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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根据《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总体方案》、《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

查实施方案》和《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项目管理办法》的要求，依据相关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国情普查相关技术规程，在充分考虑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

查成果生产、质量控制、成果特征的基础之上，对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成果

的检查验收与质量评定的要求、程序、方法和指标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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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以下简称“普查”）成果检查验收

与质量评定的要求、程序、方法和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普查成果的检查验收与质量评定，过程质量监督抽查以及成果

质量复核参照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文件，

然而，鼓励根据本文件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

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316-2008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4356-2009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CH/T 1017-2008 1:50 000 基础测绘成果质量评定 

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实施方案 

GDPJ 01-2013 地理国情普查内容与指标 

GDPJ 02-2013 地理国情普查基本统计技术规定 

GDPJ 03-2013 地理国情普查数据规定与采集要求 

GDPJ 04-2013 地理国情普查数据生产元数据规定 

GDPJ 05-2013 数字正射影像生产技术规定 

GDPJ 06-2013 遥感影像解译样本数据技术规定 

GDPJ 08-2013 多尺度数字高程模型生产技术规定 

GDPJ 10-2013 地理国情普查底图制作技术规定 

GDPJ 11-2013 地理国情普查外业调查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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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理单元 

按一定尺度和性质将地理要素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空间单位。普查的地理单

元包括行政区划单元、社会经济区域单元、自然地理单元以及城镇综合功能单元。 

3.2  地表覆盖分类数据成果 

按地表覆盖分类要求采集的反应地表自然与人文地理要素基本情况的空间

数据成果。 

3.3  地理国情要素数据成果 

以地理实体形式采集的道路、水域、构筑物以及地理单元四类地理要素数据

成果。 

3.4  地理国情普查数据生产元数据成果 

描述地表覆盖分类数据成果、地理国情要素数据成果的标识、覆盖范围和质

量等信息的以空间数据形式采集、存储的数据。 

3.5  遥感影像解译样本数据成果 

用于辅助遥感影像解译收集获取的地面实景照片和对照遥感影像等样本数

据成果。 

3.6  基本统计成果 

基于多级网格、地理单元等统计单元，对地表覆盖分类与地理国情要素数据

进行基本统计、汇总，形成的包括数据成果（数据集、报表）及报告成果的地理

国情基本统计信息成果。 

3.7  单位成果 

为实施检查、验收而划分的基本单位。 

注：普查成果的基本单位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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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批成果 

同一技术设计要求下生产的同一测区的单位成果集合。 

3.9  批量 

批成果中单位成果的数量。 

3.10  质量元素 

说明质量的定量、定性组成部分。即成果满足规定要求和使用目的的基本特

性。 

3.11  质量子元素 

质量元素的组成部分，描述质量元素的一个特定方面。 

3.12  检查项 

质量子元素的检查内容。说明质量的最小单位，质量检查和评定的最小实施

对象。 

3.13  总体概查 

对批成果中特定的检查项进行的整体性检查。 

3.14  样本 

从批成果中抽取的用于评定批成果质量的单位成果集合。 

3.15  详查 

对样本中单位成果质量要求的所有检查项的检查。 

3.16  样本外概查 

对样本外单位成果的重要检查项或重要要素以及样本详查中发现的普遍性、

倾向性问题进行检查。 

3.17  样本量 

样本中单位成果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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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全数检查 

对批成果中全部单位成果逐一进行的详查。 

3.19  抽样检查 

从批成果中按抽样方案抽取样本进行的检查。 

3.20  错漏 

检查项的检查结果与要求存在的差异。 

4  基本规定 

4.1  检查验收基本制度 

普查成果检查验收执行“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普查任务承担单位负

责普查成果质量的“两级检查”，国务院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以下简称“国务院普查办”）或省级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以下简称“省级普查办”）负责组织普查成果质量验收。 

4.1.1  过程检查 

a) 过程检查对普查成果资料进行 100％内业检查，外业检查比例不得低于

30％，并应做好检查记录； 

b) 检查出的问题、错误，复查的结果应在检查记录中记录； 

c) 过程检查提出的质量问题，普查作业人员应认真修改，修改后应在检查

记录上签字； 

d) 过程检查的检查记录随普查成果资料一并提交最终检查部门； 

e) 经过程检查未达到质量指标要求的，普查成果资料应全部退回处理； 

f) 退回处理后的普查成果资料须进行复查，确定问题是否修改完整。 

4.1.2  最终检查 

a) 普查成果通过过程检查后，才能进行最终检查； 

b) 最终检查对普查成果资料进行 100％内业检查，外业检查比例不得低于

20％，且原则上与过程检查的外业检查成果不应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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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检查出的问题、错误，复查的结果应在检查记录中记录； 

d) 最终检查应审核过程检查记录； 

e) 最终检查提出的质量问题，普查单位应认真组织全面修改，修改人员应

在检查记录上签字； 

f) 经最终检查不合格或未达到质量指标要求的，普查成果资料应全部退回

处理。处理后的普查成果资料须重新履行最终检查，直至合格为止； 

g) 最终检查完成后，应进行单位成果质量等级评定，并编写检查报告，检

查记录及检查报告随成果一并提交验收。 

4.1.3  验收 

a) 普查成果经最终检查合格后，才能进行验收； 

b) 验收一般采用抽样检查方式，样本量不应低于表 3 规定。验收要对批成

果进行总体概查，总体概查通过后再进行样本详查与样本外概查； 

c) 检查出的问题、错误，复查的结果应在检查记录中记录； 

d) 验收应审核最终检查记录及报告； 

e) 验收不合格的批成果退回处理，并重新提交验收。重新验收时，应重新

抽样； 

f) 验收合格的批成果，应对检查出的错误进行修改，并通过复查核实； 

g) 验收工作完成后，应编写检验报告。 

4.2  检查验收基本对象 

检查验收与质量评定基本对象如表 1： 

表 1 检查验收与质量评定基本对象 

序号 成果类型 备注 

1 数字正射影像数据成果 包括分景与分幅数据成果 

2 多尺度数字高程模型数据成果  

3 地表覆盖分类数据成果  

4 地理国情要素数据成果  

5 地理国情普查数据生产元数据成果 
地表覆盖分类与地理国情要素数据成

果的元数据成果 

6 遥感影像解译样本数据成果  

7 基本统计成果 包括基本统计数据集、报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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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正射影像数据成果、多尺度数字高程模型数据成果检查验收与质量评定

各项要求，执行 GB/T 18316-2008《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以下简称

“GB/T 18316-2008”）标准，本文件不再另行规定。 

4.3  检查验收主要依据 

a) 相关的法律法规； 

b) 国务院普查办发布的相关办法、方案、规定和技术规程； 

c) 相关的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d) 已审批的项目设计、专业技术设计书等设计文件及生产过程中的相关补

充规定； 

e) 项目过程中已明确的各种问题处理单、问题回复等技术文件。 

4.4  质量评定基本原则 

a) 成果质量评定分为单位成果质量评定和批成果质量判定两个层次； 

b) 批成果总体概查若出现不符合项或 A 类错漏，批成果质量直接判为不合

格； 

c) 详查的单位成果质量等级分为优级品、良级品、合格级品和不合格级品

四级评定，样本外概查的单位成果质量等级分为概查合格和概查不合格

两级评定； 

d) 批成果质量采用合格、不合格判定； 

e) 本文件第 7 章相关成果的质量评定指标，如质量元素、质量子元素、检

查项定义，质量元素、质量子元素权重，以及错误率限值 r0、错漏分类，

在特殊情况下需要调整时，应报国务院普查办批准。 

5  抽样检查程序 

5.1  组成批成果 

检验批应由在同一技术设计书指导下生产的同等级、同规格普查单位成果汇

集而成。生产量较大时，可根据生产时间的不同、作业方法不同或作业单位不同

等条件分别组成批成果，实施分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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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总体概查 

根据本文件第 7 章中各成果类型的批成果总体概查检查项要求，对批成果进

行总体概查。若总体概查出现不符合项或 A类错漏，不进行详查，批成果质量直

接判为不合格。 

5.3  详查 

5.3.1  确定抽样单位 

对普查成果的抽样单位规定如表 2所示。 

表 2 普查成果抽样单位 

序号 成果 抽样单位 备注 

1 地表覆盖分类数据成果 

幅（1：5万、1：1万）、

行政区划单元（乡级） 

1、采用逻辑抽样方式，即根

据检验工作实际需要确定是

否对数据进行物理裁切，但裁

切造成的数据问题不计入成

果错漏； 

2、同一批次成果只能采用一

种抽样单位 

2 地理国情要素数据成果 

3 
地理国情普查数据生产元

数据成果 

4 
遥感影像解译样本数据成

果 

5 基本统计成果 行政区划单元（县级）  

注：特殊情况下需要调整抽样单位，需报省级普查办核准 

5.3.2  确定样本量 

按照表 3规定确定样本量。 

表 3 样本量确定表 

批 量 样 本 量 

≤20 3 

21～40 5 

41～60 7 

61～80 9 

81～100 10 

101～120 11 

121～140 12 

141～160 13 

161～180 14 

181～200 15 

≥201 分批次提交，批次数应最小，各批次的批量应均匀 

注：当批量小于或等于 3时，样本量等于批量，为全数检查。 



 

8 
 

5.3.3  抽取样本 

a) 样本抽取总体上采用分层按比例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批成果中抽取样本，

即将批成果按不同困难类别、不同地形类别等因素分成不同的层。根据

样本量，在各层内分别按各层在批成果中所占比例确定各层中应抽取的

单位成果数量，并使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样本； 

b) 提取批成果的有关资料，如技术设计书、技术总结、检查报告、接合表、

图幅清单、过程质量监督抽查意见及整改报告等。 

5.3.4  样本详查 

根据本文件第 7 章中各成果类型质量评定指标中规定的检查项，按普查有关

的规范、技术标准和技术设计的要求逐个检验单位成果，并统计存在的各类错漏

数量、错误率和中误差等。 

5.4  样本外概查 

根据需要进行样本外概查，并统计存在的各类错漏数量、错误率等。 

5.5  单位成果质量评定 

按照本文件第 6 章质量评定方法的具体要求评定单位成果质量。 

5.6  批成果质量判定 

按照本文件第 6 章质量评定方法的具体要求判定批成果质量。 

5.7  编制报告 

检验报告的内容、格式按照 GB/T 18316-2008 附录 A 的规定执行。 

6  质量评定方法 

6.1  单位成果质量表征 

单位成果质量水平以百分制表征，对普查成果采用不同的质量表征指标，如

表 4： 

表 4 普查成果单位成果质量表征指标 

序号 成果类型 质量表征 

1 地表覆盖分类数据成果 
错误率 

2 地理国情要素数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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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类型 质量表征 

3 地理国情普查数据生产元数据成果 

4 遥感影像解译样本数据成果 
错漏数量 

5 基本统计成果 

6.2  单位成果质量评分方法 

6.2.1  地表覆盖分类、地理国情要素、地理国情普查数据生产元数

据 

这三类成果主要参照 GB/T 18316-2008 对检查项、质量子元素、质量元素进

行评分，单位成果质量评分参照 GB/T 24356-200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以下简称“GB/T 24356-2009”）采用质量元素加权平均法，具体如下： 

a) 质量元素评分方法 

根据质量检查结果，按本文件第 7章表 8、表 9、表 10各单位成果详查质量

评定指标的规定计算质量元素得分。 

b) 单位成果质量评分 

根据质量检查结果，按公式(1)计算单位成果质量得分。 

                                
 
          ……………………（1） 

式中： 

 、  ——单位成果质量、质量元素得分； 

   ——质量元素权； 

   ——单位成果中包含的质量元素个数。 

6.2.2  遥感影像解译样本、基本统计成果 

这两类成果主要参照 GB/T 24356-2009 对质量元素、质量子元素、单位成果

质量进行评分，具体如下： 

a) 成果质量错漏扣分标准 

表 5 遥感影像解译样本数据、基本统计成果错漏类型及扣分标准 

错漏类型 扣分标准 备注 

A类 42分 极重要检查项的错漏，或检查项的极严重错漏 

B类 12/t分 重要检查项的错漏，或检查项的严重错漏 

C类 4/t 分 较重要检查项的错漏，或检查项的较重错漏 

D类 1/t 分 一般检查项的轻微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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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t指调整系数，一般取值为 1, 特殊情况下需要调整时，需报省级普查办核准。 

b) 质量子元素评分方法按公式（2）进行。 

                                            ………（2） 

式中： 

  ——质量子元素得分值； 

  ——B类错漏个数； 

  ——C类错漏个数； 

  ——D类错漏个数； 

   ——调整系数。 

c) 质量元素评分方法按公式（3）进行。 

                             
 
               ……………………（3） 

式中： 

  ——质量元素得分值； 

   ——质量元素中第 i个质量子元素得分值； 

  ——质量元素中第 i个质量子元素权； 

  ——质量元素中包含的质量子元素个数。 

d) 单位成果质量评分按公式（4）进行。 

                          
 
                   ……………………（4） 

式中： 

  ——单位成果得分值； 

   ——第 i个质量元素得分值； 

   ——第 i个质量元素权； 

  ——单位成果中包含的质量元素个数。 

6.3  单位成果质量评定 

表 6 普查成果单位成果质量评定等级 

质量得分 详查质量等级 样本外概查质量等级 

90分≤S≤100分 优级品 

概查合格 75分≤S＜90分 良级品 

60分≤S＜75分 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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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质量元素出现不合格 不合格品 概查不合格 

6.4  批成果质量判定 

批成果质量判定通过判定条件确定批成果的质量等级，判定条件如表 7。 

表 7 批成果质量判定条件 

质量等级 判定条件 

批合格 
总体概查未发现不符合项或 A 类错漏，且详查、样本外概查中未发现不

合格的单位成果 

批不合格 

总体概查发现不符合项或 A类错漏，或详查、样本外概查中发现不合格

单位成果，或不能提交批成果的技术性文档（如设计书、技术总结、检

查报告、过程质量监督抽查意见及整改报告等）和资料性文档（如接合

表、图幅清单等） 

生产过程中，使用未经计量检定或检定不合格的测量仪器 

存在伪造成果现象或技术路线存在重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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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评定指标 

各类型成果质量评定指标见表 8、表 9、表 10、表 11、表 12、表 13 和表 14，指标表备注栏中标注为“总体概查”的检查项，在

实施抽样详查前要对批成果进行总体概查。  

7.1  地表覆盖分类数据成果 

地表覆盖分类数据成果质量评定指标见表 8，其中前 12条检查项为总体概查检查项。 

表 8 地表覆盖分类数据成果质量评定指标 

质量

元素 

代

码 
权 

质量子元

素 
检查项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技术要求 

合格

条件 

合格后计分

方法 

质量元

素分值

si 

备注 

空间

参考

系 

01 0.05 

大地基准 坐标系统 
检查坐标系统是否符

合要求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行 符合 s=100 100 总体概查 高程基准 高程基准 
检查高程基准是否符

合要求 

地图投影 投影参数 
检查地图投影各参数

是否符合要求 

时间

精度 
02 0.05 现势性 

原始资料 

检查影像数据、基础地

理信息数据、行业专题

资料等数据源的现势

性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行 符合 s=100 100 总体概查 

成果数据 
检查成果数据的现势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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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元素 

代

码 
权 

质量子元

素 
检查项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技术要求 

合格

条件 

合格后计分

方法 

质量元

素分值

si 

备注 

逻辑

一致

性 

03 0.10 

概念一致

性 

属性项 

检查属性项定义是否

符合要求（如名称、类

型、长度、顺序数等）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行 符合 s=100 

取 

s 的最

小值 

总体概查 

数据集 
检查数据集（层）定义

是否符合要求 

格式一致

性 

数据格式 
检查数据文件格式是

否符合要求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行 符合 s=100 总体概查 数据文件 
检查数据文件是否缺

失、数据无法读出 

文件命名 
检查数据文件名称是

否符合要求 

拓扑一致

性 

面缝隙 
检查是否存在图斑缝

隙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行 符合 s=100 总体概查 

面重叠 
检查是否存在图斑重

叠 

连续 

检查位置相邻的属性

一致的不连续图斑错

误 

r=n/N×100% 

 

n 为错误要素个

数，N 为单位成

果要素总数 

r0=0.3% r≤r0 
s=60+40/r0

×(r0-r) 

1、r 为错误率,r0为错误

率限值。以下非特别说明

均为此含义 

采集

精度 
04 0.10 平面精度 几何位移 

检查图斑边界与正射

影像套合超限错误 

r=n/N×100% 

 
r0=0.3% r≤r0 

s=60+40/r0

×(r0-r) 
s 

1、全图图斑整体与正射

影像套合超限，质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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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元素 

代

码 
权 

质量子元

素 
检查项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技术要求 

合格

条件 

合格后计分

方法 

质量元

素分值

si 

备注 

矢量接边 
检查图斑几何位置接

边超限错误 

n 为错误要素个

数，N 为单位成

果要素总数 

不合格。 

2、符合技术规定要求的

图斑综合导致的影像套

合问题不计入错误 

分类

精度 
05 0.65 

属性精度 
分类正确

性 
与正射影像、外调资

料、解译样本等资料比

对检查图斑分类正确

性。 

包括图斑分类错误、未

按要求分到子类，分类

码为空、填写不规范、

接边错误，遗漏、多余

图斑等 

r=n/N×100% 

 

n 为统计出的不

良区域面积，N

为单位成果的

有效面积 

重要要素错误：r0=0.3% 

一般要素错误：r0=1.2% 

 

重要要素错误：不良区

域对应的图斑一级类

分类错误； 

一般要素错误：不良区

域对应的图斑一级类

正确、二三级类分类错

误 

r≤r0 
s=60+40/r0

×(r0-r) 
s 

1、采用不良区域面积指

标进行质量评定，通过记

录对应正射影像上的不

良区域面积，以及错误类

型（一级类分类错误、二

三级类分类错误），进行

质量评定。 

2、重要要素错误、一般

要素错误分别计算分值，

取最小值。 

3、部分类型界线模糊、

容易混分的一级类分类

错误，根据国务院普查办

下发的相关补充规定可

归入一般要素错误。 

完整性 完整性 

表征

质量 
06 0.05 几何表达 几何异常 

检查要素几何图形异

常错误，如小的不合理

面、面边界不合理的硬

折等。 

r=n/N×100% 

 

n 为错误要素个

数，N 为单位成

r0=0.4% r≤r0 
s=60+40/r0

×(r0-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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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元素 

代

码 
权 

质量子元

素 
检查项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技术要求 

合格

条件 

合格后计分

方法 

质量元

素分值

si 

备注 

果要素总数 

注 1：当检查结果为百分比数值时，取小数点后 1 位，不四舍五入。 

注 2：分值 Si指该质量元素的得分值，取小数点后 1 位，不四舍五入，取值范围为 60~100，i 为代码的数值。 

注 3：当一个质量元素中出现多个分值时，取最小值为质量元素的最终分值。 

注 4：质量元素不合格时，判定单位成果质量不合格。 

注 5：分类精度的不良区域面积统计方法 

1）一般情况下按照实际勾绘出的不良区域图斑进行面积汇总统计； 

2）出现整体性或者普遍性的错误，对成果使用造成严重影响时，比如普遍性的一级类分类错误、漏采集图内典型性地表覆盖类型，不具体统计不良区域面积，判定成果质量不合

格。 

注 6：逻辑一致性、采集精度、表征质量的错误数量统计方法 

1）未标明错误个数计算方法的检查项，每 1 处错误计 1 个错误； 

2）当某一检查项出现某类整体性或普遍性错误，对成果使用造成严重影响时，不再计算错误个数，判定成果质量不合格； 

3）当某一检查项出现某类整体性或普遍性错误，对成果使用造成轻微影响时，不再计算错误个数，当单位成果要素总数≤2000 时，每类普遍问题的错误个数按 2 计算，当单位成

果要素总数＞2000 时，每类普遍问题的错误个数按 2+N/1700 计算（N 为单位成果要素总数，错误个数舍去小数位取整）。 

注 7：逻辑一致性、采集精度、表征质量的单位成果要素总数统计 

统计要素总数时，以数据中所有要素的数学个数进行统计； 

单位成果要素总数小于 2000 时，按 2000 计算；单位成果要素总数大于 18000 时，按 18000计算。 

注 8：采集精度与分类精度错误的区分 

图斑边界局部轻微或一般的套合超限归为采集精度错误，严重的套合超限应归入分类精度错误。 

 

  



 

16 
 

7.2  地理国情要素数据成果 

地理国情要素数据成果的质量评定指标见表 9，其中前 10条检查项为总体概查检查项。 

表 9 地理国情要素数据成果质量评定指标 

质量

元素 

代

码 
权 

质量子元

素 
检查项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技术要求 

合格

条件 

合格后计分

方法 

质量元素

分值 si 

备注 

空间

参考

系 

01 0.05 

大地基准 坐标系统 
检查坐标系统是否符

合要求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行 符合 s=100 100 总体概查 高程基准 高程基准 
检查高程基准是否符

合要求 

地图投影 投影参数 
检查地图投影各参数

是否符合要求 

时间

精度 
02 0.05 现势性 

原始资料 

检查影像数据、基础地

理信息数据、行业专题

资料等数据源的现势

性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行 符合 s=100 100 总体概查 

成果数据 
检查成果数据的现势

性 

逻辑

一致

性 

03 0.1 

概念一致

性 

属性项 

检查属性项定义是否

符合要求（如名称、类

型、长度、顺序数等）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行 符合 s=100 100 总体概查 

数据集 
检查数据集（层）定义

是否符合要求 

格式一致

性 

数据格式 
检查数据文件格式是

否符合要求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行 符合 s=100 100 总体概查 

数据文件 
检查数据文件是否缺

失、数据无法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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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元素 

代

码 
权 

质量子元

素 
检查项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技术要求 

合格

条件 

合格后计分

方法 

质量元素

分值 si 

备注 

文件命名 
检查数据文件名称是

否符合要求 

拓扑一致

性 

重合 
检查要素不重合的错

误个数 

r=n/N×100% 

重要要素：r0=0.15% 

一般要素：r0=0.8% 

（极重要要素统计在

重要要素中） 

r≤r0 
s=60+40/r0×

(r0-r) 
s 

1、r 为错误率,r0为错

误率限值。n 为错误要

素个数，N 为单位成果

要素总数。以下非特别

说明均为此含义。 

2、极重要要素、重要

要素及一般要素分别

计算分值，取最小值，

以下同 

重复 
检查要素重复的错误

个数 

相接 

检查要素未相接（如错

误的悬挂点）的错误个

数 

连续 

检查要素不连续（如错

误的伪节点）的错误个

数。 

每 3 处计 1 个错。 

闭合 
检查要素未闭合的错

误个数 

打断 

检查要素未打断（如相

交应打断而未打断）的

错误个数。 

每 2 处计 1 个错。 

位置

精度 
04 0.1 平面精度 几何位移 

检查与正射影像数据

成果套合位置超限的

要素个数。 

检查与地表覆盖分类

数据套合明显不合理

r=n/N×100% 

极重要要素 r0=0% 

重要要素 r0=0.1% 

一般要素 r0=0.5% 

 

要素重要程度分类见

r≤r0 
s=60+40/r0×

(r0-r) 
s 

1、要素层整体偏移超

限，质量元素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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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元素 

代

码 
权 

质量子元

素 
检查项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技术要求 

合格

条件 

合格后计分

方法 

质量元素

分值 si 

备注 

的要素个数 注 4，以下同 

矢量接边 
检查要素几何位置接

边超限的个数 

属性

精度 
05 0.35 

分类正确

性 

分类代码

值 

与正射影像、外调资

料、基础地理信息数

据、行业专题资料等比

对检查分类正确性。包

括 CC 码与 GB 码 
r=n/N×100% 

极重要属性 r0=0% 

重要属性 r0=0.1% 

其他属性 r0=0.5% 

 

属性重要程度分类见

注 5 

r≤r0 
s=60+40/r0×

(r0-r) 
s  

属性正确

性 
属性值 

检查属性值错漏的个

数，包括属性不接边的

错误 

完整

性 
06 0.3 

多余 要素多余 

检查要素多余的个数，

包括非本层要素，即要

素放错层 
r=n/N×100% 

极重要要素：r0=0% 

重要要素：r0=0.1% 

一般要素：r0=0.5% 

r≤r0 
s=60+40/r0×

(r0-r) 
s 

1、要素层多余或遗漏，

质量元素不合格 

遗漏 要素遗漏 检查要素遗漏的个数 

表征

质量 
07 0.05 几何表达 

几何类型 
检查要素几何类型点、

线、面表达错误的个数 

r=n/N×100% 

极重要要素：r0=0% 

重要要素：r0=0.15% 

一般要素：r0=0.8% 

r≤r0 
s=60+40/r0×

(r0-r) 
s 

1、出现要素关系整体

不符时，质量元素不合

格 几何异常 

检查要素几何图形异

常的错误个数。如极小

的不合理面或极短的

不合理线，折刺、回头

线、粘连、自相交、抖

动等。 

每 3 处计 1 个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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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元素 

代

码 
权 

质量子元

素 
检查项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技术要求 

合格

条件 

合格后计分

方法 

质量元素

分值 si 

备注 

地理表达 

要素取舍 
检查要素取舍错误的

个数 

图形概括 
检查图形概括错误的

个数 

要素关系 
检查要素关系错误的

个数 

方向特征 
检查要素方向特征错

误的个数 

注 1：当检查结果为百分比数值时，取小数点后 1 位，不四舍五入。 

注 2：质量分值计算 

分值 Si指该质量元素的得分值，取小数点后 1 位，不四舍五入，取值范围为 60~100，i 为代码的数值。 

当一个质量元素中出现多个分值时，取最小值为质量元素的最终分值。 

注 3：质量元素不合格时，判定单位成果质量不合格。 

注 4：要素重要性分类 

极重要要素：国界； 

重要要素：县级及县级以上行政境界，县级及县级以上等级公路及其桥梁、隧道，干线铁路及其桥梁、隧道，五级及五级以上的河流及相通的湖泊、水库。 

注 5：属性重要性分类 

极重要属性：极重要要素的所有的属性； 

重要属性：重要要素的 CC、GB、PAC、NAME、RN、SDTF、TYPE（仅 LRRL 层）、LANE、MATRL、WIDTH、EC、BAS 等必填重要属性项。 

注 6：错误数量统计 

1）未标明错误个数计算方法的检查项，每 1 处错误计 1 个错误； 

2）当某一检查项出现某类整体性或普遍性错误，对成果使用造成严重影响时，不再计算错误个数，判定成果质量不合格； 

3）当某一检查项出现某类整体性或普遍性错误，对成果使用造成轻微影响时，不再计算错误个数，当单位成果要素总数≤2000 时，每类普遍问题的错误个数按 2 计算，当单位

成果要素总数＞2000 时，每类普遍问题的错误个数按 2+N/1700 计算（N 为单位成果要素总数，错误个数舍去小数位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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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元素 

代

码 
权 

质量子元

素 
检查项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技术要求 

合格

条件 

合格后计分

方法 

质量元素

分值 si 

备注 

注 7：单位成果要素总数统计 

统计要素总数时，以数据中所有要素的数学个数进行统计，点、线、面要素个数分别按照数据中点、线、面的数学个数统计； 

单位成果要素总数小于 2000 时，按 2000 计算；单位成果要素总数大于 8000 时，按 8000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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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地理国情普查数据生产元数据成果 

地理国情数据生产元数据成果质量评定指标如表 10，其中前 8条检查项为总体概查检查项。 

表 10 地理国情普查数据生产元数据成果质量评定指标 

质量

元素 

代

码 
权 

质量子元

素 
检查项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技术要求 

合格

条件 

合格后计分

方法 

质量元素

分值 si 

备注 

空间

参考

系 

01 0.05 

大地基准 坐标系统 
检查坐标系统是否符合

要求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行 符合 s=100 100 总体概查 高程基准 高程基准 
检查高程基准是否符合

要求 

地图投影 投影参数 
检查地图投影各参数是

否符合要求 

逻辑

一致

性 

02 0.15 

概念一致

性 

属性项 

检查属性项定义是否符

合要求（如名称、类型、

长度、顺序数等）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行 符合 s=100 100 总体概查 

数据集 
检查数据集（层）定义是

否符合要求 

格式一致

性 

数据格式 
检查数据文件格式是否

符合要求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行 符合 s=100 100 总体概查 数据文件 
检查数据文件是否缺失、

数据无法读出 

文件命名 
检查数据文件名称是否

符合要求 

拓扑一致

性 
重合、 

检查要素不重合的错误

个数 
r=n/N×100% r0=5% r≤r0 

s=60+40/r0×

(r0-r) 
s 

1、r 为错误率,r0为

错误率限值。n 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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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元素 

代

码 
权 

质量子元

素 
检查项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技术要求 

合格

条件 

合格后计分

方法 

质量元素

分值 si 

备注 

重复 
检查要素重复的错误个

数 

误要素个数，N 为单

位成果要素总数。 

相接 
检查要素未相接（如错误

的悬挂点）的错误个数 

位置

精度 
03 0.2 平面精度 平面精度 

检查图形范围错误的个

数 
r=n/N×100% r0=5% r≤r0 

s=60+40/r0×

(r0-r) 
s  

属性

精度 
04 0.4 

属性正确

性 
属性值 

检查属性值错漏的个数，

包括属性不接边的错误 
r=n/N×100% r0=5% r≤r0 

s=60+40/r0×

(r0-r) 
s  

完整

性 
05 0.2 

多余 要素多余 

检查要素多余的个数，包

括非本层要素，即要素放

错层 
r=n/N×100% r0=5% r≤r0 

s=60+40/r0×

(r0-r) 
s 

1、要素层多余或遗

漏，质量元素不合格 

遗漏 要素遗漏 检查要素遗漏的个数 

注 1：当检查结果为百分比数值时，取小数点后 1 位，不四舍五入。 

注 2：分值 Si指该质量元素的得分值，取小数点后 1 位，不四舍五入，取值范围为 60~100，i 为代码的数值。 

注 3：当一个质量元素中出现多个分值时，取最小值为质量元素的最终分值。 

注 4：质量元素不合格时，判定单位成果质量不合格。 

注 5：未标明错误个数计算方法的检查项，每 1 处错误计 1个错误。 

 

  



 

23 
 

7.4  遥感影像解译样本数据成果 

遥感影像解译样本数据成果的质量评定指标如表 11、表 12，其中前 2条检查项为总体概查检查项。 

表 11 遥感影像解译样本数据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重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备注 

样本典型性 0.3 
1、样本数量是否符合要求 

2、样本分布是否符合要求 
总体概查 

数据及结构正

确性 
0.2 

1、文件命名、数据格式、数据组织的正确性 

2、数据库、数据表及属性项定义正确性 
总体概查 

地面照片 0.3 
选点质量 0.5 

1、对所属地表覆盖类型的代表性 

2、拍摄姿态、距离是否符合要求 
 

影像质量 0.5 1、总像素数等影像质量情况是否符合要求  

遥感影像实例 0.2 

数学基础 0.3 1、数学基础是否符合要求  

影像质量 0.7 
1、裁切范围是否符合要求 

2、与地面照片的一致性 
 

 

 

 

 

 



 

24 
 

表 12 遥感影像解译样本数据成果质量错漏分类 

质量元素 质量子元素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样本典型性 

1、样本数量低于规定要求超过 5% 

2、样本分布与区域地表覆盖类型分布、外业核查轨迹严重不

符合 

   

数据及结构正确性 

1、数据格式、文件命名错 

2、数据无法读出或数据丢失 

3、数据库、数据表及属性项定义错 

1、数据组织不符合要求，对

成果使用造成一定影响 
  

地面照片质

量 

选点质量 

1、超过 10%的照片存在主体不明确、难以辨别所属地表覆盖

类型，或者辨别出的地表覆盖类型与所属地表覆盖类型不一

致的错漏 

2、拍摄姿态、拍摄距离存在普遍性问题，对成果使用造成严

重影响 

3、其他严重的错漏 

1、超过 5%的照片存在主体

不明确、难以辨别所属地表

覆盖类型，或者辨别出的地

表覆盖类型与所属地表覆盖

类型不一致的错漏 

2、其他较重的错漏 

1、个别照片存在主体不

明确、难以辨别所属地表

覆盖类型，或者辨别出的

类型与所属地表覆盖类

型不一致 

2、其他一般的错漏 

1、个别照片拍摄姿态、

拍摄距离不符合要求 

2、其他轻微的错漏 

影像质量 
1、照片影像质量存在普遍性问题，严重影响成果使用 

2、其他严重的错漏 
  

1、个别照片存在影像质

量问题 

2、其他轻微的错漏 

遥感影像实

例质量 

数学基础 
1、数学基础存在普遍性问题，严重影响成果使用 

2、其他严重的错漏 
  

1、个别影像实例数学基

础不符合要求 

2、其他轻微的错漏 

影像质量 

1、裁切范围存在普遍性问题，严重影响成果使用 

2、与地面照片类型普遍性不一致，严重影响成果使用 

3、其他严重的错漏 

 

1、个别影像实例与地面

照片类型不一致 

2、其他一般的错漏 

1、个别影像实例裁切范

围不符合要求 

2、其他轻微的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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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基本统计成果 

基本统计成果质量评定指标如 

表 13、表 14，其中前 3条检查项为总体概查检查项。 

表 13 基本统计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重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备注 

数学基础 0.1 

1、大地基准、高程基准、高程系统与坐标系的正确性 

2、坐标、长度、面积单位的符合性 

3、占比、构成比、地表平整系数等单位的符合性 

总体概查 

数据及结构正确

性 
0.2 1、文件命名、数据格式、数据组织的正确性 总体概查 

计算正确性 0.2 1、统计计算的正确性 

1、总体概查 

2、采用项目配发软件，随机抽取若干重要统计指标项，总

体验证统计指标项计算的正确性 

数据集 0.1 
完整性 0.5 检查数据集成果的完整性  

规范性 0.5 检查数据集成果整理的规范性  

报表成果 0.1 
完整性 0.5 检查报表成果的完整性  

规范性 0.5 检查报表成果整理的规范性  

报告成果 0.3 

完整性 0.4 检查报告成果内容的完整性  

一致性 0.3 检查报告成果与数据集、报表成果的一致性  

规范性 0.3 检查报告成果整饰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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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基本统计成果质量错漏分类 

质量元素 质量子元素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数学基础 

1、大地基准、高程基准、高程系统与坐标系不符合要求 

2、坐标、长度、面积单位及小数点保留位数不符合要求 

3、占比、构成比、地表平整系数等单位小数点位数不符合要求 

   

数据及结构正确性 
1、数据格式、文件命名错 

2、数据无法读出或数据丢失 

1、数据组织不符合要求，对成果使用

造成一定影响 
  

计算正确性 
1、长度与面积计算方式不符合要求 

2、重要统计指标项严重错误 
   

数据集 

完整性 

1、主要成果类型遗漏 

2、主要统计指标项遗漏 

3、其他严重错漏 

1、个别统计指标项遗漏 

2、其他较重错漏 
  

规范性  
1、成果整理规范性不符合要求 

2、其他较重错漏 
  

报表成果 

完整性 

1、主要成果类型遗漏 

2、主要统计指标项遗漏 

3、其他严重错漏 

1、个别统计指标项遗漏 

2、其他较重错漏 
  

规范性  
1、成果整理规范性不符合要求 

2、其他较重错漏 
  

报告成果 完整性 
1、遗漏重要统计内容 

2、其他严重错漏 

1、遗漏个别统计内容 

2、其他较重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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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元素 质量子元素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一致性 
1、严重的不一致性错漏 

2、其他严重错漏 

1、轻微的不一致性错漏 

2、其他较重错漏 
  

规范性 
1、成果整理规范性不符合要求，严重影响成果使用 

2、其他严重错漏 

1、成果整理规范性不符合要求，对成

果使用造成一定影响 

2、其他较重错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