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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了合理规划农村村庄布局，建立数字化农村，特进行地籍调查和地籍测绘。按照规程要求先控制后测量，先整体
后局部，进行逐步的测量、检查，最终在图纸上确定村内的地物地貌及其相对位置，建立一系列的图、表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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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籍调查  

农村宅基地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每一宗地的位置、权属、界址线、数量、用途、等级等基本信息，为土地登记提供
依据资料。通过农村宅基地调查可以较为全面地掌握一个地区的土地类型、数量、分布和利用状况，以及该地区土地在国
民经济各部门、在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分配情况，从而为建立科学的土地管理体系，为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为制定土地
利用规划及有关政策、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调控土地供需、规范土地市场等提供信息保障。 

在进行地籍测量之前，必须进行地籍调查，即调查土地及其附着物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方面的信息，在实地确认土地
及其附着物的权属界址和利用状况后，填写地籍调查表，为土地及其附着物的精确定位、面积测算等地籍测量工作提供基
础资料。根据调查时间及任务的不同，地籍调查可分为初始地籍调查和变更地籍调查，在地籍调查时，调查的内容应覆盖
调查区域的每一块土地，其中土地权属调查是核心。

2 农村地籍测量方式

2.1 解析法测绘农村地籍 
解析法是根据宗地的形状选定界址点，并到实地立桩定界，利用测绘仪器（RTK GPS 或全站仪等）野外测量界址点坐标。 

2.1.1 平面控制测量

解析法农村地籍测绘必须以全面的地籍平面控制网为基础。城市的二、三、四等测量控制网可以作为地籍平面控制网。
在无控制网的农村地区，可利用 OPS 技术与常规测量技术布设相应的地籍测量控制网。由于农村地籍测绘的目的除了土地
权属管理以外，还有土地利用规划、水利建设、经济建设等。因此，高程控制测量也不可缺少，农村高程控制测量为三、
四等水准测量及精度相当的三角高程测量。 

2.1.2 行政境界线和权属界线的调查确定

根据全国第一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村、乡、县的行政区划界线（境界线）有一部分是以道路、河流为分界
线的，还有较多境界线是地块与地块的直接相邻，有些缺乏明显的标志，个别地点还存在争议之处。因此，境界线的调查
是一项细致复杂的工作，邻界双方的法定指界人必须同时到现场指界，同时在工作底图上确定境界点的位置，使图与实地
一致。行政境界点应埋设永久性的界桩。 

生产队（组）和农村工矿企业土地界址点的调查确定，原则上和行政境界线的确定一样，权属双方法定指界人必须同
时到现场，确定实地和图上的位置。一般需要在实地设置界址点（石桩、木桩、墙角红漆标志等）。并在地籍调查表中注明
其位置，绘制宗地草图和“界址点点之记”。 

2.1.3 界址点测量 
农村地籍的解析法测绘主要是对界址点测定的方法而言的，即界址点的测定采用极坐标法、角度交会法和距离交会法

等直接测定。而宗地内部的地物，如道路、河流、坑塘、地类界等，可以用平板仪法、距离交会法等图解法测定。 

2.1.4 农村地籍图的要素 
农村地籍图的要素应是：测量控制点；各级行政界线及行政区域名称；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属界线和地籍编号；各集体

土地所有者名称，界址点和界址线；土地利用现状的地类、地类界线、线状地物以及符号等：重要地形信息（代表性的高程点、
洼地、丘陵、阶地、梯田等）；图廓线、图名、比例尺、指北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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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图解勘丈法测绘农村地籍 
图解法精度较低，适用于农村地区和城镇街坊内部界址点的测量，并且是在要求的界址点精度与所有图解的图件精度

一致的情况下采用。图解勘丈法是利用现有各种图件，经野外调绘、修补测之后转绘，编制出宗地图、地籍图。其主要作
业环节如下。 

2.2.1 资料准备 
应收集测量区域内的控制成果、现有的各种大比例尺地形图、影像平面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地籍调查表等基础资料。

各种图件是野外调绘、修补测、编制地籍图的基础图件；如果地形原图现势性较差、图纸伸缩大，必须先进行内业纠正处理。
地籍调查表是划分宗地、编制地籍薄册的基础。 

2.2.2 野外地籍阅查，修补测 
这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界址点的确定、宗界线的划分、房产性质的认定等诸多地籍信息数据均由调查获得。修补

测是一项琐碎细致的工作，必须认真负责的进行。 

2.2.3 地籍图编制 
依据上述资料及修补测结果，编制满足土地管理部门要求和精度可靠的地籍图。 

2.2.4 面积量算 
坐标获取、数据处理和面积量算等是本环节的主要工作。坐标量算采取图解或在数字化仪上采集等方法，其精度将受

到基础图件精度、仪器移位、偏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尽管以图幅理论面积进行控制，可精度仍受到一定限制。 　　

3 航测法测绘农村地籍 　  

由于城市宗地的界址点位置一般位于墙角，在航片上易受房屋阴影的遮挡，而农村宗地的界址点一般位于明显的线状
地物，所以农村宗地的界址点位置受地物隐蔽的影响远小于城市，因此这种摄影与地面测量相接合的方法在农村地籍测绘
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具体做法是先进行航摄像片的纠正、判读、调绘与修测，航空摄影像片经过平面与高程联测、
控制点加密及纠正后，制成一定比例尺的像片平面图。调绘判读的重点内容是地籍图必须具备的地籍要素和重要地物：行
政境界线、地类界线、农民住宅、行政企业厂房、行政机关、事业单位、高压线、通信线、水域（河流、池塘、沟渠）、道
路（铁路、公路、机耕路、小路）、土地权属及性质、地理名称（县、乡、村、生产队、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名、路名、
河流名称）。对于像片图上需要补测的地物（新增加的地物、影像模糊或被树木等遮盖的地物等），可以根据明显的地物点，
采用交会法或截距法补测。

4 结束语 

农村宅基地的调查与测绘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技术要求高，政策、法规要求比较强。农村宅基地的调查与测绘成果
的取得为科学用地、集约用地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和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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