目竣工前后地类变化情况，填写汇总表，制作地籍预变更表。

10.2.6 应统计整治前后各地类总面积，反映实施前后土地利用结构数据的变化。

10.2.7 应保存项目整治前后的实景影像资料。

10.2.8 可采用无人机倾斜摄影和三维激光扫描等测量方式获取倾斜摄影三维模型和激光点云数据。

11 成果编制

11.1 图件成果

测量工作完成后应编制图件成果，内容如下：

a） 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图；

b） 项目勘测定界图；

c） 占用（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勘测定界图；

d） 项目整治前后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调整图；

e） 项目工程竣工图；

f） 项目生态环境现状图；

g） 项目公共空间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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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数据成果

测量工作完成后制作、提交数据成果，内容如下：：

a） 项目土地利用现状矢量数据；

b） 项目地形矢量数据；

c） 项目实景三维成果（可选）。

11.3 文档成果

测量工作完成后应编制并提交文档成果，内容如下：

a） 技术设计书；

b） 技术总结；

c） 检查报告；

d） 控制点成果表；

e） 各类汇总表、明细表。

12 质量检查

12.1 检查依据

项目测绘成果质量检查的抽样、质量评定及检查报告的编制应符合 GB/T 24356 的规定。

12.2 检查内容

质量检查的内容包括图件质量、数据质量、资料质量等。

12.3 组织方式

采用“二级检查、一级验收”的方式开展项目成果的质量控制。

a）　二级检查。

1）　通过测绘单位作业部门（班组）的过程检查；

2）　部门（班组）的过程检查合格后报测绘单位质量管理部门，并通过测绘单位质量管理部门的

检查。

b）　一级验收。测绘单位检查合格后报项目业主单位，并通过项目业主单位组织的验收或委托具有

相应资质的质量检验机构进行的质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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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现状图制作及相关统计要求

A.1 前期现状图制作与统计

A.1.1 前期现状图制作

A.1.1.1 前期现状图原则上以项目为单位编制总图，并以项目名称命名，也可根据业主需要，进行标准分

幅（按矩形分幅，图纸尺寸 50 cm×50 cm）；图名一般为：××省××市××县（市、区）××乡（镇、街

道）××村××项目前期现状图。

A.1.1.2 项目区的界线应以权属界、河流、沟渠、道路等线状地物为界线，一般不分割对应的 1∶10000 地

类图斑。

A.1.1.3 土地整治项目现状图与对应土地利用现状图的地类应大体一致。

A.1.1.4 田坎的归并、走向应合理、准确地反映地形地貌（平坝田土、梯田、坡地）特征。

A.1.1.5 涉及坡度大于 25°的不可整理或开发的耕地、裸地，应在图上标示其范围但不着色，范围线应用

图上宽度为 0.4 mm 的虚实线表示；不在此列的其他地类图斑填色标准按 TD/T 1055—2019 的规定

进行。

A.1.1.6 项目区内土地整治项目现状图上相同要素应保证图层、线型、颜色等的一致性。

A.1.1.7 图面上的各种注记不应互相压盖，同类注记字体的高度、宽度、颜色应一致。

A.1.1.8 图斑编号应连续规范，字体与大小应统一，指向明确（宜注在图斑中心）；图面内的权属名称、图

斑编号等注记应突出、清晰，图例注释完整且与图面表示一致。

A.1.1.9 涉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路、沟等线划应加粗表示，使其醒目、突出。

A.1.1.10 图廓整饰应包括项目名称、测量单位、坐标系统、比例尺、测量人员、检查人员、测量日期、内图

廓坐标（横坐标加代号）标注等内容。

A.1.1.11 四至坐标的标注：标注项目区红线范围的四至点坐标。

A.1.1.12 其他需表示的内容：项目区红线面积、项目性质、实施规模（整治规模、开发规模）等。

A.1.2 前期现状图统计

A.1.2.1 统计表格

A.1.2.1.1 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图斑台账表：反映该项目红线范围内各地类面积。

A.1.2.1.2 项目区按权属分坡度级面积统计表：反映项目区内的整治土地及开发土地按权属分坡度统计

的面积。

A.1.2.1.3 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统计表：反映项目区内按区（县）、乡（镇）、村、社（组）逐级对各

类土地面积的汇总。

A.1.2.2 统计要求

A.1.2.2.1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依据 TD/T 1055—2019 中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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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2.2 表头名称与项目名称相同。

A.1.2.2.3 权属名称落实到村或社（组）。

A.1.2.2.4 面积统计单位采用公顷。涉及开发大于 25°的耕地、裸地面积应在表格栏单独罗列。

A.1.2.2.5 项目区土地整治项目现状图斑台账表的备注一栏应注明耕地、其他草地、裸地图斑的各坡度

级情况。

A.1.2.2.6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统计表应分类汇总各地类面积，备注一栏应注明耕地、其他草地、滩涂

图斑的汇总面积。

A.1.2.2.7 项目区按权属分坡度级面积统计表只对可整理和开发的土地进行按权属分坡度级的面积

统计。

A.1.2.2.8 按权属对各类面积进行逐级汇总（镇/乡、村、社/组）。

A.2 竣工现状图制作与统计

A.2.1 竣工现状图制作

A.2.1.1 项目区的界线范围应与入库备案的界线范围一致。

A.2.1.2 以竣工后实测的图件数据，按照不同地类划分图斑并着色，制作竣工现状图。

A.2.1.3 涉及坡度大于 25°的不可整理的耕地或不可开发的裸地，应在图上标示其范围但不着色，范围线

应用图上宽度为 0.4 mm 的虚实线表示。

A.2.1.4 竣工图应与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以及规划设计图大体一致，并与前期图各地类一致或逻辑

上无误。

A.2.1.5 项目图件名称需与实施前的名称相同；图面公里网格、村社名称、图斑编号等注记突出清晰，各

地类、地物、色系等表示准确，图例注释完整且与图面表示一致，平面及高程坐标系、基本等高距、制图时

间、测量员、绘图员、检查员等齐全。

A.2.1.6 图斑编号应连续规范，字体与大小应统一，位置指向明确（宜注在图斑中心）。

A.2.1.7 图面内的权属名称、图斑编号等注记应突出、清晰，图例注释完整且与图面表示一致。

A.2.1.8 图廓整饰应包括项目名称、测量单位、坐标系统、比例尺、测量人员、检查人员、测量日期、内图廓

坐标（横坐标加代号）标注等内容。

A.2.1.9 四至点坐标的标注：标注项目区红线范围的四至点坐标。

A.2.1.10 单体工程（包含新修和维修）应按实测注明显性尺寸（能准确量取的尺寸，包含投影长度、宽度、

高度、道路厚度、深度、直径等）及材质，路、沟、池、涵应对照规划设计图注明其规划设计编号，编号应保持

与规划图、竣工图、实地、工程量统计台账相一致。石坎密集时，石坎编号对应各条标注，其尺寸标注可在

竣工图上列表标示。

A.2.1.11 使用图上宽度为 2 mm 的紫色虚实线标示出竣工后的典型区域或坡改梯范围。

A.2.1.12 土地整治、生态修复以及公共空间修复区域应在图上标示出其范围并用文字标注（与规划标注

一致）。

A.2.1.13 项目区工程量表数据应标注在图上，工程量包括规划设计的工程量数据、监理方提供的工程量

和测量单位能直接量取的设施材料及宽度等属性。

A.2.1.14 标注项目区规划规模与竣工规模。

A.2.1.15 其他要求同前期测量要求。

A.2.1.16 竣工图上应标有维修、新建和既有的建（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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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竣工现状图统计

A.2.2.1 统计表格

A.2.2.1.1 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图斑台账统计表：反映该项目红线范围内各地类面积。

A.2.2.1.2 项目区按权属分坡度级面积统计表：反映项目区内耕地、其他草地及滩涂按权属分坡度统计

面积。

A.2.2.1.3 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统计表：按区（县）、乡（镇）、村、社（组）逐级对各类土地面积进

行汇总。

A.2.2.1.4 项目区整治前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表：反映项目区内土地整治前后的土地利用现状变化

情况。

A.2.2.1.5 项目区整治前后生态保护修复完成情况表：反映项目区内生态修复整治前后项目类型、规模、

效果等变化情况。

A.2.2.1.6 项目区整治前后公共空间治理完成情况表：反映项目区内公共空间治理前后项目类型、规模、

效果等变化情况。

A.2.2.2 统计要求

A.2.2.2.1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参照 A.1.2.2.1。
A.2.2.2.2 各面积统计的最小权属单位为社（组）。

A.2.2.2.3 面积统计单位采用公顷。

A.2.2.2.4 表头名称与项目名称一致且完整、准确。

A.2.2.2.5 田坎系数应按水田与旱地地类分坡度级填写。

A.2.2.2.6 项目区内耕地的坡度类型应与规划设计时的坡度保持一致。

A.2.2.2.7 按权属进行逐级汇总（镇/乡、村、社/组）。

A.2.2.2.8 涉及开发大于 25°的耕地、裸地开发土地的面积应在表格栏单独罗列。

A.2.2.2.9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图斑台账表的备注一栏应注明耕地、其他草地、滩涂图斑的各坡度级情况。

A.2.2.2.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统计表应分类汇总各地类面积，备注一栏应注明耕地、其他草地、滩

涂图斑的汇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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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测量附表（式样）

B.1 控制点成果表见表 B.1。

表 B.1　控制点成果表

点号

注：平面控制点坐标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平面控制点

等级
坐标

X/m Y/m

高程控制点

等级 高程/m
标志类型

制表：　　　　　　　　　　　　  检查：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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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界址点成果表见表 B.2。

表 B.2　界址点成果表

项目名称

序号 点号
坐标

X/m Y/m

项目总面积 m2

边长

m

—

—

制表：　　　　　　　　　　　　  检查：　　　　　　　　　　　　日期：

B.3 新增耕地统计表见表 B.3。

表 B.3　新增耕地统计表

序号 项目位置 图幅号 图斑号

整治前

面积

hm2 地类

整治后

面积

hm2 地类

新增耕地面积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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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表 B.3　新增耕地统计表  （续）

序号 项目位置 图幅号 图斑号

整治前

面积

hm2 地类

整治后

面积

hm2 地类

新增耕地面积

hm2

制表：　　　　　　　　　　　　  检查：　　　　　　　　　　　　日期：

B.4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统计表见表 B.4。

表 B.4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统计表

00 湿地
0303

0304

红树林地

森林沼泽

一级类

编码 名称

二级类

编码 名称
面积/hm2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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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05

06

07

08

……

合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

0306

0402

0603

1105

1106

1108

0101

0102

0103

0201

0202

0203

0204

0301

0302

0305

0307

0401

0403

0404

05H1

0508

0601

0602

0701

0702

08H1

08H2

0809

0810

灌丛沼泽

沼泽草地

盐田

沿海滩涂

内陆滩涂

沼泽地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果园

茶园

橡胶园

其他园地

乔木林地

竹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天然牧草地

人工牧草地

其他草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工业用地

采矿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机关新闻团体用地

科教文卫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园与绿地

00 湿地

表 B.4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统计表  （续）

一级类

编码 名称

二级类

编码 名称
面积/hm2 比重/%

制表：　　　　　　　　　　　　  检查：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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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表见表 B.5。

表 B.5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表

编码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名称

湿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编码

0303

0304

0306

0402

0603

1105

1106

1108

0101

0102

0103

0201

0202

0203

0204

0301

0302

0305

0307

0401

0403

0404

05H1

0508

0601

0602

0701

0702

0801

08H2

0809

名称

红树林地

森林沼泽

灌丛沼泽

沼泽草地

盐田

沿海滩涂

内陆滩涂

沼泽地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果园

茶园

橡胶园

其他园地

乔木林地

竹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天然牧草地

人工牧草地

其他草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工业用地

采矿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机关团体新闻用地

科教文卫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一级类 二级类 整治前 规划 整治后 面积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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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注：表头中填写整体项目名称或专项（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治、生态保护修复、公共空间治理）

0810 公园与绿地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表 B.5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表  （续）

一级类 二级类 整治前 规划 整治后 面积增减

制表：　　　　　　　　　　　　  检查：　　　　　　　　　　　　日期：

B.6 农用地整治工程量汇总表见表 B.6。

表 B.6　农用地整治工程量汇总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

农用地总面积

新增耕地面积

道路

灌溉渠道

排水沟

建（构）筑物

防护林

……

序号 单项名称 单位 规划工程量 实测工程量 差值 完成率/%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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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农用地整治工程量汇总表  （续）

序号 单项名称 单位 规划工程量 实测工程量 差值 完成率/% 备注

制表：　　　　　　　　　　　　  检查：　　　　　　　　　　　　日期：

B.7 建设用地整治工程量汇总表见表 B.7。

表 B.7　建设用地整治工程量汇总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

建设用地总面积

增减挂钩项目

工矿复垦项目

低效用地整治

安置区建设项目

房屋拆迁面积

庄台整治面积

……

序号 单项名称 单位 规划工程量 实测工程量 差值 完成率/%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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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　建设用地整治工程量汇总表  （续）

序号 单项名称 单位 规划工程量 实测工程量 差值 完成率/% 备注

制表：　　　　　　　　　　　　  检查：　　　　　　　　　　　　日期：

B.8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量汇总表见表 B.8。

表 B.8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量汇总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

生态保护修复子项目数

矿山生态环境

水环境和湿地

退化污染废弃地

海洋海岛海岸带

生物多样性和景观

……

序号 单项名称 单位 规划工程量 实测工程量 差值 完成率/%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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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8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量汇总表  （续）

序号 单项名称 单位 规划工程量 实测工程量 差值 完成率/% 备注

制表：　　　　　　　　　　　　  检查：　　　　　　　　　　　　日期：

B.9 公共空间治理工程量汇总表见表 B.9。

表 B.9　公共空间治理工程量汇总表

一

二

三

四

五

……

公共空间治理子项目数量

道路公共空间治理

河道公共空间治理

村庄外集体资产资源和

村庄内公共空间治理

历史遗迹保护类

……

序号 单项名称 单位 规划工程量 实测工程量 差值 完成率/%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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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9　公共空间治理工程量汇总表  （续）

序号 单项名称 单位 规划工程量 实测工程量 差值 完成率/% 备注

制表：　　　　　　　　　　　　  检查：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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