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文仵

广西泔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和边海防办公室

桂自然资发 E2020〕 75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防空和边海防办公室关于印发 《关于推进
工程建设项目“

多测合一”
改革的指导意见》

(试行 )和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
“
多测合一”

技术规程》(试行 )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 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

《关于推进工程建设项目“
多测合一

”
改革的指导意见》(试

行 )和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
多测合一”

技术规程》(试

行 )经 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由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和人防边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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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联合印发实施,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1.《关于推进工程建设项目
“
多测合一

”
改革的指导意

见》(试行 )

2.《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
“
多测合一

”
技术规

程》(试行 )

,

/` 公 室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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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推进工程建设项目
“
多测合一”

改革的指导意见
(试行 )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国 办发 E2019)11号 )和我区优

化营商环境的有关文件精神,推进我区工程建设项目“
多测合一

”

改革工作,进一步深化
“
放管服

”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解决工程

建设项目中测绘事项
“
多次委托、重复测绘、过程烦琐、资料重

复
”
的问题,现结合我区实际,就推进我区工程建设项目“

多测合

一”
改革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深化
“放

管服
”
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为主要抓手,按照

“
统一标准、联合测

绘、成果共享、依法监管
”
的思路,在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涉

及的测绘服务领域推行
“
多测合一

”
改革,整合测绘服务事项,提

升服务效率,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二、基本定义
“
多测合一”

改革是指对工程建设项目在各建设阶段所涉及

的测绘服务事项实现对同一标的物只测一次、同一测绘事项由一

家测绘单位承担、同一测绘成果只提交一次的改革。

工程建设项目是指房屋建筑和城镇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项

目,不包括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和特殊工程。
“
多测合一”

改革范围,包括工程建设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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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施工阶段、竣工验收阶段在内的

全流程、各阶段测绘服务事项,涉及规划、土地、不动产、人防

等审批事项以及不动产登记业务。
“
多测合一”测绘服务机构,是指具各承担

“
多测合一”

测绘业

务相关测绘资质条件的测绘资质单位,具体由各市按照工作实际

建立相关名录库进行管理。

三、主要目标

根据
“
多测合一”

改革要求,在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涉及的测

绘事项全面推行
“
多测合一

”,通过制定统一的工程建设项目测绘

技术规程,整合测绘事项、共享数据资源、简化审批手续,缩短

测绘时间、节约测绘成本、加强质量监管,实现对同一标的物只

测一次、同一测绘事项由一家测绘单位承担、同一测绘成果只提

交一次的改革目标,在竣工验收阶段,实行
“一次委托、联合测

绘、成果共享
”。

四、职责分工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多测合一”工作的

组织协调、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一 )自 治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职责。

1.指 导建立健全全区“
多测合一

”工作机制;

2.指导建立“
多测合一

”测绘服务机构名录库 ;

3.制 定全区统一的
“
多测合一

”
技术规程;

4.统筹建设全区统一的
“
多测合一”成果管理服务系统;

5.组 织开展全区“
多测合一”成果质量监督抽查工作,完善行

业信用管理体系。

(二 )市 (县 )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职责。

1.贯彻落实本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健全本行政区域“
多测合

一”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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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测合一”
测绘服务机构名录注册、动态管理;

3.宣传贯彻和监督落实
“
多测合一”

技术规程;

4.运行维护本行政区域“
多测合一”

成果管理服务系统并开

展相关制度建设;

5.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行业信用管理。
(三 )其他部门职责。

人防边海防办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协同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做好
“
多测合一

”
相关制度的建设、标准的编制实施,提出本

部门工程建设项目各阶段需要测绘的内容清单及技术要求,统一

纳入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
多测合一”

技术规程》(试

行 ),并做好成果共享互认及相关质量监管工作。

五、主要内容
(一 )建立健全“多测合一

”工作机制。

各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梳理本行政区域内工程建

设项目全流程各阶段测绘事项,通过对测绘内容相近或属于同一

阶段的多个测绘业务进行合并,优化、精简测绘业务,整合构建

新的审批事项。

在工程建设项目中,相关审批部门应单独或联合委托符合条

件的测绘服务机构开展建设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阶段、施工阶段、规划条件核实及不动产首次登记等环节涉及

的所有测绘事项,相关测绘事项组织形式按各设区市实际执行 ,

各审批环节所涉及的测绘成果由相应审批部门提供。工程建设项

目建设单位应按照《关于印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实施办法 (试行 )〉 的通知》 (桂建

发 E2019)6号 )要求,委托符合条件的
“
多测合一”测绘服务机

构开展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所涉及的测绘事项,并统一出具竣

工联合测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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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统一
“多测合一

”相关技术标准。
“
多测合一

”
应当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和 1985国 家高程

基准,执行国家、行业测绘技术标准和规定。

遵循对同一标的物的测绘使用同一技术指标原则,自 治区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工程建设项目“
多测合一

”
技术标准整合的

组织协调,并制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
多测合一”

技术规程》(试行 )。 自治区各有关主管部门应当配合整合国家、

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结合各部门职能事项要求,制定人防测量、

绿地面积测量等专项测绘的要求与标准,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

工程建设项目“
多测合一”

技术规程》 (试行 ),避免出现各专项

测绘技术矛盾,确保测绘成果质量。

各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相应职责,负 责落实、监管

辖区内工程建设项目
“
多测合一

”
有关工作,协调本地区各有关部

门参照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
“
多测合一

”
技术规

程》 (试行 ),或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技术规程补

充实施细则。

(三 )培育“多测合一”服务机构市场。

结合测绘资质管理信息系统等数据库资源,建立“
多测合一

”

测绘服务机构名录库,并进行统一动态管理。
“
多测合一

”
测绘服务机构名录实行自愿申请、动态管理。测

绘服务机构应当具各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量、

建筑工程测量、市政工程测量 )、 不动产测绘 (地籍测绘、房产

测绘 )专业测绘资质。

鼓励有条件的设区市探索实行相关测绘项目的技术设计书、

测绘成果最终由注册测绘师签字盖章生效制度。自治区、设区市

各有关部门应切实维护测绘服务市场公平竞争氛围,促进形成公

平公正公开、规范健康有序、服务优质高效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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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多测合一”测绘服务收费标准。
“
多测合一”

测绘服务费用,以 《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财

建 E2009〕 17号 )及相关部门确定的计费标准为指导,由委托

双方依据服务成本、服务质量等协商确定。
(五 )加快“多测合一”信息共享。

结合自然资源规划综合审批系统,建设全区统一的
“
多测合

一”
成果管理服务系统,建立测绘成果汇交管理、成果共享应用

管理、测绘服务机构名录动态管理、测绘成果质量监督及信用评

价管理等基本功能和服务流程。充分利用
“
多测合一

”
成果管理服

务系统,实现不同层级、不同部门间
“
多测合一

”
各阶段测绘数据

的提交、管理和共享,使各主管部门的管理信息和审批成果充分

互联互通、成果共享。

(六 )强化“多测合一”事中事后监管。

测绘服务机构应保证其完成的测绘成果报告和相关数据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并对测绘成果质量负责。各有关主管部门应加

强对
“
多测合一”成果质量的监管力度,严格按照

“双随机、一公

开
”
要求开展项目成果质量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对有不良行为的测绘服务机构,将其列为重点监督检查对象。

探索实行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强化自然资源社会信用信息运

用,制定全区统一的信用评价标准,对参与
“
多测合一”

的测绘服

务机构进行信用评分,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对伪造成

果、测绘成果质量出现严重问题或者测绘成果质量被法定测绘质

量检验机构判定为不合格的移出
“
多测合一”测绘服务机构名录,

记入不良信用记录,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市场禁入措施,并依法依

规予以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测绘成果出具单位依法承担相关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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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
“
多测合一

”
改革是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进一

步加快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各

设区市要充分认识其重要意义,加强组织保障。各市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牵头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切实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

及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二 )完善配套政策。

各设区市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
“
多测合一

”
改革的总

体要求,做好各项衔接工作,制定出台配套的政策或技术文件 ;

相关行政审批职能部门要主动接入,及时更新相关的办事指南,

建立健全完善的
“
多测合一

”
管理体系。

(三 )做好宣传培训。

各设区市有关主管部门应组织做好
“
多测合一

”
技术规程的

宣传工作,提高建设单位、测绘服务机构对
“
多测合一

”
改革工作

的理解和认识,确保顺利实施。各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行

政审批职能部门应组织做好
“
多测合一”

技术规程的业务培训和

业务指导。

七、本指导意见自印发之日起 10日后施行,有效期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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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

“
多测合一

”
技术规程

(试行 )

批准音阝1刁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自 然 资 源 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和边海防办公室

主编单位: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自 然 资 源 厅

实施日期 :2020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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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为 了统一工程建设各测绘事项的技术标准,确保测绘产品

成果质量,满足工程建设项目的规划、建设、管理的需要,实现
“
多

测合一”工作部署,为 我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高效、优

质的测绘保障,制定本技术规程。

1.2本技术规程适用于 《关于推进工程建设项目
“
多测合一

”
改

革的指导意见》(试行)中所定义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范围内的工

程建设项目所开展的规划竣工测量、不动产测量、绿地面积测量、

人防测量等测绘工作。重大及涉密项目参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1.3上述各类测绘工作应符合本规程规定,本规程未规定事项

则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

2基本规定

2.1一般规定

2.1.1“ 多测合一
”测绘宜采用新技术、先进方法,但应满足本规

程规定的相关要求。

2.⒈ 2“多测合一
”测绘采用的仪器设各应定期检定 (校准 ),并

使其保持良好状态,满足测量精度要求;使用的软件应通过测试。

2.⒈ 3“ 多测合一
”测绘采用统计后得到的中误差作为测量结果

是否达到精度要求的衡量标准,以 二倍中误差作为单个较差是否纳

入统计的阈值。

2.2引 用标准

2.2.1《城市测量规范》CJJ/T8-2011;

2.2.2《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CJJ/T7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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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⒍ 1-2000;

2.2.4《地籍调查规程》TD/T1001-2012;

2.2.5《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ˉ 2018;

2.2.6《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2013;

2.2.7《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 61~2017;

2.2。 8《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部分:1∶ 500 1∶ 100o

1∶2000地形图图式》GB/T20257△ 2017;

2.2.9《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第 1部分:1∶ 500 1∶ 100o

1∶2000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GB/T20258小 2019;

2.2.10《质量管理体系要求》GB/T19001ˉ2016;

2.2.11《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

2.2。 12《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18316-2008;

2.2.1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o016~2014;

2.2.14《城市居住区人民防空工程规划规范》GB 50808~2013;

2.2.15《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 50038~2005;

2.2.16《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GB 50225~2005;

2.2.17《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ˉ2007;

2.2.18《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 (RTK)技术规范》C⒈I/T

2009-2010;

2219《 房产测量规范第 2单 元 :房 产 图图式》GB/T

17986.2-2000;

2220《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GB/T37346-2019;

2.2.21《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试行 );

2.2.22《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

2。3测量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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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坐标系统应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若确需采用其他

坐标系统,则 必须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建立转换关系。

2.3.2高程基准应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

2.4测 量精度

2.4.1控制测量中,四等平面控制网中最弱相邻点的相对点位

中误差不应大于5.0cm,四 等以下网中最弱点相对于起算点的点位

中误差不应大于 5.0cm。 各等级高程控制网中相对于起算点的最弱

点高程中误差不应大于 2.0cm,精化似大地水准面模型测量成果不

得用于首级高程控制网。

2.4.2竣工测量中,地物点的精度要求,主要地物点 (涉及规

划条件的地物点)相对邻近图根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大于 5.0cm,

地物点之间的间距中误差不应大于 5.0cm;次要地物点 (其他地物

点)相对邻近图根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大于 7.0cm,地物点之间的

间距中误差不应大于5,0cm;困 难地区地物点相对邻近图根点的点

位中误差和地物点间距中误差不应大于 10.0cm;地物点的高程中

误差不应大于 4.0cm。

2.4.3建筑面积测量时,房屋层高测量精度应满足表 2.4.1的规定。

表2.4.1房屋层高测量精度要求 (m)

层高测量
中误差 限差

士 (0,014+0,0007D) 生 (0.028+0.0014D)

注:D为高度,以 m为单位;当D(10m时 ,以 10m计 。

2.4.4建 (构 )筑物底层室内外地坪的标高测量中误差不应大

于 3.0cm。

2.4.5地籍测量中界址点宜按照测量精度分为两类,精度指标

应符合表 2.4.2中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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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2地 籍界址点测量的主要技术指标 (cm)

2.4.6房产界址点宜按照测量精度分为一、二、三级,其精度

指标应符合表 243中 的规定。

表2,4.3房 产界址点的精度要求 (cm)

2.4.7房产面积的测算精度分为三级,各级面积的限差和中误

差应不超过表 2.⒋4计算的结果。市区内宜采用二级精度等级标准。

表2,4.4房 屋面积的精度要求 (m2)

注:s为面积 ,以 m2为单位。

2.4.8地 下管线测量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l明 显管线点的埋深测量中误差不应大于25mm;

2隐蔽管线点的平面位置探查中误差和埋深探查中误差分别

不应大于 0.05h和 0.075h,其 中h为管线中心埋深,单位为毫米 ,

当 h<1oo0mm时 以 1000mm代入计算;地下管线详查时,地下管

线平面位置和埋深探查精度可另行约定;

3地下管线点的平面位置量测中误差不应大于 50mm(相对于

该管线点起算点 ),高程量测中误差不应大于 20mm(相 对于该管

线点起算点 )。

2.4.9消 防测量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

-15-

界址点类别 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 界址点间距中误差 与邻近地物点的间距中误差

一类 兰5 55 兰5

类 510 510 兰10

界址点等级 界址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 (cm)

±2

±5

±10

房屋面积的精度等级 限差 中误差

0.02溽 +o.oo06s 0,01溽 +o,oo03s

0.04√iF^+o.oo2s 0,02、/s+o.001s

0,08、 /∶歹
ˉ
+o.oo6s 0.04~/s+o.003s



1建筑高度的测量精度按本规程 2.4.5条规定执行 ;

2疏散楼梯净宽及疏散门、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宽度两次测

量值较差应小于20mm,其余的长度、宽度和距离的两次测量值较

差应小于本规程表 2.4.1二 级精度限差;

3面积两次测量值较差应小于设计值的 5%。

2.4。 10人防地下室顶板底部与室外地坪的高差两次测量值较

差不应大于 0,05m,人 防面积测量精度应符合本规程表 2.⒋3二级

精度规定,掩体最小厚度两次测量值较差不应大 0.10m。

2.5成果质量控制

2.5.1测 绘产品质量管理实行
“两级检查、一级验收

”
制度,两

级检查由生产单位自行开展,一级验收由具各测绘产品检验资质的

第三方机构完成。

2.5.2测量成果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24356ˉ 2009和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2008的 规定进行检查和质量评定。

2,5。3成果质量评定采用合格和不合格两级评定制度,评定为

不合格的测量成果经整改后应重新进行验收。

2.5.4自 治区级测绘行业主管部门应开展年度
“
多测合一”

质量

监督检查,检查工作按自治区测绘行业主管部门出台的相关规定执

行,评定标准按照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

和《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18316-2008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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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测量

3.1一般规定

3,⒈ 1测绘工程的平面控制网建立可采用卫星定位测量 (包括

基于 CORS的卫星定位网络RTK测量 )、 导线测量等方法;高程控

制网建立可采用水准测量、卫星定位高程测量、电磁波测距三角高

程测量等方法。

3.⒈2本规程适用的平面控制测量等级包括四等、一级、二级、

三级、图根级,高程控制测量等级包括四等、图根级。当需要建立

更高等级控制网时,应按照 《城市测量规范》cJJ/T8~2o11要 求进

行技术设计、组织实施。

3.⒈3网络 RTK平面测量包括一级、二级、三级、图根级和碎

部;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模型高程测量包括图根级、碎部。

3.2平面控制测量

3.2.1平面控制测量等级包括四等、一级、二级、三级、图根

级。四等平面控制测量宜采用 GNss静态测量方法和导线测量等方

法,按照 《城市测量规范》cJJ/T8~2o11要求实施;一级、二级、三

级、图根级平面控制测量宜采用 GNssRTK测量和导线测量等方法。

3.2.2控 制点的点位选择和测量要求按照《城市测量规范》CJJ/T

8ˉ2011、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cJJ/T73~2019执行,点位

应满足扩展的需要。

3.2.3 GNss/RTK测 量图根控制点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同 一地区应布设 3个以上或 2对以上的图根点,每点观测不

少于 2个测回,每测回观测和记录的数据不应少于 10个 ,测回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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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面坐标分量较差不应超过 2cm,垂直坐标分量较差不应超过

3cm,取各测回平均值作为最终观测成果;对于困难地区、新测区,

对新布设的控制点进行多时段观测。其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3.2.1的

规定 :

表3.2.1GNss/RTK图根点平面测量技术要求

2 GNss尿TK测量时,在开始作业或重新设置基准站后,应 至

少检核一个不低于同等级的已知点。在控制点上检核,平面位置较

差不应大于 5cm,大地高或高程检核较差不应大于 6cm。

3 GNss/RTK测量图根点应采用常规方法进行边长、角度或导

线联测,检核结果应符合表 3.2.2的 规定;利用已有RTK测设的控

制点时,应进行坐标或几何检核。

表3,2,2GNss/RTK图 根点检核测量技术要求

注:表中n为测站数。

3.2.4导 线测量图根控制点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测量技术标准应符合表 3.2.3的 规定;

2在等级控制点下加密图根控制不宜超过 2次附合。因地形限

制导线无法附合时,可布设不多于四条边、最大边长不超过 160m

且总长不超过表 3.2.3规定长度 1/2的 支导线。支导线的前视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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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相邻点间距

离 (m)

点位中误

差 (cm)

相对中误

差
方法 起算点等级

到单基站距

离 (km)
测回数

图根 立100 ≤5 兰1/4000

网络 RTK

≥2

单基站 RTK
四等及以上 (6

三级及以上 <3

等级

边长检核 角度检核 导线联测检核

测距中误差

(mm)

边长较差的相

对中误差

测角中误差

(″ )

角度较差限差

(″ )

角度闭合差

(″ )

边长相对

闭合差

图根 生20 1/2500 ±20 60
r-

±60V刀 1/2000



不宜超过后视边长的3倍 ;水平角应分别测定左右角一测回,其圆

周角闭合差不应大于40";其 它观测要求应符合表 3.2。3的规定 ;

3当 局部地区图根点密度不足时,可在等级控制点或一次附合

图根点上采用双极坐标法加密。采用此方法布设的控制点不应超过

图根点总数的 30%。

表3.2.3电 磁波测距导线测量的技术要求

3.3高程控制测量

3.3.1高程控制测量等级包括四等、图根级。四等高程控制点

可采用水准测量、电磁波测距高程导线测量等方法,按照《城市测

量规范》CJJ/T8~2011要 求实施;图根高程控制点可采用似大地水

准面精化模型测量、水准测量和电磁波测距高程导线测量等方法 ,

采用水准测量和电磁波测距高程导线测量时按照 《工程测量规范》

GB 50026~2007要 求实施。

3.3.2 GNss疋TK精化似大地水准面测量测设图根点高程应符

合以下规定 :

1高程测量宜与平面控制测量同步进行,也可单独进行,并应

至少选取一个已知高程点进行检测。

2 GNss泯TK精化似大地水准面测量要求应符合表 3.3.1的 规

定。

表3.3.1 化似大地水准面测量主要的技术要求 (单位:cm)

附合导线长度 (m) 平均边长
(m)

测角中误差
(″ )

测回数 方位角闭合差 (″ )
导线相对

闭合差

900 80 ±20 ±40√万 兰1/4000

平地、丘陵 山区地 形

等级
高程中误差 检测较差 高程中误差 检测较差

图根 ±5.0 生lO.0 ±7.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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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图根水准测量应符合以下规定 :

1可沿图根点布设为附合路线、闭合路线或结点网。对起闭于

一个水准点的闭合环,应先行检测该点高程的正确性。

2图根水准测量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3,3.2的 规定。

表3.3.2图 根水准测量主要的技术要求

注:1.每千米水准测量超过16站 的路线或环线所在区域视作山地

2,L为路线长度,以千米为单位,n为测站数。

3.3.4图根高程导线测量应符合以下规定 :

1图根高程导线边长不宜超过 12条 ,边数超过 12条时,应布

设成结点网。

2图根高程导线测量时,垂直角应对向观测一测回,仪高、觇

高均用钢尺量取至毫米。计算三角高程时,角度应取至秒,高差应

取至毫米。

3采用三角高程导线测量的方法进行图根高程测量时,可与平

面测量同时进行。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3.3。3规定。

表3.3.3图 根三角高程测量的主要技术指标

注:1.s为边长,以百米为单位,不足1百米按 1百米计 ;

2,L为路线总长,以公里为单位,不足1公里按 1公里计。

路线长度 视线长度
前后视距

差 (m)

闭合路线或环线闭合差限差

附和路线

(km)

结点间距

(km)

支线

(lcrl)
仪器类型

视线长度

(m)

平地或丘陵

(mm)
山地 (mm)

1)S3 兰100 兰3,0 ±4oVE ±12而

附和

路线

(kn1)

平均边

长 (m)

测回数 指标差较差 (″ )

垂直角

较差

对向观测

高差较差

附合或环形

闭合差2″级 6″级 2″级 6″级

≤5 兰300 ±15″ ±25′
′ 生25″ ±0.02s ±4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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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动产测量

4.1地籍测量

4.⒈ l地籍测量实施前应收集下列资料 :

l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附件、附图 );

2土地出让合同、土地划拨决定书复印件 (附件、附图 );

3权属调查资料。

4△2地籍测量工作包括下列内容 :

l地籍测量应包括地籍平面控制测量、地籍要素测量、地籍图

测绘、面积量算与汇总、地籍变更测量等内容,平面控制测量可采

用卫星定位测量、导线测量或边角组合测量等方法,地籍要素测量

宜采用解析法。地籍测量应按照 《地籍调查规程》TD/T1001~2012

要求执行。

2城市地籍测绘应以宗地为基本单元。宗地构成应以权属调查

确定的界址点点位为依据。宗地编号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开展地籍测量工作之前,应核实权属调查资料。

3地籍要素测量包括界址点、线及其他重要界标的测量,行政

区域、地籍区和地籍子区界线的测量,建筑物和永久性构筑物的测

量,地类界测量等内容。

4界址点测量前,须依据现场指界或权籍调查表等,正确确定

界址点位置;界址点测量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本规程 242的规

定。

4.⒈3宗地图测制

1宗地图编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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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已有地形图、地籍图、工作底图和宗地草图等,测绘宗地

内部及其周围变化的不动产权籍空间要素和地物地貌要素,并编制

宗地图。

1)宗地图应依比例尺绘制,并宜根据宗地的大小选择适当的

比例尺和纸张;

2)宗地图上界址边长注记应齐全,并可采用实测边长或反算

边长;

3)宗地图指北方向应与相应的地籍图指北方向一致;

4)宗地图的整饰、注记规格应与地籍图一致。

2宗地图的主要内容。

1)地籍要素:各级行政界线要素、界址要素、地籍号、地类、

坐落、土地使用者或所有者及土地等级等内容;

2)数学要素:平面坐标系统、内外图廓线、格网线及坐标注

记、控制点点位及其注记、地籍图比例尺、地籍图分幅索引图、本

幅地籍图分隔编号、图名及图幅整饰等内容 ;

3)地物要素:建筑物、道路、水系、地貌、土壤植被、注记

等。

3宗地面积计算和汇总应符合以下规定 :

1)面积量算可采用坐标解析法、实测几何要素解析法或图解

法等方法;

2)面积计算宜独立计算两次,两次独立计算的面积较差应满

足 《地籍调查规程》TD/T1001ˉ 2012相 关规定 ;

3)面积单位为平方米,取至 0.01平方米;面积量算完成之后 ,

应对量算的原始资料加以整理、汇总。

4.⒈4成果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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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测量结束后须归档提交地籍测量成果报告书,主要包括下

列内容 :

1封面;

2目 录;

3界址点检查表 ;

4界址点成果表 ;

5宗地图;

6成果信息确认单。

4.2房产测量

4.2.1房产测量实施前应收集下列资料 :

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附件、附图 );

2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 ;

3土地出让合同、土地划拨决定书复印件 ;

4人防审核意见书复印件 (检验原件 )及人防平面图/无人防具

结书;

5建筑竣工图 (平、立和剖 )原件、CAD电子文件 ;

6派 出所出具的门牌证明复印件 ;

7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各案表 ;

8房屋设计说明 (分摊说明、保温说明、结构说明等 )。

4.2.2房产测量应按照 《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1ˉ 2000、

《城市测量规范》CJJ/T8ˉ2011规定执行。房产测量的主要内容包

括 :

1房屋外墙 (柱 )勒脚以上各层的外围水平投影位置,包括阳

台、挑廊、地下室和室外楼梯等;

2走廊、连廊、架空通廊和门斗等围护结构、结构底板和门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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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的外轮廓线;

3露 台、飘窗、设各平台、落地橱窗和内庭院等的外轮廓线;

4架空层中非架空部分外轮廓线;

5独立柱、单排柱的棚、廊和雨棚等的顶盖外轮廓线;

6不 同使用功能区的分隔线;

7室 内门厅、客厅等上空部分轮廓线;

8建筑物层高、墙体厚度。

4.2.3房屋及附属设施测量

1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测量前应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图或竣工图

绘制房产测量草图。当无法获得时,应在现场绘制草图。

2房屋数据采集应逐幢测绘,不 同建筑结构、不同层数的房屋

应分别测量,独立成幢房屋,以房屋四面墙体外侧为界测量;毗连

房屋四面墙体,在房屋所有人指界下,区分自有、共有或借墙,以

墙体所有权范围为界测量实地采集,实测房屋有不规则形状或直接

测量有困难时,可实测房屋几何要素,按几何公式计算面积或采用

实测房屋特征点坐标,按坐标点计算面积。

4.2.4房屋建筑面积计算

1计算建筑面积的房屋一般应具各以下条件 :

1)有上盖;

2)有围护;

3)结构牢固、属于永久性的建筑物;

4)层高在2.20m以 上 (含 2.20m);

5)可作为人们生产或生活的场所。

2计算全部建筑面积包括以下范围:

1)永久性结构的单层房屋,按一层计算建筑面积;多层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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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层建筑面积的总和计算。

2)房屋内的夹层、插层、技术层及其梯间、电梯间等其高度

在 2.20m以上部位计算建筑面积。利用、占用自然层的楼梯间、电

梯间通往夹层、插层、技术层的不视为其专用楼梯间、电梯间。

3)穿过房屋的通道,房屋内的门厅、大厅,均按一层计算面

积。门厅、大厅内的回廊部分,层高在2.20m以上的,按其水平投

影计算建筑面积。跃层式住宅大厅上空对应的外围墙体,无论其层

高,仅按一层计算。跃层式住宅内的楼梯 (包括
“
用户自理”

楼梯 )

应按自然层数计算建筑面积。

4)楼梯间、电梯 (观光梯 )井、提物井、垃圾道、管道井等

均按房屋自然层计算面积。若层高不足 2.20米 ,但楼梯间高度在

2.20m以上 (含 2.20m)的 ,该楼梯间应计算建筑面积。

5)房屋天面上,属永久性建筑,层高在2.20m以 上的楼梯间、

水箱间、电梯机房及斜面结构屋顶高度在2.20m以 上的部位,按其

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6)挑楼、全封闭的阳台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封闭与不封闭按以下方法确定: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的设

计图纸,阳 台是不封闭的,但实际上房屋现状的阳台是封闭的”应

该按照设计图不封闭阳台计算建筑面积。补办规划变更手续后则可

按封闭阳台计算建筑面积;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的设计图纸 ,

阳台是封闭的,但实际上房屋现状的阳台是不封闭的,应按不封闭

阳台计算建筑面积。

7)属永久性结构有上盖的室外楼梯,按各层水平投影面积计

算。

8)与房屋相连的有柱走廊,两房屋间有上盖和柱的走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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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柱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若既有柱又有围护(如栏杆 )时 ,

当围护在柱外边以内的,按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计算建筑面积 ;

当围护结构在柱外边以外的,则柱外边以外部分按挑廊处理。

9)房屋间永久性的封闭的架空通廊,按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

算;架空通廊的外围投影超过其底板外沿的,以底板水平投影计算

建筑面积。

10)地下室、半地下室及其相应出入口,层高在2.20m以上的,

按其外墙 (不包括采光井、防潮层及保护墙 )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

算。

11)有柱或有围护结构的门廊、门斗,按其柱或围护结构的外

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2)玻璃幕墙等作为房屋外墙的,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同一位置既有主墙,又有玻璃幕墙的,以主墙的外围水平投影计算

建筑面积。各楼层墙体厚度不同时,分层分别计算。金属幕墙及其

他材料幕墙,参照玻璃幕墙的有关规定处理。

13)属永久性建筑有柱的车棚、货棚等按柱的外围水平投影计

算筑面积。有柱车棚、货棚应具有两排或两排以上承重的结构柱。

14)依坡地建筑的房屋,利用吊脚做架空层,有 围护结构的 ,

按其高度在2.20m以 上部位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15)有伸缩缝、沉降缝的房屋,若其与室内相通的,伸缩缝、

沉降缝计算建筑面积。

16)建在室内的机械车库高度在 2.20m以 上(含 2.20m),不论

其停放层数,均按一层计算建筑面积。

17)建筑物的室内楼梯、电梯井、提物井、通风排气竖井、烟

道,应并入建筑物的自然层计算建筑面积。有顶盖的采光井应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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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计算面积,结构净高在 2.10m及 以上的,应计算全面积。

3计算一半建筑面积包括以下范围:

1)与房屋相连的上盖,可 以是挑楼或挑廊的底板,也可以是

专用的上盖 (宽度应不小于 0.90米 ),当 围护结构超出顶盖范围且

不大于两倍顶盖宽度时,按其顶盖水平投影面积一半计算建筑面

积。走廊、檐廊、挑廊的长度都必须超过两个开间以上 (含两个开

间),并且起到通道的作用。

2)独立柱、单排柱的门廊、雨篷、车棚、货棚等,属永久性

建筑的,按其上盖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3)层高在 2.20m以上 (含 2.20m)且有牢固围护结构及上盖

的未封闭阳台、挑廊,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阳台、挑廊都必须具有上盖,并且与室内相通。其中上盖可以是上

层阳台或上层挑廊,或上层挑楼,或房屋的底板,也可以是屋檐的

延伸或专用的上盖。若该阳台的围护结构超出上盖水平投影的,按

上盖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隔层不封闭的阳台、挑廊、檐廊、

通廊 ,其上盖高度不大于二个自然层的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

面积的一半计算。

4)无顶盖的室外楼梯按各楼层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5)建筑物间的架空走廊,无围护结构、有围护设施的,应按

其结构底板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2面积。

4不计算建筑面积包括以下范围:

1)层高小于2.20m以 下的夹层、插层、技术层和层高小于2.20m

的地下室和半地下室;若层高在 2.20m以 上 (含 2。20m),但局部
(如楼梯间等 )不足 2.20m,该部分不计算建筑面积。

2)突 出房屋墙面的构件、配件、装饰柱、装饰性的玻璃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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垛、勒脚、台阶、无柱雨篷等。

3)无上盖、无围护结构或围护结构宽度大于两倍顶盖的走廊、

檐廊、挑廊及房屋之间的架空通廊。

4)无顶盖的通风井、排气道、天井,以及大于 0.3平方米的

孔洞。

5)房屋的天面、挑台、天面上的花园、泳池。

6)建筑物内的操作平台、上料平台及利用建筑物的空间安置

箱、罐的平台。

7)骑楼、过街楼的底层用作道路街巷通行的部分。

8)在引桥、高架路、高架桥、路面下建造房屋超过两层以上

的,最上面的一层是利用引桥、高架路、高架桥、路面作为顶盖 ,

该层不计建筑面积,但其他各层应按规定计算建筑面积。

9)活动房屋、临时房屋、简易房屋。

10)独立烟囱、亭、塔、罐、池、地下人防干、支线。

11)与 房屋室内不相通的变形缝。

12)简 易楼梯和走廊外的台阶踏步、室外爬梯、底层室内楼梯

延伸出室外的部分。

13)建筑主体结构以外的雨篷或挑楼等在露台、天面上的投影

部分均不计算建筑面积。

14)与 室内不相通的类似阳台、挑廊、檐廊的建筑。

15)类似
“
平改坡

”屋面等为建筑造型而建造,无实用功能的装

饰性建筑部位。

16)楼梯下方空间不论是否利用,楼梯已计算过面积的不再重

复计算。地下室入田处坡道下方空间层高在2.20m以 上(含 2.20m)

的,若坡道已计算建筑面积则不再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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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计算房屋建筑面积时,如遇上述以外的情况按以下原则办

理。判别房屋计算建筑面积的基本原则是 :

1)永久固定,层高 2.20m(含 2.20m)以 上的房屋及与室内相

通的部位计算建筑面积。

2)计算全部建筑面积应是有顶盖全封闭的房屋及部位或底层

有顶盖、有柱或有围护的部位。

3)计算一半建筑面积一般是不封闭的房屋及部位 (房屋底层

的部位除外 )。

4)不计算建筑面积通常是层高小于 2.20m的房屋及部位;装

饰性的建筑;与 室内不相通的部位;沿街巷社会公用的建筑及无上

盖或上盖为社会公用的建筑。

4.2.5共 有面积分摊

1一般规定。

1)房屋共有建筑面积分摊计算,产权各方有合法产权分割协

议的,按协议分摊;无协议或协议不明确的按本规程执行。

2)房屋共有建筑面积分摊以幢为单位。共有建筑面积分摊仅

限于本幢内的共有建筑面积。与本幢房屋不相连的公用建筑 (如变

电房、水泵房、门卫等)不得分摊到本幢房屋内。本幢内为多幢房

屋服务的公用设施建筑面积不得分摊到本幢房屋内。

3)房屋共有建筑面积按各户套内建筑面积乘以房屋内相关面

积的比例进行分摊。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不划分各户摊得面积的具

体部位。共有部位建筑面积一经分摊,便不得改变原始设计的使用

功能。

2共有建筑面积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1)电梯井、楼梯、垃圾道、变电室、设各层 (间
)、 公共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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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走道、地下设各间、值班警卫室等共有部位的面积,以及为整幢

服务的公共用房和管理用房的建筑面积;单独具各使用功能的独立

使用空间(如车库、自行车库、会所或俱乐部、仓库、人防工程等 )、

为多幢房屋服务的警卫室、管理用房、设各间等,均不计入共有建

筑面积。

2)套 (单元 )与 共有建筑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 (包括山墙 )

的水平投影面积一半的建筑面积。

3共有建筑面积的计算方法。

整幢房屋的建筑面积扣除整幢房屋各套套内建筑面积之和,并

扣除单独具各使用功能的独立使用空间及为多幢房屋服务的警卫

室、管理用房、设各间等,即为整幢房屋的共有建筑面积。

4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方法。

1)住宅楼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方法。

住宅楼以幢为单位,根据各套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求得各套

房屋应分摊共有建筑面积。

2)商住楼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方法。

首先根据住宅和商业等的不同使用功能按各自的建筑面积将

全幢的共有建筑面积分摊成住宅和商业两部分,即 住宅部分分摊得

到的全幢共有建筑面积和商业部分分摊得到的全幢共有建筑面积。

然后住宅和商业部分将分摊所得的共有建筑面积再各自进行分摊。

住宅部分:将分摊得到的幢共有建筑面积,加上住宅部分本身

的共有建筑面积,按各套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计算各套房屋分摊的

共有建筑面积。

商业部分:将分摊得到的幢共有建筑面积,加上商业部分本身

的共有建筑面积,按各层套内建筑面积依比例分摊至各层,作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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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共有建筑面积的一部分,加 至各层的共有建筑面积中,得到各层

总的共有建筑面积,然后再根据层内各套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按比

例分摊至各套,求 出各套房屋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

3)多功能综合楼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方法。

多功能综合楼共有建筑面积按照各自的功能,参照商住楼的分

摊计算方法进行分摊。

4.2.6成果提交

房产测量结束后须归档提交房产测量成果报告书,主要包括下

列内容:

1封面;

2目 录;

3测量技术说明;

4测绘成果认签;

5房屋状况汇总;

6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成果 ;

7测绘成果各案说明;

8建筑面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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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筑工程规划竣工测量

5.1一般规定

5.1.1实施测量前应收集下列资料 :

1规划条件或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附图附件;

2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及相关资料;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附件 (含变更 );

4规划主管部门审批、盖章的施工设计图;

5测量需要的其它相关资料。

5.⒈2测量范围应包括规划用地许可核定的范围外 50m或道路

另一侧第一排建筑物。

5.⒈3测量内容应包括:

1建 (构 )筑物平面位置;

2建 (构 )筑物高度及层高;

3建筑基底面积与建筑面积;

4车位测量与统计;

5不按图施工情况,包括建筑使用功能,外立面颜色、材质 ,

多建,扩建等;

6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面积、绿地率及其它技术经济指标 ;

7物业管理用房、消防控制室、社区管理用房、公厕等配套公

共建筑面积 ;

8规划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内容 ;

9其他地形要素。

5.⒈4竣工测量精度应符合 2.4条及 《城市测量规范》CJJ/T

-32-



8ˉ2011的相关规定。

5.⒈5竣工图测绘宜采用内外业一体化数字成图法,图上应表

示测量控制点、建 (构 )筑物、道路、绿地、水系和管线及附属设

施等各种地形要素,以及地理名称、注记等,各要素符号应按国家

现行国家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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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257.1o2017和 当地相关规定执行。

5.2建 (构 )筑物平面位置测量

5.2.1测量应测定地上与地下建 (构 )筑物外轮廓主要细部点

坐标及有关元素,细部点的选取,应根据建筑类别及规划要求确定。

5.2.2细部点坐标测量的位置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

1矩形建筑墙角点;

2圆形建筑圆心或求算点;

3其它形状建筑墙角或其它特征点。

5.2.3细部点坐标宜采用极坐标法施测。

5.2.4细部点坐标测量完成后,应编制建筑物平面位置关系图,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平面位置关系图以能清楚表达建 (构 )筑物地理空间位置、

四至关系和规划验收要素为原则,宜采用 1∶ 500比例尺;

2绘制用地红线及各类生态控制线;应标注规划用地红线坐标

信息,编制界址点坐标表。

3绘制建筑物外轮廓线,并标注建筑物的名称或幢号、层数、

建筑结构、主要角点坐标及室内地坪标高。

5.3建 (构 )筑物高度及层高测量

5.3.1建 筑高度核实须对建筑物进行层数、±0标高、楼高、层

高进行核实,包括建筑主出入口及单元入田处的室外地坪、室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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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地坪 (含±0.000)、 屋顶女儿墙顶、屋面上围护栏杆顶、屋顶构

件、屋面上的楼梯间机房间屋顶女儿墙顶、坡屋顶的檐口与屋脊和

建筑物最高点的高程。

5.3.2高度测量及层高测量施测位置应参考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附图中的剖、立面图或各层平面图确定。

5.3.3建筑物底层室内地坪的标高宜采用几何水准测量或光电

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其余各层地坪可用手持测距仪、钢尺实量等方

法施测。各屋脊、檐口和女儿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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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建筑物层高应按楼 (地 )面结构层上表面至上部结构层

上表面之间的垂直距离计算,屋 顶层层高应按楼面与屋面结构面的

垂直距离计算。

5.3.5对技术层、圭0层或住宅层以下各层,且层高在2.20m左

右 (2.00m至 2.40m)的 ,宜加测净高检核;单独的地下车库宜同

时测量室内地坪及净高;同 一楼层分为多个不同层高的建筑空间

时,须分别测量层高。

5.3.6建筑物的高度及层高测量结束后应编制建筑物立面图,

并符合下列规定:

1立面图应结合审批图绘制,当 一个立面不能表示清楚时,应

加绘其它立面图;

2图上需标注相对±0标高的比高值,审批图纸标注为海拔高程

的,可相应标注海拔高程值;

3编制竣工验收高度与报建审核高度对照表,对照表应涵盖地

台标高、外地台标高、地下室各层标高、楼总高、天面梯屋高度 ,

女儿墙高度及各标准层高度等内容,并绘制在图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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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下室立面图应反映覆土厚度。

5.4建筑基底面积与建筑面积测量

5.4.1面积测量应根据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测 量计算建筑面积和基底面积。

5.4.2测量的主要内容包括 :

1房屋外墙 (柱 )勒脚以上各层的外围水平投影位置,包括阳

台、挑廊、地下室和室外楼梯等;

2走廊、连廊、架空通廊和门斗等围护结构、结构底板和门廊

柱的外轮廓线;

3露 台、飘窗、设备平台、落地橱窗和内庭院等的外轮廓线;

4架空层中非架空部分外轮廓线;

5独立柱、单排柱的棚、廊和雨棚等的顶盖外轮廓线;

6不 同使用功能区的分隔线;

7室 内门厅、客厅等上空部分轮廓线。

5.4.3建筑物基底和各层的外轮廓测量宜采用极坐标法和几何

大量法。

5.4.4建筑基底面积计算规则 :

1建筑物的基底面积应按建筑物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

计算。

2底层架空或局部架空的建筑基底面积,应按其落地的柱或墙

体勒脚以上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3建筑物的悬挑结构,其板底 (或 梁底 )标高与室外地坪标高

差在 2.20m以下的,应按悬挑结构底板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4设置半地下室的建筑,半地下室层计入基底面积。

5坡地建筑应按其接触地面的地上各层外围水平投影的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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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基底面积。

6当用地周边毗邻市政道路,利用高差设计半地下室时,按照

场地地坪以上建筑基底面积计算建筑密度。

7底层有柱或墙体的房屋附属设施计入建筑基底面积。如雨

篷、阳台、廊道、设各平台、露台等以柱子为支撑的建筑部件,按

柱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基底面积。

8多排柱的棚结构建筑,按柱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单排柱、

独立柱的,按其顶盖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 1/2计算。

9建筑物底层的消防车道 (通道 )、 人行通道计入基底面积。

10建筑物的变形缝计算建筑物基底面积时不扣除。

11内天井、台阶、围墙、无顶盖的构架、市政道路内的骑楼、

跨越市政道路的过街楼、架空通廊、集中绿地内的小品、雕塑、假

山等不计基底面积。

12当 本技术规程内容与工程所在城市有关技术规定不一致

时,以本技术规程为准,各市认为确有细化补充需求的,可 以在本

规程基础上出台补充实施细则。

5.4.5建筑面积计算规则 :

1建筑面积应按自然层外墙结构外围水平面积之和计算。结构

层高在 2.20m及 以上的,应 计算全面积;结构层高在2.20m以 下的,

应计算 1/2面积;

2建筑物内设有局部楼层时,对于局部楼层的二层及以上楼

层,有围护结构的应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无 围护结构

的应按其结构底板水平面积计算,且结构层高在 2.20m及 以上的,

应计算全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以下的,应计算 1/2面积;

3形成建筑空间的坡屋顶,结构净高在2.10m及 以上的部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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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全面积;结构净高在 1.20m及 以上至2.10m以 下的部位应计算

1/2面积;结构净高在 1.20m以 下的部位不应计算建筑面积 ;

4场馆看台下的建筑空间,结构净高在 2.10m及 以上的部位应

计算全面积;结构净高在 1.20m及 以上至2.10m以 下的部位应计算

1/2面积;结构净高在 1.20m以 下的部位不应计算建筑面积 ;

5地下室、半地下室应按其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结构层高

在 2.20m及 以上的,应计算全面积;结构层高在2.20m以 下的,应

计算 1/2面积 ;

6出入口外墙外侧坡道有顶盖的部位,应按其外墙结构外围水

平面积的 1/2计算面积;

7建筑物架空层及坡地建筑物吊脚架空层,应按其顶板水平投

影计算建筑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及 以上的,应计算全面积;结

构层高在 2.20m以下的,应计算 1/2面积 ;

8建筑物的门厅、大厅应按一层计算建筑面积,门厅、大厅内

设置的走廊应按走廊结构底板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结构层

高在 2.20m及 以上的,应计算全面积;结构层高在2.20m以 下的,

应计算 1/2面积 ;

9对于建筑物间的架空走廊,有顶盖和围护结构的,应按其围

护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全面积;无 围护结构、有围护设施的,应

按其结构底板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l/2面积 ;

10立体书库、立体仓库、立体车库,无结构层的应按一层计

算,有结构层的应按其结构层面积分别计算。层高在 2.20m及 以上

的,应计算全面积;层高不足 2.20m的 ,应计算 1/2面积;

11有围护结构的舞台灯光控制室,应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

面积计算。结构层高在 2。20m及以上的,应计算全面积;结构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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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20m以下的,应计算 l/2面积;

12附属在建筑物外墙的落地橱窗,应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

面积计算。结构层高在 2.20m及以上的,应计算全面积;结构层高

在 2.20m以下的,应计算 1/2面积;

13窗 台与室内楼地面高差在 0.45m以 下且结构净高在 2.10m

以上的凸 (飘 )窗 ,应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1/2面积。

窗台与室内地面高差在 0.45m以 下且结构净高在 2.10m以 下的凸

(飘 )窗 ,窗 台与室内地面高差在 0.45m及以上的凸 (飘 )窗不应

计算建筑面积;

14有围护设施的室外走廊 (挑廊 ),应按其结构底板水平投影

面积计算 1/2面积;有围护设施 (或柱)的檐廊,应按其围护设施

(或柱 )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1/2面积;

15门 斗应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建筑面积,且结构

层高在 2.20m及 以上的,应计算全面积;结构层高在2.20m以 下的,

应计算 1/2面积;

16门 廊应按其顶板的水平投影面积的 1/2计算建筑面积。建筑

物出入口、超过三面有墙的主体结构内门廊按全面积计算;

17有柱雨篷应按其结构板水平投影面积的 1/2计算建筑面积 ;

无柱雨篷的结构外边线至外墙结构外边线的宽度在 2.10m及以上

的,应按雨篷结构板水平投影面积的 1/2计算建筑面积;

18设在建筑物顶部、有围护结构的楼梯间、水箱间、电梯机

房等,结构层高在 2.20m及 以上的,应计算全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以下的,应计算 1/2面积;

19围护结构不垂直于水平面的楼层,应按其底板面的外墙外

围水平面积计算。结构净高在2.10m及 以上的部位,应计算全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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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净高在 1.20m及 以上至2.10m以 下的部位,应计算 1/2面积 ;

结构净高在 1.20m以下的部位,不计算建筑面积;

20建筑物的室内楼梯、电梯井、提物井、管道井、通风排气

竖井、烟道,应并入建筑物的自然层计算建筑面积。有顶盖的采光

井应按一层计算面积,且结构净高在 2.10m及以上的,应计算全面

积;结构净高在2.10m以 下的,应计算 1/2面积;

21室外楼梯应并入所依附建筑物自然层,并按其水平投影面

积的 1/2计算建筑面积。

22封闭式阳台应按其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全面积,开敞式

阳台应按其结构底板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2面积。开敞式阳台进深

尺寸不宜超过所在城市有关管理部门规定的限定值,超过部分按水

平投影计算全面积 ;

23有顶盖无围护结构的车棚、货棚、站台、加油站、收费站

等,应按其顶盖水平投影面积的 1/2计算建筑面积 ;

24以幕墙作为围护结构的建筑物,应按幕墙外边线计算建筑

面积 ;

25建筑物的外墙外保温层,应按其保温材料的水平截面积计

算,并计入自然层建筑面积 ;

26与 室内相通的变形缝,应按其自然层合并在建筑物建筑面

积内计算。对于高低联跨的建筑物,当 高低跨内部连通时,其变形

缝应计算在低跨面积内;

27对于建筑物内的设各层、管道层、避难层等有结构层的楼

层,结构层高在 2.20m及 以上的,应计算全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

以下的,不计算建筑面积。建筑物内结构层高在2.20m以 下的管道

夹层、结构转换层和结构空腔不计算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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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室 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应按其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

面积;

29下列项目不计算建筑面积:

1)骑楼、过街楼底层的开放公共空间和建筑物通道;

2)舞 台及后台悬挂幕布和布景的天桥、挑台等;

3)露台、露天游泳池、花架、屋顶的水箱及装饰性结构构件 ;

4)建筑物内的操作平台、上料平台、安装箱和罐体的平台;

5)勒脚、附墙柱、垛、台阶、墙面抹灰、装饰面、镶贴块料

面层、装饰性幕墙、主体结构外的空调室外机搁板 (箱
)、 构件、

配件 ;

6)室外爬梯、室外专用消防钢楼梯;

7)无围护结构的观光电梯;

8)从室内地面起至窗台面高度大于等于 0.45m且外挑尺寸小

于等于 0.70m(飘窗下放空调室外机的外挑尺寸可放宽至 0.80m)

且窗台面至凸窗顶板底结构净高小于等于2.10m的飘窗;

9)建筑物以外的地下人防通道,独立的烟囱、烟道、地沟、

油 (水 )罐、气柜、水塔、贮油 (水 )池 、贮仓、栈桥等构筑物。

5.4.6建筑基底面积与建筑面积测量应形成测量报告及图表。

5.5车位测量

5.5.1测量内容包含地面机动车位及非机动车位、地下机动车

位及非机动车位、地面车库及机械车库。

5.5.2地 下车位测量应先测量地下室范围线,然后测量出地下

机动车、非机动车位的分布及尺寸,并且按车位性质分类。

5.5.3依据车位测量结果绘制车位计算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

l地面、地下车位计算图分别制作,多层地下室车位计算图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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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制作,车位计算图首页应绘制机动车位、非机动车位总数统计表;

2车位统计应按车位性质分类汇总,机动车位分别标注标准车

位、子母车位及无障碍车位个数,并用图例加以说明;

3机动车、非机动车车位范围线宜采用极坐标法和几何大量法

实测。

5.6规划竣工测量成果汇总表编制

5.6.1竣工测量完成后,宜根据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

GB/T50353~2013要 求及相关部门要求汇总、计算、编制规划竣工

测量成果汇总表。

5.⒍2建筑密度计算

建筑密度是指建设用地内建筑物的基底面积总和与建设用地

面积的比率 (100%)。

建筑密度=(建筑基底面积之和/建设用地面积 )×100%。

5.⒍3容积率计算

容积率是指建设项目地上总建筑面积计算值与建设用地面积

的比值。

容积率=地上总建筑面积计算值/建设用地面积。

地上总建筑面积计算值 (也称为计容面积 )∶ 是指计算容积率

时的地上建筑面积值,数值上等于建设用地内各栋建筑物地上建筑

面积计算值之和。

5.7规划竣工图绘制

5.7.1竣工图应根据建筑物平面位置关系图、建筑物立面图和

各类地形要素测量成果编辑而成。

5△2竣工图的分幅可采用正方形或矩形分幅,宜采用 1:500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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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竣工图的各要素符号应符合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 1部分:1∶ 5001∶ 10001∶2000地形图图式》GB/T20257.1-2017的

要求,数据标准应符合《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第 1部分 1∶ 500

1∶ 10001:2000基 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GB/T20258.1ˉ 2019的

要求。

5.8竣工规划比对

5.8.1应根据规划审查要求确定竣工规划比对内容,并形成对

比表。

5。 8.2竣工规划比对合理误差值按所在城市有关管理部门规定

执行。

5.9成果提交

规划竣工测量结束后须归档提交规划竣工测量报告书,主要包

括下列内容 :

1封面(包 括项目名称、编制/测量单位、编制日期 );

2目 录;

3测量说明 (包括项目名称、测区位置、范围、面积、采用的

坐标系、高程基准、作业依据、作业方法、实际精度、允许精度和

需要说明的问题等 );

4建筑物平面位置关系图;

5建筑物立面图;

6规划竣工测量成果汇总表 ;

7竣工图;

8竣工规划比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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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绿地面积测量

6.1一般规定

绿地 面积测量根据 《城市居住 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及我区的相关技

术标准实施,测量计算绿地面积和绿地率。

绿地率是指建设用地的总绿地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率。

绿地率=(用地范围内总绿地面积之和/建设用地面积 )× 100%。

6.2绿地面积测量

包括建设用地范围的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绿

地。

6.3绿地边线测量

宜采用极坐标法测量,可采用网络RTK、 钢尺实量等方法作为

补充。

6.4绿地面积计算规则

1绿地面积计算方法应符合所在城市绿地管理的有关规定 ;

2竣工测量时的绿地面积计算方法应参照工程审批时的绿地

面积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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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入防测量

7.1一般规定

7.1.1建筑工程人防验收核实测量实施前应收集下列资料 :

1人防审核意见书;

2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 (变更审查意见书 )、 施工许可证;

3审 图机构出具的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意见书》;

4施工图设计文件和有关设计变更资料;

5人防竣工图 (平面图应标明人防建筑面积范围线 );

6建设工程设有人防警报控制室的需提供平面图;

7人防竣工测量需要的其它相关资料。

7上2建筑工程人防核实测量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

1每个防护单元的建筑面积和掩蔽面积测量;

2人防地下室顶板底部和室外地坪的高差;

3人防区停车位及非机动车位统计;

4人防掩蔽区不满足净高要求的面积;

5当 人防外墙外侧 10m内 设有天井、下沉式广场、山坡地和下

沉式庭院等较大高差地形时,需测量掩体最小厚度。

7.2人 防建筑面积计算规则

7.2.1人防建筑面积

单建式人防工程建筑面积分为防护区建筑面积和非防护区建

筑面积。附建式人防工程建筑面积以防护区建筑面积为准,非 防护

区建筑面积不计入附建式人防工程建筑面积。

7.2.2防 护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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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区建筑面积由防护区密闭门 (和防爆波活门)相连接的临

空墙、外墙外边缘形成的建筑面积,按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

范》GB/T5o353-2013进 行计算。

7.2.3非人防区中供人防战时使用的竖井、出入口和通道等面

积为各产权人共有面积,不参与分摊。

7.2.4人 防区掩蔽面积是供掩蔽人员、物资和车辆使用的有效

面积。其值为与防护密闭门 (和 防爆波活门)相连接的临空墙、外

墙外边缘形成的建筑面积扣除结构面积和下列各部分面积后的面

积 :

1口 部房间、防毒通道和密闭通道面积;

2通风、给排水、供电、防化和通信等专业设各房间面积 ;

3厕所、盥洗室面积。

7.2.5人防建筑面积计算细则:

1临 空墙体、外墙按外围线计算;

2防护单元间墙体以墙体中间为界,量至墙体厚度的 1/2处 ;

3地面警报控制室建筑面积计算按本规程第4章规定执行。

7.3成果提交

7.3.1成果精度要求:长度取至 0.01m,面 积取至 0.01m2。

7。3.2建筑工程人防验收核实测量结束后须归档提交人防测量

报告书,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

1封面;

2目 录;

3测绘责任人 (包括测绘单位资质等级、资质证书编号、地址、

联系电话及测绘人员姓名和职业资格证书编号等内容 );

4测量说明 (包括时间、委托单位、范围、面积、采用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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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高程基准、作业依据、作业方法、实际精度、允许精度和需要

说明的问题等 );

5建筑工程竣工人防核实成果表;

6人防工程核实测量平面图;

7每个防护单元的建筑面积及掩蔽面积测绘略图;

8地下室埋深与室外地坪高差测量略图;

9人防区车位测量略图;

10其他测量略图。

7.3.3下 列情况实建人防工程建筑面积需要人防主管部门在竣

工验收各案时调整 :

1防护区面积若超规范单元面积限值,按限值计算;

2报建的人防工程未达 5000m2,但竣工实测超过5000￠且没

有配建人防电站的,该超过部分不得计入;

3设置在防护区内,仅为满足地面建筑使用的设各用房等,应

从人防实建面积中扣除 (设计单位需按非人防区标注 );

4其他需要核实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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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果数据要求

8.1成果报告宜按部门分项出具。

8.2数据成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

1测量成果报告书宜提交电子文档,报告内容应符合本规程各

章要求,格式符合本规程附录要求;

2测量成果数据应提交电子文件,数据格式应满足建筑工程测

绘数据库成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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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建筑物平面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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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建筑物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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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单体建筑竣工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报告书

测绘资质∶ ××××××

证书编号∶ ××××××××(自然资源部)

证书编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

××市建设工程

竣工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报告书

工程编号:

建设单位 :

项目名称 :

项目地址 :

核实类型:

×××××××

××××××××××××××

×××××××

×××××××

单体核实

××××年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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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 竣工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报告书 × ×

× ×

× ×

2 数学基础

3 作业技术标准。

4 作业方法及过程⋯⋯. × ×

× ×

× ×

5 核实成果表。

5.1规划条件核实成果表 .

5.2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对比成果表

5.3分层面积计算成果表

5.4建筑空间位置核实成果表

5.5建筑边长、间距、退距核实成果表

附图1:分层平面图

附图2:楼高层高图

附图3:平面位置图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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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竣工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报告书

建设单位 ×××××× 建设性质 新建

项 目名称 ×××××× 规划许可证号 建字第××××××号

工程地址 ××××××
施工红线图

编号
××××××

核实依据

作业依据

核实内容

不按图施

工情况

核实结果

作业时间 年 月 日一 年 月 日 报告编制 年 月 日 电话××××

报告审核 年 月 日 电话×××× 报告审定 年 月 日 电话××××

-52—



2 数学基础

3 作业技术标准

4 作业方法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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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实成果表

5.1规划条件核实成果表

建设单位 ×××××××× 建设用途

项目名称 ×××× 建设结构

建设地址 ××××××××
规划许可证

日期
××××年×月×日

主

要

技

术

经

济

指

标

总建

筑面

丢口
'l'`

(m2)

地上建筑面积(m2)

地下建筑面积(m2)

分类

建筑

面积

(m2)

计容建

筑面积

(W)

不计容

建筑面

积(m2)

机动

车停

车位

('亻
′
)

类型 地 上 地 下 '△.)l~
0I 0I

非机动车停

车位(个 )

地 上

普通车位 地 下

机械车位
汇、总

汇、总

建筑基底面积(m2)
正负零标高

1n

建筑层数
地 上

建筑高度 m
地 下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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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对比成果表

指标名称 审批 核实 核实-审批 差值比率(%) 备注

总建筑面积(m2)

地上建筑面积(mz)

地下建筑面积(m2)

计算容积率面积(m2)

不计算容积率面积(m2)

分类

建筑

面积

(m2)

建筑基底面积(m2)

正负零标高(m)

建筑层数
地 上

地下

建筑高度(m)

机动车停车位(个 )

其中

地

上

普通机动车

机械停车位

地

下

普通机动车

机械停车位

机械占总车位比例

(%)

非机动车停车位(个 )

其 中
地 上

地 下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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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分层面积计算成果表

E:'氵

`厶
隹 I

建筑面

积(m2)

各层分项面积(m2)

主要功能 功能用房及其它 阳|台

总面积(m2)

地上(W)

地下(m2)

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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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建筑空间位置核实成果表

特征点
审批 (米 ) 核实 (米 )

差值 (米 )
X坐标 Y坐标 X坐标 Y坐标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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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建筑边长、间距、退距核实成果表

编 号 审批 (米 ) 核实 (米 ) 差值 (米 ) 表 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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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分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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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楼高层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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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平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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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地下室竣工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报告书

测绘资质: ××××

证书编号:××××XX××(自然资源部)

证书编号:××××××××(住房城乡建设部)

*×市建设工程

竣工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报告书

工程编号

建设单位 :

项目名称 :

项目地址 :

核实类型

××××

××××××××

××××地下室

××××××××

单体核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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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竣工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报告书

2 数学基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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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业技术标准

5 核实成果表⋯⋯

4 作业方法及过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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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规划条件核实成果表

5.2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对比成果表

5.3分层面积计算成果表

5.4建筑空间位置核实成果表

5.5建筑边长、间距、退距核实成果表 ⋯̈⋯⋯.

附图1:分层平面图

附图2:楼高层高图

附图3:平面位置图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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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竣工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报告书

建设单位 ×××××××× 建设性质 新建

项目名称 ××地下室 规划许可证号 建字第×xxx号

工程地址 ××××××××
施工红线图

编号
××××××××

核实依据

作业依据

核实内容

不按图施工

情况

核实结果

作业时间 年 月 日一 年 月 日 报告编制 年 月 日 电话××××

报告审核 年 月 日 电话×××× 报告审定 年 月 日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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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学基础

3 作业技术标准

4 作业方法及过程

-69—



5 核实成果表

5,1规划条件核实成果表

建设单位 ×××××××× 建设用途

项 目名称 ××××地下室 建设结构 框架

建设地址 ××××××××
规划许可证

日期

主

要

技

术
钅R、

岁且二

济

指

标

总建筑

面积

(m2)

地上建筑面积(m2)

地下建筑面积(m2)

分类建

筑面积

(m2)

地下室 计容建

筑面积

(W)

不计容

建筑面

积(m2)

机动车

停车位

('↑
、
)

类型 地 上 地 下
Δ )L
●彐

. 冫l

非机动车

停车位(个 )

地 上

普通

车位
地 下

机械

车位 汇 总

汇 `总

建筑基底面积(m2)
正负零标高

1n

建筑层数
地 上

建筑高度 m
地 下

备

注

— 70-



5.2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对比成果表

指标名称 审批 核实
核实ˉ

审批

差值比率

(%)
备注

总建筑面积(m2)

地上建筑面积(m2)

地下建筑面积(m2)

计算容积率面积(m2)

不计算容积率面积(m2)

分类

建筑

面积

(m2)

地下室

建筑基底面积(m2)

正负零标高(m)

建筑层数
地上

地下

建筑高度(m)

机动车停车位(个)

其中

地

上

普通机动车

机械停车位

地

下

普通机动车

机械停车位

机械占总车位

比侈刂(%)

非机动车停车位(个 )

其 中
地上

地 下

备注

01
-r1-



5.3分层面积计算成果表

匚彐火9

`厶
饣 I

建筑面积

(m2)

各层分项面积(W)

主要功能 功能用房及其它 阳|台

总面积(m2)
地上(m2)

地下(m2)

备注

-72-



5,4建筑空间位置核实成果表

审批 (米 ) 核实 (米 )

特征点
X坐标 Y坐标 X坐标 Y坐标

差值 (米 )

地下室

备注

-73-



5,5建筑边长、间距、退距核实成果表

表 示差值 (米 )审批 (米 ) 核实 (米 )编 号

备注

-7四 一



附图1:分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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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平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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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整体工程竣工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报告书

测绘资质: ××××

证书编号: ××××(自然资源部)

证书编号:××××××××(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程编号

××市建设工程

竣工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报告书

建设单位 :

项目名称 :

项目地址 :

××××××

××××××××××××××

××××××××

××××××××

×××××××××××××××××

核实类型:   建筑工程全面核实

×××刑 丰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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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竣工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报告书 ·⋯ ⋯ ⋯ ·⋯ ⋯ ·⋯ ⋯ ⋯ ⋯ ⋯ ·⋯ ·⋯ ·⋯ ·⋯ ⋯ ·⋯ ·⋯ ⋯ ××

2

3

4

5

数学基础 .⋯⋯ ××

作业技术标准 × ×

× ×

作业方法及过程 ⋯̈⋯⋯⋯⋯⋯⋯⋯⋯⋯⋯⋯⋯⋯⋯⋯⋯⋯⋯⋯⋯⋯⋯⋯⋯⋯⋯⋯⋯⋯⋯⋯⋯̈⋯××

核实成果表、核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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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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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2小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对比成果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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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绿地面积核实成果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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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小区排水核实成果表 ⋯̈⋯̈ ⋯⋯⋯⋯⋯⋯⋯⋯⋯⋯⋯⋯⋯⋯⋯⋯⋯⋯⋯⋯⋯⋯⋯⋯⋯⋯⋯̈⋯⋯⋯·××

5.8小区排水核实成果图 ⋯̈̈⋯⋯⋯⋯⋯⋯⋯⋯⋯⋯⋯⋯⋯⋯⋯⋯⋯⋯⋯⋯⋯⋯⋯⋯⋯⋯⋯⋯⋯⋯⋯⋯××

5,9总平面竣工核实成果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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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竣工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报告书

建设单位 ××××××><×
小区规模

(栋 )

项 目名称 ××××××××
总平面图审

批号
××××

工程地址 ××××××××
净用地面积

(m2)

核实依据

作业依据

核实内容

不按图施

工情况

核实结果

作业时间 年 月 日一 年 月 日 报告编制 年 月 日 电话××××

报告审核 年 月 日 电话×××× 报告审定 年 月 日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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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学基础

3 作业技术标准

4 作业方法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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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核实成果表、核实图

5.1小 区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汇总表

建设单位 ×××××××× 建设性质 新建

项目名称 ××××××××
总平面图审批

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地址 ××××××××
净用地面积

(m2)

主

要

技

术

经

济

指

标

总建

筑面

积
(m2)

地上建筑面积 (m2)

地下建筑面积 (m2)

分类

建筑

面积
(m2)

住宅 公厕

计容建

筑面积
(W)

社 区
房管理用

消防
控制室

物业

管理用房

绿化阳台 地下室 不计容

建筑面

积(m2)
架空层
(绿化)

机动

车停

车泊

位(个 )

类型

油
臼

卜

一

↓
山

 
 

一

地

下
比饣刚

非机动车

停车位
('l′

·
)

地 上

普通车位 地 下

无障碍车位

汇 `总
子母车位

Δ 亠L
●彐| 冫I

绿地面积 (m2) 绿地率
(%)

建筑基底面积 (盯 )
建筑密度

(%)

容积率
小区规模

(栋 )

备

注

-82-



5,2小 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对比成果表

指标名称 审批 核实
核实-

审批

差值
比率%

净用地面积 (m2)

总建筑面积 (m2)

总计容建筑面积 (m2)

总不计容建筑面积 (m2)

其
中

地上建筑面积 (m2)

其
中

计容建筑面积 (m’ )

其
中

住宅

社区管理用房

物业管理用房

公厕

消防控制室

不计容建筑面积 (W)

其
中

绿化阳台

架空层 (绿化 )

地下建筑面积 (m2)

其中

计容建筑面积 (W)

不计容建筑
面积 (m2)

基底面积 (m2)

建筑密度 (%)

容积率

绿地面积 (m2)

绿地率 (%)

机动车总停车数 (辆 )

其 中

机动车地面停车位

机动车地下停车位

其

中

标准车位

无障碍车位

子母车位

非机动车停车数 (辆 )

小区(分期)规模 (栋 )

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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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小 区面积汇总明细表

小区面积汇总明细表

楼号
基底

面积

小区总建筑面积

地上建筑面积 地下建筑面积
计容

建筑面积

不计容

建筑面积

每栋楼

总面积住宅
绿化

阳台

架空层
(绿化 )

社区

管理用房

物业

管理用房
公厕

消防

控制室
地下室

合计

备注

-84-



5,4绿地面积核实成果表

厶由 口

锏 万 绿地类型 绿地面积 (m2) 折算系数
折算后绿地面积

(m2)

合 计

备注

— 85-



5,5机动车停车泊位核实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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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绿地面积核实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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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小 区排水核实成果表

5.7小区排水核实成果表一

起点号 终点号

起点平面位置
(m) 起点

埋深(m)

终点

埋深
(m)

起点

高程
(m)

缌占

高程
(m)

长度
(m)

材质
管径(mm)

备注
X y 审批 核实 差值

-89-



5.7小区排水核实成果表二

接入市政管网位置 雨污混接位置
备注

点号 审批x(m) 审批y(m) 核实x(m) 核实y(m) 差值(m) 」=口 ~

`W、

^f弓
「 X Y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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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小区排水核实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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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总 平面竣工核实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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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地籍测绘报告

编 号 : ××××××××

成 果 号 : ××××××××

地籍测绘报告

宗地 (宗海)代码:××××××××

委托人 :

项目类别 :

项目名称 :

不动产坐落 :

测量员 :

项目负责人 :

技术负责人 :

××××××××

××××××××

××××××××

××××××××

××××××××

××××××××

××××××××

测绘单位 (盖章):××××××××

××××年××月××日

f、 0



ri· =彐

日求

概述

二、要素测量

三、控制点检查表

四、界址点检查表

五、界址点成果表

六、宗地 (海 )图

七、成果确认单

一-9d——



、 概述

任务来源

不动产

简况

测量内容

测量工具

测量技术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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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素测量

控制测量

控制点来源 坐标系统 高程系

控制检查

控制测量

界址测量

界址检查

界址放样

界址测量

其他要素

测量

地物测量

地貌测量

其它测量

图件编制

房屋面积测算

质量评价

r、

'
—

刈 一



控制点检查表
表 1

点号 距离 (M) 纵坐标 (X) 横坐标 (Y) 半径 界桩材质 界址点类型 备注

计算人 检查人

-97-



界址点检查表

表2

点号 距离 (M) 纵坐标 (X) 横坐标 (Y) 半径 界桩材质 界址点类型 备注

计算人 检查人

一̄-98——



界址点成果表
表 3 宗地代码 :

宗地面积:|XⅪoⅨ
点号 距离 (M) 纵坐标 (X) 横坐标 (Y) 半径 界桩材质 界址点类型 备注

计算人
检查人

-̄ 90-~



宗 地 图 单位 :⒒ Ⅱ

制图人:XX

审核人:XX
测绘单位 :XXXXXXXXXXX

测绘日期;XXXX年 XX月 XX日

宗 地代码 :XXXXXXXXXXXXXX

图 幅 号 :XXX-XXX

土地权利人:Ⅲ旺mⅢⅫ

宗地 面积 :XXXXXX

土 地坐落 :XXXXXXXXXXXXX 北

l
l
∧

一-100-

1:XXXX



宗地 (海 )测绘成果信息确认
成果号:××××××

委托人

不动产坐落

测量类别

测绘单位

测绘员

项目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宗地 (宗海 )

代码

图幅号

宗地 (海 )面积

建 (构 )筑物

面积

备注

测量单位 (盖章)××××××××

日期:××××年××月××日

—— 101



附录7房产测绘报告

编
ˉ
号 : ××××××××

成果号:××××××××××

房产测绘报告

宗地 (宗海)代码 :

委托人 :

项目类别 :

项目名称 :

不动产坐落 :

测量员 :

项目负责人 :

技术负责人 :

××××××××

××××××××

××××××××

××××××××

××××××××

××××××××

××××××××

××××××××

测绘单位 (盖章):××××××××

-102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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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构 )筑物建筑面积测量技术说明书

百
豕

切
够来务

述

任

概

`1

2、 不动产简况 :

3、 测量内容 :

4、 测量工具 :

二、测量技术依据

三、房产分户图编制

四、房屋面积测算

五、质量评价

六、房屋面积测算表

七、成果附件:建 (构 )筑物建筑面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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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构 )筑物测绘成果认签表
表 1

委托人
经办人

委托人地址
电话

委托日期
由阝编

不动产坐落

土地用途 房屋占地面积

房屋建筑
总面积

地上水平投影
建筑面积

地下水平投影
建筑面积

地号

图

幅

号

房屋测绘人员签注

计算人 (签名):日 期 :

-105__



建 (构 )筑物状况汇总表

表 2

面积单位:平方米

申请人

不动产坐落

备注附属地下面积建筑面积房屋用途层数结构类型室号部位幢号/门牌号

累计面积 :

本页合计 :

各注:附属地下面积是指附属于某套或某部位的独用地下面积

10低  -̄



建 (构)筑物分套建筑面积计算成果表 (实测)

表 3

面积单位:平方米

附属
地下面积

幢号/门牌号 层次 (实际 ) 室号 户型
建 (构 )筑物

用途 套内面积 分摊系数 分摊面积 建筑面积

本页合计 :

累计面积 :

1^9ˉ
I`丿 / 一 一



测绘单位确认单

委托人

不动产坐落

测量类别

测绘单位

测量员

计算人

项目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宗地 (宗海)

代码

图幅号

宗地 (海 )面积

建 (构 )筑物

面积

各注

1f)p



附录8总平面测旦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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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9人防工程测绘报告封面

人防工程测绘报告
编号:××××××

项目名称 :

项目地址 :

设计单位 :

建设单位 :

委托单位 :

测绘单位 :

测绘时间 :

××××××

××××××

××××××

××××××

××××××

××××××

××××××

测绘单位 (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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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o人防测工成果图表

测绘单位 编制 检查 : 审核 日 期
注 : l按现行政策,人防工程应建面积以地面建筑面积为基准数计算,面积以m2为单位 ;2人防应建面积根据浙江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2o15~12计算 ;3共有面积指为供人防战时使用的门前通道、楼梯间/台阶、电梯间及前室、附属于楼梯或者电梯间的井 (含强弱电井、管道井、通风井等)面

不计通道旁单独形成房间的配电间、电信间等房间面积。抗爆单元指在防空地下室 (或防护单元)中 ,用抗爆隔墙分隔的使用空间。

积 ,

项目名称
地上建筑面积 地上层数 平时功能 宅户 备注

项 目

基本

信息
建设地点 工时 地下建筑面积 地下层数 平时功能地上住宅

建筑面积 互联互通面积
外墙

曲

`1~∶

又
小于 1o米时填写

人防

应建

面积
地上其他

建筑面积

人防其

他要求
防空警报控制室

面积 板坪高差
顶板底面高出室外时

填写
单元编号

建筑

面积

掩蔽

面积

共有

面积
时功

防护

等级
防化等级

抗爆

单元数
口部数量 所在层数 平时功能

停车位

数量 数量
备注防护单元

一兀单
l

由

 
一
一

七̄
ν防

防护单元

兼顾

人防工程

人防

测量

面积

合计

-111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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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1人防工程面积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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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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