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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地籍调查规程  

 

 

1 总则  

 

  1.1 目的和依据  

 

  为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土地管

理，建立健全地籍管理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

特制定本规程。  

 

  1.2 内容  

 

  地籍调查包括权属调查、地籍勘丈。  

 

  地籍调查是土地管理的基础工作，分初始地籍调查和变更地籍调查。初始

地籍调查在初始土地登记前进行，变更地籍调查在变更土地登记前进行。  

 

  地籍调查要查清每一宗土地的位置、权属、界线、数量和用途等基本情

况，满足土地登记的需要。  

 

http://www.law-lib.com/law/lawml.asp?bbdw=%B9%FA%BC%D2%CD%C1%B5%D8%B9%DC%C0%ED%BE%D6


  1.3 调查单元  

 

  调查的单元是一宗地。凡被权属界址线所封闭的地块称为一宗地。一个地

块内由几个土地使用者共同使用而其间又难以划清权属界线的也称为一宗地。

大型企事业单位用地内具有法人资格的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用地应独立分宗。  

 

  1.4 地籍编号  

 

  1.4.1 地籍编号以行政区为单位，按街道、宗两级编号，对于较大城市可按

街道、街坊、宗三级编号。  

 

  1.4.2 地籍号统一自左到右、自上而下由“1”号开始顺序编号。  

 

  1.4.3 同一街道、街坊、宗地被两幅以上基本地籍图分割时，应注记同一地

籍号。  

 

  1.4.4 界址点应按街坊或图幅统一编号。  

 

  1.5 地籍勘丈方法  

 

  地籍勘丈在现阶段可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分别采用：①解析法；②部分解析

法；③图解法。  

 

  用部分解析法和图解法建立初始地籍后，都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用解析

法进行更新。  

 



  1.6 基本地籍图及比例尺  

 

  基本地籍图包括分幅铅笔原图、着墨二底图。基本地籍图比例尺一般为

1∶500 或 1∶1000.城镇宜采用 1∶500，独立工矿和村庄也可采用 1∶2000. 

1.7 规程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全国城镇和独立工矿区。原则上也适用于集镇和村庄。  

 

  1.8 实施单位  

 

  开展初始地籍调查的市（县）要成立以主管市（县）长为首的地籍调查、

登记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地籍调查、登记工作，处理土地权属和地籍调查、登

记中的其他重大问题。  

 

  地籍调查、登记的具体工作由市（县）土地（国土）管理局负责组织实

施。  

 

  1.9 地方补充规定  

 

  省级土地管理部门必要时可对本规程某些条款作补充规定，报国家土地管

理局批准后实施。  

 

  1.10 规程解释权  

 

  本规程由国家土地管理局负责解释。  

 



  2 土地分类  

 

  2.1 分类依据  

 

  土地分类以土地用途为主要依据。  

 

  2.2 分类体系  

 

  根据土地用途的差异，城镇土地分为 10 个一级类，24 个二级类。具体分

类的名称及含义见表 1.  

 

  3 初始地籍调查  

 

  3.1 准备  

 

  3.1.1 制定计划  

 

  地籍调查前必须制定周密计划，包括调查的范围、方法、经费、时间、步

骤、人员、组织等。  

 

  3.1.2 确定范围  

 

  在 1∶2000？1∶10000（个别地区 1∶50000）比例尺的地形图上预先标

绘调查范围，其范围应以图上已有的实地地物为界，整个调查范围的标绘要与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范围相互衔接，不重不漏。  

 



  3.1.3 收集资料  

 

  a.经过初审的土地申报材料，现有的地籍资料；  

 

  b.控制点资料，已有的大比例尺地形图、航摄资料；  

 

  c.土地利用现状调查、非农业建设用地清查资料；  

 

  d.房屋普查及工业普查中有关土地的资料；  

 

  e.其他有关资料。  

 

  3.1.4 技术设计  

 

  应根据已有资料和实地踏勘的情况进行地籍调查项目技术设计，包括下列

内容：  

 

  a.调查区的地理位置和用地特点；  

 

  b.地籍调查工作程序及组织实施方案；  

 

  c.地籍控制网点的布设和施测方法，以及与城镇平面控制总体布局的关

系，坐标系统的选择；  

 

  d.地籍图的规格、比例尺和分幅方法；  

 



  e.选用的地籍勘丈方法；  

 

  f.地籍调查成果的质量标准、精度要求和依据。  

 

  3.1.5 表册及仪器  

 

  准备所需表格及簿册，置备地籍调查所需仪器和用品。  

 

  3.1.6 人员培训  

 

  地籍调查人员必须熟悉有关地籍的政策法规和技术规程，明确调查任务，

掌握调查方法、要求和操作要领，确保调查工作质量。  

 

  3.2 权属调查  

 

  3.2.1 调查工作图  

 

  用已有地籍图或大比例尺地形图复制图做为调查工作图；无上述图件的地

区，应按街坊或小区现状绘制宗地关系位置图，做为调查工作图，避免重漏。  

 

  3.2.2 划分调查区  

 

  根据调查范围，在调查工作图上依行政界或自然界线划分调查区。  

 

  3.2.3 编制地籍号  

 



  依据 1.4 条规定，调查前逐宗预编地籍号，通过调查正式确定地籍号。  

 

  3.2.4 指界通知  

 

  按调查工作计划，分区分片公告通知或邮送通知单，通知土地使用者按时

到场指界。  

 

  3.2.5 现场调查核实  

 

  核实各宗地的土地使用者、地籍号和实际用途等。  

 

  3.2.6 界址调查  

 

  3.2.6.1 界址的认定必须由本宗地及相邻宗地使用者亲自到现场共同指界。  

 

  3.2.6.2 单位使用的土地，须由法人代表出席指界，并出具身份证明和法人

代表身份证明书（见附录 A）；个人使用的土地，须由户主出席指界，并出具

身份证明和户籍簿。  

 

  法人代表或户主不能亲自出席指界的，由委托代理人指界，并出具身份证

明及委托书（见附录 B）。  

 

  两个以上土地使用者共同使用的宗地，应共同委托代表指界，并出具委托

书及身份证明。  

 

  3.2.6.3 经双方认定的界址，必须由双方指界人在地籍调查表上签字盖章。  



 

  3.2.6.4 有争议的界址，调查现场不能处理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3.2.6.5 所有界址要按规定设置界标（见标录 C）。  

 

  3.2.6.6 一宗地有两个以上土地使用者时，要查清各自使用部分和共同使用

部分的界线。  

 

  3.2.6.7 违约缺席指界的，根据不同情况按下述办法处理：  

 

  a.如一方违约缺席，其宗地界线以另一方所指界线确定；  

 

  b.如双方违约缺席，其宗地界线由调查员依现状界址及地方习惯确定；  

 

  c.将确界结果以书面形式送达违约缺席者，如有异议，必须在 15 日内提出

重新划界申请，并负担重新划界的全部费用，逾期不申请，a、b 两条确界自动

生效。违约缺席定界通知书见附录 D. 3.2.6.8 指界人在认界后，不在地籍调查

表上签字盖章的，参照 3.2.6.7 条的规定处理。  

 

  3.2.7 记载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应在现场记录于地籍调查表上，并绘出宗地草图。  

 

  3.2.8 地籍调查表主要内容：  

 



  a.本宗地地籍号及所在图幅号；  

 

  b.土地坐落，权属性质，宗地四至；  

 

  c.土地使用者名称；  

 

  d.单位所有制性质及主管部门；  

 

  e.法人代表或户主姓名、身份证明号码、电话号码；  

 

  f.委托代理人姓名、身份证明号码、电话号码；  

 

  g.批准用途、实际用途及使用期限；  

 

  h.界址调查记录；  

 

  i.宗地草图；  

 

  j.权属调查记事及调查员意见；  

 

  k.地籍勘丈记事；  

 

  l.地籍调查结果审核。  

 

  地籍调查表见附录 E. 3.2.9 地籍调查表填写要求 3.2.9.1 地籍调查表必须做

到图表与实地一致，各项目填写齐全，准确无误，字迹清楚整洁。  



 

  3.2.9.2 填写各项内容均不得涂改，同一项内容划改不得超过两次，全表不

得超过两处，划改处应加盖划改人员印章。  

 

  3.2.9.3 每宗地填写一份。项目栏的内容填写不完的可加附页。  

 

  3.2.9.4 地籍调查结果与土地登记申请书填写不一致时，按实际情况填写，

并在说明栏内注明原因。  

 

  3.2.10 宗地草图  

 

  宗地草图是描述宗地位置、界址点、线和相邻宗地关系的实地记录，是处

理土地权属的原始资料，应在现场绘制。  

 

  3.2.10.1 宗地草图记录下述内容：  

 

  a.本宗地号和门牌号；  

 

  b.宗地使用者名称；  

 

  c.本宗地界址点（包括相邻宗地落在本宗地界址线上的界址点）、界址点

号及界址线，相邻宗地的宗地号、门牌号和使用者名称或相邻地物；  

 

  d.在相应位置注记界址边长、界址点与邻近地物的相关距离和条件距离；  

 

  e.确定宗地界址点位置、界址边方位所必须的或者其他需要的建筑物和构



筑物；  

 

  f.指北线、丈量者、丈量日期。  

 

  3.2.10.2 宗地草图的要求；  

 

  a.应选用质量好、适宜长期保存、使用的图纸绘制宗地草图。草图规格为

32 开、16 开或 8 开。宗地过大的可分幅绘制；  

 

  b.宗地草图按约略比例，用 2H？4H 铅笔绘制，线条字迹要清楚，数字注

记字头向北向西书写；  

 

  c.注记过密的部位可移位放大绘出；  

 

  d.宗地草图上应注记界址边长。边长在 200m 以内的应用钢尺丈量，并注

记实丈边长；如实地无法丈量，或 200m 以上的界址边长，可用坐标反算代

替。  

 

  e.宗地草图必须在实地绘制，不得涂改，不得复制。  

 

  3.3 地籍平面控制测量  

 

  3.3.1 地籍平面控制点的基本精度：  

 

  a.四等网中最弱相邻点的相对点位中误差不得超过 5cm；  

 



  b.四等以下网最弱点（相对于起算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得超过 5cm. 3.3.2 

地籍平面控制测量坐标系统尽量采用国家统一坐标系统，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

采用地方坐标系或任意坐标系。  

 

  3.3.3 城镇地籍平面控制网应尽量利用已有的等级控制网加密建立。  

 

  3.3.4 地籍平面控制网的等级依次为二、三、四等三角网、三边网及边角

网，一、二级小三角网（锁），一、二级导线网及相应等级的 GPS 网。各等级

地籍平面控制网、点，根据城镇规模均可作为首级控制。  

 

  3.3.5 各等级三角网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a.首级网应布设为近似等边三角形的网（锁），三角形内角一般不应小于

30°；  

 

  b.当三角网估算精度偏低时，宜适当加测对角线或增设起始边以提高网的

精度；  

 

  c.加密网可采用插网（全插网、附接网和插锁）或插点（交会插点、图形

插点）的方法，一、二级小三角网可布设成线形锁、插网或插点的形式；  

 

  d.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2、表 3、表 4 的规定。（图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