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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各个领域中得到了应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各项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其中,数字化测绘

技术在地籍测量中得到了极大地应用和发展,该技术的应用提高了测绘的效率和数据的精确度,为国土规划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本文主要分

析了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地籍测量中的优势,研究了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地籍测量中的应用,并加以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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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测量技术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出现了数字化测绘技术,其在测量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作为国土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地籍测量需保

障测量的准确性,才能更好地进行国土资源管理工作,进而推动社会基础

设施的建设。将数字化测绘技术更好地应用到地籍测量中,不仅保证了测

量数据的高精度,还能提高测绘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籍测量工作

的开展。 

1 地籍测量中数字化测绘技术的优势 

1.1提高地籍测量精度 

与传统测绘技术相比,数字测绘技术在地籍测量数据收集和整理方面

效率更高。同时,该项技术可以将这些数据运用绘图方面,从而完善各类图

形。此过程中可以直接应用数字测绘技术获取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地籍测量的速度和精度。另外,借助计算机及其相关技术,能够快速地处

理数据,并完成相关的成图工作,且减少了数据计算、绘制方面的错误,确

保了地籍测量的准准性。 

1.2自动化程度高 

在地籍测量过程中,数字化测绘技术的运用能够大大降低数据采集的

难度,使工作人员的劳动量减少。相较于传统测绘技术,数字测绘技术获取

的数据利用率更高,能够进行数据编辑、修改和管理,从而提高绘图工作的

质量和速度。 

1.3利于选择 佳测绘方案 

在数字化测绘技术应用的基础上,可以获取界址信息,查看和分析界

址点疏密情况以及测量的难易程度,然后对图根控制点的布设进行有效调

整,从而提高图根控制点的有效性、可靠性,进而保障测绘方案的优化,制

定出 佳的测绘技术方案。 

2 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地籍测量中的应用实例分析 

以某测区的数字化地籍测量为例,进一步分析地籍测量中数字化测绘

技术的应用。 

2.1测区概况 

某测区地势平坦,测绘总面积为13km
2
,地面平均高程为35m。该地区包

括多种用地类型,有工业、住宅、商业等,测区内还有多条小巷,通视条件

比较差,给地籍测量工作增加了难度。 

2.2主要设备 

本次地籍测量工作采取数字化测绘技术,采用的仪器设备主要有：

中海达GNSS接收机4台,拓普康全站仪4台,联想电脑8台,南方CASS成图

系统8套。 

2.3技术人员 

本项目投入技术人员12人,其中高级工程师2人,工程师4人,助理工程

师和其他技术人员6人。 

2.4作业流程 

科学合理的作业流程是数字测量高精度的重要保障,因此,要按照科

学化的作业流程进行相应的测量作业。本次测区地籍测量首先调查和收集 

3.2地理信息系统在矿产资源勘查中的应用 

就矿产资源勘查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其一,分析和整理矿

产的预测数据,本次矿产的预测数据包括已知矿床以及环形构造情况、地

层状况、褶皱状况,通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能够对该地区矿产的属性进行

量化,为后续寻矿工作提供资源支持；其二,分析矿产的利度,即分析和研

究预测矿区、已知矿点的产出和所有多矿源地学空间数据之间的关系,找

到 佳的采矿位置,在地理信息系统的作用下,能够快速定位矿产位置,

明确空间数据关系,确保采矿位置的 佳性；其三,确定寻矿预测控矿因

子,根据该地区的地质情况资源,结合成矿规律,明确寻矿预测控矿因子,

为后续工作开展打下基础；其四,建立寻矿预测模型,在综合分析寻矿区

域的控矿因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设计方法,对寻矿预测模型进行

构建,并圈定预测矿场区域,有效划分不同级别矿产的预测区,从而提高

矿产开采的有效性
[3]
。 

3.3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矿产资源勘查评价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建立该地区的矿产资源空间数据库,有效检索和

查看地区的属性和相关信息,比如可以借助数据库查看该地区的断层情

况、岩体情况等。在空间分析数据库的基础上,对矿产资源的分布情况进

行归纳分析,然后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建立评价预测模型,从而对矿产的资

源情况进行有效评价,对矿产资源量进行估算。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地理信息系统具有准确定位、数据整理、图像绘制等功能,

同时还可以构建勘查评价系统,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地质矿产资源勘查的效

率和质量。在实际的矿产勘查中,要根据地区地质情况,充分利用地理信息

系统,对矿产资源情况进行预测评价,保障矿产信息数据的有效性,为下一

步的矿产开采提供依据,从而推动矿产业的稳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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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并以相关规程规范为依据,进行设计,制定合理的作业流程(具

体作业流程参见图1)。 

 

图1  数字地籍测量的作业流程图 

2.5测量工作实施 

2.5.1控制测量 

本测区采用GPS进行首级控制测量。本次控制测量的起算点为测区

附近的6个D级GPS控制点,并在测区内布设E级GPS控制点13个。E级GPS控

制点点位选在了主干道路旁或者高层建筑物楼顶,所有点位满足使用方

便、稳固、长期保存等要求。利用E级GPS控制点通过GPS-RTK技术进行

图根控制测量。图根控制点的数量和布设位置有利于界址点和碎部点测

量工作的开展。 

2.5.2界址点(碎部点)测量 

采用RTK与全站仪结合的方式,完成了界址点(碎部点)测绘工作。具体

来说,在界址点(碎部点)测量之前,工作人员对测区内界址点和碎部点进

行全面预估统计,并将其分为了三种类型：(1)界址点和碎部点位于一般建

筑物墙角、房角或者开阔地,采用RTK技术进行测量,同时在现场完成相关

草图的绘制；(2)界址点和碎部点位于3层以上的高层建筑物顶部或者隐蔽

的地方,采用RTK与全站仪结合的方式进行测量。先通过RTK测设一组图根

点,然后利用全站仪进行测量,同时在现场完成相关草图的绘制；(3)界址

点和碎部点位于不利于仪器测量的隐蔽区域,通过皮尺(或钢尺)量距进行

解析法进行坐标解算。如图2所示,9813点难以利用RTK或者全站仪进行测

量,可利用皮尺(或钢尺)量距方式获取9813点坐标。 

 

图2  解析界址点图 

2.5.3宗地草图绘制 

宗地草图要进行界址线边长勘丈和宗地草图绘制。对于没有障碍物或

者50m以内的短距离的界址边且界址点容易量测的,其边长可通过手持测

距仪或者钢卷尺进行丈量,同时对相关地物与界址边、界址点之间的相对

距离进行丈量,从而完成宗地草图的现场绘制。对于有障碍物或者50m以上

长距离的界址边,其边长可利用全站仪来进行碎部点测量,从而确定各界

址点相应的坐标位置和相应的界址线边长。 

2.5.4内业数据处理 

外业采集的数据可通过RTK或全站仪通讯软件下载到计算机中,借助

编辑功能进行数据的格式转换与存储。在计算机上用成图软件展绘碎部点,

然后结合草图和预设编码,完成初步绘图,同时检查采集的数据是否完整、

准确。为了避免影响内业绘图的准确性,或者返工重测,应尽量做到当天的

图当天绘制完成。 

2.5.5数字地籍图编辑 

就数字地籍图绘制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检查内业,根据地籍

调查表和绘制草图,通过计算机来进行数据审核,查看是否存在处理不当

或者漏测的地方,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要及时进行修改,如果检查基本无误,

则可自动生成界址线,并对本宗地相邻界址点间距离进行注记, 终形成

初步地籍图；二是检查外业,选用适宜的钢尺,审核初步地籍图的测量精度,

如果发现错漏,应立即补改,从而保障地籍图的质量。另外,根据界址点坐

标数据文件,完成各种地籍表绘制,比如宗地面积汇总表、界址点成果表,

终生成正式的地籍图。将这些图表交给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审查,审查通

过后,这些图表则可作为该地区的基础资料,用于宗地图及地籍图的编辑。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地籍测量中具有明显优势,即能够保障

地籍测量的效率、精度,并能够对数据进行有效处理,从而完成地籍图的测

绘。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要结合测区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技术手段和

作业方式,从而发挥数字化测绘技术的效能,进而保障地籍图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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