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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主要根据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的相关规定井结台我国目前的测绘成果的生产技术水

平、质量控制水平、检查与验收的现实状况制定。本标准着重考虑测绘成果的检查验收需求。

本标准技术内容的变化主要包括：

依据《测绘资质分级标准》(国家测绘局，2009年)将测绘成果分为10大类，增加房产测绘、海

洋测绘、航空摄影、地理信息系统、地籍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6类成果；

——将“质量特性”修改为“质量元素”；

——将“缺陷”修改为“错漏”，并分为A、B、c、D四类；

——将成果质量错漏分类与质量元素一一对应；

——依据概查和洋查的结果判定批成果质量判定；

——新增如何进行批成果质量等级评定、批成果质量等级核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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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4356—2009

本标准确定了测绘成果质量检查验收与质量评定的方法和要求，规定r测绘成果所具有的质量元

素和错漏的分类以及抽样和检验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按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生产的测绘成果的检查验收和质量评定，监督检验、质量

认定和质量鉴定以及其他测绘成果的检验可参照执行。数字线划图、数字高程模型、数字正射影像l司、

数字栅格地图的检查验收和质量评定执行GB／T 18316 2008。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甘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汀版本均不适用于奉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8316—2008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测绘生产困难类别细则财政部、国家测绘局 1999年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浯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单位成果item

为实施检查与验收而划分的基本单位。

注：大地测量成果中的各级三角点、导线点、GPs点、重力点和水准测段等以“点”或“测段”为单位；像片控制测量成

果以“区域网”、“景”为单位；地形测量、地图编制、地籍测绘等测绘成果的各种比例尺地形圈或影像平面图中以

“幅”为单位；房产面积测算成果以“幢”为单位等。

3．2

批成果Iot

同一技术设计要求下生产的同一测区的、同一比例尺(或等级)单位成果集合。

3．3

批量lot size

批成果中单位成果的数量。

3．4

样本sample

从批成果中抽取的用于评定批成果质量的单位成果集合。

3．5

样本量sampIe size

样本中单位成果的数量。

3．6

全数检查 fuH inspection

对批成果中全部单位成果逐一进行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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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抽样检查 sampling j璐pedi蚰

从批成果中抽取一定数量样本进行的检查。

3．8

质量元素 quality element

说明质量的定量、定性组成部分。即成果满足规定要求和使用目的的基本特性。

注：质量元素的适用性取决于成果的内容及其成果规范，并非所有的质量元素适用于所有的成果。

3．9

质量子元素 quality subeIement

质量元素的组成部分，描述质量元素的一个特定方面。

3．10

检查项 test eⅡtry

质量子元素的检查内容。说明质量的最小单位，质量检查和评定的最小实施对象。

3．11

详查 a¨entry iⅡspeclion

对单位成果质量要求的全部检查项进行的检查。

3．12

概查 some entry inspection

对单位成果质量要求中的部分检查项进行的检查。

注：部分检查项一般指重要的、特别关注的质量要求或指标，或系统性的偏差、错误。

3．13

错漏fault

检查项的检查结果与要求存在的差异。

注：根据差异的程度，将其分为A、B、c、D四类。A类：极重要检查项的错漏，或检查项的极严重错漏；B类：重要检

查项的错褥，或检查项的严重错漏；c类：较重要检查项的错漏，或检查项的较重错漏；D类：一般检查项的轻微

错漏。

3．14

高精度检测 high accura2y test

检测的技术要求高于生产的技术要求。

3．15

同精度检测 same accuracy test

检测的技术要求与生产的技术要求相同。

3．16

简单随机抽样 simple random鼢mple

从批成果中抽取样本时，使每一个单位成果都以相同概率构成样本，可采用抽签、掷骰子、查随机数

表等方法。

3．17

分层随机抽样 ddaminating random sample

将批成果按作业工序或生产时间段、地形类别、作业方法等分层后，根据样本量分别从各层中随机

抽取1个或若干个单位成果组成样本。

4基本规定

4．1 二级检查一级验收

测绘成果质量通过二级检查一级验收方式进行控制，测绘成果应依次通过测绘单位作业部门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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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检查、测绘译位质量管理部门的最终检查和项目管理尊位组织的验收或委托具有资质的质量检验机

构进行质量验收。其要求如下：

a) 测绘单位实施成果质量的过程检查和最终榆查。过程检查采用全数检查。最终检查一般采用

伞数检查．涉及野外检查项的可采用抽样检查(样本量按表d执行)，样本以外的应实施mlp全
数检查。

b)验收一般采用抽样检查，样本量按表4执行。质量检验机构应对样本进行详查，必要时可对样

本以外的单位成果的重要检查项进行概查。

c)各级检查验收工作应独立、按顺序进行，不得省略、代替或颠倒顺序。

d) 晟终检查应审核过程检查记录，验收应审核最终检查记录。审核中发现的问题作为资料质量

错漏处理。

4．2检查验收依据

有关的法律法规，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设计书、测绘任务书、合同书和委托验收文什等。

4．3数学精度检测

4．3．1 图类单位成果高程精度检测、平面位置精度检测及相对位置精度检测，榆测点(边)应分布均匀、

位置明显。检测点(边)数量视地物复杂程度、比例尺等具体情况确定，每幅图般各选取20～50个。

4．3．2按单位成果统计数学精度，困难时可以适当扩大统计范围。

4．3．3在允许中误差2倍以内(含2倍)的误差值均应参与数学精度统计，超过允许中误差2倍的误差

视为粗差。同精度检测时，在允许中误差纠2倍以内(含纠2倍)的误差值均应参与数学精度统计，超过

允许中误差纠2倍的误篮视为粗差。

4．3．4检测点(边)数量少于20时，以误差的算术平均值代替中误差：大于20时．按中误差统计。

4．3．5高精度检测时，中误差计算按式(1)执行。

／∑△；
M一±^J 12}

式中：

JⅥ——成果中误差；

n——检测点(边)总数；

△：一较差。
4．3．6 同精度检测叫，中误差计算按式(2)执行。

M一+ (2)

式中：

M——成果中误差；

n——检测点(边)总数；

厶 较差。

4．4质量等级

样本及单位成果质量采用优、良、合格和不合格四级评定。

测绘单位评定单位成果质量和批成果质量等级。验收单位根据样本质量等级核定批成果质量

等级。

4．5记录及报告

4．5．1 榆查验收记录包括质量问题及其处弹记录、质量统计记录等。记录填写应及时、完整、规范、清

晰．榆验人员和校核人员的签名后的记录禁止更改、增删记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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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最终检查完成后．应编写检查报告；验收r作完成后，应编写检验报告。检杳报告和检验报告随

测绘成果一并归档。

4．6质量问题处理

4，6．1 验收中发现有不符合技术标准、技术设计书或其他有关技术规定的成果时，应及时提出处珲意

见，交测绘单位进行改正。当问题较多或性质较重时，可将部分或令部成果退回测绘单位或部门重新处

理，然后再进行验收。

4．6．2经验收判为合格的批，测绘单位或部门要对验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然后进行复查。经验

收判为不合格的批，要将检验批全部退同测绘单位或部门进行处理，然后再次申请验收。再次验收时应

重新抽样。

4．6．3过程榆查、最终检查中发现的质量问题应改正。过程检查、最终检查I。作中，当对质量问题的判

定存在分岐时，由测绘单位总工程师裁定；验收工作中．肖对质量问题的判定存在分岐时，由委托方或项

目管理单位裁定。

5单位成果质量评定

5．1 质量表征

单位成果质量水平以百分制表征。

5．2质量元素与错漏分类

单位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错漏分类按第8章执行。

5．3权的调整原则

质量元素、质量子元素的权一般不作调整，当检验对象小是最终成果(一个或几个工序成果、某几项

质量元素等)时，按本标准所列相应权的比例调整质量元素的权，调整后的成果各质量元素权之和应为

1．O。

5．4质量评分方法

5．4．1数学精度评分方法

数学精度按表1的规定采用分段直线内插的方法计算质量分数；多项数学精度评分时，单项数学精

度得分均大于60分时，取其算术平均值或加权平均。

表1数学精度评分标准

数学精度值 质量分数

90分≤s<10。分

％士／m】2 rⅢ2’

式巾：

％——允许巾误差的绝对值：
呐～规范或相应技术文件要求的成果中误差；
m。～检测叶J误差(高精度检测时取mz o)。

注1：M 成果中误差的绝对值。

注2：s 质量分数(分数值根据数学精度的绝对值所在区间进行内插)

5，4．2成果质量错漏扣分标准

成果质量错漏扣分标准按表2执行。



表2成果质量错漏扣分标准

GB／T 24356—2009

差错类型 扣分值

A类 42分

B类 12／f分

c娄 4／f分

D类 l／f分

注：一般情况下取j_=l。需要进行调整时，以困难类别为原则．按《测绘生产困难类别细则》进行凋整(平均困难

类别P1)。

5．4．3质量子元素评分方法

a) 数学精度：根据成果数学精度值的大小，按5．4．1的要求评定数学精度的质量分数，即得

到S：。

b)其他质量子元素：首先将质量子元素得分预置为100分，根据5．4．2的要求对相应质量子元素

巾出现的错漏逐个扣分。s。的值按式(3)计算。

S：一100 rdl×(12／f)+n，×(4／f)+“3×(1／f)]⋯⋯⋯⋯⋯⋯⋯⋯(3)

式中：

s：——质量子元素得分；

“，、“。、“，一质量子元素中相应的B类错漏、c类错漏、D类错漏个数；
f 扣分值调整系数。

5．4．4质量元素评分方法

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质量元素得分。s，的值按式(4)计算。

s，一∑(sn×p。)
}l

式中：

s。、s：。——质量元素、相应质量子元素得分；

p。——相应质量子元素的权；

n——质量元素中包含的质量子元素个数。

5．4．5单位成果质量评分

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单位成果质量得分。s的值按式(5)计算：

s一∑(s、，×p．)
I l

式中：

s、s．：—～单位成果质量、质量元素得分；

p，一～相应质量元素的权；

” 单位成果中包含的质量元素个数。

5．5单位成果质量评定

5．5．1 当单位成果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即判定为不台格：

a) 中位成果中出现A类错漏；

b)单位成果高程精度检测、平面位置精度榆测及相对位置精度检测

c) 质量子元素质量得分小于60分。

5．5．2根据单位成果的质量得分，按表3划分质量等级。

任一项粗差比例超过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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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单位成果质量等级评定标准

质量等级 质量得分

优 S≥90分

良 75分≤s<90分

合格 60分≤s<75分

不合格 s<60分

6抽样检查程序

6．1确定样本量

根据检验批的批最按表4确定样本量。

表4批量与样本量对照表

批量 样本量

1～20 3

21～40 j

41～60 7

61～80 9

8l～100 10

10l～120 11

1 21～110 12

]4l～160 13

161～180 14

181～200 l 5

=≥201 分批次提交，批次数应最小．各批次的批量应均匀。

注：当样本量等于或大于批量时，则全数检查。

6．2抽取样本

6．2．1样本应分布均匀。

6．2．2 以“点”、“景”、“幅”、“测段”、“幢”或“区域网”等为单位在检验批中随机抽取样本。一般采用简

单随机抽样，也可根据牛产方式或时间、等级等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6．2．3按样本量，从批成果中提取样本，并提取单位成果的全部有关资料。F列资料按100％提取样

品原件或复印件：

a)项目设计书、专业设计书，生产过程中的补充规定；

b)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及检查记录：

c) 仪器检定证书和检验资料复印件；

d)其他需要的文档资料。

6．3检验

根据测绘成果的内容与特性，分别采用详查和概查的方式进行检验。

6．3．1详查

根据各单位成果的质量元素及检查项，按有关的规范、技术标准和技术设计的要求逐个榆验单位成

果并统计存在的各类差错数量，按照本标准L}I第5章的要求评定单位成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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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概查

概查是指对影响成果质量的主要项目和带倾向性的问题进行的一般性检香，一般只记录A类、B

类错漏和普遍性问题。若概查中未发现A类错漏或B类错漏小于3个时，判成果概查为合格：否则，判

概查为不合格。

6．4样本质量评定

6．4．1 当样本中出现不合格单位成果时，评定样本质量为不合格。

6．4．2全部单位成果合格后．根据单位成果的质量得分，按算术平均方式计算样本质量得分s，按表5

评定样本质量等级。

表5样本质量等级评定标准

质量等级 质量得分

优 5≥90分

良 75分≤s<90分

合格 60分≤S<75分

6．5批质量判定

6．5．1 最终检查批成果质量评定

最终榆查批成果合格后，按以下原则评定批成果质量等级：

a) 优级：优良品率达到90％以上，其中优级品率达到50％以上；

b) 良级：优良品率达到80％以卜，其中优级品率达到30％以七；

c) 合格：未达到上述标准的。

6．5．2批成果质量核定

验收单位根据评定的样本质量等级：核定批成果质量等级。当测绘单位未评定批成果质量等级，或

验收单位评定的样本质量等级与测绘单位评定的批成果质量等级不一致时，以验收单位评定的样本质

量等级作为批成果质量等级。

6．5．3批成果质量判定

6．5．3．1生产过程中，使用未经计量检定或检定不合格的测量仪器，均判为批不合格。

6．5．3．2当详杳和概查均为合格时．判为批合格；否则，判为批不合格。若验收中只实施了详查，则只

依据详查结果判定批质量。

6．5．3．3当详查或概查中发现伪造成果现象或技术路线存在重大偏差，均判为批不合格。

6．6编制报告

检查报告、检验报告的内容、格式按GB／T 18316 2008的规定执行。

7测绘成果种类

测绘成果基本类型分10大类，共42种测绘成果，见表6。

表6测绘成果种类统计表

序号 基本类型 成果种类 总 数

GPs测量，三角测量，导线测量，水准测量，光电测距，天
1 大地测量 8

文测量，重力测量，大地测量it算

2 航空摄影 航空摄影，航空摄影扫描数据，卫星遥感影像 3

摄影测量 像片控制测量．像片调绘，空中三角测量，中小比例尺地
3 5

与遥感 形图，大比例尺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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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续)

序号 基本类型 成果种类 总 数

平面控制测量，高程控制测量(三角高程、GPs拟台高

4 工程测鼍 程)，大比例足地彤图，线路测量，管线测量，变形测量， 9

施工测量．竣工测量，水下地形测量

5 地籍测绘 地籍控制测量．地籍细部测量．地籍图，宗地图 4

房产平面控制测量．房产要素测量，房产图(分幅图、分
6 房产测绘 5

丘图)，房产面积测算，房产簿册

行政区域
7 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1

界线测绘

8 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 1

普通地图的编绘原图、印刷原图，专题地图的编绘原图、
9 地图编制 5

印刷原图，地图集．印刷成品，导航电子地图

10 海洋测绘 海洋测绘 1

8单位成果质量元素及错漏分类

8．1错漏数量确定

本标准所列测绘成果质量错漏分类表中，未注明错漏数量的均为l处(个)。

8．2大地测量

大地测量成果的质量元素及权划分、错漏分类，见表7～表22。

表7 GPs测量成果质量元素及权表 单位：点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l点位中误差与规范及设计书的符台情况
数学精度 O．30

2．边长相对中误差与规范及设计书的符合情况

1．仪器检验项目的齐全性，检验方法的正确性

2．观测方法的正确性，观测条件的合理性

3．G11s点水准联测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4．归心元素、天线高测定方法的正确性

5．卫星高度角、有效观测卫星总数、时段中任一卫星有效观测时间、观测时段

观测质量 0 50 数、时段长度、数据采样间隔、PI"P值、钟漂、多路径效应等参数的规范性

和正确性
数据质量 O 50

6．观测手簿记录和注记的完整性和数字记录、划改的规范性

7．数据质量检验的符合性

8规范和设计方案的执行情况

9．成果取舍和重测的正确性、合理性

1．起算点选取的合理性和起始数据的正确性

2．起算点的兼容性及分布的合理性

计算质量 0 20 3．坐标改算方法的正确性

4．数据使用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5．各项外业验算项目的完整性、方法正确性，各项指标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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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续) 单位：点

质量元素 权 质量于元素 权 检查项

l点位布设及点位密度的合理性

2．点位观测条件的符合情况
选点质量 O．50

3．点他选择的合理性

4．点之记内容的齐全、正确性

点位
0．30

质量
1．埋石坑位的规范性和尺寸的符合性

2．标石类型和标石埋设规格的规范性

埋石质量 0 50 3．标志类型、规格的正确性

4．标石质量，如坚固性、规格等

5．托管手续内容的齐全、正确性

1．点之记和托管手续、观测手簿、计算成果等资料的规整性

整饰质量 O 30 2．技术总结、检查报告格式的规范性

3技术总结、检查报告整饰的规整性

资料质量 O．20

资料
1．技术总结编写的齐全和完整情况

0．70 2．检查报告编写的齐全和完整情况
完整性

3．按上交资料的齐全性和完整性情况

表8 GPs测量成果质量错漏分类表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类

数学精度 精度超限

l原始记录中连环涂改、划改 1．成果取舍、重测不合理 1观测条件掌握不严，不符合 其他

不准划改的观测数据 2．仪器次要技术指标有轻微 规定 轻微

2其他严重的错漏 超限 2．天线高量取方法不正确 的错

3电子记录程序的输出格式不 3．观测记录中的注记错漏 漏

规范 4．其他一般的错漏
观测质量

4时段划分比例轻微超限

5记录修改不符合规定

6．归心元素测定方法不正确

7．仪器参数设置错误，影响计算

8．其他较重的错漏

1．严重的计算错误 1．数据检验后，有关条件不满足 1．不影响成果质量的计算 其他

2．坐标系统错误、起算数据 要求 错误 轻微

错误 2．数据剔除不符台规定 2其他一般的错漏 的错

计算质量 3计算方法错误，采用指标及 3．数字修约严重不符合规定 漏

各类参数错误，计算结果， 4．对结果影响较小的计算错误

分析结论不正确 5其他较重的错漏

4．其他严重的错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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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续)

质量兀素 A类 B类 c类 D类

1．点位条件完全不符合要求 1．漏绘点之记或点之记重要内 1．点之记一般内容漏项，缺项 其他

2．("s剐布设严重不符合设 容错漏 2漏注或错注重要注记或小 轻微

计要求 2．点他选择不合理，有高度角人 数点 4的错
选电质量

3．其他严重的错漏 于15。的障碍物，且水平投影 3选点展点图缺项 漏

．大于60。 4其他一般的错漏

3．其他较重的错漏

1．标石浇注质量、规格严重不 1．匕、下标志中心超限 1．标石规格或浇注不规范 其他

符合规定 2．标志娄型、规格存在明显缺陷 2．标石面埋设倾斜大于10。 轻微

2．标石埋设完全不符合要求 3．标志不符合规定 3标石外部束整饰 的错
埋石质量

3．其他严重的错漏 4．没有点位托管手续或托管手 4．标石埋设或浇注深度不符 漏

续不完备 合要求

5．其他较重的错漏 5．其他一般的错漏

1．成果资料文字、数字错桶较 1．成果资料重要文字、数字错漏 1．成果资料装订及编号错、漏 其他

多，给成果使用造成严重 2．成果文档资料归类、装订不 2．成果资料次要文字、数字 轻微
整饰质量

影响 规整 错漏 的错

2其他严重的错漏 3．其他较重的错谝 3其他一般的错漏 漏

1．缺主要成果资料 1．缺成果附件资料 1．无成果资料清单，或成果资 其他

资料
2．其他严重的错漏 2．缺技术总结或检查报告 料清单不完整 轻微

3．上交资料缺项 2．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内容 的错
完整性

4．其他较重的错漏 乐全 漏

3．其他一般的错漏

表9三角测量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重表 单位：点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植查项

1．最弱边相对中误差符合性

数学精度 0 30 2．最弱点中误差符合性

3．测角中误差符合性

】．仪器检验项目的齐全性、检验方法的正确性

2．各项观测误差的符合性

3．归心元素的测定方法、次数、时间及投影偏差情况，觇标高的测定方法及

观测
量取部位的正确性

数据质量 0 50 0 40 4．水平角的观测方法、时『日J选择、光段分1布，成果取舍和重测的合理性和正
质量

确性

5．天顶距(或垂直角)的观测方法、时问选择。成果取舍和重测的台理性和

正确性

6．记簿计算正确性、注记的完整性和数字记录、划改的规范性

]．外业验算项目的齐全性，验算方法的正确性

计算质量 O 30 2．验算数据的正确性及验算结果的符合性

3．已知三角点选取的合理性和起始数据的正确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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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续) 单位：点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l点位密度的合理性

2．点位选择的合理性

选点质量 O 50 3．锁段图形权倒数值的符合性

4．展点图内容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5．点之记内容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点位质量 0 30

l觇标的结构及橹柱与视线关系的合理性

2．标石的类型、规格和预制的质量情况
埋石质量 0．50

3．标石的埋设和外部整饰情M

4．托管手续内容的齐全性和正确性

1．选点，埋石及验算资料整饰的齐全性和规饕性

2．成果资料整饰的规整性
整饰质量 ()．30

3．技术总结整饰的规整性

4．检查报告整饰的规整性
资料质量 0．20

资料
1．技术总结内容的齐全性和完整性

0 70 2检查报告内容的齐全性和完整性
全面性

3．上交资料的齐全性和完整性

表10三角测■成果质量错漏分类表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类

1．点位中误差超限

数学精度 2．测角中误差超限

3．最弱边相对中误差超限

1．测站观测中误差超限 1成果取舍、重测不合理 1观测条件掌握不严，不符合 其他

2三角形闭合差超限 2．仪器次要技术指标有轻微 规定 轻微

3投影方法及¨心元素量取 超限 2．不影响成果质量的计算 的错

观测质量 错误 3．光段比例轻微超限 错误 漏

4其他严重的错桶 4．记录划改小符合规定 3．观测记录中影响成果质量

5其他较蕈的错漏 的注记错漏

4．其他般的错漏

1验算项目缺顶 1．验算过程资料不牟 1．不影响成果质量的计算 其他

2．严重影响成果质量的计算 2．数据取位不合要求 错误 轻微

错误 3．极条件自由项超限小于或等 2．其他·般的错漏 的错

3．极条件自由项超限大 于5％ 漏
计算质量

于5％ 4．对结果影响较小的计算错误

4．基线条件自由项超限 5其他较重的错漏

5方位角闭台差超限

6其他严重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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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续)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娄

1漏绘点之记 1．点之记内容漏项、缺项 其他

1．点位条件完全不符合要求
2．点位选择不合理，极不利于扩 2谲注或错注重要注记或小 轻微

选点质量 展和观测 数点 的错
2．其他严重的错漏

3其他较重的错漏 3选点展点图缺项 漏

4．其他一般的错漏

1．标石规格严重不符合规定 1．E、下标志中心超限 1，标石规格或浇注不符台 其他

2标石埋没完全不符台要求 2．标志类型、规格存在明显缺陷 2标石埋设倾斜大干10。 轻微

3其他严重的错漏 3．没有点位托管手续或托管手 3标石外部未整饰 的错
埋石质量

续不完备 4其他一般的错谒 漏

4．标志不符合规定

5．其他较重的错漏

1．成果资料文字、数字错漏较 1．成果资料重要文字、数字错漏 1．成果资料装订及编号错1漏
其他

多．给成果使用造成严重 2．成果文档资料归类、装订不 2．成果资料次耍文字、数字
轻微

整饰质量 的错
影响 规整 错漏

2．其他严重的错漏 3其他较重的错漏 3，其他一般的错漏
漏

1缺主要成果资料 1．缺成果附件资料 1．无成果资料清单，或成果资 其他

资料
2其他严重的错漏 2．缺技术总结或检查报告 料清单不完整 轻微

3．上交资料缺项 2．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内容 的错
完整性

4．其他较莺的错漏 不全 漏

3．其他一般的错漏

表11 导线测量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重表 单位：点

质量元索 枉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1．点位中误差符合性

2．边长相对精度符合性
数学精度 0 30

3．方位角闭合差符合性

4，测角中误差符台性

1．仪器检验项目的齐今性，检验方法的正确陛

2．备项观测误差的符合性

3．归心元素的测定方法、次数、时间厦投影偏差情况，觇标高的测定方法及

量取部位的正确性

数据质量 0 50 观测质量 0．40 4水平角和导线测距的观测方法、时间选择、光段分布．成果取舍和首测的

合理性和正确性

5．天顶距(或垂直角)的观测方法、时间选择．成果取舍和重测的合理性和

正确性

6．记簿计算正确性、注记的完整性和数字记录、划改的规范性

1．外业验算项目的齐全性，验算方法的正确性

2．验算数据的正确性及验算结果的符合性
i{卜算质量 0．30

3．已知三角点选取的合理性和起始数据的正确性

4．上交资料的齐全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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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续) 单位：电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1．导线网网形结构的合理性

2．点位密度的合理性

3．点位选择的合理性
选点质量 0 50

4．展点圈内容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点位
5．点之记内容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0．30 6．导线曲折度
质量

1．觇标的结构搜橹柱与视线关系的合理性

2．标石的类型、规格和预制的规整性
埋石质量 O 50

3．标石的埋设和外部整饰

4．托管手续内容的齐全性和正确性

1．选点、埋石及验算资料整饰的齐全性和规整性

2成果资料整饰的规整性
整饰质量 0．30

3．技术总结整饰的规整性

4检查报告整饰的规整性
资料质量 O．20

L．技术总结内容的齐全性和完整性

资料完整性 O．70 2检查报告内容的齐全性和完整性

3．上交资料的齐全性和完整性

表12导线测量成果质量错漏分类表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类

1点位中误差超限

2．边长相对中误差超限
数学精度

3．测角中误差超限

4．方位角闭合差超限

1．测站观测中误差超限 1成果取舍、重测不合理 1．观测条件掌握不严，不符合 其他

2导线曲折度超限 2．仪器次要技术指标有轻微 规定 轻微

3投影方法及归心元素量取 超限 2．不影响成果质量的计算 的错

观测质量 错误 3光段比例轻微超限 错误 漏

4．其他严鼋的错漏 4记录划改不符合规定 3．观测记录中影响成果质量

5其他较重的错漏 的注记错漏

4其他一般的错糯

l验算项目缺项 1．验算过程资料不全 1．不影响成果质量的计算 其他

2．导线各条件自山项超限 2数据取位不合要求 错误 轻微

3方位角条件闭合差超限 3影响成果质量的计算错误 2．其他·般的错漏 的错
计算质量

4严重影响成果质量的计算 4对结果影响较小的计算错误 漏

错误 5其他较重的错漏

5．其他严重的错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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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续)

质量元素 A炎 B类 c类 D类

1．点位地质、地理条件极差， 1．漏绘点之I己 1．点之记内容漏项、缺项 其他

极不利十保护、稳定和观测 2．点位选择不合理，不利于扩展 2．漏注或错注重要注记或小 轻微

选点质量 2．其他严真的错漏 和观测 数点 的错

3．点位密度不合理 3．选点展点图缺项 漏

4．其他较重的错漏 4其他一般的错漏

1．标石规格严重不符合规定 1．上、下标志中心超限 1．标石规格或浇注不规范 其他

2，标石埋设完全不符合要求 2标志类型、规格存在明显缺陷 2．标石倾斜大于10。 轻微

3其他严重的错漏 3．标志不符合规定 3．标石外部未整饰 的错
埋石质量

4．投有点位托管于续或托管手 4．标石埋设或浇注深度不符 漏

续不完备 合要求

5．其他较重的错偏 5．其他～般的错漏

】成果资料文字、数字错漏较 l成果资料重要文字、数字错漏 】．成果资料装订及编号错、漏 其他

多，给成果使用造成严重 2．成果文档资料归类、装订不 2．成果资料次要文字、数字 轻微
整饰质量

影响 规整 错漏 的错

2其他严重的错漏 3．其他较重的错漏 3．其他～般的错漏 漏

1．缺主要成果资料 l成果附件资料缺失 1．无成果资料清单，或成果资 其他

资料
2其他严重的错漏 2．缺技术总结或检查报告 料清单不完整 轻微

3其他较重的错漏 2．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内容 的错
完整性

不全 漏

3．其他～般的错漏

表13水准测量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重表 单位：测段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

检查项

1．每公里偶然中误差的符合性
数学精度 0 30

2．每公里全中误差的符台性

l测段、区段、路线闭合差的符台性

2仪器检验项目的齐全性、检验方法的正确性

3．测站观测误差的符合性

4．对已有水准点和水准路线联测和接测方法的正确性
观测质量 0．40

5．观测和检测方法的正确性
数据质量 O 50

6．观测条件选择的正确、台理性

7．成果取舍和重测的正确、台理性

8．记簿计算正确性、注记的完整性和数字记录、划改的规范性

1．环闭合差的符合件

计算质量 O 30 2．外业验算项目的齐全性，验算方法的正确性

3已知水准点选取的台理性和起始数据的正确性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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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续) 单位：测段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1．水准路线布设及点位密度的合理性

2．路线图绘制的正确性
选点质量 O 50

3．点位选择的合理性

点位质量 0 30
4．点之记内容的齐全、正确性

●

l标石类型的正确性

埋石质量 O．j0 2标石埋设规格的规范性

3．托管手续内容的齐全、正确性

1．观测、计算资料整饰的规整性

2．成果资料的整饰规整性
整饰质量 O 30

3．技术总结整饰的规整性

4．检查报告整饰的规整性
资料质量 0 20

资料
1．技术总结内容的齐全性和完整性

O．70 2检查报告内容的齐全性和完整性
全面性

3上交资料的齐全性和完整性

表14水准测量成果质量错漏分类表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类

1．每公里全中误差超限

数学精度 2每公里偶然中误差超限

3．其他重要精度指标超限

1．测段、区段、路线高差不符 l成果取舍、重测不合理 l原始数据划改不规范 其他

值超限 2．仪器、标尺测前、测后和过程 2．对结果影响较小的计算 轻微

2．原始记录中连环涂改或划 检验，次要技术指标超限 错误 的错

改“毫米” 3．仪器检验项目缺项 3．原始观测记录中的注记 捅

3．上、下午重站数比例严重 4．上、下午重站数比例轻微超限 错漏
观测质量

超限 5．仪器、标尺测前、测后和过程 4．观测条件掌握不严，不符合

4接测点未按要求进行榆测 未按要求进行检验 规定

5．未按要求观测 6．其他较重的错漏 5．其他一般的错捅

6闭合差超限

7．其他严重的错混

1．改正项目不全 1．外业验算项目缺项 1．数字修约不规范 其他

2．验算方法不正确 2．对结果影响达mm级的计算 2其他一般的错漏 轻微

3．对结果影响达cn，级的计 错误 的错

计算质量 算错误 3．其他较重的错漏 漏

4．观测成果果用不正确

5．环线闭合差超限

6．其他严重的错谝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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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续)

质量元素 A娄 B粪 c类 D类

1．点位地质、地理条件极差， 1．点位地理、地质条件不利于保 l水准路线图、水准路线结点 其他

极不利于保护、稳定和观测 护、稳定和观测 接测图错漏 轻微

2．其他严重的错漏 2瀛绘点之记或点之记重要内 2．点之记中一般项目内容错 的错
选点质量

容错漏造成无法使用 误或缺项 糯

3．点位密度不合理 3．其他一般的错漏

4．其他较重的错漏

1．标石规格极不符合规定 1．标石规格不符合规定 1标石外部整饰不规范 其他

2标石严重倾斜 2．标石倾斜较大 2．指示盘或指示碑不规整 轻微

3．标志严重不符合规定 3．标志不符合规定 3标石规格或浇注不规范标 的错

1．现场浇注标石未使用模具 4标石埋设或浇注深度不符合 石略有倾斜 漏
埋石质量

(非岩石类) 要求 4．其他一般的错漏

j其他严重的错漏 5没有点位托管手续或托管手

续不完备

6．其他较重的错捅

1．成果资料文宁、数字错漏较 1．成果资料重要文字、数字错漏 1．成果资料装订及编号错、漏 其他

多，给成果使用造成严_重 2．成果文档资料归类、装订不 2．成果资料次要文字、数字 轻微
整饰质量

影响 规整 错漏 的错

2．其他严莺的错漏 3．其他较重的错漏 3．其他一般的错漏 捅

1．缺主要成果资料 1．缺成果附件资料 l无成果资料清单，或成果资 其他

资料
2．其他严重的错漏 2缺技术总结或检查报告 料清单不完整 轻微

3．上交资料缺项 2．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内容 的错
完整性

4．其他较重的错漏 不全 漏

3．其他一般的错漏

表15光电测距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重表 单位：条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数学精度 O 30 边长精度超限

1．仪器检验项目的齐全性，检验方法的正确性

2．记簿计算正确性、注记的完整性和数字记录、划改的规范性

3．归心元素测定方法的正确性“及测定时间和投影偏差情况

4．测距边两端点高差测定方法正确性及精度情况
观测质量 0．40

5．观测条件选择的正确，光段分配的合理性，气象元素测定情况

数据质量 0 70 6成果取舍和重测的正确、合理性

7．观测误差与限差的符合情况

8．外业验算的精度指标与限差的符合情况

1．外业验算项目的齐全性

2外业验算方法的正确性
汁算质量 0 30

3．验算结果的正确性

4．观测成果采用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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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续) 单位：条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1．观测、计算资料整饰的规整性

2．成果资料整饰的规整性
整饰质量 0．30

3．技术总结整饰的规整性

4．检查报告整饰的规整性
资料质量 O 30

资料
1．技术总结内容的齐全性和完整性

O 70 2检查报告内容的齐全性和完整性
全面性

3上交资料的齐全性和完整性

表16光电测距成果质量错漏分类表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I)类

1测回差、往返差、不同时段差

数学精度 边长精度超限 超限

2．其他较重的错诵

1．测量仪器测前、测后和过程 1．成果取舍、重测不合理 1．数字修约不规范 其他

检验主要技术指标超限 2．仪器次要技术指标有轻微 2．观测记录中的原始注记 轻微

2．测距边两端点高差测定 超限 错漏 的错

错误 3．’光段分配不合理 3其他一般的错漏 漏

观测质量 3．归心元素测定错误 4．观测条件掌握不严

4．原始记录中连环涂改、划改 5．气象数据不合理划改

观测数据或修改“毫米”级 6．其他较重的错漏

数据

5．其他严重的错漏

1．验算方法错误 1．对结果影响较小的计算错误 1．数字修约不规范 其他

2．原始观测成果采用错误 2．验算项目缺项 2．小影响结果的计算错误 轻微

计算质量 3．验算结果错误 3仪器检验项目缺项 3．其他一般的错漏 的错

4．严重影响结果的计算错误 4．其他较重的错漏 漏

5．其他严重的错漏

1．成果资料文字、数字错漏较 l成果资料重要文字、数字错漏 1．成果资料装订及编号错漏 其他

多，给成果使用造成严重 2成果文档资料归类、装订不 2成果资料次要文字、数字 轻微
整饰质量

影响 规整 错漏 的错

2．其他严重的错漏 3．其他较重的错漏 3其他一般的错漏 漏

1．缺成果附件资料
I．无成果资料清单．或成果资

其他

资料 1．缺主要成果资料 2．缺技术总结或检查报告
料清单不完整

轻微

完整性 2．其他严重的错漏 3．上交资料缺项
2．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内容

不全
的错

4．其他较重的错漏 漏
3其他一般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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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天文测量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重表 单位：点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数学
1．经纬度中误差的符合性

O．30 2．方位角中误差的符合性
精度

3．正、反方位角之差的符合性

1．仪器检验项目的齐全性，检验方法的正确性

2．记簿计算正确性、注记的完整性和数字记录、划改的规范性

3．归心元素测定方法的正确性

观测 4．经纬度、方位角观测方法的正确性
0．40

数据质量 0 50
质量 5观测条件选择的正确、合理性

6．成果取舍和重测的正确、合理性

7．各项外业观测误差与限差的符合性

8．各项外业验算的精度指标与限差的符合性

1．外业验算项目的齐全性

计算 2．外业验算方法的正确性
O．30

质量 3．验算结果的正确性

4．观测成果采用正确性

选点
0．30 点位选择的合理性

质量

点位
O．30

1．天文墩结构的规整性、稳定性
质量 埋石

O 70 2．天文墩类型及质量符合性
质量

3．天文墩埋设规格的正确性

1．观测、计算资料整饰的规整性

整饰 2．成果资料整饰的规整性
0 30

质量 3．技术总结整饰的规整性

4．检查报告整饰的规整性
资料质量 O．20

资料
1．技术总结内容的齐全性和完整性

O．70 2．检查报告晦窑的齐全性和完整性
全面性

3．匕交资料的齐全性和完整性

表18 天文测量成果质■错漏分类表 单位：点

质量元素 A类 B娄 (：货 D粪

1经纬度中误差超限

数学精度 2．方位角中误差超限

3．正反方位角之差超限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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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续) 单位：点

质量元素 A娄 B类 c类 D娄

1．测量仪器测前、测后和过程 1．成果取舍、重测轻微不合理 1．数字修约不规范 其他

检验主要技术指标超限 2．仪器次要技术指标有轻微 2．观测记录中的原始注记 轻微

2．测前、测后人仪差超限 超煨 错漏 的错

3天文经纬度观测中有救星 3日夜测比例轻微超限 3．其他一般的错漏 漏

对数、杈数不够 4观测条件掌握不严

4．方位角观测中成果取舍、重 5．归心元素测定时间不合理

测数超限、补测、日夜测比 6．其他较重的错褊
观测质量

例极不合理

5．原始记录中连环涂改、划改

观测数据或修改“秒”及以

下数据

6．采用仪器各项常数错误

7．归心元索测定错误

8．其他严露的错漏

1．验算方法错误 1对结果影响较小的计算错误 1数字修约不规范 其他

2，原始观测成果采用错误 2．验算项目缺项 2不影响结果的计算错误 轻微

计算磺量 3验算结果错误 3．仪器检验项目缺项 3．其他一般的错漏 的错

4严重影响结果的计算错误 4．其他较重的错漏 漏

5．其他严重的错漏

1．点位条件严重不满足要求 1．点位环境对观测有轻微 其他

2．其他严重的错漏 影响 轻微
选点质量

2．其他一般的错漏 的错

漏

1．天文墩规格不符合规定 1．天文墩建造不规范 1．天文墩外部整饰不规范
其他

埋石质量 2标志埋设不稳定 2．标志娄型、规格明显缺陷 2．其他一般的错漏
轻微

的错
3其他严重的错漏 3．其他较重的错操

漏

1．成果资料文字、数字错漏较 l成果资料重要文字、数字错漏 1．成果资料装订及编号错漏 其他

多，给成果使用造成严蓖 2．成果文档资料归类、装订不 2．成果资料次要文字、数字 轻微
整饰质量

影响 规整 错漏 的错

2．其他严重的错漏 3．其他较重的错漏 3其他·般的错漏 漏

1．缺主要成果资料 1．缺成果附件资料 1．无成果资料清单，或成果资 其他

资料
2．其他严重的错漏 2．缺技术总结或检查报告 料清单不完整 轻微

3．上交资料缺项 2．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内容 的错
完整性

4．其他较重的错漏 不全 漏

3．其他一般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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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重力测量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重表 单位：点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畚项

1．重力联测中误差符合陆

数学精度 0．30 2莺力点平面位置中误差符合性

3重力点高程中误差符合性

1仪器榆验项目的齐全性、检验方法的正确性

2重力测线安排的合理性，联测方法的正确性

3．重力点平面坐标和高程测定方法的正确性

观测质量 O 40 4．成果取舍和重测的正确，合理性
数据质量 O．50

5．记簿计算止确性、注记的完整性和数字记录、划改的规范性

6．外业观测误差与限差的符台性

7外业验算的精度指标与限差的符合性

1．外业验算项目的齐全性

2．外业验算方法的正确性
计算质量 O 30

3重力基线选取的台理性

4起始数据的正确性

1．重力点布设位密度的合理性

选点质量 0．50 2重力点位选择的合理性

3点之记内容的齐全、正确性

点位质量 0 30

l标石类刊的规范性和标石质量情况

2标石埋设规格的规范性
造埋质量 0 50

3照片资料的齐全性

4．托管手续的完整性

1．观测、计算资料整饰的规整性

2成果资料整饰的规整性
整饰质量 O．30

3技术总结整饰的规整性

4检查报告整饰的规整性
资料质量 0 20

1．技术总结内容的全面性和完整性

资料完整性 0 70 2．检查报告内容的全面性和完整催

3．上交成果资料的齐全性

表20重力测量成果质量错漏分类表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娄 D类

l重力联测中误差超限

2．重力点平面位置中误差
数学精度

超限

3．莺力点高程中误差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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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I)类

1．测前、测后和过程检验主要 1测线安排不舍理 1．数字修约不规范 其他

技术指标超限 2．成果取舍、重测不合理 2．对结果影响较小的计算 轻微

2原始记录中连环涂改、划改 3．仪器次要技术指标有轻微 错误 的错

观测质量 一次性观测数据 超限 3．观测记录中的注记错漏 漏

3原始记录中修改“秒”、“毫 d．观测条件掌握不严 4．其他一般的错漏

米”或“毫伽” 5其他较重的错漏

4．其他严重的错诵

1．改正项目不全 1．对结果影响较小的计算错误 1数字修约不规范 其他

2．验算方法不正确 2．外业验算项目缺项或仪器检 2对结果影响较小的计算 轻微

3．验算结果不正确 验项目缺项 错误 的错
计算质量

4．观测成果采用不正确 3．其他较重的错漏 3其他一般的错捅 漏

5．严重的计算错误

6．其他严重的错漏

1．点位地质、地理条件极差， 1．点位地理、地质条件不利于保 l水准路线图、水准路线结点 其他

极不利于保护、稳定和观测 护、稳定和观测 接测图错漏 轻微

选电质量 2其他严重的错漏 2．漏绘点之记 2点之记中一般项日内容错 的错

3．点位密度不合理 误或缺项 漏

4．其他较重的错漏 3其他一般的错埽

l标石规格极小符合规定 1．标石规格不符合规定 1标石外部整饰不规范 其他

2．标石严重倾斜 2．标石倾斜较大 2标石规格或浇注不规范标 轻微

3．标志严重不符合规定 3标志不符合规定 石略有倾斜 的错

4．现场浇注标石未使用模具 4标石埋设或浇注深度不符台 3．其他一般的错漏 漏
造埋质量

(非岩石类) 要求

j．其他严重的错漏 5．没有点位托管手续或托管手

续不完备

6其他较重的错漏

】．成果资料文字、数字错漏较 l成果资料重要文字、数字错漏 1．成果资料装订及编号错、祸 其他

多，给成果使用造成严重 2．成果文档资料归类、装订不 2．成果资料次要文字、数字 轻微
整饰质量

影响 规整 错漏 的错

2其他严重的错漏 3其他较重的错漏 3．其他一般的错漏 漏

1．缺主要成果资料 1．缺成果附件资料 1．无成果资料清单，或成果资 其他

资料
2．其他严重的错稍 2缺技术总结或检查报告 料清单不完整 轻微

3上交资料缺项 2．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内容 的错
完整性

4．其他较重的错漏 不全 漏

3．其他一般的错漏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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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大地测量计算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重表 单位：按所计算成果的单位

质量元素 权 质量于元素 权 检查项

1．采用基准的正确性

数学 2平差方案及计算方法的正确、完备性
0．30

模型 3．平差图形选择的台理性

4．计算、改算、平差、统计软件功能的完备性

1．外业观测数据取舍的合理、正确性
成果正确性 O．70

2．仪器常数及检定系数选用的正确性

3．相邻测区成果处理的合理性

计算正确性 O．70 4．计量单位、小数取舍的正确性

5起算数据、仪器检验参数、气象参数选用的正确性

6计算图、表编制的合理性

7各项计算的正确性

1．各种计算资料的规整性

2成果资料的规整性
整饰质量 O．30

3．技术总结的规整性

成果
4检查报告的规整性

O．30
完整性

1．成果表编辑或抄录的正确、全面性

2．技术总结或计算说明内容的全面性
资料完整性 O．70

3．精度统计资料的完整性

4．上交成果资料的齐全性

表22大地测量计算成果质量错漏分类表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类

1．计算方法、公式错误
数学模型

2采用基准或起算数据错误

1．计算精度低，变形较大 1．平差图形或资料的选用不 1数字修约不规范 其他

计算正
2．原始资料采用不正确 舍理 2其他一般的错漏 轻微

3．严重的计算错误 2．接边处理不合理 的错
确性

4．其他严重的错漏 3．对结果影响较小的计算错误 漏

4．其他较重的错漏

1．成果资料文字、数字错漏较 1．成果资料重要文字、数字错漏 1．资料装玎及编号错漏 其他

多，给成果使用造成严重 2成果文档资料归类、装订小 2．成果资料次要文字、数字 轻微

影响 规整 错漏 的错
整饰质量

2．其他严重的错漏 3成果表中点名错漏 3．成果表中控制点精度等级 漏

4其他较重的错漏 或同幅注记错漏

4．其他一般的错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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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元素 A类 B娄 c类 D类

1．缺主要成果资料 1．成果附件资料缺失 1无成果资料清单，或成果资 其他

资料
2．其他严重的错漏 2．计算说明原则性错误 料清单不完整 轻微

3．缺技术总结或检查报告 2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内容 的错
完整性

4．其他较重的错漏 不全 稍

3其他一般的错漏
‘

8．3航空摄影

航空摄影各种成果的质量元素、权、错漏分类，见表23～表28。

表23 航空摄影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重表 单位：片

权
质量元素 检查项

A B

1．航摄设计
6．航迹

2．像片重叠度(航向和旁向)
7．航线弯曲度

飞行质量 0 40 0 30 3最大和最小航高之差
8边界覆盖保证

4旋偏角
9．像点最大位移值

5像片倾斜角

1．最大密度D⋯‘ 5．冲洗质量

2．最小密度矾。 6．影像色啁
影像质量 0．40 0 30

3．灰雾密度D0 7影像清晰度

4．反差(△D) 8框标影像

数据质量 O 20 1_数据完整性 2．正确性

1．摄区完成情况图、摄区分区图、分区航线结合图、摄区分区航线及像片结合图、航

摄鉴定表的完整、正确性

2航摄仪技术参数检定报告的正确性

附件质量 0 20 3航摄仪压平检测报告的正确性

4．各类注记、图表填写的完整、正确性

5．航摄胶片感光特性测定及航摄底片冲洗记录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6．成果包装

注：A——常规航空摄影；H——GPS(或IMU／DGPS)辅助空中三角测量、数字航空摄影。

表24航空摄影成果质量错漏分类表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娄 D类

1．航摄设计不符台《航摄合 1．飞行质量中检查项任一项超 1．飞行质量中检查项任意项 其他

同》或规范的相关规定 限致使下工序作业困难 超限但对下工序质量影响 轻微

2．像片重叠度。像点最大位移 2．其他较熏的错漏 较小 的错
飞行质量

值、边界覆盖保证等任一项 2．其他一般的错漏 漏

超限，致使下工序无法作业

3其他严重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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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续)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娄

1．框标影像不清，致使下工序 1．外观质量差(即云、云影、黄 1．外观质量(即云．云影、黄 其他

无法作业 迹、划痕、折伤、脱胶等)，影响 迹、划痕、折伤、脱胶等)较 轻微

2影像质量中灰雾密度D。、 影像质量 差，轻微影响影像质量 的错

最大密度D。⋯最小密度 2．目视底片其影像不清晰、层次 2．目视底片其影像欠清晰、层 漏

D。⋯反差(△D)等任一项 感差、色调差、反差太小或太 次感较差、色调较差、反差

严重超限，致使重要影像元 大使难以辨认与摄影比例足 较小使不易辨认与摄影比

素大面积损失，严重影响成 相适应的细小地物影像或较 例尺相适应的细小地物

影像质量 图质量 难建立清晰的立体模型 影像

3．非终年积雪地区底片存在 3其他较重的错漏 3．其他一般的错诵

较大面积的积雪，致使地

物、地貌无法判读和测绘

4．底片存在夫面积阴影、云

影、划痕、折伤、脱胶等，严

重影响影像质量

5．其他严重的错漏

】．数据无法读出或数据丢失 l航摄飞行记录单不完整 1．GPs摄站坐标计算不完整 其他

或数据解算不正确等，造成 2．航摄分析观测数据预处理结 2 IMU／DGPs像片外方位元 轻微

无法使用 果分析表不完整 素成果不完整 的错

2其他严重的错漏 3．上交的观测数据不完整 3．IMU／DGPs数据处理精度 诵

4．上交数据格式不符合要求 不舍要求

5．数据不能进行DGPs解算 4．其他一般的错福

数据质量 6数据不能解算出GPs摄站

坐标

7．检校场布设及测量精度不满

足要求

8．基站布设及测量精度不满足

要求

9．其他较重的错漏

1．航摄仪、GI’s(或DGPs)设 l上交资料(像片索引图、航摄 1．注记、包装、整饰及各类注 其他

备、IMU设备中任意项未 鉴定表等)与规定不符 记错误 轻微

按规定检定 2．注记、包装、整饰不符合要求 2其他一般的错漏 的错

2．仪器检定技术参数不符合 3．图、表填制错误 漏
附件质量

规定要求 4．其他较重的错漏

3．无航摄鉴定表、底片压平报

告、密度测定报告

4．其他严重的错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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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航空摄影扫描数据质量元素及权重表 单位：片

质量元素 权 检查项

1．影像分辨率的正确性

2．影像色调是否均匀、反差是否适中

影像质量 0 40 3．影像清晰度

4．影像外观质量(噪声、云块、划痕、斑点、污迹等)

5．框标影像质量

1．原始数据正确性

数据正确性 2．文件命名、数据组织和数据格式的正确性、规范性
O 50

和完整性 3存储数据的介质和规格的正确性

4数据内容的完整性

附件质量 O 10 1．元数据文件正确性、完整性 2．上交资料齐全性

表26航空摄影扫描数据质量错满分类表 单位：片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类

1．影像分辨率低于规定值 1．影像质量差，致使要索密集地 1影像质量差，致使要素密集 其他

2．影像质量差，致使框标无法 区影像损失超过5％ 地区影像损失超过1％ 轻微

判读或要素密集地区影像 2外观质量差(噪声、污迹、划 2．外观质量较差(噪声、污迹、 的错
影像质量

损失超过10％ 痕、药膜脱落等)，严重影响影 划痕、药膜脱落等)，对影像 漏

3．其他严重的错漏 ，像质量 质量有所影响

3其他较重的错捅 3．其他一般的错漏

1．成果数据小全，缺漏重要 1．数据组织不符合相应要求 其他一般的错漏 其他

项，致使下工序无法作业 2．成果数据不全，缺漏次要项 轻微

数据正确 2．文件命名、数据格式错 3．其他较重的错糯 的错

性和完整 3．数据无法读出或数据丢失 漏

性 等，造成无法使用

4．原始参数使用错误

5其他严重的错漏

l元数据项数量错误 1．元数据项中主要项填写错误 1．元数据项中一般项目与规 其他

2其他严重的错精 2其他较重的错漏 定不符 轻微
附件质量

2．其他一般的错漏 的错

漏

表27卫星遥感影像质量元素及权重表 单位：景

质量元素 权 检查项

数据质量 O．20 数据格式的正确性．影像获取时的“侧倾角”等主要技术指标

影像质量 0．70 1．影像反差 2．影像清晰度 3．影像色调

附件质量 0．10 影像参数文件内容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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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卫星遥感影像质量错漏分类表 单位：片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n类

】．数据格式不符合《摄影合 其他较重的错糯 其他一般的错漏 其他

同》的相关规定 轻微

2．影像获取时的“侧倾角”等 的错

数据质量
主要技术指标不符合《摄影 漏

合同》的相关规定

3其他严重的错漏

1．影像反差、清晰度、色调等 1．影像反差、清晰度、色调等质 1．影像反差、清晰度、色调等 其他

质量元素参数任一·项严重 量元素参数任一项超限，致使 质量元素参数任一项超限， 轻微

超限，致使重要地形要素大 重要地形要素大面积损失，对 致使次要地形要素损失，对 的错

影像质量 面积损失，严重影响成图 戚图存在较明显影响 成图存在影响 谝

质量 2．外观质量差(如噪音、云影 2．外观质量(如噪音、云影等)

2其他严重的错漏 等)，严重影响影像质量 较差，影响影像质量

3．其他较重的错漏 3其他一般的错漏

】．摄影文件内容重要项缺漏 1．摄影文件内容次要项与规定 其他一般的错漏 萁他

2．其他严重的错漏 不符 轻微
附件质量

2．其他较重的错漏 的错

捅

8．4摄影测量与遥感

摄影测量与遥感各种成果的质量元素、权、错漏分类，见表29～表36。采用航测法生产的大比例尺

地形图成果参照8．5．3执行。

表29像片控制测量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重表 单位：区域网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数学精度 O 60 各项闭合差、中误差等精度指标的符合情况

数据质量 O．30 1．观测手簿的规整性和计算的正确性
观测质量 0 40

2．计算手簿的规整性和计算的正确性

1，控制点点位布设的正确、合理性
布点质量 0．30

2控制点点位选择的正确、合理性

l_控制点判、刺的正确性

整饰质量 O．30 2控制点整饰规范性

3．点位说明的准确性

附件质量 O 10 布点略图、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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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类

l，观测限差、中误差、闭合差 l，数据处理不正确，但对结果 其他

超限 影响较小 轻微

2．起算数据错误，致使相廊的 2．起算成果或原始数据用错 的错

数学精度 成果不符合规定要求 (cm、秒级)，对成果影响 漏

3．数据处理不正确，致使结果 轻微

错误 3．其他一般的错漏

4其他严重的错漏

l观测数据不符合要求或不 1．控制点的发展次数超限 1测站点点号、等级注记错误 其他

完整 2．观测数据质量不符合要求，但 2其他一般的错慵 轻微

2手_：r=记簿划改严重不符合 对精度影响轻微 的错
观测质量

规定 3．手工记簿划改不符台规定 漏

3．补测或重测不符合规定 4．其他较重的错漏

4．其他严重的错漏

1控制点点位或密度严重不 1．像片控制点的布设点位不符 1像片控制点的布设点位不 其他

符合设计或规范要求 合要求，影响点位质量 符合要求，但不影响点位 轻微

布点质量 2像片控制点的布设不符合 2．其他较重的错漏 质量 的错

设计要求，错或漏布设两处 2．其他一般的错漏 漏

3．其他严重的错漏

1．控制点刺错，不符合规范 1．控制点剌偏，大于规范要求的 1．数字修约、修改不规范 其他

要求 0 2 nIm 2．控制点刺偏，大于规范要求 轻微

整饰质量 2．其他严重的错漏 2．控制点的说明、略图错 O，l mm小于O．2 mm 的错

3．像片整饰不符合殴计要求 3其他一般的错漏 捕

4．其他较重的错漏

1．漏填图历簿 l图历簿中重要项填写漏 1．图历簿中次要项填写漏 其他

2．其他严重的错漏 2．其他较重的错漏 2．r交资料不齐全 轻微
附件质量

3．其他一般的错糯 的错

漏

表31 像片调绘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重表 单位：幅

质量元素 权 检杳项

1．地物、地貌调绘的全面性、正确性

2．地物、地貌综合取舍的合理性
地理精度 0 40

3．植被、土质符号配置的准确、合理性

4地名注记内容的止确性、完整性

属性精度 0 40 各类地物、地貌性质说明以及说明文字、数字注记等内容的完整性、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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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续) 单位：幅

质量元素 权 检查项

1．各类注记的规整性

2．各娄线划的规整性
整饰质量 O 10

3要素符号问关系表达的正确性、完整性

4．像片的整洁度

1．上交资料的齐全性
附什质量 O 10

2．资料整饰的规整性

表32像片调绘成果质量错漏分类表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类

1．国界、界桩、界碑及注记 1．错漏乡、镇级眦上境界、自然 1．二级咀下河流、山脉等名称 其他

错漏 保护区界图上长度大于或等 错漏2处 轻微

2能明显判定的县或县以上 于4 cm 2．自然地名错诵 的错

境界错漏达图上5 cm 2乡(镇)名称错鞴或较多自然 3错漏国、省级和县、乡级双 漏

3．县及县以上地名错漏 地名错漏，或行政村名称错漏 线道路或双线水系图上长

4．地物、地貌的表示普遍失 3处以上 度大于或等于2 cm

真，难以反映该地区的地 3．二级以下河流、山脉等名称错 4错潺非国、省级和县、乡级

理特征 漏4处 双线道路或双线水系图上

s．一，二级河流、山脉等诵绘 4．漏绘、错绘国、省级和县、乡级 长度大于或等于4 cm、附

或名称注错 双线道路或双线水系图上长 属建筑物超过2处

6．清绘不清楚，造成图幅内大 度大于等于5 cm、附属建筑 5．错漏居民地超过图上

部分要素与影像不吻合或 物超过3处 25 mm2

难以辨认 5．漏绘、错绘非国、省级和县、多 6居民地轮廓变形、失真

7面状水体错漏，面积超过图 级双线道路、主次通道或双线 7道路、双线河流沿线新增居

上20 crn2 水系图上长度大于或等于 民地错漏面积超过图上

8．错漏国、省级和县、乡级道 4 cm 2处 50 mm2，其他较隐蔽地区

路长度超过图上10 cnl，附 6漏大型新增的公路桥、立交 错漏面积超过图上
地理精度

属建筑物超过6处 桥、铁路桥、铁路公路两用桥 100 m甜居民地

9．其他严重的错漏 7．图名错漏 8像片间1条边不接边

8．道路、双线河流沿线新增居民 9有方位意义的重要独立地

地错漏面积超过图t 物漏绘

lOOmm2 10地表覆盖类型表示错漏大

9植被、地貌特征表示失真较大 于200mm2

10．地表覆盖类型表示错漏大于 11．错褥需表示的管线超过图

200 mm2 2处 上5 cm

11．有方位意义的重要独立地物 12 一般独立地物糯绘2处

漏绘2处 13．错漏境界超过图上2 cm

12．错漏需表示的管线超过图上 14．能明显判定的管线转折点

lO cm 错漏

13居民地特征类型、轮廓变形、 15．独立地物漏绘

失真明显 16．其他一般的错漏

14图幅间未接边或像片间不

接边

1j．其他较重的错漏



表3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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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元素 A类 B类 (：类 n类

1．重要地物要素属性普遍 1．较多重要地物要素属性错漏。 1．部分地物要素属性项错漏 其他

错漏 2其他较重的错漏 2，其他一般的错漏 轻微
属性精度

2．其他严重的错漏 的错

漏

1．囤面严重花糊、脏荇造成无 l较大面积线划虚断、粗细小 1．使用不标准的汉字注记各 其他

法读图 匀、或图面花糊、墨色不均造 种名称、说明 轻微

2其他严重的错漏 成读图困难 2次要要素符号、线划、用色 的错

2，重要要素符号、线划、用色及 及注记规格等与规定明显 漏
整饰质量

注记规格等与规定严重不符 不符

3要素间关系错误或明显不协 3．要素问关系不协调，造成读

调，造成凄图错洪 图困难

4其他较重的错漏 4其他一般的错漏

l数据采集记录丢失 1数据采集记录保存不完整 其他

2．缺文档资料，致使后序作业 2文档资料内容不全 轻微
附件质量

困难 3其他一般的错漏 的错

3．其他较重的错漏 漏

表33空中三角测量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重表 单位：区域网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数学基础 0 10 火地坐标系、大地高程基准、投影系等

平而位置精度 O 20 内业加密点的平面位置精度

高程精度 O 20 内业加密点的高程精度
数据质量 0 60

接边精度 O 20 区域网间接边精度

基本定向点权，内定向、相对定向精度，多余控制点不符值，公共点
计算质量 0 30

较差

1．平面控制点和高程控制点是否超基线布控

布点质量 0 35 2．定向电、检查点设置的合理、正确性

3．加密点点位选择的正确、台理性

附件质量 0 05 1．上交资料的齐全性 2资料整饰的规整性 3点位略图

表34空中三角测量成果质量错漏分类表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类

1．数学基础错 其他

2相机文件、相机焦距和外业 轻微

数学基础 控制点坐标等各种原始数 的错

据用错、抄错 漏

3．其他严重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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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续)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类

l基本定向点残差超瞅 1像点量测误差超限 其他

平向位置
2平面控制点、加密点平面位 2．平面多余控制点误差超限 轻微

置精度超限 3．其他较重的错漏 的错
精度

3．平面控制点定向不合理 漏

4．其他严重的错漏

1．基本定向点残差超限 1．像点量测误差超限 其他

2，高程控制点、加密点高程精 2高程多余控制点误差超限 轻微

高程精度 度超限 3．其他较重的错漏 的错

3高程控制点定向不合理 漏

4其他严重的错漏

1．医域网间加密点接边大多 l区域网问加密点接边差个别 其他

数超限或未接边 超过规定限差 轻微
接边精度

2其他严重的错捕 2．其他较重的错漏 的错

桶

l内定向超限 1．内定向或相对定向的残余上 1．相对定向中标准点、检查点 其他

2基奉定向点“权”明显不合 下视差限差超过规定限差 残余上F视差超跟 轻微

理的 0 5倍 2．控制点、加密点对测残差 的错

计算质量 3．其他严重的错漏 2．其他较重的错漏 超限 漏

3．相对定向的残余上下视差

超限

4．其他一般的错漏

1．甲面控制点超基线布控或 1．控制点的布设不符合要求 1．加密点位略图有严重错误 其他

高程控制点超基线布控 2．控制点的刺点误差超限 2加密点编号不符台相应要 轻微
布点质量

2，其他严重的错漏 3．其他较重的错漏 求或重号 的错

3．其他一般的错漏 漏

l成果整理、上交资料严重不符 1．成果整理小符合规定 其他

合规定 2作业手簿、检查记录存在严 轻微
附件质量

2，其他较重的错漏 重错漏 的错

3．其他一般的错漏 漏

表35 中小比例尺地形图质量元素及权重表 单位：幅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数学基础 O．20 格网、图廓点、三北方向线

数学精度 0 2j
1．平面绝对位置中误差

甲面精度 0 40

2．接边精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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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续) 单位：幅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1．高程注记点高程中误差

数学精度 0 25 高程精度 O．40 2．等高线高程中误差

3．接边精度

1．J殳件命帛、数据组织正确性

数据及
2，数据格式的正确性

0 20 3．要素分层的正确性、完备性
结构正确性

4．属性代码的正确性

j．属性接边正确性

1．地理要素的完整性与正确性

2．地理要素的协调性

地理精度 0 25 3．注记和符号的正确性

4．综合取舍的台理性

5地理要素接边质量

1．符号、线划、色彩质量

2．注记质量
整饰质量 0．20

3图面要素协调性

4图面、图廓外整饰质量

l无数据文件的正确性、完整性

2．检查报告、技术总结内容的全面性及正确性
附件质量 O 10

3成果资料的齐全性

4各类报告、附图(接合图、网图)、附表、簿册整饰的规整性

表36中小比例尺地形图质量错漏分类表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类

1．定向点精度超限 其他较重的错漏 其他一般的错漏 其他

2．各种原始数据抄错、用错 轻微

(Fk错0．03 mnl以上，框 的错

标错0 0l mm以上，大地 漏

数学基础 控制点错o 05 m以上，像

控点错0．1 m以上等)

3．内定向、相对定向、绝对定

向精度超过相应限差

l／3的

1地物点平面绝对位置中误 其他

差超限 轻微
平面精度

2整条边不接 的错

漏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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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续)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类

1．高程注记点高程中误差

超限

高程精度 2．等高线高程插求点高程中

误差超限

3整条边接边误差超限

1．数据无法读取或数据不 1．数据组织不正确 1．个别属性代码不接边 其他

数据丑结
齐全 2部分属性代码不接边 2．其他一般的错漏 轻微

2．文件命名、数据格式错 3漏有内容的层或数据层名 的错
构正确性

3属性代码普遍不接边 称错 漏

4其他严重的错漏 4．其他较重的错漏

】．国界、未定国界、特别行政 1．标石完整的三角点、军控点、 1．居民地(指有名称或虽无名 其他

区界错漏 水准点及城市1级以上高等 称但在3个以上依比例或 轻微

2．县级以上行政名称、居民地 级控制点错漏 5个以上不依比例的房屋) 的错

名称，或一二级河流名称， 2．铁路错漏长度超过图上5 cm 错漏 潞

或著名的山脉山峰名称 以上 2行政村以上名称、主要山峰

错漏 3．有方位意义的重要独立地物 名称、图内主要河流(三四

3．要素整条边不接边 错漏或平面位置位移图上 五级河流)名称、水库名称

4．漏绘一组等高线 0 5 mm以上 错漏

5注记普遍错漏 4．图名、图号或经纬度注记错漏 3．大车路、乡村路错漏固上长

6．综合取舍普遍不合理 5．县及以上境界错漏图上10 cm 度5 cm以上

7．面状居民地错漏面积超过 以上 4．县级以上境界、管线、垣栅

图上75 mm2 6重要要素接边误差超限 错漏图E 5 cm以上

8．县及以上境界错漏达图上 7．错谝县、乡级道路超过图上 5．一般独立地物错漏或移位

15 cnl 1 0 cm以上 图上O．8 mm以卜

9地物、地貌的表示普遍失 8．国、省级道路错漏，长度超过 6．一般要素不接边

真，难以反映该地区的地理 图上10 cm以下 7水库及其附属设施、双线桥

特征 9．错漏面状居民地面积超过图 梁、重要的防洪堤坝错漏
地理精度

l()．线状水系错、漏，长度超过 上35 mrn2 8漏绘山头或凹地

图七20 cm lO线状水系错漏，长度超过图 9．乡、镇境界错漏，图上5 cm

¨．面状水体错、漏，面积超过 上10 cm 以上

图上20 cnf 11_面状水体错漏，面积达图上 10．错褊县、乡级道路图上

12国、省级道路错漏，长度超 lO cm。 5 cm以上

过图上10 cnl 12．电力线、垣栅错稍图上长度 11．要素间的相互关系部分不

1 3．铁路错偏长度超过图上 10 cm以上 舍理

1 0 cm以上 10高程注记密度与规定不符 12，其他一般的错漏

14．其他严莺的错漏 14．乡(镇)名称错诵

1 5三级河流、山脉等名称错糯

1 6．地物、地貌的表示局部失真

l 7．等高线高程值错2个等高距

及以上

18．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普遍不

合理

l 9．地物要素1／2及以上不接边

20．其他较重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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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元素 A类 B类 (：类 D类

1．图名、图号同时错漏 1．同名或图号错漏 1图廓整饰币符合圈式规定 其他

2．符号、线划、注记规格与图 2．符号、线划、注记规格不符合 2部分符号、线划、注记规格 轻微

式严重不符 图式规定 不符合图式规定 的错
整饰质量

3．图廓整饰明显不符合图式 3．其他较重的错漏 3．捕绘注记、符号 漏

规定 4．其他一般的错漏

4．其他严重的错诵

1．缺主要的成果资料 l元数据项或元数据、图历簿中 1图历簿、测图手簿、检查记 其他

2．其他严重的错漏 主要项目错漏 录中士要精度、作业依据错 轻微

2上交资料缺项 或有连环涂改．各种原始数 的错

3．元数据格式错 据记录有擦痕 褥
附件质量

4．技术总结等附件资料的主要 2．其他一般的错漏

内容错误

5．图幅接台表图名、图号错漏

6．其他较重的错漏

8．5工程测量

工程测量各种成果的质量元素、权、错漏分类，见表37～表52。

8．5，1平面控制测量成果

表37平面控制测量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重表 单位：点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一 检查项

1．点位中误差与规范及殴计书的符合情况
数学精度 O 30

2边长相对中误差与规范及设l_t书的符台情况

1仪器检验项目的齐全性，检验方法的正确性

2观测方法的正确件，观测条件的合理性

3 GPS点水准联测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4．归心元素、天线高测定方法的正确性

5．卫星高度角、有效观测卫星总数、时段中任卫星有效观测时间、观测时

段数、时段长度、数据采样间隔、PDOP值、钟漂、多路径影响等参数的规

范性和正确性
观测质量 0 40

6．观测手簿记录和注记的完整性和数字记录、划改的规范性。数据质量检

数据质量 0．50 验的符合性

7水平角和导线测距的观测方法，成果取舍和重测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8，天顶距(或垂直角)的观测方法、时间选择，成果取舍和重测的合理眭和

正确性

9．规范和设计方案的执行情况

lO．成果取舍和重测的正确性、合理性

1起算点选取的台理性和起始数据的正确性

2．起算点的兼容性及分布的合理性

计算质量 O 30 3．坐标改算方法的正确性

4．数据使用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5．各项外业验算项目的完整性、方法正确性，各项指标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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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续) 单位：点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1．点位布殴及点位密度的合理性

2，点位满足观测条件的符合情况
选点质量 0．50

3，点位选择的台理性

4，点之记内容的齐全、正确性

点位质量 O．30

1．埋石坑位的规范性和尺寸的符合性

2．标石类型和标石埋设规格的规范性
埋石质量 0 50

3．标志类型、规格的正确性

4．托管手续内容的齐全、正确性

1．点之记和托管手续、观测手簿，计算成果等资料的规整性

整饰质量 O．30 2．技术总结整饰的规整性

3．检查报告整饰的规整性

资料质量 0．20

1。技术总结编写的齐全和完整情况

资料完整性 0 70 2．检查报告编写的齐全和完整情况

3．按上交资料的齐全性和完整性情况

表38 平面控制测量成果质量错漏分类表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类

1．点位中误差超限

2．边长相对中误差超限
数学精度

3．测角中误差超限

d，方位角闭合差超限

l GPs网布设严重不符台设 1成果取舍、重测不合理 1．观测条件掌握不严，不符合 其他

计要求 2仪器次要技术指标有轻微 规定 轻微

2．原始记录中连环涂改、划改 超限 2．观测记录中的注记错诵 的错

“秒”、“毫米”等观测数据 3．电于记录程序的输出格式小 3．其他一般的错漏 漏

3．天线高量取方法不正确 规范

4．仪器参数设置错误，影响 4．时段划分比例轻微超限

计算 5．测量使用仪器设备自检自校

5．导线曲折度超限，又未得到 项目中非主要项未检或经检

观测质量 批准 验非主要项目技术指标不符

6．违反GPs测量作业基本技 合要求

术规定 6．观测条件不符合规定

7．违反水平角方向观测法技 7．导线测量的导线长度、平均边

术要求 长、测距相对中误差超限

8违反导线测量主要技术 8．记录修改不符合规定

要求 9归心元素测定方法不正确

9．违反测距的主要技术要求 lO．其他较熏的错漏

10，其他严重的错漏



表38(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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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类

l+影响成果质量的计算错误 l，数据检验后，有关条件不满足 】．不影响成果质量的ij算错 其他

2．坐标系统错误、起算数据 要求 误或刘结果影响较小的计 轻微

错误 2．数据剔除不符台规定 算错误 的错

3．外业验算缺项 3．计苒中数字修约严重不符合 2．方位角条件自由项人于限 漏

4．导线各条件自由项超限 规定 差的4／5
计算质量

5．方位角条件闭合差超限 4．起算数据或原始观测数据录 3．基线条件自由项大丁限差

6．汁算方法错误，采用指标及 用错误(nlm级) 的4／5

各类参数错误。计算结果、 5．其他较重的错漏 1其他一般的错漏

分析结论不正确

7．其他严重的错漏

l点位条件完全不符合要求 1．漏绘点之记 1．点之记内容漏项、缺项 其他

2．其他严重的错漏 2．点位选择不合理，有高度角大 2．漏注或错注重要注记或小 轻微

选点质量 于1r的障碍物，且水平投影 数点 的错

大于60。 3．选点展点图缺项 漏

3其他较重的错诵 4．其他一般的错漏

1．标石规格严重不符合规定 1上、下标志中心超限 1．标石规格或浇注不规范 其他

2，标石埋设完全不符合要求 2标志类型、规格存在明显缺陷 2．标石面埋没倾斜大于lo。 轻微

3．其他严重的错漏 3．标志不符合规定 3．标石外部未整饰 的错

埋石质量 4．其他较重的错漏 4．标石埋没或浇注深度不符 漏

合要求

5没有点位托管手续

6其他一般的错漏

1成果资料文字、数字错漏较 1．成果资料重要文字、数字错漏 l成果资料装订及编号错漏 其他

多，给成果使用造成严重 2成果文档资料归类、装订不 2成果资料次要文宁、数宁 轻微
整饰质量

影响 规整 错漏 的错

2其他严重的错漏 3其他较重的错漏 3其他一般的错漏 谝

——

1．缺主要成果资料 l缺成果附件资料 L无成果资料清单，或成秉资 其他

资料
2．其他严重的错漏 2．缺技术总结或检查报告 料清单不完整 轻微

3上交资料缺项 2．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内容 的错
完整性

4．其他较重的错漏 不全 漏

3．其他一般的错漏

8．5．2高程控制测量成果

表39 高程控制测量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重表 单位：测段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1每公里高差中数偶然中误差的符合性

数据质量 0．j0 数学精度 0 30 2．每公里商差中数垒巾误差的符合性

3．相对于起算点的虽弱点高程中误差的符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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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续) 单位：测段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1．仪器检验项目的齐全性、检验方法的正确性

2测站观测误差的符合性

3．测段、医段、路线闭台差的符合性

4．对已有水准点和水准路线联测和接测方法的正确性
观测质量 O 40

5观测和检测方法的正确性

6．观铡条件选择的正确、台理性
数据质量 0．j0

7．成果取舍和重测的正确、合理性

8．记簿计算正确性、注记的完整性和数字记录、自l改的规范性

1．外业验算项目的齐全性，验算方法的正确眭

讨算质量 0．30 2已知水准点选取的合理性和起始数据的正确性

3环闭台差的符台性

1水准路线布没、点位选择及点位密度的合理性

2．水准路线图绘制的正确性
选点质量 0 50

3．点位选择的合理性

4点之记内容的齐全、正确性
点位质量 0．30

1．标石娄型的规范性和标石质量情况

埋右质量 0．50 2．标石埋设规格的规范性

3托管手续内容齐全性

l，观测、计算资料整饰的规整性、各类报告、总结、附图、附表、簿册整饰的

完整性

整饰质量 0 30 2成果资料的整饰规整性

3．技术总结整饰的规整性
资料质量 0．20

4．检查报告整饰的规整胜

l技术总结、检查报告编写内容的全面性及正确1生
资料完整性 O．70

2提供成果资料项目的齐全性

表40高程控制测量成果质量错漏分类表

质苗元素 A类 B类 C类 D类

1．每公里全中误差超限

2．每公里偶然中误差超限

3相对于起算点的最弱点高

数学精度 程中误差超限

1．GPs拟合高程精度超限

j三角高程附合或环形闭合

差超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