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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常规的用地备案宗地界址点文件制作方法过程比较复杂,需要反复在Excel软件中进行粘贴复

制、拖拖拉拉、重命名保存等操作,耗时耗力,还容易出错。通过对界址点模板的分析与界址点文件制作

流程的梳理,利用Python语言编程实现了界址点文件自动生成。 

[关键词] 宗地；界址点；Python编程 

中图分类号：P2  文献标识码：A 

 

Using the Python Language to Realize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Parcel Boundary Point File 
for Land Use Record 
Dong Huang1  Lin Xie2 

1 Suining Bureau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Planning  2 Tianquan Bureau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Planning 

[Abstract] The ordinary process of making the boundary point file of the land use record is complicated, which 

needs to copy and paste, drag and drop, rename and save in Excel software repeatedly, which is 

time-consuming and labor-consuming, and also easy to make mistak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boundary 

point template and the carding of the boundary point file making process, the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the 

boundary point file is realized by Python programming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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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加强对各地城市建设用地的监督管理,实现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为国土空间规划和“三区三线”划定打好基础,自然资

源部推出了“用地预审备案系统”和“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

管系统”,要求各地每使用一宗土地都必须把相关用地文件和宗

地界址点坐标上传到上述系统,以便国家实现对全国建设用地

市场供给的实时管理。 

2018年,自然资源部推出了新的用地界址点上报模板,采用

“.txt”文件格式存储,新模板相比上一版模板更加简洁明了,

但制作上报界址点文件,依然是地块信息填报 复杂也 为耗

时的工作。 

1 现状 

界址点文件常规的制作方法和流程是,首先在CAD软件中计

算出宗地面积,然后导出宗地界址点,使用Excel表格对界址点

文件进行格式调整(增加表头信息、统计界址点数量、填写用地

性质、填写宗地面积等), 后把Excel表格另存为“.csv”格式,

再改为“.txt”格式才算完成。整个过程耗时耗力,且一不小心

还容易出错,造成界址点文件不被系统接纳。 

经过笔者对于界址点制作流程和界址点文件模板以及CAD

软件导出界址点文件的研究,发现界址点文件呈现出极强的规

律性和逻辑性,完全可以使用编程来实现自动化生成。由于

Python语言具有语法简单,初学者容易上手,代码可读性强,第

三方库丰富等特点,故笔者选择Python作为本项目的实现语言。 

 
图1  新界址点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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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CAD软件导出界址点文件内容 

 

图3  界址点文件一般制作流程 

2 设计思路 

为方便使用,笔者把软件设计成带图形界面形式的,通过三

个按钮实现原始界址点数据的读取、处理、软件退出等操作。 

具体编程实现上,采用面向对象和面向过程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待处理界址点数据的分析,把文件的内容划分为“点”和“区

块”两个对象。其中,“点”对象包含点名、点号、X坐标、Y

坐标等四个参数,用于接纳和保存每个界址点有关的信息；“区

块”对象包区块面积、区块界址点数、区块相关信息、区块界

址点集合等四个参数,用于接纳和保存每个区块有关的信息。 

执行过程中通过“打开文件函数”用于选择待处理界址点

文件以及获取其保存路径,而后续的数据处理任务全部都交给

“处理文件”函数来完成,主要执行数据读取、每行界址点遍历、

圈号判定、点对象实例化、坐标数据分块暂存、点对象分块暂

存、区块点数统计、根据坐标数据计算区块面积、区块相关信

息填写、区块点集归位、区块对象写入区块集合等操作。 

再通过把这两个函数绑定到程序图形界面的“打开处理文

件路径”与“处理文件”这两个按钮上,实现程序的图形界面化

操作。 

具体设计思路见下图： 

 

图4  程序设计流程图 

3 主要代码解析 

本工程的难点在于点数据与区块数据的获取与保存,以下

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代码。 

import tkinter as tk 

from tkinter import filedialog 

from tkinter import* 

from tkinter.messagebox import showinfo 

from shapely.geometry import polygon 

import copy 

…… 

def DealWithFile(): 

file_in=open(text1.get(),'r') 

QukuaiJiHe = []#用于存放实例化的区块对象列表 

PointList=[]#用于存放实例化的点对象列表 

PointCount=0 

LastQuanhao=1 

PtsList=[]#用于存放点坐标,便于面积计算 

for line in file_in: 

tempdata=line.split(',') 

if LastQuanhao == int(tempdat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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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 = PointTemplete()  

pts.PointName=tempdata[0] 

pts.QuanHao=int(tempdata[1]) 

pts.PointXcoordinate=float(tempdata[3]) 

pts.PointYcoordinate=float(tempdata[2]) 

PtsList.append((pts.PointXcoordinate, 

pts.PointYcoordinate))#单独存储区块点坐标(用于计算区块

面积) 

PointList.append(pts)#存放实例点对象 

LastQuanhao= int(tempdata[1]) 

PointCount=PointCount+1 

else:#上一个圈号和现在的圈号不相等时,执行下列语句 

Qkobject=Qukuai() 

Qkobject.TotalPointsCount=PointCount 

Qkobject.RelateInformation="区块"+str(LastQuanhao)+", 

地块名称,面,,住宅用地,,@" 

Qkobject.Area=round(polygon.Polygon(PtsList).area/

10000,4) 

Qkobject.ArraysPoints=copy.deepcopy(PointList) #需

要使用深度拷贝 

QukuaiJiHe.append(Qkobject)#将区块对象写入区块集合

列表 

PointList.clear() 

PtsList.clear() 

#清空上一区块的数据,便于下一区块数据保存 

pts=PointTemplete() 

pts.PointName=tempdata[0] 

pts.QuanHao=int(tempdata[1]) 

pts.PointXcoordinate=float(tempdata[3]) 

pts.PointYcoordinate=float(tempdata[2]) 

PtsList.append((pts.PointXcoordinate, 

pts.PointYcoordinate)) 

PointList.append(pts) 

PointCount=1 

LastQuanhao=int(tempdata[1]) 

#由于 后一个区块循环结束后Else不会执行,需要下面的

语句将 后一个区块放在区块集合里面 

Qkobject = Qukuai() 

Qkobject.TotalPointsCount = PointCount 

Qkobject.RelateInformation="区块"+str(LastQuan 

hao)+",地块名称,面,,住宅用地,,@" 

Qkobject.Area 

=round(polygon.Polygon(PtsList).area/10000,4) 

Qkobject.ArraysPoints=copy.deepcopy(PointList)# 需

要使用深度拷贝 

QukuaiJiHe.append(Qkobject) 

其余设置函数用户界面、定义“点”和“区块”对象、定

义打开文件函数、将获取到的区块数据存入目标文件等操作相

对简单,在此不作展示。 

4 结束语 

经实际测试,本程序运行情况良好,能将原本需耗时数分钟

的工作在几秒钟内完成,省去了用户在Excel中反复打开文件,

拖拽、粘贴、复制数据,另存文件等繁杂的操作工序,即便是不

太懂测绘的非专业人员使用该软件也不会出错。即便如此,我们

的程序还是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该程序与其它.exe程序不

一样,Windows系统需要安装Python软件才能正常使用；二是笔

者程序预设的用地性质都是居住用地,而实际可能是工业用地

或商服用地等,所以需要用户在结果中手动调整用地性质；三是

程序中没有考虑区块中有扣除区块的情况,但由于有扣除的情

况本身占比很低,且笔者程序在运行成果中已经帮用户处理好

了被扣除区块的界址点数据和被扣除面积等,用户只需在运行

成果中稍作调整即可得到 终成果。故整体来看,本程序已经基

本达到设计目标,具备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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