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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对城市建筑物规划进行简要概述,然后分析了城市建筑物规划定位实施,最后提出了

建筑规划验收测绘实施方案及规划竣工测绘实施方案,给予行业人员提供借鉴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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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summarizes urban building planning, then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building planning positioning,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architectural planning 

acceptance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planning complet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industry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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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房地产行业

也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其为人们的住宿、办公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但是就目前来看,城市化进程在实践规划定位过程中存在诸

多缺陷与不足,例如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城市空间布局不合理、

功能区域划分不合理等,阻碍了城市规划的进程,引起城市规划

定位问题,从而影响了城市发展的质量。 

1 城市建筑物规划概述 

城市建筑物规划指的是对城市的空间结构、土地利用、建

筑设施进行综合、全面地协调、部署,使得城市建设更好地适应

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本质需求。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逐步提

升,人们对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功能性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传统、粗犷的城市开发建设模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

求,新时期的城市建筑物规划必须遵循整合原则、社会原则、经

济原则,建筑师应该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处理好局部建筑和整

体城市之间的关系,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从

而推动城市的长久可持续发展[1]。 

2 城市建筑物规划定位实施 

城市建筑物规划定位程序一般先进行规划试定位计算,供

核对图纸使用,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拿到之后再进行现场试

定位放样, 后勘测设计研究院灰线组与上城规划自然资源分

局经办人一起到现场验灰线。 

2.1规划定线放样要求 

第一,定线放样的定位点是控制建设工程在实地的几何布

置,其选择应当经济、有效、合理。建筑物的定位点应选择在建

筑外墙中轴线的交点位置,每一幢简单建筑单体一般为4-6个,

但形体复杂的建筑单体可适当增加。市政工程的定位点应选择

在线路的起点、交点、切点和终点等位置,但长直线段和复杂曲

线宜适当增加。 

第二,定线放样应采用解析法定桩。放线点宜根据地面情况

分别采用带有中心标志的木桩、铁钉等材料实定,桩位应稳固,

混泥土地面可采用刻“十”表示。放线点遇障碍物、水域等不

能实定的,应按《城市测量规范》的要求测设指示桩。 

第三,实地定线放样完成后,应进行有效、合理的校核测量,

校核测量包括控制点校核、图形校核和坐标校核。 

第四,建筑工程实行图形校核、坐标校核、间距校核和周边

关系校核。建筑单体宜采用图形校核,校核边数应能保证图形的

强度。当建筑群外部校核依据不足时可进行坐标校核。采用坐

标校核的,应使用与放样时不同的测站点和起始方向。建筑单体

相互间距校核,以及与周边道路规划道路、固定地物的关系校核,

其位置和标准应与规划总平面布置图一致,并满足验线需要。建

筑单体至少2个以上点或建筑群体至少4个以上点应进行坐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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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确保建筑物整体位置正确。 

第五,市政工程图形校核包括边长和角度校核、坐标校核和

周边关系校核的原则和方法与建筑工程一致。校核测量应在现

场记录、计算、各种校差值的计算取位到0.001米,可根据情况

填写相应的表格。 

第六,提供资料：(1)规划定位测量内容：平面位置定位测

量；四线光盘资料核对；TBM高程测量；总平面图测绘。(2)建

设单位需提供资料：勘设红线图(即选址意见书附图)复印件及

光盘原件一份；规划四线成果及建设用地勘测定界成果或宗地

测绘资料复印件一份(勘测定界电子文件)；建施总平面图2张

(其中1张用与总图核对)、整套建筑施工平面图及电子文件1份。 

2.2规划定线放样和拨地测量的校核限差规定 

(1)实量边长与条件边长较差的相对误差应小于1/4000,校

核坐标与条件坐标计算的点位校差小于3.0cm。(2)实地情况不

能满足规划审批条件的,测绘单位应停止定线,由建设单位报经

原规划管理部门审批或变更后,方可继续定线。(3)建设上程现

场复杂或固定地物稀少,不利于规划验线的,应当在施工范围以

外埋设可见验线桩。验线桩设置应明显、牢固,便于直接丈量。

建设工程周边地形变化显著,影响校核的．应当进行地形检测。 

2.2.1内业计算和成果资料整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方位角、角度计算至1″,距离、坐标计算至0.001m；(2)

规划测量定线放样成果报告包括控制点布设精度情况,控制点

成果表,规划条件计算坐标成果表,检核坐标成果表和校差统计

表,符合规划条件情况说明；(3)定线放样平面图,建筑工程一般

情况以1：500比例成图,市政工程一般以1：1000比例成图。为

了清楚的标注设计条件可以附加放大图；定线放样平面图应绘

制工程周围的地形图(灰色),涉及规划条件的地形、地物以黑色

线型(0.2mm)表示,规划道路、规划红线应表示(红色),建筑工程

以黑色线型(0.3mm)表示,绿化带以绿色线型表示。图面上应标

明规划条件距离尺寸和指示线,图面右边附注主要点位坐标。图

式符号按照国标图例,并按要求图廓整饰,标明测绘单位、测量

日期和主要测量人员。放线定桩结束后,测绘单位应当与建设单

位进行现场交桩,并在放线联系单上签字确认[2]。 

2.2.2放线成果一般应包括下列内容 

(1)原始资料：总平面布置图、条件计算、外业观测记录和

计算、校核记录等。(2)成果文件：放线联系单、成果报告、水

准点高程,桩位平面坐标、定线放样平面图。 

3 建筑规划验收 

3.1测绘实施方案 

3.1.1测绘要求 

在建筑工程基础施工完成建筑工程应进行测绘。测绘单位

根据建设工程测绘联系单、总平面图、施工图和定线放样平面

图编制测量技术方案。测绘主要检测建筑物是否按照规划批准

的要求施工,建筑物标高是否符合要求。测量的主要方法是解析

法测量建筑物(包括基础)的平面位置,测点坐标相对于邻近控

制点的点位中误差小于5.0cm。钢尺丈量建筑物相对尺寸,用水

准测量方法测量建筑物标高,其精度相对于邻近水准点的高程

中误差应小于2.0cm。 

3.2测绘计算和成果资料整理 

(1)根据测定的坐标和尺寸,推算建筑物轴线交点坐标。(2)

±0.00检测成果报告包括控制点布设精度情况,控制点成果表,

规划条件计算坐标成果表,检核坐标成果表和校差统计表,符合

规划条件情况说明。(3)建筑工程检测平面图一般情况以1：500

比例成图,为了清楚的标注设计条件可以附加放大图。检测平面

图中规划道路、规划红线应表示(红色),建筑工程以黑色线型

(0.3mm)表示,绿化带以绿色线型表示。图面上应标明规划条件

距离尺寸和指示线,图面右边附注主要点位坐标和校差。图式符

号按照国标图例,并按要求图廓整饰,标明测绘单位、测量日期

和主要测量人员。 

4 规划竣工测绘实施方案 

竣工测绘是一项重要程序,但随着城乡规划法的实施,作为

依法行政审批的依据,还需要更合理的对其社会影响进行评估。

而规划核实工作的开展正是满足这种需要。规划竣工测量作为

竣工测绘的重要组成部份,只有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测量技

术方案,才能更好地满足城乡规划服务要求。竣工测量主要反映

设计、施工的完成情况,内容一般包括竣工建筑物及周边现状图

测绘,建筑物间距、与用地红线、道路、绿化、水系控制线的距

离的测定等。 

4.1竣工测量范围 

(1)建设用地红线外50m范围内的地形地物(若遇道路应测

完整)。(2)与竣工建(构)筑物有规划要求的周边建(构)筑物。 

4.2竣工测量内容 

(1)平面位置测量；(2)深(高)度与层高测量；(3)各层外轮

廓测量；(4)立面、剖面测量；(5)竣工总平面图测绘。 

4.2.1平面位置测量 

以平面控制点为起算,采用全站仪极坐标法采集建(构)筑

物地上外轮廓及地下内轮廓主要细部点坐标及有关元素。地下

内轮廓按照甲方提供的施工竣工图相关尺寸推至外轮廓,

后成果均表示外轮廓位置。建(构)筑物细部点坐标测量的位

置按下列要求确定：(1)矩形建(构)筑物墙角点；(2)圆形建

(构)筑物圆心或求算点；(3)其它形状建(构)筑物为墙角或其

它特征点。 

细部点测量相对上级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得大于±5cm。

细部点的综合信息,宜在点或地物的属性中进行表述。当不采用

属性表述时,应对细部点进行分类编号,并编制细部点成果表。

当细部点图面分布密度不大时,可直接将细部点坐标注记于图

上；当细部点密度过大时,可将主要特征点标记于图上。 

细部点坐标测量完成后,应编制建(构)筑物平面位置关系

图。编制要求如下：(1)图上应标注与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中设

计坐标相对应的实测坐标,并与理论值比较,求出较差“Δ”；(2)

图上应标注建(构)筑物的相互间距及建(构)筑物与四周有规划

要求的其它建筑、用地红线、规划四线等控制线的间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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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的尺寸必须是实测反算或实量的尺寸,如果计算的是垂直

距离,应标注在点位上,并应标注垂足符号；(4)应标注建(构)

筑物的名称或幢号、层数；(5)绘制的建(构)筑物外轮廓线应除

去墙面抹灰、镶贴块料、装饰性幕墙等装饰面[3]。 

4.2.2深(高)度与层高测量 

建(构)筑物深(高)度及层高测量的主要内容包括：室外地

坪、室内各层地坪、顶层内地坪和女儿墙、屋面结构面、檐口、

建(构)筑物 高点与地下站顶板的标高。各层宜同时测量室内

地坪及净高。 

建(构)筑物底层内外地坪的标高宜采用几何水准测量,其

高程中误差不得大于±3cm;其余各层地坪可用手持测距仪、钢

尺实量等方法施测。各檐口高度可采用光电测距三角高程、钢

尺或手持测距仪实量等方法施测,两次测量值的较差不得大于

5cm,取平均值作为 终值。深(高)度测量及层高测量施测位置

应参考竣工剖、立面图确定。建(构)筑物的深(高)度及层高测

量结束后应编制深(高)度测量略图和层高测量略图。深(高)度

测量略图应结合竣工立面图绘制。一个立面不能表示清楚时,

应加绘其它立面图。略图中应标注比高和高程数据。比高位置

参照竣工立面图,±0位置需绘出,并标注高程。±0位置以下的

加“—”标注。层高测量略图应结合竣工剖面图绘制,一个剖面

不能表示清楚时,应加绘其它剖面图,并注明剖面编号。层高略

图中±0位置应标注绝对高程值。 

4.2.3各层外轮廓测量 

各层外轮廓测量是在平面位置测量基础上的细化工作。其

主要目的是形成以每层为单位的外轮廓测量略图。侧重点是一

层内的相互尺寸关系。各层外轮廓测量结束后应绘制各层外轮

廓测量略图。绘制执行下列规定：(1)按一定比例绘制各层外轮

廓线,标注边长和每层的层次；(2)外轮廓线尺寸应除去镶贴块

料、装饰性幕墙等装饰面；(3)上下层建筑外轮廓有变化的,用

细实线表示下层轮廓线,并标注与下层的相关尺寸。(4)按A3幅

面出图。 

4.2.4立面、剖面测量 

按照竣工图所示立面、剖面位置进行相应测量。细部点坐

标测量采用全站仪极坐标法采集,细部点高程采用三角高程测

量结合手持测距仪、钢尺量距等方法进行。极坐标法细部点测

量相对上级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得大于±5cm,三角高程测量

相对上级控制点的高程中误差不得大于±3cm,量距读数至厘

米。细部点数据采集技术要求按照《城市测量规范》8.2.1中第

4至第11条款。测量结束后应编制剖面测量略图,以A3幅面白纸

出图。 

4.2.5竣工总平面图测量 

竣工总平面图测量主要内容为1/500竣工地形图测绘。竣工地

形图应表示红线外50米范围内测量控制点、建(构)筑物、道路、

绿地、水系、管线及附属设施等各种地形、地物要素,以及地理名

称、注记等,且原则上不作综合取舍。精度应满足《1：500、1：

1000、1：2000基础数字地形图测绘规范》DB33/T552 

要求。竣工地形图的各种符号应按国家现行的《1:5001：

10001:2000地形图图式》GB/T7929和当地基础地形图的相关规

定执行。 

竣工地形图测绘方法宜采用内外业一体化数字成图法。测

绘区域内已有城市基础地形数据时,可利用全站仪修测成图[4]。 

外业测量结束后应编制竣工总平面图,其出图要求如下：(1)

绘制规划四线与征地线,规划四线用相应颜色绘制,征地线用红

粗线绘制,规划四线与征地线重合部分,用红线绘制。征地线的

名称统一为“用地红线”。用地红线与规划四线重合部分,加注

规划四线名称。规划四线在图幅内尽量绘制完整。用地红线主

要折点及圆弧的起终点处坐标需标注出。(2)绘制与工程规划许

可证附图设计坐标位置(外包还是轴线)对应的实测坐标,每站

不超过4个。(3)标注与规划许可证附图上的间距位置(轴线、墙

体外包、干挂外包、檐口外包)相对应的实测间距。总图上是平

行的间距,实测不平行,标注 近的一个就行。(4)工程规划许可

证附图上距用地线未标注间距的,加注一个 近处间距。 

5 结语 

总而言之,城市建筑物规划定位的发展是当下城市建设的

重要内容,相关人员在城市规划、住宅建筑规划定位及规划竣工

测绘实施方案的过程中必须以民众需求为出发点,以全面优化

为原则,进而规划全新的城市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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