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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房产与地籍测绘数据的整合，在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建设、提高地籍和房产测绘水平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从实际来看，房产与地籍测绘数据还存在尚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数据库、数据真实准确性无法得到保障、宗地空间数

据图形完整性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数据整合的优势作用发挥，并且要提高不动产登记工作水平，就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详

细分析，并采用对应措施进行解决，推动不动产登记工作更加高效、高质展开。

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real estate and cadast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data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database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adastral and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From the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real estate and cadast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data has not yet established a complete database, data real accuracy 

cannot be guaranteed, the space data graphics integrity, seriously restricted the advantages of data integr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work, i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se problems, and adopt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solve, promote the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work more efficient, high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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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城市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背景下，各类土地资源开发

项目越来越多，开展不动产登记和地籍测绘工作，也频频出

现土地产权、使用权等纠纷问题。要防止这一情况发生，就

可以将房产和地籍测绘工作相联系起来，通过促进两者深入

融合，实现数据库信息平台有效建立，并为不动产登记高效

管理提供有力的支持 [1]。论文从房产测绘与地籍测绘入手，

对其数据特征和测绘现状进行细致分析，并联系实际提出几

点有效房产与地籍测绘数据优化整合方法，以供参考。

2 房产测绘与地籍测绘基本概述
2.1 房产测绘

房产测绘工作开展，需要对房屋产权进行有效鉴定，并

对房屋产权的权属进行科学管理。在房产测绘中，需对分户

平面图、分层户平面图等进行绘制，并依据相关规范要求测

绘数据，实现房屋建筑面积、共同分摊面积等有效计算，在

全面掌握房屋的相关信息以后，保证确认权利人、土地用途、

房屋结构、层高层数等信息真实、准确和可靠。

2.2 地籍测绘
地籍测绘工作的开展，需要围绕地块图斑权属界线，对

每个界址点坐标加以测量，并保证得到数据的精准性，操作

中还要积极开展调查核实工作，以得到更多相关信息，比如

地块附着物的位置、实际利用情况等，在把握这些信息以后

就可以借助仪器测量，将这些内容全面准确反映到绘制的图

纸上面，并以电子版资料有效展现出来。同时，地籍测量的

成果包含了界址点坐标、图幅编号、地籍图等内容，地籍的

权属调查也是较为核心的一项工作，涉及内容包含了现场指

界、指界通知书、数据入库、签字盖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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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特征
针对房产数据和地籍数据，无论是采集方式，还是使用

人，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且对这两种数据进行整合，数据

管理、结构等也会显露出诸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开展不动产

登记工作时，需要利用房屋分户图、宗地图等，实现相关内

容进行表述，而通过房屋分户平面图和宗地图，又能够反映

套内面积、房屋总层数、宗地代码等信息 [2]。在对宗地地籍

信息进行整合以后，就加入了权属登记、土地使用情况等内

容，涉及的空间建筑物、专题规划等数据也能展现出来，其

中最为核心的工作就是以宗地为中心，对信息数据库系统进

行建立，其中建筑物数据整合是重要的构成内容，实际操作

中保确保房产幢位置与地籍空间坐标系保持一致，待完成数

据优化整理工作以后，再对地籍区域、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空

间数据进行叠加，然后通过属性表对宗地编码进行加入，同

时对其进行赋值和整理得到数据，使其在宗地图上详细表现

出来，最终根据数据系统实现土地资源、不动产登记、城市

规划等的智慧化管理。

3 房产与地籍测绘现状分析
现阶段，房产与地籍测绘还显露出以下问题：①立法有

待完善，虽然针对不动产登记，中国已经拥有相关的立法，

比如通过《测绘法》明确了不动产测绘的一些制度，并对房

产与地籍测绘工作进行了规定，甚至透过一些法律文件，还

要求房地产管理要贯彻落实房地产测绘工作，但是从实际来

看，这些法律规章制度还没有对房产测绘的具体内容及要求

进行明确规定，不仅对房产与地籍测绘数据工作造成极大影

响，还无法保证最终工作开展质量；②测绘工作效率不高，

对于不动产登记，不同部门所依据的标准具有差异性，并且

实际操作关联性又比较小，这就容易造成房产测绘数据相分

离问题，同时在房产测绘数据中，对一些没有坐标的房产无

法实现具体数据有效查询，更别说对档案和房产图形进行优

化整合，不利于测绘工作效率得到明显提高，甚至会导致这

一工作无法顺利地实施；③政策性比较高，在不动产登记中，

房产与地籍测绘数据具有的政策性比较高，尤其是在一些配

套服务功能上，相关人员开展工作还需对本地的房产政策进

行深入了解，并提高房产的测绘质量，虽然当前开展这一工

作，多是由专业的房产测绘机构执行，然后将得到的测绘成

果运用到房屋产权的管理工作当中，侧面也反映房产测绘机

构不只要实现经济效益，还要为房产市场发展及运行奠定良

好的基础，但是受到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技术发展差异

较大等因素影响，导致不动产登记中房产与地籍测绘数据的

结合还存在诸多问题急需解决 [3]。

4 房产测绘与地籍测绘数据整合的具体流程
对房产测绘与地籍测绘数据进行整合，需要遵循以下流

程展开：①数据预处理，对房产测绘与地籍测绘数据进行整

合，需要对来源于不同区域空间的数据进行整理，并根据实

际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转换，然后将这些数据信息储存到

GIS 操作平台中。同时，在操作期间还要对系统坐标框架、

地图投影等工作内容加以注意，特别是涉及统一空间数据

模型、统一地图投影等数据预处理内容。②生成匹配成果，

要切实解决实体难以匹配的问题，就要将幢编号点要素数据

纳入其中，并加强这类数据研究与分析，使之能够与自然幢

面要素形成对应的关系，同时针对属性数据，也要注意全面

记录自然幢识别代码，并在拓扑规则中引入幢编号、自然

幢和宗地三要素，以从空间关系角度实现各要素的规范化处

理。此外，在对相关数据采用拓扑规则进行检查以后，针对

出现的错误情况也要及时进行改进和处理，并将幢编号作为

媒介，运用叠置分析法使幢编号与宗地号相应的关系有效生

成，对于登记数据、权籍调查数据中的坐落、地名等信息，

在认真仔细核对其对应关系以后，也要及时将幢代码与宗地

代码的对应关系有效生成出来，若存在错误情况则要及时开

展外业调查作业，在核实以后采用相对应的处理措施 [4]。③

不动产单元编码，在不动产单元编码期间，要将试行的《不

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并选

择 7 层 28 位层次码结构，对于当中的宗地代码，为 5 层 19

位层次码，定着物代码为 2 层 9 位层次码。操作中要注意如

果属于房屋的定着物，并且单元处于使用权宗地范围之内，

需要对其进行单独编号，执行时可以使用前 4 为代表房屋幢

号，而后 4 位代表房屋的户号，针对幢代码和户代码也要保

持对应关系。④生成登记要素，在生成测绘表之后，就可以

将编码对应关系作为参考标准，对逻辑幢、层、户等非空间

要素数据加以整合和有效处理，并按照数据库标准将得到的

测绘数据纳入库和做出相应处理。

5 不动产登记中房产与地籍测绘数据整合优
化的方法
5.1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对不动产登记中的房产与地籍测绘数据进行优化整合，

需要对前期准备工作引起极大的关注，涉及的内容主要有：

①数据收集，在完成不动产、地籍等登记资料收集工作以后，

对这些数据资料展开细致的检查，操作中也要注意原有土地

及不动产实际状况了解和分析上面，特别是登记簿出现的已

经注销情况，需要对其进行准确标记，并对土地登记的房产

档案和房屋登记进行准确登记和实施有效管理，涉及的无效

信息也要对其进行清除。同时，对不同数据进行转换和纳入

数据库以后，就可以对统一的空间坐标系进行建立，操作中

需要将不同资料、数据信息录入到信息平台当中，并在此基

础上对这些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配置。②分析处理，对于出现

的地质档案数据，可以采用人工方式进行录入，并在通过系

统对这些录入信息进行分析整合以后，就可以对来源不同的

空间数据信息进行格式转换，然后导入到系统中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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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系统变得更加健全和完善。同时，在完成数据信息采集和

数据类型登记工作以后，也要突破原本的数据分析模式，并

运用录入信息完成信息资料的有效更新，整个过程系统数据

也能得以优化完善。

5.2 加强数据优化选择
要提高数据采集工作效率和确保工作开展质量，就要通

过确保数据迁移、转换、更新、完善等工作开展准确和完整

实现。要达到这一效果，就要对无效的数据进行及时、规范

处理，并且对不动产数据和地籍数据进行整理时，也要注意

对已经注销的登记册进行重新注册，并在表内备注其所有

权利人，确保获得的信息更加完善和有效。与此同时，不动

产登记利用原有的不同数据库，对生产的数据库进行转换，

在对抽取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时，需要在原始数据中找到可

以符合相关条件的应用数据，然后构建相对应的规则实现该

类数据统一分类、标识和管理，执行时还要对数据分割、数

据变换等加强重视，并通过将汇集的数据转换成为规范的格

式，确保这些数据在空间坐标系中相一致，并科学记录房屋、

土地等基本信息 [5]。

5.3 重新构建逻辑关系
开展房屋分析工作，要对房屋登记、土地登记等信息加

强关注，并在实际工作中将这些信息紧密联系起来，在完成

相关注册工作以后，就可以根据原始的产权证明及宗地信

息，对宗地代码进行准确填写，操作中也要对房屋登记信息

进行积极完善，以推动房地产登记工作更加顺利完成。同时，

对地籍图数据库进行科学合理使用，并通过其对宗地的各种

数据进行调查分析和完成宗地图形补录工作，然后对宗地进

行优化完善和统一编码，针对出现的跨区域宗地也能结合所

得信息进行科学调整，以防止地籍修改情况频繁发生。另外，

考虑到当前房地产登记管理工作开展，所常用的方式与传统

登记方式有很大的差别，实际进行作业就要对原始数据加以

核实，尤其是在记录不动产登记相关数据时，除了要对之前

的等级数据进行深入研究以外，还要做好原始营业编号继承

工作，以保证各时期的数据信息相一致，甚至还可以通过构

建特定的映射关系，实现对原始数据的有效储存，并在此基

础上完成房地产与地籍测量和制图的工作。

5.4 数据库建设应用
数据库主要是以数据为单元构成，并通过数据库的编写

规则，对房产与地籍数据进行分析，执行时也严格按照相应

标准规范和工作制度，进行信息分析、编码统一、批量录入、

构建登记表等操作，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科学分类和有效处

理，待完成数据转化工作以后，也要注意对这些数据进行全

面检查与审核，以保证数据准确性和唯一性。同时，对新的

数据进行开发，要保证数据库严格遵循统一的编码规则，并

在数据转化过程中对编码值进行更新，然后依托已经构成的

数据库，通过空间坐标系找到唯一的位置，并结合一定顺序

和编码进行编译，转换以后的数据也能准确的记录到数据库

当中。此外，在运用检查规则对空间数据进行审核以后，也

要通过计算图形管理系统对房屋平面图、空间重叠等部分内

容实施检查活动，对非空间数据进行审核，可以运用计算机

和人工两种方式实现，针对数据库的储存量，也要能够满足

房产与地籍数据的储存要求。

6 结语
论文是对不动产登记中房产与地籍测绘数据整合的讨

论，由于房产与地籍测绘数据在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构建中发

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使土地开发项

目也日益增多，这时候开展房产登记和地籍测绘工作，发生

纠纷的概率也不断升高，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并推动

不动产登记管理工作更加科学、高效和高质展开。实践中要

想取得这一理想效果，就要对房产与地籍测绘数据整合工作

引起极大关注，并在准确把握房产与地籍测绘数据特征、工

作现状、整合具体流程等以后，通过采用做好前期准备、数

据优化选择、构建逻辑关系、数据库建设应用等措施，实现

房产与地籍测绘数据优化整合，并为不动产登记工作高效、

高质展开提供更大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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