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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现代数字化地籍成图的一般过程。从控制测量到碎部测量，从

外业到内业，从数据处理到最后成图。要真正掌握这门新技术，必须在施测中

掌握一些关键性的方法、步骤、技巧和注意事项等，以便切实提高成图工效和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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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电脑技术和测绘软件的飞速发展，数字化地籍测图已相当普及。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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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籍图测绘，其基本原则是先控制后碎部，先整体后局部，先高级后低级。

而现代数字化测绘方法发生了划时代变革。因为彻底甩掉了平板，免去了展点、

绘图和清绘等工序的步骤，其成图方法与传统方法迥然不同，成图工效和精度

有了很大提高。但要想拿出好成果，除了有一些必要的硬件和软件之外，还要

看是否有一套科学的、合理的操作方法。经过多年的实践，结合我们所用的南

方测绘仪器公司的数字化地形地籍成图系统（CASS），总结出一套比较灵活高

效的作业方法，测绘工效和成果质量都非常令人满意。现就将数字化测图的全

过程和一些施测中关键性的方法、步骤、技巧和注意事项等做一简要介绍。

2　控制测量

为了满足测图需要，必须在测区进行控制测量。包括等级平面控制测量和

高程控制测量以及图根控制测量。以往通常采用三角网、线型锁或量距导线，

而现在则采用 GPS 卫星定位系统施测，不受气候、通视条件限制，控制点勿需

造高标；或者采用全站仪通过导线网的形式。以往控制测量必须在测图以前完成，

而现在则可同时进行，甚至提前测图后搞控制。测图时可先采集外业观测数据，

内业采用假定起算数据，并编辑图形。待控制成果出来后，使用编缉菜单中坐

标转换命令，可轻而易举将整个图形和数据转换过来。等级高程控制通常仍采

用水准网，也可采用三角高程网代替四等水准网，但必须严格执行测量规范，

进行对向观测，并加入两差改正。图根平面控制网可采用闭合、附合或支导线

形式，高程网采用三角高程形式且与导线网合并。图根导线高程网一般在测图

时顺便测定，随后连成网统一平差。控制测量外业使用的仪器一般有 GPS 接收

机、全站仪、水准仪等。在内业数据处理时，平面网和高程网都可用平差软件

进行严密平差，迅速而准确，还可打印出所有点位精度、控制网略图和成果表，

以直接供下一步测图使用。

3　碎部测量

采用全站仪采集数据，不存在读数、记录差错；碎部点是红外测距，精度

有极大提高；测距只需瞄准点式棱镜，而不是长长的视距尺，故观测轻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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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数据效率高。

3.1　数据采集

全站仪测得的原始观测数据可直接储存在仪器中。一般原始数据格式有两

种：一种是水平角，天顶距，斜距，一种是三维坐标。二者都必须有按顺序累

加的点号。此种方法因无需连接采集器，不易丢失数据，操作方便，效率较高。

3.2　绘制草图

全站仪只能采集单点数据，而地物的一些属性、地物间的相互关系等还必

须人工记录在草图上，草图是室内的数据处理和图形编辑的重要依据。故数字

化测图中绘制草图是必不可少的。草图上的内容必须正确、清楚、规范而完整。

即所有注记、点位相对关系、线条符号等必须符合实际，图面清晰美观，图式

符号运用规范，重要的信息应及时而完整地记录下来。草图上的内容一般包括

测站信息和测站地形略图。测站信息包括测图日期、测站点、定向点、仪器高、

本站碎部点起点号和止点号、增设测站点号，以及镜高、编码等。这些信息通

常置于草图左上角。测站地形略图通常绘在草图右下侧。略图中的地物线条符

号不必按比例，但其相对关系要正确；点号要正确清楚，而且不能重复也不能

遗漏；点号较大（超过两位数）时，最好记下点号加常数，以免数字太多，既

容易出错，又影响图面清晰度。

3.3　生成连线信息文件

在野外采集的原始数据只是碎部的单点信息，只具有其独立属性，而碎部

点间的连线关系，必须具有连线信息数据，包括连线起止点号、编码、线型、

线宽等。这些信息可在野外用便携机现场生成，也可在室内微机上生成。但最

好是在室内在袖珍电脑上生成，因为这样最方便最迅速。连线操作可在野外观

测的空余时间及时进行，而不必等外业全部结束以后。不过这需要预先在袖珍

电脑中置入一简单的连线程序，保证连线方便，连线信息格式符合成图软件要求。

连线时应根据草图，注意点号加常数，完成主要的连线关系，次要的或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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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暂时忽略。

3.4　数据通讯和整理

外业工作结束后，无论是全站仪自动储存的，还是用采集器采集的原始观测

数据，以及连线信息数据，都必须及时传输室内的微机中，并做备份。然后根草

图上的信息，修改数据中的某些错误，如测站点名、定向点名、仪器高、点号、

简码、镜高、连线等，这些错误在野外是很难免的。全部修改后将观测数据和连

线信息数据合并成一个原始数据文件再备份，以供下一步自动成图之用。

3.5　地籍图补测

在测量碎部点时，尽管用全站仪增设测站点比较方便，精度也能保证，却

不可能观测到所有的碎部点。这就需要根据已测碎部点，及时在现场用皮尺对

隐蔽地物进行量距补测，所量尺寸应准确而全面，并清楚地注记在草图上。最

好有适量的多余尺寸，在编辑图形时用于检核。此项工作往往需要重复一两次。

4　地籍图形的生成和编辑

将野外已采集的数据传输到计算机内，利用广州南方测绘公司开发的

CASS8.0软件进行自动化成图，包括根据实际测量界址点数据绘制了宗地权属线，

并在权属红线内用文字直接注记出相应的宗地调查时赋予的临时宗地号。然后

参照野外绘制的宗地草图在计算机上对宗图进行编辑，配置属性，对地籍图内

的地物进行注记，宗地号暂时按先后顺序临时按流水号编码，完成后保存。

宗地面积完全用野外实测数据，由软件利用多边形解析法自动解算、生成。

当完成所有外业工作并将所有宗地绘制完成后，根据原计划的街道、街坊的划

分方案结合测量后的实际情况对街道及街坊进行最为合理的调整，得出最终的

街道、街坊划分方案，接着对各个街坊内的宗地按照从左向右、从上到下的原

则进行重新宗地号码排列，编码按照《江西省城镇地籍调查规程》采用三级编码，

最后利用 CASS8.0 软件的宗地批量处理功能批量生成宗地图及界址点成果表。

宗地图采用标准图幅，图幅编号以流水号从左向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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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面积则采用部分解析，即：采用解析法求出每个街坊面积，用街坊面

积控制本街坊内各地类面积之和。土地分类面积汇总是按街道控制的，街坊内

分类用地的宗地面积是软件自动完成的，其中地类为居民的宗地面积中包括了

没有进行确权的非宗地住宅，对于没有确权的大块空地，作为其他用地进行图

解量算，水域用地及农业用地类都是在图上量算，余下的不规则街坊巷内可以

行走的通道及公路，都归属到其他交通用地。

5　检查工作

在各项阶段工作完成后进行了 100% 的自检。内业作 70% 的互检，互检合

格后，交项目的质检部进行检查。成果内业抽取 30% ～ 50%，外业抽查比例视

内业抽检情况确定，一般为 3% ～ 5%。外业对图根点精度进行了抽样检查，野

外用全站仪进行测边检查，较差应全部符合规程要求。

6　结论和体会

（1）控制测量要尽量提前进行，虽然控制测量可与测图同时进行或推迟，

但迟会影响图根导线平差，从而影响测图进度。

（2）等级控制（如四等导线、一二级导线及四等水准）最好单独进行。图

根控制因工作量大，单独进行困难，且影响工作进度，故一般在测图同时，观

测碎部点之前进行，并随时组成网形，尽量组成附合或闭合网，分区分期进行

统一平差。外业和内业均应按有关测量规范进行，以保证碎部点测量精度。

（3）因 CASS 软件具有转换功能，故可先测图，采集数据并连线，生成原

始观测数据文件，起算坐标可先假定。待控制测量结束后，再用正确坐标替换

假定坐标，并运行转换功能，即可将原图全部改正过来，但转换应选用精度高

且尽可能远的两控制点。

（4）当图根点密度不足时，可适当增设几个测站点，但要按规范要求进行，

不可任意支站，否则，碎部点的精度不能保证。

（5）下一测站的起始点号应与编辑后已增加的新点号连续，可有空缺但不

可重复。相邻测站地形图的衔接处应观测适量的重合点，以相互检核，发现错



·53·
数字化地籍成图的一般过程探析2019 年 11 月

第 1 卷第 2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go	 https://doi.org/10.35534/go.

误及时纠正。新的原始观测数据和连线数据可追加到已编辑后的旧原始观测数

据文件中，并进行重算，再编辑。如此循环，直至野外观测和内业编辑全部结

束为止。

（6）图形编辑可在测图期间进行。编辑操作的每一步记录都追加到原始数

据文件中，每生成或输入一个新点，总点号就增加一。

（7）绘制草图时，应按一定的格式规范记录，层次分明，条理清楚。如笔

者常用的格式就是，在每一测站草图的左上角，自上而下顺序写上：测站，定向，

仪高，起点，止点，常数，注意等。其中在“常数”之后注记点号加常数，“注

意”之后注记一些测图中的特殊情况信息，包括错误改正信息和内业数据处理

时应当引起注意的信息。

（8）当测区面积大于0.5平方公里时，最好分区进行图根控制测量和测图。

否则图根工作量和图形文件太大，影响测图和编图进度。

（9）分区测图时地形图需要拼接。分区时最好按线状地形地物划分区域，

这样在测图时很容易掌握，且接边简单，编辑工作量小。

运用内业、外业一体化自动成图软件的数字化成图项目，每宗地的界址点

均为解析坐标，原始数据传输及转换过程中无人工干预，真实可靠，手段先进

合理。为今后城镇地籍进行科学管理打下坚实基础，并实现一图多用，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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