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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测量成果构建地理实体的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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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建筑物实体的快速融合构建模式，实现场景数据的结构化和语义化，是目前自然资源部和各新型基础测

绘试点城市研究的重要内容。该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不动产测量成果构建建筑物房屋、层、户实体的方法。以不动产测量图

元为基准，基于业务规则对图元进行定性描述并编码，并变换成竣工验收测量图元，解决了在构建实体数据时提取不同专

题要素间数据的关联关系问题；通过解析图元编码，可快速识别图元的语义，实现对构成实体的图元要素快速提取和按规

则高效融合。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不仅有效解决专业测绘数据自动适配组装基础测绘建筑物实体数据的问题，同时以不

动产登记业务和工程项目竣工验收业务为驱动，解决了数据更新及时、动态持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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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物联 网、大 数 据、移 动 互 联 网 等 空 间 和

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１］，以及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

设试点工 作 的 有 序 开 展，发 展 以 地 理 实 体 为 主 要

表现形式的公共产品迫在眉睫［２］。地理实体既可以

是表达客 观 存 在 的 实 体，也 可 以 是 表 示 抽 象 定 义

的非客观实体［３－４］，建筑物实体是地理 实 体 数 据 集

中应用需求 最 迫 切、最 广 泛 的 一 类 数 据。研 究 建

筑物实体 的 快 速 融 合 构 建 模 式，实 现 场 景 数 据 的

结构化和 语 义 化，是 目 前 自 然 资 源 主 管 部 门 和 各

新型基础 测 绘 试 点 城 市 研 究 的 主 要 内 容。关 于 地

理实体构建方法的研究有很多，文献 ［５］提出利

用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比 例 尺 基 础 地 理 信 息 数 据 构 建 河

流地理实体的方法，文献 ［６］提出一种利用基础

地理空间 框 架 中 的 矢 量 数 据 成 果，自 动 获 取 地 名

地理实体 的 数 据 方 法，文 献 ［２，７］也 分 别 提 出

对传统的基 础 地 理 信 息 数 据 与 自 然 资 源 业 务 数 据

进行融合构建基础地理实体的方法，文献 ［８］提

出了构建实 体 时 对 已 有 多 源 地 理 空 间 数 据 存 在 不

一致性的处理方法，文献 ［９］提出了利用大比例

尺ＤＬＧ、第三 次 全 国 国 土 调 查、地 理 国 情 监 测 等

多源数 据 融 合 与 转 换 为 地 理 实 体 的 方 法，文 献

［１０］提出了一种在文本文件等非结构化数据中通

过对语义索引框架中的词汇和句法模板进行识别，
构建实体 名 称 和 关 系 的 方 法 和 工 具。通 过 分 析 发

现，目前二 维 地 理 实 体 数 据 的 构 建 方 法 和 自 然 资

源主管部门 下 发 的 新 型 基 础 测 绘 系 列 指 导 文 件 中

构建地理 实 体 的 技 术 思 路 相 同，均 是 按 事 先 制 定

的地理实 体 分 类 和 数 据 组 织 模 型，对 已 有 基 础 地

理信息数据 或 其 他 管 理 数 据 进 行 空 间 图 形 转 换 和

属性融合，再 以 实 景 三 维 模 型、点 云 等 数 据 为 补

充实现。虽然该方法能满足地理实体生产的需求，
但是作业方式多是通过批量规模化生产，需要耗费

大量财力、人力、物力，且数据更新的时效性相对

较差。基于以上方法，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不动产

测量成果数据融合构建地理实体数据的方法。

１　地理实体构建方法

基于本 体 论 的 思 想，同 一 地 物 对 象 即 同 一 个

实体，但具有多种形 态，可 面 向 不 同 的 应 用 需 求，
如某栋楼房，有 面 向 规 划 审 批 的 需 求，也 有 不 动

产登记的 需 求，更 有 面 向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或 者 自 然

资源管理 的 宏 观 需 求，但 其 房 屋 属 于 同 一 实 体 的

本质不变，差 别 仅 在 于 面 向 不 同 应 用 需 求 的 分 析

统计业务 规 则 不 同。因 此 本 文 首 先 对 不 动 产 测 量

成果图元 进 行 研 究，通 过 图 元 变 换 先 实 现 不 动 产

测量与竣 工 验 收 测 量 成 果 的 关 联，然 后 再 按 照 地

理实体数据 融 合 构 建 规 则 按 需 提 取 两 类 专 题 测 绘

业务中的 图 元 空 间 和 属 性 信 息，融 合 构 建 建 筑 物

的房屋、层、户 地 理 实 体 数 据，实 现 智 能 提 取 不

动产测量 图 元 数 据 适 配 组 装 地 理 实 体 数 据，且 数

据采集和 生 产 由 不 动 产 登 记 业 务 驱 动，数 据 更 新

时效性强。采 用 不 动 产 测 量 成 果 构 建 地 理 实 体 的

总体技术路线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不动产测量成果构建地理实体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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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不 动 产 与 竣 工 验 收 测 量 成 果 变 换

方法

２．１　不动产图元构成及编码规则

在不动 产 面 积 确 权 测 量 业 务 中，参 与 不 动 产

面积计算业 务 规 则 处 理 的 空 间 图 元 分 为 权 属 共 有

图元和权属 私 有 图 元，共 有 图 元 包 括 外 半 墙、梯

间、大堂、廊、架 空 层、配 电 房 等 共 有 公 用 设 备

设施，私 有 图 元 包 括 套 内 图 元、阳 台、露 台 等 非

共用设备设 施。首 先 绘 制 空 间 图 元，然 后 对 空 间

图元进行属性定义，定义的内容包含图元的名称、
使用功 能、权 属 性 质、楼 层 数、房 号、单 元 号、
结构类 型、面 积 计 算 系 数、层 高 等。根 据 对 图 元

的属性定 义 以 及 分 摊 去 向 的 指 定，系 统 调 用 面 积

分摊计算 模 型，自 动 计 算 并 汇 总 各 不 动 产 最 小 单

元的套内面 积、分 摊 面 积 以 及 建 筑 面 积。在 定 义

空间 图 元 属 性 时，通 过 对 权 属 性 质、使 用 功 能、
共有属性 等 字 段 设 计 属 性 字 典 表，再 将 选 择 的 属

性字典值 映 射 成 相 应 规 则 编 码，即 可 实 现 对 不 动

产测量成果的空间图元进行实体编码赋值。
实体编码规则如下：图元实体编码总共３９位

码，其中前５位 编 码 为 自 然 幢 编 码，以Ｆ字 母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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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剩余４位 为 顺 序 码；６～８位 为 本 栋 自 然 幢 按

管理需求 划 分 的 逻 辑 幢 编 号，以Ｌ字 母 开 头，剩

余２位为逻辑幢顺序码；第９位为垂直空间分布位

置码Ｂ／Ｆ，Ｂ代表地下，Ｆ代表地上；第１０～１２位

为单元号，以 Ｕ字 母 开 头，剩 余２位 为 单 元 号 顺

序码；１３～１５位为楼层号；１６位为权属类型码Ｐ／

Ｃ，Ｐ代表私有权属，Ｃ代表共有权属；１７～２０位

为使用功能编码，其中前两位为一级功能区编码，
后两位为 二 级 功 能 区 编 码，无 使 用 功 能 的 权 属 共

有图元赋值００补齐位数；２１～２４位为共有属性类

别码，其中前 两 位 为 一 级 共 有 属 性 类 别 编 码，后

两位为二 级 共 有 属 性 类 别 编 码，权 属 私 有 项 图 元

没有共有属性时赋值００００补齐位数；２５～２７位为

主体结构码，以Ｓ字母开头，０１代表是主体结构，

００代表非主体结构；２８～３２位为主体结构图元顺

序码；３３～３５位 为 附 属 结 构 码，以 Ａ字 母 开 头，
后两位代表附属结构类型码，００代表无附属结构；

３６位码为附属结构位置码Ｅ／Ｉ，Ｅ代表图元在主体

结构外，Ｉ代表图元在主体结构内；３７～３９位为附

属结构图元顺序码。
按照上 述 图 元 编 码 规 则，程 序 按 照 上 述 编 码

规则自动对定义后的空间图元进行编码，如图２所

示，某楼１单元２５层０４户的两个阳台图元和一个

套内图元以及２５层权属共有公共区域图元的编码

如下。

图２　不动产单元户示例数据

Ｆｉｇ．２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ｔ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ａｔａ

１单元２５层０４户套内图元编码为Ｆ０００１００１Ｆ
Ｕ０１０２５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Ｓ０１００００４Ａ００００００；１单元２５层

０４户０１阳 台 编 码 为 Ｆ０００１００１ＦＵ０１０２５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Ｓ０１００００４Ａ０１Ｅ００１；１单 元２５层０４户０２阳 台

编 码 为 Ｆ０００１００１ＦＵ０１０２５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Ｓ０１００００４Ａ０１
Ｅ００２；１ 单 元 ２５ 层 公 共 前 室 和 梯 间 编 码

为Ｆ０００１００１ＦＵ０１０２５Ｃ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Ｓ０１００００１Ａ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　基于业务规则的图元变换方法

不动产 确 权 测 量 和 竣 工 验 收 测 量 业 务，按 照

国家和行 业 标 准 要 求，其 参 与 面 积 计 算 的 空 间 图

元和面积 计 算 方 法 不 同。通 过 分 析 两 种 业 务 规 则

的区别，制定 图 元 的 变 换 方 法：先 通 过 不 动 产 图

元编码解析 识 别 图 元 类 别 以 及 图 元 之 间 的 附 属 关

系；再以 不 动 产 的 户 套 内 图 元、外 半 墙 图 元、阳

台图元为基 准，通 过 本 节 所 述 图 元 变 换 方 法，将

不动产测量 空 间 图 元 变 换 到 竣 工 验 收 测 量 面 积 计

算图元；同 时 完 成 变 换 图 元 的 相 同 属 性 字 段 自 动

映射转换，减 少 同 一 实 体 在 不 动 产 和 竣 工 验 收 业

务应用中 的 测 绘 内 外 业 工 作 量。空 间 图 形 变 换 的

核心主要是 各 户 房 屋 的 套 内 图 元 和 阳 台 图 元 的 变

换，其中利 用 不 动 产 测 量 成 果 的 外 半 墙 图 元 和 各

户套内图元 变 换 成 竣 工 验 收 测 量 户 套 内 图 元 方 法

如图３所示。

图３　竣工验收测量外半墙、套内图元变换方法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Ｈａｌｆ　Ｗａｌｌ　ａｎｄ　Ｉｎｎｅ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１）将不动 产 外 墙 外 边 线 图 元Ｐ按 照 设 定 值 向

内偏移，构建竣工验收测量的外墙外边线图元Ｖ，
如式（１）所示。

Ｖｉ ＝Ｐｉ＋ Ｌ（Ｐｉ＋１－Ｐｉ）
｜Ｐｉ＋１－Ｐｉ｜·ｓｉｎα

（１）

式中：Ｖｉ 为图元Ｐ 向内偏移距离ｄ后的顶点坐标；

Ｐｉ 为图元Ｐ未偏移前外边线顶点坐标；Ｌ为不动产

图元外墙中线；α为外墙外边线线段的夹角即向量

Ｐｉ＋１－Ｐｉ 与Ｐｉ－１－Ｐｉ 的夹角。

２）通过 不 动 产 图 元 编 码 查 找 不 动 产 测 量 的 各

户套内图元面集合Ｂｊ，并拓扑分析得出各户套内

图元Ｂｊ 与 外 墙 中 线Ｌ 重 叠 的 线 段 集 合Ｌｉ，如

式（２）所示。

Ｌｉ＝Ｖ ∩Ｂｊ∈Ｌ （２）

式中：Ｌｉ 为各户套内图元Ｂｊ 与外墙中线Ｌ 重叠的

线段；Ｖ 为竣工验收测量的外墙外边线图元；Ｂｊ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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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测量的各户套内面图元；Ｌ为不动产图元外

墙中线。

３）判断每条重叠线段Ｌｉ 的首尾端点到竣 工 验

收测量的 外 墙 外 边 线 图 元 的 最 近 距 离，有 垂 足 且

垂距为偏移量ｄ，用 垂 足 分 割 外 半 墙 图 元 外 边 线，
没有垂足则寻找Ｌｉ 的首尾端点到外墙外边线图元

顶点距离长度为槡２　ｄ的顶点，并以该顶点分割外墙

外边线。

４）将每条重叠线段Ｌｉ 和其被分割后外墙 外 边

线重新构面图元集合Ａｉ，再将图元Ａｉ 与相交的不

动产套内面图元Ｂｊ 进行合并，得到竣工验收测量

套内面图元集合Ｃｊ，如式（３）所示。
如果Ａｉ∩Ｂｊ∈Ｌ，则Ｃｊ ＝Ａｉ∪Ｂｊ （３）

式中：Ａｉ 为每条重叠线段Ｌｉ 和其被分割后外墙外

边线重新构面图元；Ｂｊ 为不动产测量的各户套内面

图元；Ｃｊ 为竣工验收测量套内面图元；Ｌ为不动产

图元外墙中线。
利用不动 产 测 量 阳 台 图 元 变 换 竣 工 验 收 测 量

阳台图元方法如图４所示。

图４　竣工验收测量阳台图元变换方法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Ｂａｌｃｏｎ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１）将不动产阳台线图元集合Ｙｉ 与不动产外墙

外边线图元Ｐ 进行空间分析，如式（４）所示，找出

阳台与外墙外边线共线集合Ｑｉ 和非共线集合Ｓｉ 两

部分线段，如式（５）所示。

Ｑｉ＝Ｐ∩Ｙｉ （４）

Ｓｉ＝Ｙｉ－Ｐ∩Ｙｉ （５）

式中：Ｑｉ 为阳台与外墙外边线共线线段；Ｙｉ 为不动

产阳台线图元；Ｐ为不动产外墙外边线图元；Ｓｉ 为

阳台与外墙外边线非共线线段。

２）共线部分线段Ｑｉ 按指定距离值ｄ 向阳台外

扩平移得到集合Ｑ′ｉ，非共线部分线段Ｓｉ 按指定距

离值向阳台内缩平移得到集合Ｓ′ｉ，并将内缩和外

扩的新线 段 进 行 延 伸 并 重 新 组 合 构 面，得 到 变 换

后的竣工验收 测 量 的 阳 台 图 元 集 合Ｙ′ｉ，如 式（６）

所示。

Ｙ′ｉ＝Ｓ′ｉ∪Ｑ′ｉ （６）

式中：Ｙ′ｉ为竣工验收测量的阳台图元；Ｓ′ｉ为平移后

的阳台与外墙外边线非共线线段；Ｑ′ｉ为平移后的阳

台与外墙外边线共线线段。

３　建筑物实体的融合构建

对多源 数 据 进 行 规 范 化 处 理 和 空 间 化 整 合，

能够消减 数 据 间 不 一 致 造 成 的 差 异，使 得 融 合 数

据在 空 间 位 置 和 属 性 信 息 方 面 达 到 最 优 化 成

果［１１－１３］。数据融 合 普 遍 的 处 理 方 法 是 对 数 据 进 行

分级、分 类 提 取，建 立 代 码 转 换 参 照 体 系，对 属

性结构进行 规 整［１４］，其 中 属 性 数 据 的 融 合 主 要 是

基于映射 转 换 规 则 的 属 性 融 合（前 者）与 基 于 地 理

本体的属 性 融 合 方 法（后 者），前 者 主 要 通 过 建 立

不同源数据 间 的 要 素 分 类 分 级 映 射 规 则 和 属 性 特

征项转换规 则，进 而 完 成 数 据 属 性 融 合，后 者 旨

在通过地理 本 体 来 实 现 不 同 来 源 的 结 构 化 地 理 信

息间的 语 义 映 射 及 异 构 性 消 除［１５－１８］。利 用 不 动 产

测量成果 图 元 融 合 构 建 建 筑 物 地 理 实 体，主 要 是

通过解析 图 元 的 编 码，对 需 要 构 建 实 体 的 图 元 进

行空间图 形 和 属 性 信 息 的 提 取，进 而 再 根 据 实 体

的构建规则 进 行 图 元 空 间 融 合 和 属 性 信 息 转 换 映

射。利用不 动 产 专 业 测 绘 成 果 融 合 构 建 基 础 地 理

实体数据，不 仅 实 现 空 间 图 形 数 据 的 自 动 融 合，
而且能同时 根 据 专 业 测 绘 成 果 的 信 息 映 射 转 换 完

成建筑 物 实 体 数 据 的 基 本 属 性 和 扩 展 属 性 赋 值，
如实体名称、建成时间、层数、层 号、建 筑 面 积、
层高、权属性质、使用功能等。

构建建 筑 物 房 屋 实 体，解 析 图 元 编 码 并 提 取

整栋带有主体结构内编码Ｉ的图元进行空间图形融

合，构成俯瞰 建 筑 物 最 大 外 围 结 构 面，并 提 取 不

动产测量成 果 中 的 建 筑 物 名 称、建 筑 面 积、楼 房

高度、层数、建成 年 代 等 属 性 信 息 进 行 语 义 化 赋

值；构建层实 体 的 方 法 同 房 屋 实 体 相 同，提 取 层

内带 有 主 体 结 构 内 编 码Ｉ的 图 元 进 行 空 间 图 形 融

合，并提取图 元 上 的 层 号、层 高 等 属 性 信 息 进 行

语义化赋值；构 建 户 实 体，通 过 不 动 产 测 量 的 图

元编码解 析 出 各 层 的 权 属 私 有 图 元，再 通 过 判 断

１～３２位图元编码相同融合构建户实体，同时将套

内主体图 元 属 性 信 息 赋 值 户 实 体。竣 工 验 收 测 量

成果主要用 于 补 充 各 实 体 属 性 信 息，如 层 高、实

体底部高程、建 筑 高 度 等，实 现 实 体 数 据 从 二 维

到三维 的 多 形 态 展 示。融 合 构 建 房 屋、层、户 实

体的模型，如图５所示。

９１



测绘科学 第４８卷

图５　变换后图元融合构建建筑物实体

Ｆｉｇ．５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ｎｔ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Ｆｕｓ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通过解析图元编码规则，根据图５所示的方法

对所有图 元 进 行 分 级 分 类，建 立 图 元 分 类 标 识，
如表１所示。

表１　图元分级分类编码

Ｔａｂ．１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ｄｉｎｇ

一级 二级 三级

Ｐ　 Ｓ　 Ｉ

Ｐ　 Ａ　 Ｉ

Ｐ　 Ａ　 Ｅ

Ｄ　 Ｓ　 Ｉ

Ｄ　 Ａ　 Ｉ

Ｄ　 Ａ　 Ｅ

建筑物房 屋 实 体 是 由 各 层 内 带 有 附 属 结 构 位

置码Ｉ的图元融合构成，因此可推导出构建房屋实

体，如式（７）所示。

Ｆｎ ＝∑Ｔｉｊ· ＷｍＫ ＝（ ）Ｉ （７）

式中：Ｆｎ 为建筑物房屋实体；Ｔｉｊ 为某栋建筑物不动

产测量成果中的第ｉ层第ｊ个图元；ＷｍＫ 为 图元第

ｍ 级第ｋ类分类标识，根据表１编码ｍ＝３；Ｉ为主

体结构内图元。
建筑物各 层 实 体 是 由 层 内 带 有 附 属 结 构 位 置

码Ｉ的图元融合构成，因 此 可 推 导 出 构 建 层 实 体，
如式（８）所示。

Ｃｉ＝∑Ｔｉｊ· ＷｍＫ ＝（ ）Ｉ （８）

式中：Ｃｉ 为建筑物第ｉ层层实体；Ｔｉｊ 为某栋建筑物

不动产测量成果中的第ｉ层第ｊ个图元；ＷｍＫ 为 图

元第ｍ 级第ｋ类分类标识，根据表１编码ｍ＝３；

Ｉ为主体结构内图元。
建筑物户实 体 是 由 权 属 性 质 为 私 有 图 元Ｐ 且

图元编码１～３２位码相同的图元融合构成，因此可

推导出构建户实体，如式（９）所示。

Ｈｉｎ ＝∑Ｔｉｊ· ＷｍＫ ＝（ ）Ｐ ·Ｑ （９）

式中：Ｑ为第ｉ层图元１～３２位编码是否相同的判

定值，Ｑ＝
１， 图元编码前３２位相同

０， 图元编码前３２｛ 位不同
；Ｈｉｎ 为建筑

物的第ｉ层第ｎ户实体；Ｔｉｊ 为某栋建筑物不动产测

量成果中的第ｉ层第ｊ个图元；ＷｍＫ 为图元第ｍ 级

第ｋ类分类标识，根据表１编码ｍ＝１；Ｐ为权属私

有图元。

４　实验与分析

４．１　建筑物实体的构建

本文使用珠海市吉大片区１３个小区共４３栋住

宅和商业 建 筑 物 数 据 进 行 实 验，利 用 其 不 动 产 测

量数据、竣 工 验 收 数 据 融 合 构 建 建 筑 物 的 房 屋、
层、户实体数 据 集，融 合 前 的 专 题 测 绘 示 例 数 据

如图６（ａ）～图６（ｄ）所示，图元变换融合构建的二

维地理实体数据如图６（ｅ）～图６（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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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房屋、层、户二维实体数据示例

Ｆｉｇ．６　２Ｄ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ｎｔ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ｓ，Ｆｌｏｏｒｓ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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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后的建筑物房屋、层、户实体数据可使用超

图桌面端软件，利用二维实体数据中语义属性层高和

底部高程值将房屋、层、户实体自动拉伸成三维白

膜，三维实体数据示例详见图７（ａ）和图７（ｄ）。

图７　房屋、层、户三维实体成果示例

Ｆｉｇ．７　３Ｄ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ｎｔ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ｓ，Ｆｌｏｏｒｓ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４．２　精度对比分析

本文以目 前 各 试 点 城 市 利 用 已 有 地 形 图 数 据

转换或者 基 于 地 理 场 景 数 据 采 集 生 成 实 体［１９－２０］的

方法为 参 照 对 象，从 几 何 精 度、时 间 精 度、类 别

精度、属性精 度［２１－２２］４个 方 面 进 行 精 度 对 比 分 析，
详见表２。

表２　建筑物实体不同构建方法精度对比

Ｔａｂ．２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名称 对比内容
实体构成方法

基于传统ＤＬＧ数据或者实景三维产品融合构建 基于不动产和竣工验收测量成果融合构建

空间几何精度

平面位置精度
地物 点 相 对 于 邻 近 控 制 点 的 点 位 中 误 差 优 于

３０ｃｍ

地物点相对 于 邻 近 控 制 点 的 点 位 中 误 差

优于５ｃｍ

高程精度　　
地物 点 相 对 于 邻 近 控 制 点 的 高 程 中 误 差 优 于

２０ｃｍ

实测高程相 对 于 许 可 批 准 高 程 限 差 优 于

±１４ｃｍ

时间精度 年度更新或区域更新 验收后实时更新

栋实体　　　
可获取空间位置 和 建 筑 物 高 程 数 据，能 构 建 二 维

和三维栋实体

可获取空间 位 置 和 建 筑 物 高 程 数 据，能

构建二维和三维栋实体

类别精度 层实体　　　
可获取每层空间 位 置，但 没 有 每 层 底 部 高 程 和 层

高数据，仅能构建二维层实体

可获取每层 的 空 间 位 置、底 部 高 程 和 层

高数据，能构建二维和三维层实体

户实体　　　
没有分户空间数 据，也 没 有 每 户 的 底 部 高 程 和 层

高数据，无法构建二维和三维户实体

可获取每户 准 确 空 间 位 置、底 部 高 程 和

层高数据，能构建二维和三维户实体

属性精度

ＤＬＧ房屋数据仅有建筑物名称、结构类型和层数

等几项属性信息，融 合 构 建 的 建 筑 物 实 体 属 性 信

息较少

基于不动产和竣工验收测量业务，有栋、

层、户实体几十项属性信息

几何精度 分 别 从 平 面 精 度 和 高 程 精 度 进 行 对

比分析。前者最高 精 度 同１∶５００ＤＬＧ数 据 相 当，
后者平 面 精 度 同 地 籍 界 址 点 测 量 一 级 精 度 相 当，
高程精度 同 竣 工 验 收 测 量 精 度 相 当，通 过 对 比 分

析可知，房 屋 栋、层、户 实 体 空 间 几 何 精 度 后 者

方法优于前者。
时间精度 是 衡 量 建 筑 物 实 体 及 时 看 得 见 的 指

标。不动产测 量 是 在 建 筑 物 建 成 时，为 确 权 登 记

而受承建 方 委 托 开 展 的 测 量 工 作，后 者 方 法 构 建

的实体可 实 现 数 据 的 动 态 及 时 更 新。而 前 者 一 般

是通过区 域 更 新 或 年 度 更 新 等 方 式。通 过 对 比 分

析可知，后者方法构建实体比前者更及时。
类别精 度 是 指 建 筑 物 实 体 分 级 分 类 的 粒 度。

前者融合 构 建 的 建 筑 物 实 体，因 无 法 测 绘 到 建 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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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内部结构数据，粒 度 只 能 细 化 到 房 屋、层 实 体，
且构建的层 实 体 因 为 从 建 筑 物 外 表 面 不 好 判 断 各

层的准确分 层 位 置，获 取 准 确 值 困 难。而 后 者 构

建的建筑 物 实 体，不 但 能 细 分 到 不 动 产 单 元 户，
且通过转换 后 的 竣 工 验 收 测 量 成 果 自 动 获 得 各 实

体的高度 和 底 部 高 程 值，通 过 线 性 拉 伸 构 建 分 层

分户三维白 膜 数 据。通 过 对 比 分 析 可 知，后 者 方

法构 建 的 建 筑 物 实 体 分 级 分 类 粒 度 远 优 于 前 者

方法。
属性精 度 是 衡 量 实 体 属 性 内 容 多 少 的 指 标。

前者方法 融 合 构 建 的 建 筑 物 实 体，直 接 获 取 的 属

性信息比较少，如建筑物名称、层数、结构 类 型。
后者构建 的 建 筑 物 实 体 的 属 性 内 容 非 常 丰 富，基

于不动产和 竣 工 验 收 测 量 业 务 可 直 接 提 取 几 十 项

属性信息。通 过 对 比 分 析 可 知，后 者 方 法 构 建 的

建筑物实体属性精度远优于前者方法。

５　结束语

如何从 各 类 基 础 数 据、专 题 数 据 中 按 地 理 实

体的分类 融 合 图 形 和 属 性，实 现 实 体 自 动 化 构 建

是许多 学 者 研 究 和 关 注 的 方 向［２３－２４］，因 此 本 文 提

出了利 用 不 动 产 测 绘 成 果 构 建 地 理 实 体 的 方 法，
将不动产测 量 数 据 通 过 图 元 编 码 定 性 描 述 并 按 规

则提取变 换 成 竣 工 验 收 测 量 图 元 数 据，再 以 不 动

产测量图 元 空 间 和 属 性 数 据 为 主，竣 工 验 收 测 量

图元属性 信 息 为 辅，按 需 提 取 进 行 图 元 融 合 构 建

建筑物地 理 实 体 数 据，实 现 建 筑 物 实 体 数 据 的 高

效构建。基 于 不 动 产 测 量 数 据 构 建 的 地 理 实 体，
无论从空间 几 何 精 度、时 间 精 度、类 别 精 度 和 属

性精度方面 都 优 于 采 用 基 础 测 绘 数 据 构 建 的 实 体

数据。而且 采 用 不 动 产 测 绘 成 果 可 构 建 户 实 体，
为各类经济 数 据 和 管 理 数 据 提 供 更 细 粒 度 的 空 间

基底支撑，有 利 于 打 通 不 同 部 门 间 数 据 共 享 与 互

操作间的壁 垒［２５］。未 来 还 需 要 继 续 探 索 地 理 实 体

如何智能 化 地 按 需 服 务，突 破 实 体 数 据 仅 能 为 经

济社会发展和各部门信息化提供空间基底的能力，
为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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