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成果规范》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2 年 1 月 28 日，北京测绘学会向中国测绘学会提交了《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成果规范》团体

标准申报书，2022 年 4 月 12 日中国测绘学会发布“2022 年中国测绘学会团体标准（第一批）立项通

知”《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成果规范》项目通过立项审查。 

2、目的意义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推动政府职能深

刻转变，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从国务院到自然

资源部都多次提到“一次委托、联合测绘、成果共享”的政策。同时，国家尚未发布多测合一的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因房屋面积计算等原因，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未能立项，现有行业标准《城市测量规范》

《地籍调查规程》不能完全指导行业内多测合一工作，国内一半以上的省份或省会城市出台了多测合一地

方标准，因此急需制定测绘行业内的社会团体标准，弥补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的空白。本文件规定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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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多测合一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工程规划许可阶段、施工监督阶段、竣工验收阶段各测绘事项

的数据成果要求。适用于除特殊工程和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以外的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

施等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的数据成果生成及建库工作。 

标准的制定可规范多测合一成果类型，扩大数据共享交换力度，节省人力、时间、材料和资金，改善

营商环境；提升测绘成果的专业性、规范性、可靠性、尺度的一致性。标准应用单位为全国测绘单位。 

3、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起草单位： 

北京测绘学会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协作单位：广东南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山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勘测院、广州市城

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测绘中心、武汉市测绘研究院、西安市勘察测绘院、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昆明市测绘研究院、、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杭州市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都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宁市测绘院、西宁市国土勘测规划研究院有

限公司、南宁市自然资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4、主要工作过程 

https://www.so.com/link?m=bEcgKKRqykbEegdip5PcYHcpQOxo%2BuajT7f3AK2bwisGNe0zzUeFJoNMv%2FMfmqrYodr5db4seikr1OzeeiOla8wVOc%2BWgwsUQlgwtJfbKjqZjaGibJ%2Blss%2BIL6x02nXQ6BmTYR%2BO9acz2CfyaCkdw633vAD%2F0fL4nf%2BeYBEScj%2FDc9C9DWXiyHA%3D%3D
https://www.so.com/link?m=bEcgKKRqykbEegdip5PcYHcpQOxo%2BuajT7f3AK2bwisGNe0zzUeFJoNMv%2FMfmqrYodr5db4seikr1OzeeiOla8wVOc%2BWgwsUQlgwtJfbKjqZjaGibJ%2Blss%2BIL6x02nXQ6BmTYR%2BO9acz2CfyaCkdw633vAD%2F0fL4nf%2BeYBEScj%2FDc9C9DWXiyHA%3D%3D
https://www.so.com/link?m=b2nt8bu2X1jJAVGMQC8x7Cmv%2BXE8wOBy70skXNF%2BY2S%2BidPGyATjhPkTG0odxAmx4PfWHIRMDu%2FP%2Ft9PDVq9hU6aQk0ziP3i9BDmUiF4%2BuL4%2BnZCostNrWNNKumIA56ugDV3KZD2tJJm936FKMunNpOHslM40fC9ijHjkeSabrPyAB%2FRqd8s1Ip7VwvQ6VprwkweHJPS8TjgVkI9%2FPqjeLtkViUfWe72xG8bdOQ%3D%3D
https://www.so.com/link?m=bs%2FQ02HsXVAt6HY8r4EN%2BFMchabB3dtBPiKgm0SG2A%2FXwdI6neNSESvAg4uFhRwd1V2y9Saw%2BX0wtiAp6KPi%2Bieu77JRSoqaaj1kXReiD3w5%2B58fL0bj4H0dzSiGM1qPU%2Fj9wOjFg21UtlF%2BSzaMywLmPklSuP%2FeMaN0m4L%2F4J44%3D
https://www.so.com/link?m=bVIjgNn7Fg5GX4Kdv%2BnKi3Mfr%2BZ3tS%2Fj7XEtf2p%2B3dQriMFmjgTfh1lNgUHS6yo%2BmVLQvgFaXJYLGrJzs5aNBBl%2BQqy%2FtFkyUmmzySxsdbe5Ew9xU%2Fl%2Bq%2FzUsgQfyYi9jrl2AwFG8exxUUcSYRTygpXi44KnxZ6fmKnIHI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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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从立项后正式启动，工作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立项开题（2022 年 4 月—2022 年 7 月） 

本标准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提交申请书，2022 年 4 月 1 日经中国测绘学会批准立项，2022 年 7 月 15

日召开启动会，对标准的定位、编制原则、标准大纲、分工原则、时间安排等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 

（2）调研及编制（2022 年 7 月—12 月） 

项目启动会后编制组根据工作计划，开展了充分调研。搜集整理了包括参编单位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多

测合一技术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编制大纲，编制组分别在 7 月 15 日、9 月 7 日，10 月 20 日，12 月

9 日在线召开编委会，依次形成标准文件大纲、第 1 稿、第 2 稿、第 3 稿、第 4 稿，2022 年 12 月 27 日形

成征求意见稿。 

（3）征求意见（2022 年 12 月—2023 月 1 月） 

（4）送审阶段（2023 年 1 月—2023 年 2 月）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标准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2、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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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起草工作，按照政府组织、专家领衔、多方合作、科学制定、恪守质量的原则，严格按照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民政部联合发布的《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的要求组织实施。 

《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成果规范》规定了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工程规划

许可阶段、施工监督阶段、竣工验收阶段各测绘事项的成果数据标准。适用于除特殊工程和交通、水利、

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以外的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的数据成果生成及建库

工作。 

标准编制的基本思路从成果内容要求开始，囊括了成果文件命名原则、成果文件格式、成果数据文件

及组织、成果数据库和元数据管理等多方面内容。是目前多测合一方面对其成果规定较为完整的技术标准。

突出特点是。 

3、标准的结构与内容 

本标准共分为 3 章、9 节,4 个附录、9 个附录节。编制思路逻辑上按照项目阶段进行的先后顺序编排。 

前 2 章是预备知识， 第 1 章是范围，说明本标准内容和适用范围。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名词术

语全部应用《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基本技术要求》内容，本标准不再赘述。 

第 3 章是标准的主体内容，3.1 成果内容要求作了规定；3.2 规定了成果文件命名规则；3.3 是成果

数据格式；3.4 是成果数据文件及其组织；3.5 要素分类与编码原则；3.6 成果数据库；3.7 是元数据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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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结构内容见表 1。 

表 1  规程结构内容一览表 

章 内容 

1 范围 说明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其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表本标准引用到的各类标准 

3 成果数据标准 

3.1 成果内容要求 

3.2 成果文件命名原则 

3.3 成果数据格式 

3.4 成果数据文件及其组织 

3.5 要素分类与编码规则 

3.6 成果数据库 

3.7 元数据管理 

附录 A 要素代码

与名称描述表 

对要素代码、名称、说明进行了定义或规定 

附录 B 空间要素

分层 

B.1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要素分层 

B.2 工程规划许可阶段要素分层 

B.3 施工监督阶段要素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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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竣工验收阶段要素分层 

附录 C 数据结构

定义 

C.1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要素分层 

C.2 工程规划许可阶段要素分层 

C.3 施工监督阶段要素分层 

C.4 竣工验收阶段要素分层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成果标准在广东南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山维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的多项多测合一项目开

发中得到应用，可执行、可操作。标准推出后可实现成果规范、统一便于数据共享交换，产生客观经济效

益。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

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引用和参考了下列标准： 

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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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B/T 19710 地理信息元数据 

2 GB/T 20258.1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比例尺 

行业标准： 

1 CH/T 1036 管线要素分类代码与符号表达 

2 CH/T 1037 管线信息系统建设技术规范 

3 TD/T 1066 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 

目前发布的地标中带有成果规范的有五家：上海、雄安、南京、福建本标准与其对比见表 3 

表 3：本标准与其他 4 家地方标准对比情况 

标准名称 成果样例 数据库结构 组织形式 元数据 文件命名与组织 

本标准 附在基本技术要求 有 建设阶段 有 有 

南京标准 有 有 测绘事项 无 无 

上海标准 有 有 测绘事项 无 无 

雄安标准 有 有 测绘事项 无 无 

福建标准 有 无 测绘事项 无 无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关系 

1、依据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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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成果规范》严格遵守和依据下列法律、法规开展起草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2、依据的国家和行业标准 

本文件引用了下列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 

GB/T 19710 地理信息元数据 

GB/T 20258.1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比例尺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CH/T 1036 管线要素分类代码与符号表达 

CH/T 1037 管线信息系统建设技术规范 

JGJ/T 246 房屋代码编码标准 

TD/T 1066 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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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SGPC XXXX  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基本技术要求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参考了国标、行标和地方法规标准等，确保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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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明确了多测合一成果数据标准，落实了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相关要求，利于统一多测合一

技术标准，保障测绘成果质量和数据共享交换，本标准可作为中国测绘学会推荐性团体标准，本标准无强

制性条文。 

八、贯彻标准的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本标准的实施将在中国测绘学会的指导下，由编制单位组成专家团队，在学会范围内开展 1-2 次

宣贯培训。 

2、标准发布后将在官方网站进行重点内容的解读，同时报送自然资源部信息。 

3、标准发布后，将由中国测绘学会加强对该标准应用实施的检查督导、适时评估其应用效果和效益。 

九、标准提升转化和废止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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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独家垄断等情况。无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