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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综合测绘质量监督检查评定标准 

 

1.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综合测绘产品质量监督

检查工作的基本规定、内容、方法、产品缺陷分类及成果质量

评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在台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新建、改建和扩

建的建筑工程竣工综合测绘成果的监督检查评定；竣工综合测

绘子项分类为规划测量、房产测量、建设用地复核及不动产测

量、绿地测量、消防测量、人防测量及地下管线测量等七项。 

2.引用标准 

(1)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技术规程》

（DB 33/T 1152-2018） 

(2)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技术补充规

定》浙自然资发〔2019〕34 号； 

(3)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09）； 

(4)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2008）； 

(5) 《城市测量规范》（CJJ/T 8-2011）； 

(6)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标准》(CJJ/T73-2019)； 

(7)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 

2009-2010）； 

(8)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GB/T 20257.1-2017)； 

(9) 《1∶500 1∶1000 1∶2000 数字地形图测绘规范》

(DB33/T 552-2014)； 

(10)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图形表达代码》(DB33/T 

817-2010)； 

(11) 《房产测量规范第 2 单元：房产图图式》（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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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6.2-2000）； 

(12) 《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2012）； 

(13)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14) 《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 61-2017）； 

(15)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CH/T 1004-2005）； 

(16) 《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CH/T 1001-2005）； 

(17) 《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国土资发（2015）41

号。 

3.基本规定 

3.1 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综合测绘成果实行质量监督检查

评定制度，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

有关技术标准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政府购

买服务方式委托测绘成果质量检验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机构）

或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提供技术服务。 

3.2 竣工综合测绘成果实行整项与子项相结合评定制和品

质等级评定制，样本品质等级分为优良品、一般品和差等品。

检查结果应先对各子项分别评定样本品质，再根据整体算术平

均分和子项评定等级情况，评定整体成果品质。 

3.3 检验机构或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应对检查结果负责，

出具《竣工综合测绘监督检查技术服务报告书》，并向自然资源

和规划主管部门报送。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可根据该技术

报告和其他检查内容，向测绘单位出具《竣工综合测绘监督检

查意见书》。 

3.4 《竣工综合测绘监督检查技术服务报告书》是对所抽

取样本的评定，可作为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依

据，不作为产品整体质量评定结果，也不作为项目验收使用依

据。竣工综合测绘产品质量，由测绘单位负责。 

3.5 检验机构或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实施检验后，应保存

检验、检测和数据处理的原始记录以备查，并按要求出具技术

报告。原始记录是检验结果的如实记载，不允许随意更改和增

删；技术报告在对样本的质量按产品质量特性用数据和文字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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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综合评述后，对样本质量品质作出判定。原始记录随技术报

告同时存盘，保存期一般为 2年。 

3.6 生产单位要对检验中发现的所有问题整改到位；样本品

质被判为差等品的项目，被检单位整改后重新提交自然资源和

规划主管部门复核直至所有问题整改到位。 

3.7 提交检验的测绘产品资料必须齐全，一般应包括： 

（1） 项目原始数据，含审批后的设计数据、各子项所需

的文本资料等； 

（2） 项目过程数据，含原始采集数据、过程检查数据、

最终检查数据等； 

（3） 项目成果数据，含成果报告书、成果图、成果表等。 

4.检验实施的方法和内容 

4.1 检测设备、软件的要求 

（1） 检测仪器设备的精度原则上不低于测绘单位使用的

仪器设备的精度； 

（2） 应用软件应采用与测绘单位相同或同类型的软件； 

（3） 检测仪器必须计量检定有效期内，并按规定管理。 

4.2 样本检验的方法 

（1） 检验采取概查与详查相结合、内业与外业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2） 概查是指对影响成果质量的主要内容进行内业检

查，一般只记录 A 类和 B 类错漏，若概查中发现 A 类错漏，可

判定样本质量概查不合格；详查是指在概查合格的基础上，针

对详查的内容，逐一检查，并对样本质量进行评定。 

（3） 内业主要检查文本资料、电子资料、起算数据、规

范性表示、原数据计算检查等情况；外业主要检查各项精度、

要素、属性等符合情况。 

（4） 竣工项目监督抽查子项一般包含规划测量、房产测

量、建设用地复核及不动产测量、绿地测量、消防测量、人防

测量及地下管线测量等七项。规划测量、建设用地复核及不动

产测量、绿地测量、消防测量及人防测量一般按项目整体检验；



 

~ 4 ~ 

 

房产测量一般按幢检验，抽取项目范围不同类型的主要建筑， 1

—9 幢抽取 1 幢，10—30 幢抽取 2 幢，30 幢以上抽取 3 幢；地

下管线测量一般按道路检验，抽取项目内 1 条主要内部道路进

行检查。 

4.3 概查的主要内容 

（1） 规划测量：起算数据是否正确、坐标系统是否正确、

图表资料是否完整、规划要素（细部点、间距、高度、层高、

地坪高等）数据是否齐全等。 

（2） 房产测量：图表资料是否完整、主体结构线内空间

面积计算是否正确、附属设施面积计算（阳台、飘窗、设备平

台、廊、花池等）是否符合规程要求、分摊依据是否充分、分

摊是否正确等。 

（3） 建设用地复核及不动产测量：图表资料是否完整、

用地红线范围是否正确、宗地要素表示是否齐全、界址点选择

是否合理等。 

（4） 绿地测量：图表资料是否完整、地下设施顶面绿地

是否区分、统计计算数值是否正确等。 

（5） 消防测量：图表资料是否完整、选择测量的消防要

素是否表示完整等。 

（6） 人防测量：图表资料是否完整、人防区划分范围是

否正确、面积计算方法是否符合要求等。 

（7） 地下管线测量：图表资料是否完整、当地规定所需

的管线类型是否测量齐全、图表对应的对象数据属性是否一致、

数据库结构是否符合要求等。 

4.4 详查的主要内容 

规划测量检查包含控制或图根测量、地形图测量、规划测

量专项特性、电子数据和其他等内容；房产测量检查包含控制

或图根测量、房产测量专项特性、电子数据和其他等内容；建

设用地复核及不动产测量检查包含控制或图根测量、地形图测

量（针对地籍要素）、建设用地复核及不动产测量专项特性、电

子数据和其他等内容；绿地测量检查包含控制或图根测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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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图测量（针对绿化要素）、绿地测量专项特性、电子数据和其

他等内容；消防测量检查内容包含控制或图根测量、地形图测

量（针对消防要素）、消防测量专项特性、电子数据和其他等内

容；人防测量检查包含控制或图根测量、人防测量专项特性、

电子数据和其他等内容；地下管线测量检查内容包含控制或图

根测量、地下管线测量专项特性、电子数据和其他等内容 

4.4.1 控制或图根测量 

（1） 起算数据是否正确； 

（2） 控制布设是否合理； 

（3） 施测方法是否正确； 

（4） 数学精度是否合格； 

（5） 坐标系统是否正确； 

（6） 埋石是否达到要求。 

4.4.2 地形图测量 

规划测量竣工地形图严格按此内容检查，其他专项测量地

形图可根据专项特性，选择部分内容检查，并对专项要素着重

检查。 

（1） 地形图精度是否超限,下列情况之一均为超限： 

（2） 地物点的平面位置中误差超限； 

（3） 邻近地物点间的间距中误差超限； 

（4） 高程注记点的高程中误差超限。 

（5） 测量范围是否达到要求，根据总图设计所需地形范

围，若遇道路应测完整； 

（6） 地形图是否存在空缺或者失真； 

（7） 重要地物是否错漏，如项目范围内的主要建（构）

筑物、主要道路（公路、铁路）、高压线等，或对于竣工验收影

响较大的地物； 

（8） 次要地物是否存在错漏； 

（9） 要素分层、分类及属性是否完善正确； 

（10） 符号表示是否符合图式要求； 

（11） 房屋层数和属性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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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注记表示是否合理和完整； 

（13） 库体数据是否按要求生产。 

4.4.3 规划测量专项特性 

（1） 专项特性精度是否超限，即特征点位坐标、建筑物

高度（各类顶高）、地坪高、层高等精度超限； 

（2） 平面位置（细部点坐标）采集表示是否合理规范，

如是否根据建筑类别及规划要求选取、是否形成细部点坐标成

果表、是否在竣工总平面图标绘出细部点； 

（3） 高度和层高测量略图表示是否正确规范，如层数是

否正确、比高是否标注、一个剖面不够的是否增加剖面表示、

±0.000 标高是否与设计图纸对应等； 

（4） 建筑基底面积测算是否正确规范，如建筑基底面积

计算规则是否正确、各幢建筑基底平面图绘制是否规范等； 

（5） 竣工地形图绘制是否规范，如是否符合地形图绘制

要求、室内地坪高是否标注、图廓整饰是否符合当地基础地形

图规定等； 

（6） 车位测量与统计是否正确，如车位的统计是否符合

规定、室外车位是否在竣工地形图上绘制且规范、室内车位是

否采用房产测量数据等； 

（7） 实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汇总表编制是否正确规范，

如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计算是否正确、表格格式是否符

合规范、功能区划分是否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为准等； 

（8） 竣工规划总平面图绘制是否规范，如是否在该项目

地形图上绘制、是否参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样式绘制、

表示内容是否齐全等； 

（9） 竣工规划比对各项内容是否遗漏，如是否分幢比对、

是否编制经济技术指标比对表、比对内容是否详尽等。 

4.4.4 房产测量专项特性 

（1） 专项精度是否超限，如果超限，判断对面积计算影

响程度； 

（2） 测绘所需收集的资料是否完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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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量草图记录、绘制以及信息采集是否正确、规范、

完整； 

（4） 采集数据是否完整、正确，满足精度要求； 

（5） 计算全部面积、一半面积和不计算面积的规定是否

正确执行； 

（6） 面积计算规则是否正确； 

（7） 成果资料是否真实、完整。 

4.4.5 建设用地复核及不动产测量专项特性 

（1） 专项精度是否超限，即具有定着物的主要界址点中

误差是否超限； 

（2） 不动产权属来源依据是否收集完整且可靠； 

（3） 不动产权属状况、用途、坐落、四至等权属信息是

否调查正确； 

（4） 本宗与邻宗的界址是否调查明确、清楚； 

（5） 宗地要素测量是否规范； 

（6） 宗地使用面积、建筑占地面积是否量算正确； 

（7）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填写是否正确、完整； 

（8） 宗地图编制是否符合规范； 

（9） 调查成果是否真实、完整。 

4.4.6 绿地测量专项特性 

（1） 专项特性精度是否超限，该精度可采用地形图平面

检查精度，如果未对规划测量专项抽查，可按地形图平面检查

方法，对绿地要素进行平面精度统计； 

（2） 绿地面积计算规则是否正确，如单元绿地划分是否

正确、集中绿地、地下设施顶面绿地、屋顶绿化、垂直绿化、

行道树或零星乔木等计算是否正确、单块绿地内的景观水体、

园路等栖息场所面积计算是否正确、不计入绿化的设施是否处

理正确等； 

（3） 地下设施顶面绿化的表面高程采集、计算平均覆土

厚度是否合理； 

（4） 绿地竣工地形图绘制是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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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绿地面积统计是否正确规范。 

4.4.7 消防测量专项特性 

（1） 专项特性精度是否超限，该精度可采用规划测量专

项特性检查精度，如果未对规划测量专项抽查，可按规划测量

专项特性精度检查方法，对消防要素进行平面和高度精度统计； 

（2） 消防高度计算规则是否正确； 

（3） 防火间距、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消防

救援口位置、消防高度测量是否正确； 

（4） 防火、防烟分隔和防爆测量是否正确； 

（5） 安全疏散和消防电梯测量是否正确； 

（6） 各类测量略图绘制是否规范。 

4.4.8 人防测量专项特性 

（1） 测绘所需收集的资料是否完整、有效； 

（2） 人防防护单元内建筑面积、掩蔽面积等面积计算规

则是否按照规范执行； 

（3） 人防其他测量略图中所需要素是否正确规范； 

（4） 地下室埋深与室外地坪的高差是否正确； 

（5） 提取人防要素是否完整、正确； 

（6） 人防所需图表绘制是否规范； 

（7） 成果资料有无错、漏。 

4.4.9 地下管线测量专项特性 

（1） 专项精度是否超限，即样本道路管线测量精度和物

探精度是否超限； 

（2） 地下管线测量对象（种类）是否错漏； 

（3） 地下管线物探信息（即平面位置、埋深、走向、材

质、规格、性质、埋深位置和权属单位等）是否完整、准确； 

（4） 管线特征点是否错漏； 

（5） 管线图绘制是否规范，图面信息是否齐全； 

（6） 库体数据是否按要求生产。 

4.4.10 成果电子数据 

（1） 成果文件是否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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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数据与硬介质资料是否一致； 

（3） 格式是否符合要求； 

（4） 图层、注记、属性配置是否规范； 

（5） 对象符号、式样、线型、字体使用等是否正确； 

（6） 图廓整饰是否规范。 

4.4.11 其他 

（1） 成果是否真实可靠； 

（2） 使用的测量仪器是否经检定且在有效期内； 

（3） 成果报告(图表数据)是否规范； 

（4） 上交资料（含原始数据、过程数据、成果数据）是

否齐全； 

（5） 施测记录是否完整、属实； 

（6） 成果资料签字、盖章是否完备。 

4.5 数学精度检查的内容和方法 

精度检测可实行高精度检测或同精度检测，精度统计按《测

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第 4.3 项实施；任一项粗差比例超过

5%的，视为该项精度超限。 

（1） 控制成果精度：应对控制进行平面和高程检核，检

查点数不少于 3 点，分别统计其中误差。平面检查时，可采用

GNSS RTK 点位采集或图形边长对比检核；高程检查时，可采用

水准测量、电磁波测距高程导线测量或 GNSS 高程测量等方法。 

（2） 基础地形图精度：检验地物点平面和高程精度。平

面与高程分别按 30 点/幅或 20 边/幅，均匀选取点位测量，分

别统计其中误差。平面检查可使用 RTK 或全站仪检查点位中误

差，或检查临近地物点间的边长中误差;也可以采用钢尺量距或

测距仪测距方法检核相邻点间距。高程检查可采用水准测量、

电磁波测距高程测量或 GNSS 高程测量等方法。 

（3） 规划测量专项精度：检验特征点位坐标、建筑高度

（各类顶高）、地坪高、层高等。检查点数不少于 30 点，并统

计超限个数；检查时应均匀涉及各类数据；可采用控制或图根

精度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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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房产测量专项精度：检验样本幢内的边长误差对面

积造成影响程度；非标准层全部检查、标准层检查一层，每层

检查边长数量应大于 50 边，分布均匀，以主要控制边长为主；

边长均未超限的，视为专项精度合格，边长存在超限的，再计

算面积精度是否超限；可采用钢尺或手持式激光测距仪按实地

量距法施测。 

（5） 建设用地复核及不动产测量专项精度：检验具有定

着物的主要界址点平面坐标，并统计界址点点位中误差；可采

用地形图检查方法。 

（6） 绿地测量专项精度：可采用地形图平面检查精度，

如果未对规划测量专项抽查，可按地形图平面检查方法，对绿

地要素进行平面精度统计。 

（7） 消防测量专项精度：按规划测量专项特性精度检查

方法，对室外消防要素进行平面和高度精度统计；按房产测量

专项精度检查方法，对室内消防要素进行距离精度统计。 

（8） 人防测量专项精度：检验人防区边长误差对面积造

成影响程度、人防地下室顶板与室外地坪的高差精度和掩体最

小厚度精度。人防区边长数量应大于 30 边，分布均匀，以主要

控制边长为主；边长均未超限的，视为专项精度合格，边长存

在超限的，再计算面积精度是否超限；可采用钢尺或手持式激

光测距仪按实地量距法施测。人防地下室顶板与室外地坪的高

差精度和掩体最小厚度精度应全部检查，可采用规划测量特性

精度检查方法。 

（9） 地下管线测量专项精度：检验样本道路管线测量精

度和物探精度，因竣工后管线均已覆土且已使用，检查以明显

的给水、雨水及共同沟为主。测量精度检查管线点（明显管线

点、隐蔽管线点、管线特征点）平面和高程精度，根据《城市

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的精度要求检查，检查点数不少于 30

点，并统计平面与高程中误差；物探精度检查管线埋深、管径

等数据，可采用钢尺直接量距、电磁波探测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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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品错漏分类 

产品的错漏是指检查项的检查结果与要求存在的差异，对

于检查到的错漏进行分类统计，并进行样本成果质量评定。根

据差异的程度，将错漏分为 A、B、C、D四类。产品错漏分类表

详见附件，未注明错漏数量的，均按 1处扣分。 

5.1  A 类错漏 

极重要检查项的错漏，或检查项的极严重错漏，以致不经

返修或整改不能为用户使用。 

5.2  B 类错漏 

重要检查项的错漏，或检查项的严重错漏，对用户使用有

重大影响。 

5.3  C 类错漏 

较重要检查项的错漏，或检查项的较重错漏，对用户使用

较重大影响。 

5.4  D 类错漏 

一般检查项的轻微错漏，对用户使用有轻微影响。 

6.样本质量评定方法 

6.1 样本质量根据错漏类别个数情况，先对各子项分别评

定样本品质，再计算整体算术平均分和子项评定等级情况，评

定整体成果品质。 

6.2 按百分制评定单位产品样本的质量等级，即每个质量

子元素得分预置 100 分；采用错漏逐个扣分，再采用加权平均

法计算该单位产品样本得分。每个 A类错漏扣 42 分，每个 B类

错漏扣 12 分，每个 C类错漏扣 4分，每个 D类错漏扣 1分。即： 

ai=100-(12n1+4n2+1n3)      ① 

paS i

n

i
ii


1                 ②        

式中：Si、ai分别为子项目得分、单个质量子元素得分 

Pi为相应质量子元素的权 

n1 为 B 类错漏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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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为 C 类错漏个数 

n3 为 D 类错漏个数 

6.3 成果质量品质等级标准如下：  

得分≥85 分的，为优良品； 

得分≥60 分、＜85 分的，为一般品； 

得分＜60 分的，为差等品。 

6.4 整体成果品质评定 

6.4.1 当成果子项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即为差等品 

a) 成果子项中出现 A类错漏 

b) 成果子项高程精度检测、平面位置精度检测及相对位置

精度检测、任一项粗差比例超过 5% 

c）成果子项质量得分小于 60 分； 

6.4.2 有子项被评为差等品的，则评定整体项目成果为差等

品；整体算术平均分在一般品得分范围的，则评定整体项目成

果为一般品；整项平均分在良好品得分范围且其中有子项为一

般品不超过 2 个的，则评定整体项目成果为良好品，否则为一

般品。 

 

附件： 

附件 A：竣工综合测绘成果样本质量错漏分类表 

附件 B：《竣工综合测绘监督检查意见书》 

附件 C：《竣工综合测绘监督检查技术服务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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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竣工综合测绘成果样本质量错漏分类表 

内容                    类型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规划

测量 

数学精度

（0.4） 

坐标、高程系统的准

确性； 

图根控制测量精度；

平面绝对、相对位置

中误差； 

高程中误差； 

建筑高度、层高测量

精度； 

建筑基底面积测量

精度。 

 

1、平面或高程起算点使

用错误，影响计算质量；

2、图根控制测量精度超

限； 

3、地物点平面绝对位置

中误差、相对位置中误差

超限； 

4、高程注记点中误差超

限； 

5、建筑高度、层高、地

坪高程中误差超限； 

6、建筑基底面积精度超

限； 

7、其他严重的错漏。 

1、图根控制选点、埋

石完全不符合规范要

求； 

2、建筑的主要高度、

地坪超限，造成影响较

重的； 

3、建筑基底边长超

限，面积未超限； 

4、基底面积计算不正

确，未导致面积精度超

限 

5、其他较重的错漏。

1、控制布设不合理，施

测方法不正确； 

2、建筑密度、容积率、

绿地率计算错误； 

3、其他一般的错漏。 

 

要素质量 

（0.4） 

竣工地形图注记和

符号的正确性； 

地理要素的完整性、

协调性和正确性； 

要素分层的正确性、

完备性； 

1、一般注记普遍错漏达

到 20%以上； 

2、地形地貌表示严重失

真； 

3、漏有内容的层或数据

层名称错误； 

1、一般注记错漏达

10%~20%； 

2、高程注记点密度与

规定不符，且多数特征

位置漏注高程注记； 

3、漏绘重要地物、地

1、一般注记错漏达 10%

以下； 

2、重要地物错漏 1 处，

层次错漏 2处； 

3、个别属性代码错误；

4、高度、层高测量略图

1、次要地物错漏 2处，符号表

示不符合图式要求 2处； 

2、要素分层、分类及属性不正

确，注记表示不合理，但不影

响成果的； 

3、其他轻微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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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代码的正确性；

竣工规划测量要素

的正确性。 

4、属性代码普遍错误；

5、其他严重的错漏。 

貌，或者符号用错； 

4、主要地物、地貌不

接边，且综合取舍不合

理； 

5、部分属性代码错

误； 

6、其他较重的错漏。

个别层数、数据绘制错

误； 

5、平面位置细部点未根

据建筑类别及规划要求

选取； 

6、其他一般的错漏。 

资料质量 

（0.2） 

注记质量； 

图面、图廓整饰质

量； 

成果资料的完整性；

各类报告、附图、附

表的正确性和规范

性。 

1、符号、线划、注记规

格与图式严重不符； 

2、缺主要成果资料； 

3、规划测量的成果图表

数据比对严重错误，影响

成果的运用； 

4、其他严重的错漏。 

1、图廓整饰明显不符

合图式规定； 

2、部分符号、线划、

注记规格不符合图式

规定，或压盖普遍； 

3、缺成果附件资料 

4、其他较重的错漏。

1、图廓整饰不符合图式

规定 

2、符号、线划、注记规

格不符合图式规定，或压

盖较多； 

3、无库体数据或者库体

数据无法入库的； 

4、文本报告、检查报告

内容不全； 

5、竣工规划比对内容图

表不一致； 

6、其他一般的错漏 

1、竣工规划总平面图绘制不

符合规范 1处； 

2、高度、层高测量略图绘制不

符合规范 1处； 

3、建筑基底面积图表不符合

规范 1处； 

4、竣工规划比对重要数据遗

漏 1处； 

5、实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汇

总表编制不规范 1处； 

6、车位测量与统计不符合规

范 1处； 

7、库体数据不规范； 

8、其他轻微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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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

测量 

数学精度 

（0.2） 
房产面积测算精度。

1、未执行现行有效的规

范规程，造成定性错误；

2、整幢房屋总面积、层

面积、功能区面积、户室

（套型）测算精度超限。

1、幢、功能区、层、

户室（套型）的共用面

积超限。 

  

观测质量 

（0.3） 

测量人员持证上岗

符合性； 

房产测量方法的规

范性、正确性； 

测量记录的规范性、

正确性。 

1、房产测绘人员未取得

上岗证书。 

2、仪器未经计量检定或

经检定不符合要求 

3、未绘制测量草图或者

测量草图绘制与现状严

重不符； 

4、未进行实地测量或无

原始记录； 

5、采集数据不完整（边

长和墙体厚度），无法计

算所需面积； 

6、量边错误或超限导致

面积超限； 

7、漏测多测房屋面积，

导致超限； 

8、其他严重的错漏。 

1、房屋基本情况重要

信息采集错漏； 

2、异形房屋的外围测

量方法不正确； 

3、测量草图或测量草

图绘制与现状个别细

节不符； 

4、测量原始数据记录

不完整； 

5、层高、房屋及附属

设施测量位置不正确；

6、其他较重的错漏。

1、次要房产基本信息错

漏； 

2、测量原始数据记录规

范性较差（缺失边长、墙

体、总长等）； 

3、房屋边长经检验，超

限 3个； 

4、其他一般的错漏。 

其他轻微的错漏。 

计算质量 

（0.3） 

房产面积技术依据

的正确性； 

房屋边长测量数据

1、房产面积计算技术依

据采用不正确； 

2、图形面积计算不正

1、面积计算方法不正

确，未导致面积精度超

限； 

1、数据未按修约规则进

行取舍； 

2、重要数据计算取位不

其他轻微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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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非实测数据采

用的正确性、合理

性； 

计算全部面积、一半

面积和不计算面积

的规定执行的正确

性； 

共有共用面积分摊、

计算的正确性； 

分类面积数据计算

的齐全性； 

非商用面积计算软

件验证的符合性。 

确，导致面积精度超限；

3、共有建筑面积定性不

正确，导致房产面积精度

超限； 

4、计算未采用实测数据

或仅部分采用； 

5、非商用面积计算软件

经验证不符合技术要求 

6、其他严重的错漏。 

2、共有共用面积分摊

系数取位不正确，未导

致面积超限； 

3、共有建筑面积分摊

系数取位不正确，未导

致面积精度超限； 

4、缺失房产面积计算

说明； 

5、其他较重的错漏。

规范； 

3、缺少分摊过程； 

4、其他一般的错漏。 

资料质量 

（0.2） 

房产面积测量的基

本要件收集的完整

性、有效性； 

分层分户图的规范

性、正确性、完整性；

成果报告的规范性、

正确性、完整性。 

1、房产面积测量重要要

件收集错漏； 

2、主要图表、重要面积

数据、文字等错、漏对成

果使用造成严重影响； 

3、其他严重的错漏。 

1、房产面积测量次要

要件收集不完整或缺

乏有效性； 

2、分层分户图中信息

错漏、绘制内容不完

整，信息缺失严重； 

3、面积数据表内容不

完整； 

4、其他较重的错漏。

1、分层分户图绘制不规

范，部分数据错漏（缺少

房号、面积、附属设施、

结构层高、主体结构范围

线、全算和半算使用的虚

实线表示错误等）； 

2、面积数据表内容不规

范； 

3、其他一般的错漏。 

1、分层分户图个别尺寸注记

缺失（部分过短可以不标注）； 

2、成果资料文字、数字轻微

错、漏，对成果使用造成轻微

影响； 

3、其他轻微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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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用地

复核

及不

动产

测量 

数学精度

（0.4） 

界址点平面绝对位

置相对位置中误差;

界址边长精度； 

宗地面积的正确性。

1、界址点平面绝对位置

相对位置中误差超限； 

2、宗地面积中误差超

限； 

3、宗地要素（行政区、

地籍区、地籍子区、土地

权属、土地利用分类、界

址点）错漏、注记严重错

误； 

4、其他严重的错漏。 

  

 

要素质量 

（0.4） 

宗地要素的完整性、

正确性； 

地理要素的正确性；

地理要素综合取舍

的合理性； 

注记和符号的正确

性； 

要素综合取舍的合

理性。 

1、宗地图绘制严重不符

合规定； 

2、宗地图重要要素错漏

宗地图图廓整饰严重不

符合规定； 

3、其他严重的错漏。 

1、宗地图次要要素轻

微错漏； 

2、宗地图图廓整饰不

符合规定； 

3、其他较重的错漏。

 

1、各要素主次不分明，

位置不准确、交代不清

楚，造成判读困难。 

2、次要地理名称注记错

漏。 

3、其他一般的错漏。 

其他轻微的错漏。

资料质量 

（0.2） 

注记和符号及线划

的规范性； 

图面、图廓整饰质

量； 

文档资料的完整性、

正确性； 

图表完整性、正确

1、资料合法性不核查；

2、界址签章、指界等错

漏； 

3、不现场绘制宗地草图；

4、符号、线划、注记规

格与图式严重不符； 

5、缺主要图表； 

1、指界利用已有资料

时，不进行确认； 

2、图廓整饰明显不符

合图式规定； 

3、图名或图号错漏；

4、部分符号、线划、

注记规格不符合图式

1、成果资料次要文字、

数字错漏 

2、成果资料签名或签章

个别错漏 

3、成果资料归类、装订

不规整 

4、其他一般的错漏 

其他轻微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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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6、其他严重的错漏。 规定，或压盖普遍； 

5、缺成果附件资料；

6、缺技术总结或检查

报告； 

7、上交资料缺项； 

8、其它较重的错漏。

绿地

测量 

数学精度 

（0.40） 

坐标、高程系统的准

确性； 

图根控制测量精度；

平面绝对、相对位置

中误差； 

高程中误差； 

绿地界址点平面位

置中误差； 

绿地覆土深度中误

差； 

绿地面积中误差。 

1、坐标或高程系统采用

错误； 

2、平面或高程起算点使

用错误； 

3、绿地界址点平面位置

中误差超限； 

4、高程注记点高程中误

差超限； 

5、绿地覆土深度中误差

超限； 

6、绿地面积中误差超

限； 

7、其他严重的错漏。 

1、绿地面积计算不准

确，造成较重影响的；

2、绿地面积成果表统

计错误，影响较重的；

3、其他较重的错漏。

  

要素质量 

（0.40） 

绿化要素的完整性、

正确性; 

地理要素的正确性，

综合取舍的合理性；

注记和符号的正确

性。 

1、架空层、阳台、雨棚

和屋檐等各类建、构筑物

垂直投影线内的绿地错

漏 5%及以上； 

2、部分绿地内采光井、

垃圾房、园林小品、道路

错漏 5%及以上； 

1、停车场、消防登高

面、消防通道等带功能

属性铺设的植草砖及

隐形场地设施错漏； 

2、少数行道树或零星

乔木以种植穴错漏； 

3、景观水体、园路、

1、绿地内的垃圾房、箱

式变、采光井、煤气调压

箱、地下室透气孔及面积

大于1㎡的消防和电力等

市政设施井盖错漏 1处；

2、行道树或零星乔木种

植穴错漏 1处； 

其他轻微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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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宅建设项目底层院

落内设置围挡的，其围挡

院落（包括公众不可进入

的下沉式庭院）内的绿地

错漏 5%及以上； 

4、小区道路、组团道路、

宅旁(宅间)道路和入户

通道错漏 5%及以上； 

5、游泳池、消防水池、

嬉水池以及城市规划控

制的溪、河等水体错漏 5%

及以上； 

6、其他严重的错漏。 

园林小品和园林铺装

等休憩场所错漏； 

4、少数绿地要素（采

光井、垃圾房、园林小

品、道路）错漏； 

5、屋顶绿化、墙面垂

直绿化错漏； 

6、地下室范围线、用

地红线错漏；地下室顶

板高程错漏； 

7、其他较重的错漏。

3、地块编号、高程和平

均覆土厚度漏 1处； 

4、阳台绿化、室内绿化

和盆栽花草树木，墙、栏

杆上的花台、花池错 1处

5、其他一般的错漏。 

资料质量 

（0.20） 

文件命名、数据组织

正确性； 

数据格式的正确性；

注记和符号及线划

的规范性； 

图表完整性、正确

性； 

文档资料的完整性、

正确性。 

1、图名、图号同时错漏；

2、符号、线划、注记规

格与图式严重不符； 

3、缺主要图表； 

4、数据无法读取或数据

不齐全； 

5、其他严重的错漏。 

1、图廓整饰明显不符

合图式规定； 

2、图名或图号错漏；

3、部分符号、线划、

注记规格不符合图式

规定，或压盖普遍； 

4、缺成果附件资料；

5、缺技术总结或检查

报告； 

6、上交资料缺项； 

7、其他较重的错漏。

 

1、成果文字、图表、符

号、数字错漏较多，对成

果使用造成一般影响的；

2、其他一般的错漏。 

 

其他轻微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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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

测量 

数学精度 

（0.40） 

平面相对精度（间

距、长度、宽度）；

消防高度； 

地下室深度； 

防火分区面积； 

消防前室面积。 

1、平面相对精度超限；

2、消防高度精度超限；

3、地下室深度超限； 

4、防火分区面积超限；

5、消防前室面积超限；

6、其他严重的错漏。 

  

 

要素质量 

（0.40） 

消防要素完整性； 

消防要素正确性； 

地理要素的正确性；

地理要素综合取舍

的合理性； 

注记和符号的正确

性； 

要素综合取舍的合

理性； 

地理要素接边质量；

文件命名、数据组织

正确性； 

数据格式的正确性。

1、商业服务网点各分隔

单元建筑面积错漏4处及

以上； 

2、防火间距错漏 4 处及

以上； 

3、建筑消防高度错漏 1

处及以上； 

4、地下室深度漏测； 

5、影响消防车通行的要

素未调查，导致消防车无

法通行； 

6、其他严重的错漏。 

1、商业服务网点各分

隔单元建筑面积错漏

3处； 

2、防火间距错漏 1处；

3、商业服务网点总层

高最大值错漏； 

4、消防车道相关要素

错漏； 

5、消防车登高操作场

地相关要素错漏 1处；

6、消防救援口位置、

尺寸和间距错漏 1处；

7、防火分区边线绘错，

未导致面积超限； 

8、防火分隔要素错漏

1处； 

9、有顶盖商业步行街

相关要素错漏 1处； 

10、安全疏散要素错漏

1处； 

1、商业服务网点各分隔

单元建筑面积漏 1处； 

2、其他一般的错漏。 

其他轻微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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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消防设施测量要素

错漏 1处； 

12、其他较重的错漏。

资料质量 

（0.20） 

图面、图廓整饰质

量； 

文档资料(技术设

计、检查报告和技术

报告)的完整性、正

确性； 

图表完整性、正确

性。 

1、图名、图号同时错漏；

2、符号、线划、注记规

格与图式严重不符； 

3、缺主要图表； 

4、成果文字、数字错漏

很多，对成果使用造成严

重影响的； 

5、其他严重的错漏。 

1、图廓整饰明显不符

合图式规定； 

2、图名或图号错漏；

3、部分符号、线划、

注记规格不符合图式

规定，或压盖普遍； 

4、缺成果附件资料；

5、缺技术总结或检查

报告； 

6、上交资料缺项； 

7、其他较重的错漏。

1、成果文字、图表、符

号、数字错漏较多，对成

果使用造成一般影响的；

2、其他一般的错漏。 

1、其他轻微的错漏。 

人防

测量 

数学精度 

（0.20） 
人防面积精度测算 

1、整个人防地下室建筑

面积超限； 

2、人防单元、掩蔽面积、

共有面积、互联互通面积

超限； 

3、其他严重的错漏 

   

观测质量 

（0.30） 

人防测量方法的规

范性、正确性； 

测量记录的规范性、

正确性； 

人防要素采集的完

整性、正确性。 

1、仪器未经计量检定或

经检定不符合要求 

2、未绘制测量草图或者

测量草图绘制与现状严

重不符； 

3、未进行实地测量或无

1、人防区机动车位及

非机动车位个数错漏

3处及以上； 

2、抗爆单元数错漏；

3、口部数量错漏； 

5、所在层数错漏； 

1、人防区机动车位及非

机动车位个数错漏1处及

以上； 

2、住宅户数错漏； 

3、建筑结构性质错漏；

4、地上、地下层数错漏；

1、其他轻微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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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记录； 

4、采集数据不完整（边

长和墙体厚度等），无法

计算所需面积； 

5、量边错误或超限导致

面积超限； 

6、漏测多测房屋面积，

导致超限； 

7、战时功能、防护等级、

防化等级错漏； 

8、其他严重的错漏 

6、平时功能错漏； 

7、其他较重的错漏 

6、其他一般的错漏。 

计算质量 

（0.30） 

人防面积计算的正

确性、完整性； 

1、防护单元面积、掩蔽

区面积、共有面积、互联

互通面积范围明显错误，

导致建筑面积精度超限；

2、其他严重的错漏。 

1、防护单元面积、掩

蔽面积、共有面积、互

联互通面积采集数据

不完整或量边错误等，

未导致面积精度超限；

2、其他较重的错漏。

  

资料质量 

（0.20） 

文件命名、数据组织

正确性； 

数据格式的正确性。

注记和符号及线划

的规范性； 

图面、图廓整饰质

量； 

文档资料的完整性、

正确性； 

1、文件命名错漏或非本

项目、数据格式错误等造

成无法使用的； 

2、符号、线条、注记规

格与图式严重不符； 

3、缺少主要图表； 

4、文字、数字错漏很多，

对成果使用造成严重影

响的； 

1、文件命名不对应或

错误达 3个及以上的；

2、图廓整饰明显不符

合图式规定； 

3、图名或图号错漏；

4、部分符号、线条、

注记规格不符合图式

规定，或压盖普遍； 

5、缺成果附件资料 ；

1、文件命名不对应或错

误达 1个的； 

2、成果文字、图表、符

号、数字错漏较少，对成

果使用造成一般影响的；

3、其他一般的错漏。 

1、其他轻微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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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的完整性、正确

性。 

5、其他严重的错漏。 6、上交资料缺项； 

7、其他较重的错漏。

地下

管线

测量 

数学精度 

（0.4） 

坐标、高程系统的准

确性； 

图根控制测量精度；

明显管线点量测精

度； 

管线点探测精度； 

管线开挖点精度； 

管线点平面、高程精

度； 

管线点与地物相对

位置精度。 

1、平面或高程起算点使

用错误，影响计算质量；

2、图根控制测量精度超

限； 

3、明显管线点调查平面

位置中误差、埋深量测中

误差超限或超限 3%以上；

4、隐蔽管线点探测平面

位置中误差、埋深探测中

误差超限或超限 5%以上；

开挖平面位置、埋深超限

达 10%； 

5、管线点测量平面中误

差、高程中误差超限或超

限严重； 

6、管线点与地物点相对

位置中误差超限； 

7、管线相对位置中误差

超限或超限 5%以上； 

8、其他严重的错漏。 

1、明显管线点调查平

面位置误差、埋深量测

误差超过2倍中误差2

处； 

2、隐蔽管线点探测平

面位置误差、埋深探测

误差超过2倍中误差2

处； 

3、管线点测量管线平

面位置误差、高程误差

超过 2倍中误差 2处；

4、隐蔽管线点开挖平

面位置误差，埋深探测

误差超过限差 2处； 

5、管线点相对位置超

过 2倍中误差 2处； 

6、其他较重的错漏。

1、管线点间距超限； 

2、其他一般的错漏。 

                           

1、其他轻微的错漏。 

 

要素质量 

（0.4） 

管线数据各管线属

性的齐全性、正确

性； 

管线图注记和符号

1、主干管线漏测 1 条，

次要管线漏测 2条，附属

设施漏查率达 5%； 

2、管线图管线连错、漏

1、次要（支）管线漏

探（测）1条，或附属

设施漏查率达 2%； 

2、管线数据库错漏、

1、管线附属设施漏查率

达 1%； 

2、管线数据库错漏、管

线点线库不一致，或管线

1、某一管线存在个别附属设

施错漏 1处； 

2、其他轻微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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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确性； 

管线调查和探测综

合取舍的合理性。 

连，或注记错漏严重； 

3、管线图管线走向严重

失真或管线去向严重不

清楚； 

4、管线点设置严重不合

理； 

5、管线和管线属性严重

不接边； 

6、其他严重的错漏。 

管线点线库不一致，或

管线图和管线数据库

严重不一致达 2%； 

3、管线连接、漏连，

管线点（线）或注记错

漏达 2%； 

4、次要（支）管线走

向失真或去向不清楚

2处； 

5、管线点设置不合理

或管线点间距超限达

2%； 

6、管线点属性与线属

性关联性错误达 2%；

7、次要自流管线的流

向，图上与实地相反 2

处； 

8、管线点（线）属性

与实地不符达 2%； 

9、管线接边误差大于

图上 3mm 达 2 处，或图

上 2 ~3mm 达 5 处，或

次要管线管类接边错

误； 

10、管线属性接边错

误 5处； 

图和管线数据库严重不

一致达 1%； 

3、管线连接、漏连，管

线点（线）或注记错漏达

1%； 

4、次要（支）管线走向

失真或去向不清楚 1处；

5、管线点设置不合理或

管线点间距超限达 1%； 

6、管线点属性与线属性

关联性错误达 1%； 

7、次要自流管线的流

向，图上与实地相反1处；

8、管线点（线）属性与

实地不符达 1%； 

9、管线接边误差大于图

上 2 ~3mm 达 2 处； 

10、管线属性接边错误 2

处； 

11、其他严重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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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其他严重的错漏。

资料质量 

（0.2） 

注记的正确性和完

整性、符号及线划颜

色的规整性；  

图廓整饰、图例质量

管线的几何表达； 

文本正确性、完整

性； 

上交资料齐全性。 

 

3、资料严重不完整，缺

少主要成果资料，严重不

符合设计书的要求； 

4、技术设计不符合规范

或合同要求； 

5、技术设计书未经审

核、审批； 

6、元数据内容错漏超过

5%； 

7、二级检查中有一级及

以上检查没有实施，各级

检查未独立完成，检查数

据互相套用； 

8、技术总结未按规定编

写，缺少应有内容达到

10%； 

9、仪器未经检验或检验

报告过期； 

10、其他严重的错漏。 

1、上交成果资料缺

项； 

2、元数据内容错漏达

2%； 

3、设计书缺少规定应

有的章节 2处； 

4、生产单位自检比例

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

5、各级检查原始记录

有缺漏累计达 10 处; 

6、技术总结条理不清

晰，章节混乱，缺少应

有内容 2处; 

7、其他较严重的错

漏。 

1、元数据内容错漏达

0.5%； 

2、设计书缺少规定应有

的章节 1处； 

3、各级检查原始记录有

缺漏累计达 2处； 

4、精度统计计算错误，

统计内容不全； 

5、技术总结缺少应有内

容 1处; 

6、其他一般的错漏。 

 

其他轻微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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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竣工综合测绘监督检查意见书 

                    ： 

我局对你单位生产的                                                  

竣工综合测绘成果于   年   月进行监督抽样检查。根据《竣工综合

测绘监督检查技术服务报告书》和现场检查情况，评定该项目成果样

本质量为  （优良□、一般□、差等□）  品质。同时存在以下主要

问题，限你单位自接到本通知书     个工作日内整改完毕，报我局

复核。如对本意见书有异议的，在收到本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提出

书面异议报告,异议期间仍要按照通知进行整改。 

1、 

2、 

3、 

…………………… 

                      ххх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局）（公章） 

                                             年    月    日 

 

测绘单位项目负责人签收：                      年    月    日 

 

抄送                        （建设单位） 

备注：本意见书行业主管部门、测绘单位、建设单位各留存一份，业

务主管部门根据实际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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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综合测绘 

监督检查技术服务报告书 

 

 

 

项目名称：  

测绘单位  

建设单位：  

委托单位：  

 

 

 

 

 

 

（检验机构或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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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综合测绘 

监督检查技术服务报告书 

 

声明 

1.本报告无检验机构或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盖章无效； 

2.本报告无检验者、审核者、批准者签名无效； 

3.本报告涂改无效； 

4.本报告只作为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质量监督检查评定技术

支撑使用，不作为产品整体质量评定结果，不作为项目验收使用

依据。 

 

签字盖章 

 

  检验者： 

 

  审核者： 

 

  批准者： 

 

  技术服务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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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综合测绘 

监督检查技术服务报告书 

 

1、受检项目概况 

1.1 测区概况 

（1） 测区位置： 

（2） 坐标系统： 

（3） 高程系统： 

（4） 生产时间： 

1.2 竣工子项组成 

 规划测量、房产测量、建设用地复核及不动产测量……等。 

1.3 作业仪器设备及软件系统 

（1） 仪器设备： 

（2） 软件系统： 

2、检查工作概况 

2.1 检查依据 

（1）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09）； 

（2）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2008）； 

（3）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技术规程》（DB 

33/T 1152-2018）； 

（4）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技术补充规定》

浙自然资发（2019）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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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市测量规范》（CJJ/T 8-2011）； 

（6）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标准》(CJJ/T73-2019)； 

（7）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 

2009-2010）； 

（8）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

2000 地形图图式》(GB/T 20257.1-2017)； 

（9） 《1∶500 1∶1000 1∶2000 数字地形图测绘规范》(DB33/T 

552-2014)； 

（10）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图形表达代码》(DB33/T 

817-2010)； 

（11）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 12898-2009）； 

（12） 《房产测量规范 第 2 单元：房产图图式》（GB/T 

17986-2000）； 

（13） 《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2012）； 

（14）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1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16） 《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难点问题操作技术指南》浙公通

字（2017）89 号； 

（17）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 50038-2005）； 

（18）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GB 50225-2005）； 

（19） 《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 61-2017）； 

（20）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CH/T 1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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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CH/T 1001-2005）； 

（22） 本项目测绘合同； 

（23） 本项目技术设计书。 

2.2 检查子项组成 

 规划测量、房产测量、建设用地复核及不动产测量……等。 

2.3 检查方法 

 

2.4 抽样情况 

（1） 抽样时间： 

（2） 抽样地点： 

（3） 抽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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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子项评定情况 

项目竣工子项共     项，分别为： 

子项 1  错漏类型  

错 

漏 

具 

体 

情 

况 

质量子

元素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得分

权重

系数 
综合

得分

       

        

       

A 类： 

B 类： 

C 类： 

1)  

2)  

D 类： 

子项 2  错漏类型  

错 

漏 

具 

体 

情 

况 

质量子

元素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得分

权重

系数 

综合

得分

       

        

       

A 类： 

B 类： 

C 类： 

1)  

2)  

D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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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评定结论 

项目竣工子项共     项，分别为： 

类型 分数 品质等级 

子项目 

规划测量   

房产测量   

…… 

总项目 
（均无差等品时，子

项平均分） 

（子项存在差等品

时，不求平均分，直

接评定为差等品） 

5 附表 

（1） 《平面误差统计表》 

（2） 《高程、边长、距离、埋深等误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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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平面误差统计表 

序号 检查对象 

图上坐标 检查坐标 坐标分量较差 统计数据 
备注

X 值 Y 值 X 值 Y 值 △X △Y △L △L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   

        n   

中误差 M=±sqrt(∑〔△L2〕/2n)=  高精度检测或同精度检测分别用相应公式，粗差个数不能超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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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高程、边长、距离、埋深等误差统计表 

高程、边长、距离或埋深等精度检查表 

序号 图上…… 检查…… 较差△h 统计数据△h²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N   

中误差 M=sqrt(∑〔△h2〕/2n）)=  

高精度检测或同精度检测分别用相应公式，

粗差个数不能超过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