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地籍是土地的“户籍”。 它具有空间性、法律性、精

确性和地籍资料的连续性等特点。 地籍按表现形式可

以分为常规地籍和数字地籍。数字地籍适应了多用途、

大容量存储的需求，是现代地籍的发展方向。 地籍 GIS
数据是落实国家宏观土地调控政策， 实行最严格土地

管理的基础，准确、实时的地籍数据是满足标准化、规

范化、精细化土地管理要求的根本保障。由于一些主客

观条件，如档案缺失、初始的地籍数据成果存在错误和

问题，同时初建的地理信息系统功能不完善，缺少实时

更新机制，造成了地籍数据缺失、不全、错误、冗余等问

题。因此，为了解决土地管理中面临的迫切而急需解决

的基础数据问题， 地籍数据清理工作成为了首当其冲

的任务。

目前，我国仍处在地籍信息系统建设与维护阶段。

对地籍数据清理，深圳走在领先位置，但相关的技术细

则、规范、问题的研究很少。 本文结合参与地籍数据清

理的项目经验， 总结了地籍数据中存在的各类质量问

题， 对探索地籍管理长效更新维护机制具有很好的针

对性和现实性。

2 地籍数据的清理流程

以深圳为例，地籍管理是通过图形系统、档案管理

系统、办文系统实现图形、属性、宗地在某一时间点上

的一致。 地籍数据清理通过检查每一宗地、 每条界址

线、每个界址点，来确保地籍数据在空间无缝隙、无交

叠、全覆盖；通过清理宗地的权属状况、宗地的利用状

况，来确保城镇地籍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一致。

根据土地利用的现状特征， 地籍数据分为法定宗

地和现状宗地。 所谓法定宗地是指完善了用地手续或

办理产权登记的宗地，即签订合同、办理产权登记等具

有法律效力的宗地数据。 现状宗地指除法定宗地之外

的宗地。地籍数据库相应的设立临时库、现状库和历史

库［2］。 临时库对应 “在办宗地”；现状库用来存储最近一

次变更后的地籍数据，对应 “法定宗地”；历史库用来

存储发生变更时“被更新”表示过去状态的地籍数据。

地籍清理在时间上采用“先法定，后现状；先清理，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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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空间上采用分块（主要是街道办）切割，无缝拼接。

通过办文系统核查宗地的产权状态， 查询档案系统相

关法文（如房产证、合同等），然后通过图形系统检验宗

地的空间位置及产权挂接。如图 1 所示，为地籍数据清

理流程。

3 地籍数据存在的问题

在清理过程中， 我们发现地籍管理在信息化建设

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地籍数据空间关系不一致、面

积不一致、图形与属性挂接不一致的问题。

3.1 空间关系问题

3.1.1 缝隙

地籍测量中， 由于测量的误差及宗地测量先后精

度要求的不统一，宗地拼接中会产生缝隙，产生接边误

差。利用 ArcGIS 循环操作获取图斑在某个空间域值范

围内的多边形作为背景图， 然后从背景图空间擦除原

宗地图斑， 剩余的图形即为数据集内空间对象间的缝

隙。通过上述的空间拓扑关系，宗地间的缝隙主要有以

下几种［3］：（1）界址点位置不准确。 J1 应该在宗地 M 的

边上，从而使 M 和 N 之间产生缝隙，如图 2(a）。 （2）同

一个点的界址点 J1 和 J2 不重合， 导致相邻宗地 M 和

N 之间产生了裂缝，如图 2(b）、(c）。

3.1.2 重叠

地籍测量中，往往也会造成重叠。 在 ArcGIS 中通

过规定宗地可以共享边和顶点或者完全分开这条规则

对地籍数据进行拓扑检查， 清理宗地在空间位置存在

重叠的情况［4］。如图 3（a）：界址点 J1 和 J2 本该重合，导

致相邻宗地 M 和 N 之间产生了重叠。 如图 3（b）界址

点本该在界址线上，导致相邻宗地 M 和 N 产生重叠。

3.1.3 交叉

宗地由界址线定位，界址线由界址点定位。空间交

叉主要是由界址点造成的，如下：（1）界址点次序错误，

如图 4（a），正确的界址点次序应该为 J1、J2、J3、J4；但

在实际操作中次序为 J1、J2、J4、 J3， 造成的宗地自交

叉。（2）界址点数目增加或缺失，如图 4（b），正确的界址

点应该为 J1、J2、J3、J4；但操作中多了一点 J5。

3.2 面积问题

宗地面积检查直接保证宗地面积的精度。 面积问

题主要是指图形系统中宗地的面积与房产证上的面积

不一致，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类型。

3.2.1 版本之间的转换

界址点、 界址线和宗地是构成地籍数据的基本组

成部分。 宗地存在以弧线作为界址线，而低版本的 GIS

图 3 重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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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籍数据清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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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并不支持弧线，只能以折线替代，这样就造成了面

积的误差，如图 5（a）。

3.2.2 界址点产生

造成面积问题主要是由界址点造成的。 有如下几

种：界址点坐标数值输入错误、界址点次序错误（一般

而言， 界址点在录入过程中采用顺时针或逆时针）、界

址点数目缺失或增加，示例分别如图 5（b）、（c）、（d）。

3.2.3 面积录入时录错

业务员在办文过程中对法文的面积填写错误。 这

种情况很少，但清理过程中发现存在此类问题。

3.3 属性挂接问题

宗地的变化是离散的：办理过程+更新［2］。 现状库

的宗地因为房产证撤消等原因产生变更， 原始的信息

没有被删除而是作为历史地籍进入历史库； 临时库的

数据因为办理了法律手续，进入现状库，如图 6。 在这

个过程中，由于办理过程的复杂性、产权人的变化性等

原因，地籍数据存在着严重的属性挂接问题。

3.3.1 现状库中缺失有法律文书的宗地图

办文系统解决“以证管地”，图形系统解决“以图管

地”，两个系统在业务处理中是相对分离的，但在数据

库管后台又只通过某些关键字联系在一起， 这样容易

造成“有属性无图形”［5］。 因此对于缺少图形的，图形系

统应及时上图。

3.3.2 同一空间位置上有两宗地

宗地会演变，地->楼->房。 楼与宗地，存在着部分

或完全重叠；同一楼中，层与层空间上是完全重叠。 宗

地在产权变更中， 时间序列的变化使办文人员先后生

成两块地，就造成同一空间位置上有两宗法定地块。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采用保留一宗在现状层，将相关

的属性信息挂在这宗地上。 相当于一对多的模式。

3.3.3 空间位置不同，但宗地号相同

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 一是宗地是按照 “区-带-
片-宗”进行编号，以地块号作为宗地的惟一标识，因此

有可能生成宗地号与原先一致的宗地，即宗地号重复，

位置不同。 另一种原因可能是宗地在第一次签订合同

后，地籍系统就生成了一块地。 但是签订补充协议后，

宗地的位置或面积发生改变， 这时一般是将原宗地入

历史库，保留原宗地号，修改界址点坐标，重新生成一

宗地。 但由于操作过程不当原宗地未划入历史库或者

补充合同撤消，就造成了宗地号相同而空间位置不同。

3.3.4 宗地上挂接的法文错误

当法文撤消时， 宗地中对应的属性理应显示为无

效法文，但地籍数据的属性却没有做相应的标记。

4 结语

地籍数据作为国土资源基础数据库的核心， 直接

为地籍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通过对地籍数据定期进行

清理，将各类问题进行修正。但是要解决地籍清理出的

各种问题难度很大， 需要各业务部门参与配合数据修

改工作，需要时间和人力［6］。 同时我们要完善现有的不

合理机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建立权限管理机制及相

关的质量审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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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宗地的变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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