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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 1∶ 2 000 房产管理图数字化测绘与建库工作，为实施房产管理图日常更新维护机制打下坚实的基础，加快“房产一张

图”的建设步伐，并有效推动房产行政管理工作上一新台阶，实现房产测绘的社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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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趋加快，房地产市场快速

发展，房产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范围已愈来愈广，

管理职能愈来愈丰富，服务的对象愈来愈多。这些

行政管理工作无一例外都涉及房产测绘成果资料

和基础数据的使用，而房产测绘部门是房产基础数

据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只有房产基本测绘的先行开

展，搭建房产测绘信息平台，建立楼盘表，有效地实

现房屋基础数据的统一，才能为房产行政管理部门

履行职能、服务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为加强房地产市场的监督管理，准确及时地掌

握房地产市场数据信息，加快向市政府电子政务总

体框架融合，武汉市房产测绘中心( 以下简称“测绘

中心”) 从 2010 年 9 月 开 始，在 武 汉 市 中 心 城 区

696 km2
的范围内开展 1∶ 2 000 比例尺的房产管理图

数字化测绘与建库工程项目的实施。
1∶ 2 000 房产管理图是全面反映城区房屋及其

用地位置等状况的基本图，是测绘分丘图和分户图

的基础资料，在基本图上挂接有关房产信息等属性

数据后，形成“图数一体化”的房产管理基础信息平

台。通过 1∶ 2 000 房产管理图数字化测绘与建库工

作，产生服务于房产管理的各类数据，为产权登记、
物业管理、保障性住房、安全管理和房地产市场管

理等提供基础数据; 同时，以房屋“落地”为基础，即

通过房产管理平面图的精确坐标来定义房地产座

落，为实施房产管理图日常更新维护机制打下坚实

的基础，加快“房产一张图”的建设步伐，有效地推

动房产行政管理工作上一新台阶，实现房产测绘的

社会化服务。

二、成图规格及基本精度

本房产管理图比例尺为 1 ∶ 2 000，图幅规格为

50 cm ×50 cm 正方形分幅。图幅编号按照武汉市

1∶ 2 000基本地形图编号规则以流水号编排; 图号以

该图幅西南角图廓点坐标的公里数编号，X 坐标在

前，Y 坐标在后，中间以短横线相连。
1) 图廓周边的整饰和注记按以下要求:

“底图”的邻接图表、图幅的流水编号仍保留，

图廓线东北角加注“房产管理版”与流水号并列; 图

内每隔 10 cm 绘一个坐标网线交叉点，内图廓线上

的坐标网线向图内侧绘 5 mm 短线，内图廓交点不

标注坐标。
2) 图廓东南角下注测量员、制图员、检查员及

姓名; 图廓西南角下注记为:

基础地形图数据由武汉市勘测设计研究院 2010 年提供

武汉市房产测绘中心 2010 年 11 月测绘

1954 年北京坐标系

GB /T 17986． 2—2000 房产图图式

3) 本图是房产登记和建立产籍资料索引和参

考资料。为保证图幅内容的现势性和几何精度，图

幅精度要达到如下要求:

a． 图上房屋要素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

中误差不得超过 ± 0． 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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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采用已有坐标的图件展绘房屋要素时，展绘

中误差不得超过 ± 0． 1 mm。
c． 图幅的接边误差不超过地物点点位中误差

的 槡2 2倍，并保持相关要素位置的正确，以避免局部

变形。

三、技术路线及生产流程

充分利用历年来房产管理资料和各种基础图

件，体现创新原则，积极采用 GPS RTK( 实时动态差

分法) 、GIS 等高新技术手段和新的作业方法，开展

1∶ 2 000 房产管理图数字化测绘与建库工作。利用

已有的 1 ∶ 2 000 基本图的房屋要素的分层数据，采

用内外业一体化测图方法和调绘房屋现状，测定每

栋房屋的形状及用地位置、权界、权源、数量、结构

和层次，以及名称等。采用基于 WHCORS 的 GPS
RTK 技术进行平面控制测量加密，调绘房屋及其相

关要素的几何位置。
笔者单位存档有武汉市城区部分地区较多数

量的 1∶ 500 房产平面图、分幅分丘平面图、地籍图

等，可直接利用 1 ∶ 500 图缩成 1 ∶ 2 000 图进行嵌合

编绘原图。对于以坐标分幅的图，可采用方格网定

位( 以 4 个图廓点为主，适当增加格网点，并注意误

差的配赋) ，有坐标的分丘平面图，按坐标直接嵌合

叠加，丘面积较小的可量测相关地物的相对关系进

行嵌合，无坐标的单丘、组合丘应实测坐标点( 3 个)

进行定位嵌合。
我国房产登记采取的是行政权利登记制，是国

家用以确定或认可房产所有者或使用者房屋所有

权和使用权的一项法律措施。笔者单位存档有大

量涉及上述房屋登记发证的“房产权证附图”及有

关的簿册、图表、卡片和文本资料，这些资料中蕴含

有丰富翔实的房屋产权、产籍等房屋信息，为在数

据库建设中对属性数据的组织、集成和分析的精准

打下了良好基础。
建立武汉市 1 ∶ 2 000 房产管理图基础数据库，

充分利 用 网 络 技 术、数 据 库 技 术 和 GIS 技 术，对

1∶ 2 000房产管理图数据按图幅为基本单元进行集

成、接边处理，形成逻辑上、物理上无缝的完整图形

数据库。武汉市 1∶ 2 000 房产管理图数字化测绘与

建库工程作业流程如图 1 所示。

四、数据建库及更新与维护

本次房产管理图数据库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对数

据生产采集的成果进行检查和处理，按照房产建库标

准，形成规范统一的房产平面图形库和属性库; 设计

数据库组织结构和系统功能，基于网络环境开发数据

库管理系统，实现对房产管理图数据的有效管理与分

发利用，并预留与其他系统数据共享的接口。

图 1

内业绘图最终成果资料以分幅图为单位提交，

对房产图所表示的要素分类和代码、各要素的属性

值、属性项的完备性、数据分层的正确及完整性、拓
扑关系有严格的要求。

1) 绘 图 作 业 软 件: 南 方 CASS 7． 0、AutoCAD
2002 版。

2) CAD 文件的格式: AutoCAD 2000 图形 DWG
格式。采用图幅坐标法的命名方式，即Y( DWG图幅

西南角图廓点坐纵坐标，前 3 位) + X( DWG图幅西

南角图廓点坐左下角横坐标，前3 位) +“00”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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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路径为“\ xx 区 \ xx 房产区( 街道) \房点坐标成

果 图幅号 \”目录。
3) 要素分层分类及代码。房产图要素包括与房

产信息相关的基础地形地物要素，但本次测绘重点在

房屋，而且 CAD 绘图的检查标准也是房产的数字化

绘图，因而从房屋的分层、分类及代码属性方面都要

准确完整，符合“数字房产”信息化建库的要求。
4) 数据更新与维护。利用全市房产电子政务

专网，通过完善现有的房产管理信息系统，逐步建

立健全房产信息变化的调查统计、及时监测与快速

更新机制。房产管理图数据更新采取按年全部更

新的方式进行，每年年底提供一份全部更新的数据。

五、成果应用

本项目实施中，有计划、针对性地开展了房产

管理图应用研究。笔者单位通过与市局产权处、安
维处、物业处和住房保障中心等单位的合作，实现

了在产权登记、图文一体化、房屋安全管理、保障房

项目管理及物业管理等多方面的应用。
( 1) 房产管理图在房地产评税系统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房产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应用房地

产估价技术评估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系统成为改

革的重要技术保障环节。如何高效率、低成本地完

成大规模目标的评估工作，保证公共利益和公共成

本负担对称，成为一项迫切任务。评估的核心是房

地产信息数据的高度详尽化及可靠性，通过本项目

的生产实施，对我市房产基础信息进行测绘和采集

的同时以 1 ∶ 2 000 房产管理图为数据载体，采集影

响房产价格的 22 种特征因子，并标注于图上，通过

各类型数据之间的关联与融合，形成基于 GIS 技术

的全覆盖评估系统，为我市房产基础测绘成果的社

会化应用开创了新局面。
( 2) 房产管理图在危旧房屋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武汉市危旧房屋管理是房屋安全管理的核心，

它包括危旧房监控、危旧房改造改建等内容。危旧

房屋监控管理是对在册危旧房屋实施管理的重要

手段。武汉市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老城

区，所存在的危旧房屋分布较零散，单体房屋与毗

邻房屋之间相互关联紧密，维护难度大，自 2005 年

武汉市危旧房屋监控均建立了责任人、监控人在内

的完善危旧房屋监控网络，为确保动态管理到位起

到了 良 好 作 用。结 合 本 项 目 的 生 产 实 施，运 用

1∶ 2 000房产管理图数据库，以房屋空间数据和属性

数据作支撑，准确标注危旧房屋座的落位置，对既

有危旧房屋以过去文件式的手工管理模式变为计

算机信息系统的图数一体化管理模式，为实施危旧

房屋动态监控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创造了良好

条件。
( 3) 在房产管理图数据库基础上建立楼盘表

在房产管理图测绘环节中，以逻辑栋为单位生

产建立楼盘表，它以房屋自然属性为主体，以房屋

编码为标识，并以“丘、栋、层、户”房产空间结构数

据为基础，通过房产调查等生产环节融合叠加其他

各种房地产信息和社会属性信息，实现与各类房产

业务数据的匹配。
( 4) 双向应用机制，更新工作常态化

为确保房产管理图成果的现势性，实现房产测

绘成果与房产管理信息的衔接，2011 年 5 月前完成

主城区 696 km2
房产基础数据建库; 在此基础上，逐

步建立长效应用机制，通过对房产管理图成果及相

关房产管理信息之间的双向利用，不断地提高房产

测绘成果在房产业务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水平。

六、结束语

本项成果经市局验收后，要求笔者单位尽快将

此项成果运用于武汉市房产管理信息系统及相关

研究，为更充分发挥我市房产管理资源优势，做好

“房文章”，凸现“数字房产”特色奠定坚实基础。今

后，我们将在服务公众、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中，依托

房产基础测绘，通过科技手段提高办事效率、发展

房产测绘新业务、拓展服务内容、整合资源、提高效

率等发展方面不断地做好资源配置和加大投入。
通过与财税、公安、银行等部门联合，充分发挥房产

基础数据规模效益，实现“集中受理、规范流程、信

息共享”，不断提高测绘技术水平和成果质量，促进

我市房产基础测绘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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