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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圈

本标准规定了侧绘产品质量评定的基本要求、方法以及单位产品缺陷分类。
本标准适用于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生产的测绘产品的质t评定，其他测绘产品可参照执行。作业

过程质量的评定标准可参照本标准另行制定。

2 术语

    a. 严重缺陷

    单位产品的极重要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或者单位产品的质量特性极严重不符合规定，以致不经返

修或处理不能提供用户使用。

    b. 重缺陷

    单位产品的重要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或者单位产品的质量特性严重不符合规定，对用户使用有重

大影响。

    c. 轻缺陷

    单位产品的一般质t特性不符合规定，或者单位产品的质盘特性不符合规定，对用户使用有轻微

影响。

    d. 缺陷值

    按照缺陷等级而规定的分值。

3 质!WWIR的书本规定

3.1 产品质量，除印刷成品采用正品、副品二级评定制外，其他实行优级品、良级品、合格品、不合格品

评定制。

3.2 产品质量由生产单位评定，验收单位负责核定。

4 质fib定标准

4.1 缺陷扣分标准

    a. 重缺陷的缺陷值:12/(w/s)分(航空摄影产品、地图集整体质量重缺陷值为12分)。

    b. 轻缺陷的缺陷值:1 / (w/s)分(航空摄影产品、地图集整体质量轻缺陷值为1分)。

    其中:二为单位产品的定额工天，:为单位产品的平均困难类别定额工天〔参照《测绘生产统一定

额》，国家侧绘局1987年5月制定)。

4.2 单位产品质量评定

采用百分制表征单位产品的质量水平。

采用缺陷扣分法和加权平均法计算单位产品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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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单位产品质it评分方法

4.2.1.1 一级质量特性分权的测绘产品

    a. 每个一级质量特性得分预置为100分，根据4.1中标准对该一级质量特性中出现的缺陷逐个扣

分，即得到a值。

一10。一{E[12/;--1(二/s)J+(}[1/Cw/s)]}
式中:a— 单位产品某一级质量得分;

    二— 相应一级质量特性重缺陷个数;

    m,— 相应一级质量特性轻峡陷个数;

    wls- 缺陷值调整系数。

    b. 若单位产品的任一a值均大于60，单位产品得分则按下式计算

N=a,p, +azpz十⋯⋯十a.p。一艺a; p,
式中:N— 单位产品得分;

    p— 相应质量特性的权;

    ，— 单位产品一级质量特性个数。

4.2.1.2 质量特性不分权的测绘产品

    每个单位产品得分预置为100分，根据4.1中标准对单位产品中出现的缺陷逐个扣分，即得到单位

产品得分。

N=10。一{名[12/(w/s)]+}[，/‘切/·)〕}式中:N— 单位产品得分;

    m,— 单位产品中重缺陷的个数;

    。2— 单位产品中轻缺陷的个数;

    、八— 缺陷值调整系数。

4.2.1.3 地图集产品

    a. 图集整体赓量由图集的思想性;全面、完整性;统一、协调性和装订质量来评定 其得分计算方
法与4.2.1.2一致。

    b. 图集的各主要图幅质量的评定与单位产品图幅质量评定方法相同。图集主要图幅平均得分M

按下式计算:

式中:m;— 图集内第1幅主要图幅的得分;

      ，— 图集内主要图幅数量。

    c. 地图集质童得分取图集整体质量和主要图幅的平均质量得分的低值。

4.2.1.4 地籍侧绘产品

    地籍测绘产品包括:地籍控制侧最、地籍要素侧量、地籍薄册、地籍图四个部分。四个部分得分总和

的1/4即为地籍侧绘产品最后得分。

4.2.1.5 凡涉及图幅的控制测量评分时，图幅内所有控制点得分的平均值即为该图幅的控制测量

得分。

4.2.2 单位产品质量等级的划分标准

    a 若单位产品中出现一个严重缺陷，则该单位产品计为不合格品。

    b. 若单位产品中有一个a值小于60分，则该单位产品计为不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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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质量等级标准:

    优级品N=90̂-100分;

    良级品N=75̂ 89分;

    合格品N=60̂-74分;

    不合格品N=0̂-59分。

5 单位产品的缺陷分类

    测绘产品的缺陷分为严重缺陷、重缺陷、轻缺陷三类。

5.1 大地测盘

5.1.1 三角测量和导线测量的缺陷分类(见表1)

                                                  表1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伪造成果

卜.侧站观侧中误差超限

c.极条件自由项超限5%以上

d.侧角中误差超限

e.诵绘点之记

f.导线各条件自由项任一项超
  限

9.三角形闭合差超限

h导线曲折度超限

i。电子记录程序错

1.标石埋设完全不符合要求

k.三角网权侧数值超限

:投影方法及归心元素t取错

  误

m.仪器未经什t检定或经检定

  不符合要求

a.点位选择不恰当，极不利于扩展

b点之记绘制错诵较大

c成果取舍、重侧不合理

d.记录中的修改不符合规定.但尚能使用

e.技术问盛处理不当

f.观讨条件掌握不严，不符合规定

9.记录中的计算错误，对结果影响较大

h.电子记录的艳出格式不符合规定

i.三角形闭合差大于限差的3/4:极条件自由项大
  于限差的4/5;导线侧f的各条件自由项中任一

  项大于限差的4/5

1仪器检脸项目不齐全，检验结果有轻徽超限

k.标石上、下标志中心偏差以及舰标的“三心”对

  标志中心偏差大于限差的4/5

1上交资料不完整

二.其居严重的差滋;汤

a，记录字体潦草、不规整

b.数字或小数点钻漏，对结果

  影响轻徽

c.各种注记错漏，成果装订及

  编夸错翻

d.各种资料的整饰缺点

e.三角形闭合差和极条件自由

  项大于限差的1/3;导线侧最

  的条件自由项大于限差的

  I/2

f.其他轻微的差、错、漏

5.1.2 水准侧a的缺陷分类(见表2)

表2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伪造成果

b侧段往、返高差不符值超限

c路线或环线闭合差超限

d.左、右路线高差不符值超限

e.标石埋设完全不符合要求

f.电子记录程序错

‘.肠绘点之记

h.仪器未经计f检定或经检定

不符合要求

e标石质量很差几外部修饰极不规整
b.路线图、点之记的绘侧错汤较多
c.技术问题处理不当

d.仪器检脸项目不齐全，检验结果轻徽超限

e.观侧条件攀握不乃格
f.成果重侧、取舍不合理
9.电子记录的翰出格式不符合规定

h.离差改正项目不全
1.记录中的.改不符合规定，但尚能使用

J.计算错误，对结果形响较大
k，侧段往、返高差不符值大于限差的3/4;路线或

  环线闭合差大于限差的2/3;其他各项误差任

  一超限

1.上交成果资料不完整

m其他严重的差、错AIR

a.记录字体稼草、不规整

b.数字或小数点错翻，对结果

  影晌轻徽

c.各种注记错诵 成果装订及

  编号锗肠

d.各种资料的整饰缺点

e.讨段往、返高差不符值大于

  限差的1/3t路貌或环线闭合

  差大于限差的1/2

f.其他轻微的差、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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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夭文测量的缺陷分类(见表3)

表3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伪造成果

b.经纬度的中误差超限

c.方位角中误差以及正反方位

  角之差超限

d.其他主要误差任一超限

e归心元素侧定错谋

f.人仪差超限

B仪器未f计 梭定或f&检定

  不符合要求

a.记录中的修改不符合规定.但尚能使用

b.观侧条件掌握不严，不符合规定

c，计算错误.对结果影响较大

d.成果重测、取舍不合理

e.仪器检脸项目不齐全，检验结果轻徽超限

f.上交资料不完整

H.经度、纬度、方位角的中误差，以及正反方位角

  之差任一项大于限差的3/4 :、

h，技术问题处理不当

1.其他严重的差、错、漏

a.记录字体镣草、不规整

b.数字或小数点错肠，对结果

  影响轻徽

c.各种注记错漏，成果装订及

  编号错漏

d.各种资料的整饰缺点

e.经度、纬度、方位角的中误

  差，以及正反方位角之差任

  一项大于限差的2/5

f.其他轻微的差、错、肠

5.1.4 重力侧量的缺陷分类(见表4)

表4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重力仪比例因子(或格值)不

  浦足要求

b.重力联侧中误差超限

c.!力点的平面位里中误差或

  高程中误差超限

d.伪造成果

e.重力点的埋石完全不符合要

  求

f.其他主要误羞翻限

H"诵绘咸之记

h.仪器未经计甘检定或经检定

  不特合要求

a.重力点的位置选择不恰当

b，仪器检验及调整项目不齐全，检脸结果轻徽超限

c.侧线安排不恰当

d记录中的修改不符合舰定.但尚能使用

e.计算错误，对结果形响较大

f.成果重侧、取舍不合理

9.照片资料不符合要求

h.技术问题处理不当

1.点之记绘制错汤较大

J"重力联侧中误差、点的平面位2中误差、高程中

  误差中任一项大于限趁的2/3

k.上交成果资料不完整

1.其他严重的差、错、漏

a.记录字体潦草、不规整

b.数字或小数点错翻，对结果

  影响轻微

c.各种注记错漏，成果装订及

  编号错肠

d.各种资料的整饰缺点

e.重力联侧中误差、点的平面

  位置中误差、高程中误差中

  有一项大于限差的1/3

f.其他轻微的差、错、泥

5.1.5 电磁波侧距的缺陷分类(见表5)

表5

严 宜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伪}t}果
b.边长平均值中误差超限

c.肠绘点之记

d，标石埋设完全不符合要求

e.归心元索侧定错误

f.侧距边两端点商差侧定错误

9.仪器未经计t检定或经检定

  不符合要求

a.点位选择不恰当

卜点之记绘制惜汤较大

c.仪器、仪表的检验项目不全，检脸结果有轻徽

  超限

d.观侧条件的选择、光段分祝不合理

e.成果重侧、取舍不合理

f.记录中的修改不符合规定，但尚能使用

H.计算错误，对结果影响较大

h.边长平均值中误差大于限差的4/5

1.技术问题处理不当

J测回差、往返差或不同时段差任一超限
k，上交成果资料不完整

l其他严重的差、错、诵

a.记录字休潦草、不规整

b.数字或小数点错份，对结果

  影响轻微

c.各种注记错汤，成果装订及

  编号错漏

d.各种资料的整饰缺点

e.边长平均值中误差大于限差

  的1/2

f.侧回差、往返差或不同时段差

  中任一项大于限差的2/3

9.其他轻微的差、错、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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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GPS MR的缺陷分类(见表6)

表6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伪造成果

b标石质f及其埋设完全不符

  合要求

c.接收设备不符合要求

d.主要精度指标中任一项超限

e.效据处理软件不符合要求

f.汤绘点之记

8.归心元t侧定、天线高I取

  错误

h. GPS网布设不合理

i.接收设备未经计t检定或经

  检定不符合要求

a，点位选择不佳，点之记或环视图绘制错肠较大

b.仪器设备检脸项目不全，检验方法欠妥以及资

  料不完整

。.气象元素侧定错误

d.成果重侧、补侧以及数据俐除不合理

e标石的外部修饰极不正规

f.观侧参数与规范不符

8脸算项目不齐全

h.数据处理过程不合理

i上交资料不完整

J.各项精度指标中任一项大于限差的2/3

k.技术问题处理不当

1.其他严重的差、错、泥

a记录和注记字体涂草、不规

  整

卜数字或小数点错翻，对结果

  影响轻徽

c.各种注记错月，成果装订及

  编号错翻

d.各种资料的整饰映点

e.各项精度指标中任一项大于

  限差的1/3

f.其他轻徽的差、错、诵

5.1.7 大地侧f计算的缺陷分类(见表7)

表7

严 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起算效据错

b.原始资料采用不正确

c.计算结果不正确或箱度没有

  达到规定要求

d.计算方法、公式不正确

a.平差图形和资料的选用不合理

6接边处理不当

c.数字或小数点错漏

d.技术问题处理错谕

e总结说明有原则性错场

壬一般资料采用错漏

B，上交成果资料不完整

h点名、精度等级、图幅错翻

1.其他严重的差、错、翻

a.文字、数字书写不规整，排列

  不整齐，墨迹浓淡不均匀

b.资料不整洁

c.装订、整理欠佳

d.技术问题处理不够完善，经

  批准可不再重新处理

e.文字、符号、注记错漏

f.成果装订及编号错月

9.展点图中点位、方向错汤

h，其他轻徽的差、错、翻

5.2 地形侧量

5.2.1 航空报影的缺陷分类(见表8)

表8

严 重 块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飞行质f中二级质f特性某

  项严重超限，致使下工序无

  法作业，如杭型无法连接、仪

  器无法t侧等

b形像质f中二级质f特性某项

  严孟翅限，致使孟要地形要索

  橱失或一般地形要家大面积损

  失，严盆影响成图质t

e.飞行质量和形像质f二级质f特性某项超限，

  下工序仍可使用

6.外观质f差(即黄迹、划痕、折裂、药膜脱落

  等)，严重影响影像质盆

c上交资料不完并

不属于前两类缺陷的其他问题

为轻缺陷

2.2 航侧外业

2.2.1 控制141的缺陷分类(见表9)

5.

5.

6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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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伪造成果

b.主要测量误差超限

  平面:交会点平面移位差、各种图形的角度闭合差、锁(网)

  点的闭合差、线形锁重合点较差、导线方位角闭合差、全长

  相对误差高程:等外水准路线闭合差、经纬仪高程导线闭合

  差、三角高程导线闭合差、交会点高程较差

c.使用翅限的首级控制侧t成果，或原始数据错致使无法作业

d.仪器未经计量检定或经检定不符合要求

e.其他极严重的差、错、漏

a.像片控制点的布设不符合

  规范或设计书要求

b.控制点的刺点误差大于规

  范要求

C.控制点的发展次数超限

d.控制点的各项边长、角度或

  总长大于限差的4/5

e.仪器检验不符合规范要求

f.其他严重的差、错、诵

不属于前两类缺陷

的其他问题为轻缺

陷

5.2.2.2 像片调绘的缺陷分类〔见表10)

表10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国界、界桩、界碑及其注

  记错汾

b.能明显判定的县(大于1

  :2.5万比例尺地形图)

  或县以上(小于1:1万
  比例尺地形图)境界错

  汤达图上9-
。一 级河流、山脉等橱绘
  或名称注错

d. 1 , 500, 1:1千、1,2

  千比例尺地形图乡或乡

  以上地名错份，1·5千、

  1‘1万比例尺地形图县

  或县以上地名错翻，小

  于1T1万比例尺地形图

  县以上地名错诵

e. -般注记错泥超过整幅

  图的15%

f.其他极严重的差、错、泥

a.标石完整的等级三角点、军控点、水准点错漏，大于1=5千比例

  尺地形图上城市工、1级控制点错诵

b.二级河流、山脉等名称错漏3处

c.图幅间未接边或像片间未接边

d.正规楼房层次注错3处

e.有方位意义的重要独立地物肠绘1处或一般独立地物漏绘3处

子双线道路(铁路、公路、简易公路)或双线水系等级明显错误

9.诵绘、错绘双线道路或水系超过图上km，双线桥梁及其附属建

  筑物超过2处

h漏绘、错绘居民地面积超过图上lm,

i-偏绘、错绘高压愉电线、通讯线、电力线或坦姗超过图上10-
j一般地名错肠超过整幅图的5X，乡或乡以上地名错漏 {

k.各级境界错漏超过图上2cm

1.能明显判定的管线转折点错月3处

m居民地综合变形较大、主次道路不清，造成较大失真

n.高程注记密度不符合相应要求

。.其他严重的差、错、翻

  不属于前两类缺陷

  的其他问题为轻缺

  陷

}

5.2.3 航测内业

5.2.3.1 航测原图的缺陷分类(见表11)

表11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内业加密点、地物点对最近野外控制点的平面位

  皿中误差超限，内业加密点、高程注记点或等高线

  对最近野外控制点的高程中误差超限

b，原始数据错致使无法作业，使用超限的野外控制成果

e.伪造成果
d.内业加密绝对定向后，定向点的残差超限

。.野外控制点、内业加密点、图廓点展绘超限致使下

  工序无法作业

{.5.2.2.2所列严重缺陷

e.内业加密绝对定向后，多余控制点的

  不符值或公共点的较差超限

b.测图定向误差、对点误差超限

c.高程注记超限

d图幅整条边接边超限

e.漏绘、多绘山头或凹地达一组等高线

f地物地貌表示不能真实显示地理特征

g. 5. 2. 2. 2所列重缺陷

不属于前两类缺陷

的其他问题为轻缺

陷

603



CH 1003一1995

5.2.3.2 影像平面图的缺陷分类(见表12)

表 12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图名、图号注记同时错漏或2处以上经纬度注记错漏

b大于1，5O00图幅中乡或乡以上地名错漏，小于或等于

  1，5000图幅中县或县以上地名错漏

c.使用超限的控制成果或原始数据错致使无法作业

d.影像质量中二级质量特性某项超限致使重要地形要素

  损失或一般地形要素大面积损失，严重影响成图质量

e内业加密点、地物点对最近野外控制点的平面位置中

  误差超限

f.内业加密绝对定向后，定向点的残差超限

9.野外控制点、内业加密点、图廓点展绘超限致使下工序

  无法作业

h.其他极严重的差错漏

a.内业加密绝对定向后.多余控制点

  的不符值或公共点的较差超限

b.外观质量差(即黄迹、划痕、折

  裂、药膜脱落等)，严重影响影像

  质量

c.纠正徽嵌的对点误差超限，正射影

  像图采集数据时定向误差超限

d.图幅间、像片间、扫描带间整条

  边接边超限

e一般注记错漏5%

f.影像质量中二级质量特性某项超限

9.其他严重的差、错、漏

不属于前两类缺陷

的其他问题为轻缺

陷

�一

5.2

32，并作以下补充:

5.2

3.3 影像地图

缺陷分类标准同5.2‘3.1中有关高程部分和5.2.

展点图与影像图的套合误差超限为严重缺陷。

4 平板仪测图的缺陷分类(见表此)

                                            表13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图名、图号注记同时错混或2处以上经纬度注记错漏

b.地物点对最近控制点的平面位置中误差超限，高程注

  记点或等高线对最近控制点的高程中误差超限

c.使用超限的控制成果或原始数据错致使无法作业

d.图脚点、控制点展绘超限致使下工序无法作业

e.5.2.2.1和5，2.2.2所列严重缺陷

日.测站点密度低于规范要求

b.漏绘、多绘出头或凹地达一组等

  高线

c.地物地貌表示不能真实显示地

  理特征

d，高程注记超限

e.图幅整条边接边超限

f.5.22.1和5.2.22所列重缺陷

不属于前两类缺陷

的其他问题为轻缺

陷

5.2.5 综合法测图的缺陷分类(见表14)

表14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图名、图号注记同时错偏或2处以上经纬度注记错漏

b.内业加密点、地物点对最近野外控制点的平面位置中

  误差超限 内业加密点、高程注记点或等高线对最近野

  外控制点的高程中误差超限

c.使用超限的控制成果或原始数据错致使无法作业

d.图廓点、控制点展绘超限致使下工序无法作业

e，内业加密绝对定向后，定向点残差超限

f.影像质量中二级质量特性某项超限致使重要地形要素

  损失或一般地形要素大面积损失，严重影响成图质量

9.单张像片侧图中，比例尺侧定不合规定，投影差的计算

  和改正错。严重影响成图精度

h.5.2.2.1和5.2.2.2所列严重缺陷

a.侧站点密度低于规范要求

b.内业加密绝对定向后，多余控制

  点的不符值、公共点的较差超限

c.影像质童中二级质量特性超限
d.图幅间、像片间整条边接边超限

e.漏绘、多绘山头或凹地达一组等一
  高线

f.地物地貌表示不能真实显示地理一
  特征

9.52.2.1和5.2.2.2所列重缺陷

  不属于前两类缺陷

  的其他问题为轻缺

  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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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工程测量

5.3. 1 平面控制测量的缺陷分类(见表15)

表15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伪造成果

b.测站观测中误差超限

c.侧角中误差超限

d，电子记录程序错

e起算数据使用错

f.标石埋设完全不符合要求

H，仪器未经计3检定或f&a定

  不符合要求

h.投影方法及归心元素最取错

  误

i.翻绘点之记

a.点选择不当，极不利于扩展

h.各项误差有50 以上大于限差的1/2

c.成果取舍、重测不合理

d.观测条件掌握不严

e.仪器检验项目不全，检验结果有轻徽不符合规

  定

1.记录中的计算错误，对结果影响较大

8.电子记录枪出格式不符合规定

h，各项观侧的闭合差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要求

i.上交资料不完整

J.其他严重的差、错、漏

a.记录字体潦草、不规整

h数字或小数点错泥，对结果

  影响轻微

c各种注记错漏，成果装订及

  编号错漏

d.各种资料的整饰缺点

e.记录中的计算错误，对结果

  影响轻微

f.其他轻微的差、错、翻

5.3.2 高程控制测量的缺陷分类(见表16)

表 16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伪造成果

卜.测段往返商差不符值超限

c.路线或环续协合差超限

d.对向现泌高差较差超限

e.标石埋设完全不符合要求

f.漏绘点之记

9，电子记录程序错
h.起算数据使用错

I.仪器未0计f检定或经植定

  不符合要求

a.标石质量差。外部修饰不规整

b.点之记、路线图绘制错汤较多

c.仪器检验项目不全，检验结果有轻微不符合规

  定

d.各项误差有50%以上大于限差的1/2

e.观侧条件掌握不严

f.成果取舍、重侧不合理

9.电子记录的输出格式不符合规定

h.高差改正项目不全

1.计算错误，对结果有较大影响

1.上交成果资料不完整

k.其他严重的差、错、漏

a.记录字体潦草、不规整

b.数字或小数点错漏，对结果

  影响轻徽

c.各种注记错漏，成果装订及

  编号错漏

d.记录中的计算错误，对结果

  影响轻徽

e.各种资料的整饰缺点

f.其他轻微的差、错、偏

5.3.3 线路测量的缺陷分类(见表17)

表17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伪造成果

6.平面、高程控制点的联侧或侧设错误

c.埋石质f完全不符合要求
d线路纵横断面图和带状地形图经实侧检

  查，精度不能满足要求

e.起算数据采用错

f.线路中桩桩位误差，曲线测设各项误差以

  及复侧、汤项和定侧成果的不符值不能满

  足限差要求

9.计算程序采用错
h.转折桩点定位放样超限
1.仪器未经计童检定或经检定不符合要求

a.控制点点位选择不当

b.线路纵横断面图和带状地形图经

  实侧检查，有明显错汤

c，各项误差有 50%以上大于限差的

  1/2

d，上交资料不完整

e.记录中的计算错误，对结果影响较大

f.仪器检脸项目不全，检验结果有轻

  微不符合规定

9.观测条件掌握不严

h其他严重的差、错、汤

a.记录字体潦草、不规整

b.数字或小数点错翻，对结果

  影响轻微

c.各种注记错翻 成果装订及

  编号错泥

d.记录中的计算错误.对结果

  影响轻微

e.各种资料的整饰缺点

f.线路纵横断面图和带状地形

  图轻微锗偏

9.其他轻微的差、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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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施工测量的缺陷分类(见表18)

表 18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H.伪造成果

b.起算数据采用错

c.施工控制网的侧设不符合要

  求

d，施工建筑方格网的现场复侧

  误差超限

e计算程序采用错

f.仪器未经计t检定或经检定

  不符合要求

s.控制点点位选择不当

b.施工放样时，放样条件不具备

c.各项误差有50%以上大于限差的1/2

d，记录中的计算错误，对结果影响较大

e.上交资料不完整

f.仪器检验项目不全，检验结果有轻徽不符合规

  定

9.观测条件掌握不严

h.其他严重的差、错、汤

。.记录字体潦草、不规整

b.数字或小数点错漏，对结果

  影响轻徽

。.各种注记错漏，成果装订及

  编号错漏

d.记录中的计算错误，对结果

  影响轻微

e.各种资料的整饰缺点

f.其他轻微的差、错、润

5.3.5 管线测量的缺陷分类(见表19)

表19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伪造成果

b.管线竣工测t的误差超限

c.综合地下管线侧绘的误差超

限

d-.电子记录程序错

e.仪器未经计f检定或经检定

  不符合要求

a.原有资料不完备

b取舍严重不符合规定

c.调查表填写不完备

d各项误差有50%以上大于限差的1/2

e.仪器检验项目不全，检脸结果有轻徽不符合规

  定

f.上交资料不完整

e.其他严重的差、错、漏

a.记录字体镣草、不规整

卜，数字或小数点错漏，对结果

  影响轻微

c.记录中的计算错误，对结果

  影响轻徽

d.各种资料的整饰缺点

e.各种注记错月，成果装订及

  编号错漏

f.其他轻微的差、错、漏

5.3.6 变形测量的缺陷分类(见表20)

表20

严 重 缺 陷 重 映 陷 轻 缺 陷

a.伪造成果

b.变形侧f的精度不溯足要求

c.基准点的埋设质量完全不符

  合要求

d.仪器未f&计A*定或0检定

  不符合要求
~ 口山 旧白 门盆召旧 u 二史七润曰~互.心己二2、」山，‘沙

a.仪器检验项目不全，枪脸结果有轻徽不符合规

  定

6.各项误差有50%以上大于限差的1/2

c.变形观侧的周期选择不当

d.记录中的计算错误，对结果影响较大

e.上交资料不完整

f.数据处理中的统计方法有错

9.基准点选择不当

h.其他严重的差、错、漏

a.记录字体潦草、不规整

b.数字或小数点错瀚，对结果

  影响轻徽

c.各种注记错漏，成果装订及

  编号错端

d.记录中的计算错误，对结果

  影响轻微

e.各种资料的整饰缺点

f.其他轻微的差、错、漏

仁 .J一 、~ ”叫招JJ窗~，，，、 口 少门飞声七

5.4 地籍测绘

5.4.1 地籍控制测量的缺陷分类(见表21)

表21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伪造成果

b仪器未经计盆检定或经检定

  不符合要求

a.仪器检骏项目不全，检脸结果有轻徽超限

b.控制网未与国家大地点联侧

c.个别侧角误差轻徽超限.对控制点精度形响较小

不属于前两类缺陷的其他问题

为轻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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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1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c.标志埋设完全不符合要求

d.地籍控制点精度不符合要求

e.偏绘点之记

d.个别超短边相对边长误差轻徽超限

e.点之记错漏较多

f.上交资料不完整

9.其他严重的差、错、泥

5.4.2 地籍要素侧!的缺陷分类(见表22)

表22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伪造成果

卜.仪器未经计盆检定或经检定不符合要求

c.界址点坐标误差超限

d，界址点与邻近控制点、侧线、界址点、建筑

  物角点间距误差超限

e.与确定界址点、线位里直接有关的永久性

  建筑物角点精度不符合要求

f.界址点和重要建筑物错漏较多

9.面积t算误差超限

a.仪器检脸项目不全，检脸结果有

  轻徽超限

b.侧量中个别指标超限，对侧量点

  精度影响轻徽

c一般建筑物有个别错月

d.个别侧角误差轻徽超限，对结果

  影响轻徽

e.测量点编号错漏

f.地拼区、地籍子区编号错漏

9.其他严重的差、错、肠

不属于前两类缺陷的其他问题

为轻缺陷

5.4.3 地籍薄、册的缺陷分类(见表23)

表23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a.地籍要素调查权月关系错祖

b.地箱要索调查来履行法律程

  序

c.地籍要素调查表中重要内容

  错翻

d.地籍册中重要内容错翻

e.界址点(线)情况不清

a.地籍要素调查中一般内容错漏

b.地.册中一般内容错月

c地块偏号错汤

d.地箱册整饰质It差

e，其他严重的差、错、漏

不属于前两类缺陷的其他间题

为轻缺陷

5.4.4 地籍图的缺陷分类(见表24)

表24

严 重 缺 陷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图廓点、坐标网、控制点展绘

  错诵

b界址点、线错翻

c.行政区域界错漏

d.与确定界址点、线位置直接

  有关的永久性建筑物错漏或

  地理精度不符合要求

e.界址点、线地理精度不符合

  要求

a图脚坐标注记错肠

b一 般建筑物错肠

c.界址点、线表示不正确

d.行政区界局部错漏

e.地籍区界错翻

f. -级土地利用类别错漏

9地理名称注记错漏

h其他严重的差、错、翻

不属于前两类缺陷的其他间题

为轻缺陷

5.5 地图制图与印刷

5.5.1 普通地图的编绘原图、印刷原图的缺陷分类(见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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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f:2. 5万、1:5万、1:10万

        地 形 图

1:25万、1:50万

  地 形 图

1’100万及普通

  地 理 图

严

重

缺

陷

a.数学基础的数据用错;拐绘重要点线;存在点线

  系统性超限;首末方里网线或图脚点经纬度错漏

b.基本资料错用、翻用造成县级以上境界等级、地

  域领属错漏或其他有关重要要素翻转或转错

c.主要要家制图综合大面积变形或错漏;主要要素

  的选取低于指标下限的20肠以上

d.国界、未定国界、特殊地区界错绘、翻绘、描绘严

  重变形，或其附近地物关系不当、名称注错造成

  主权归属错误

e.县级以上境界错漏

f.全国的一级河流、山脉等名称或县级以上居民地

  名称错漏

9.图名或图号错偏

h.其他极严重的差、错、月

a同左

b.同左

c.同左

d，同左

e.省级以上境界错偏或较

  大面积的县级境界严重

  错漏

f，同左

e.同左

h.同左

a.同左

b基本资料错用、漏用造成

  省级以上境界、地域领属

  错漏

c.同左

d.同左

e.省级以上境界错漏

f.同左

9.同左

h.同左

重

缺

陷

a数学基础的个别点线误差超限

b.错漏某要素的主要部段;较大面积内制图惊合质

  a低劣;次要要素的选取低于指标下限的20 以

  上

c.主要要素关系明显不协调

d全国的二级、三级河流、山脉等名称或镇、乡名称

  错泥，作为图名的图内名称注记错漏

e重要要素符号、线划、注记规格与规定严重不符

  或错漏

f图例、略图及说明注记有重大错漏

9.图幅间重要要索不接边

h.其他严重的差、错、漏

a.同左

b.同左

c.同左

d全国的二级、三级河流、

  山脉等名称或镇、乡名称

  错场3处;作为图名的图

  内名称注记错肠

e.县级境界有一般性错漏

f.重要要素符号、城划、注记

  规格与规定严重不符或错

  漏

9.图例、略图、说明注记有

  重大错漏

h.同左

a.数学基础的个别重要点

  线误差严重超限;地图投

  影选择不当，严重影响地

  图内容表达及使用

b.同左

c.同左

d.县级境界位置错汤1处

e.重要要索符号、线划、注

  记规格与规定严重不符

  或错漏

f.图例、略图、说明注记有重

  大错汤

9.图幅间重要要素不接边

h.同左

轻

缺

陷

a.数学基础的个别点线位移超限或个别点线错漏

卜，个别要索关系明显不清楚、不合理;境界描绘误

  差较大或明显练合不当

c.乡以下居民地名称注记或其他名称注记错漏

d.因未使用标准的简化字，但不造成误解的各种名

  称注记、说明注记;非国界线上的高程注记小数

  点后数字错误以及有高程点无注记、有注记无高

  程点等

e一 般要索符号、线划等与规定明显不符，或其他

  整饰内容与规定明显不符;图幅间个别主要要素

  的位置、等级明显不接边

f.其他轻微的差、错、漏

a.同左

b.同左

c.同左

d同左

e.同左

f同左

a.同左

b.同左

。.县级以下居民地或其他

  名称注记、说明注记错漏

d.同左

e.同左

f.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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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专题地图的编绘原图、印刷原图的缺陷分类(见表26)

                                                表26

严 }b.

主要专题要素的分类、分级违背相应的分类、分级标准

地图资料、专题内容主要要素所依据的文件资料、统计资料错用、润用或有原则性错误，严重影响地图的政治

思想性、可那性、现势性、动态表示及预侧预报可能性

主要专题要素的质童特征、数量特征或数据说明出现严重错漏

重大失密性质的错误

.地理底图中的制图网以及各要素的严重缺陷标准与表25中相应比例尺地图严重缺陷的对应项相同

地图内容的位t精度严重超限，专题内容的表示方法错误.或专题符号的盘侧精度极差而无法读图

.图名错翻或有关国家主权的名称、境界错漏

.其他极严重的差、错、漏

献

乙

卜

C

J
U

e

 
 
重

仁

g

h

缺

陷

扰

次要专题要素分类、分级违背相应的分类、分级标准

个别地图资料错用、诵用，影响地图内容的可靠性、现势性、动态表示及预测预报可能性

个别专题要素的质量特征、数量特征或注记说明系统性的错肠

专题内容不够完备，对地图主题内容的表现有较大影响

色彩、符号的设计缺乏科学性，从而使地图内容主次颠倒或层次混乱，影响读图

要素之间关系明显不协调 影响地图判读

地图比例尺或投影选择不当，或专题符号的量侧精度很差，对读图有较大影响

地理底图中的制图网及各要素的重缺陷标准与表25中相应比例尺地图重缺陷的对应项相同

图例的主要内容错翻;图外其他主要要素错翻

拼接图幅间主要要素不接边

其他严重差、错、漏

图内一般的注记、说明或个别次要专题要素的质量特征或数量特征错漏

专题内容的表示方法欠佳，影响地图内容的表达

个别要家间关系明显不协调

地理底图中的制图网以及各要素的轻缺陷标准与表25中相应比例尺地图轻缺陷的对应项相同

图面配置不当;图外次要要素错漏

拼接图幅间个别要素不接边

其他轻徽的差、错、漏

地图集缺陷分类(见表27)

a.地图集有政治思想性错误;有关国家主权的境界

b.地图集的主题违背编制宗旨

c.地图集名称错漏

d.重大失密性质的错误

e.其他极严重的差、错、偏

表27

、重要地物名称错漏
严

重

缺

陷

a.地图集主题不明确，影响地图集宗旨表达

b.地图集内容缺乏全面系统性或结构不完整，对地图集主题表达有较大影响

c.地图集内容缺乏统一互补性;各图幅间内容明显不协调

d.其他严重的差、错、漏

a.地图集内部各图幅间表示方法或色彩、符号的设计明显不协调，影响地图集的统一协调性

b.其他轻微的差、错、漏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注:图集内的主要图幅的缺陷分类参照表25,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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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印刷成品的缺陷分类(见表28)

表28

严卜套印差超过限差2倍:肠印要素
引b·图上出现严重花概脏污等造成无法读图
缺卜地图集的装订出现少页、封面侧头、折缝普遍严重伯离折页线，页码顺序颠倒、出现倒头，使地图集内容不完整
陷}d.其他极严重的差、错、漏

a.套印差超过限差1倍

b.图内较大面积线划盛断、粗细不匀，图斑花糊、脏污，网线不光洁或地图要素印色过浓、过淡等造成读图困难

c.地图集的装订出现折页误差较大 多页、插页位置错误或订本质量低劣出现脱页、封面歪斜

d，其他严重的差、错、翻

a.套印差超限或线划、网线粗细变形，或个别图斑花糊、脏污、印色不匀而影响读图

b.地图集装订折缝与折页线不对齐或页码位置不整齐;但对地图集使用影响不大

c.地图集订本质童欠佳，但不影晌用图，如飞胶、脏污等

d.精装地图集封面印刷、制作效果欠佳，对使用地图集无影响，但不美观

e.其他轻微的差、错、漏

重

缺

陷

轻

缺

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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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例

录附

实
(参考件)

    验收某测区1:1万航测外业产品，抽取其中一幅进行质量检查，该幅图定额工天为:像片连测15

天，像片调绘38天，检查步骤如下:

    一、控制训.

    l.缺陷划分

    按照《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以下称《规定》)中表10所列质量特性对某控制点的成果资料作逐

项检查，查出问题按《测绘产品质量评定标准》(以下称《标准》)表9进行缺陷划分，检查结果有3个轻

缺陷。

2.计算调整值“二/s”二=15  s=13(由《测绘生产统一定额》查出) w/s=15/13

3.计算扣分值

    根据《标准》中4.1条，该控制点扣分值为:

                      3个轻缺陷 3X [1/(w/s)]=3X 1/(15/13)=2. 6分

    4.控制测量得分 10。一2.6=97. 4分

    5.如果一幅图内有几个控制点，则取其平均值，该幅图假设仅一个点。

    二、像片调绘

    1.缺陷划分

    方法同控制侧量。检查结果有2个重缺陷，8个轻缺陷。

    2.计算调整值“w/s"  w=38     s=30(由《测绘生产统一定额》查出) ur/:二38/30

    3.计算扣分值

    根据《标准》4.1条

    2个重缺陷应扣 2X[12/(二/s)〕二2X 12/(38/30)=18. 9分

    8个轻缺陷应扣 8X [1/(w/s)]=8X 1/(38/30)=6. 3分

    4.像片调绘得分100-18.9-6.3=74.8分

    三、圈幅质，评定

    按《规定》中表10控制测量和像片调绘权的划分(分别为0.4和0.6)，对该幅图的外业质量进行加权

平均(按《标准》中4.2.1.1中公式计算)=

                            勤p=97. 4 X 0. 4+74. 8 X 0. 6=83. 8分

    该幅图最终得分8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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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xxx

生产单位名称:xxxx

验收质t统计表(实例)

              验收方式:抽样检验

                页 号:x

序号 资料名称和编写 问题记载 缺陷类型 权(P) 处理意见 处理结果

观测手薄

控制像片

调绘片

记录字体潦草

刺点说明不明确

像片整饰不合要求

公路等级错

乡名错一处

轻缺陷

轻缺陷

轻缺陷

重缺陷

重缺陷

轻缺陷

产品质t评分:

    控制侧f(、二15  s=13  3个轻缺陷)得分

      loo-E[1/cw/s)7=1o0-3 x )/a5/13>=s7. 4分

    像片调绘(w=38 s=30 2个重缺陷 8个轻缺陷)得分:

      loo-SE[12/(w/s)J+E[1/(二//s)J}

          二100-(2X12/(38/30)+8X1八38/30) } =74.8分

  图幅得分 _

Fap=97. 4 X 0. 4+74. 8 X 0. 6= 83.“分 一
评
定
分
数

83.8

核
定
等
级

良

脸收者:XXX     XXXX年XX月XX日 处理者:XXX

检校者;XXX    XXXX年XX月XX日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负责解释。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谭明建、黄献智、陈 锐、朱德厚、沈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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