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籍工作总结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总结书写有
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总结呢？下面是小编整
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地籍工作总结篇一

离开了十来天去搞《地籍测量》实习。地点是邯郸武安市上
团称乡。本次实习学到的东西感觉比以往几次都多。而且也
实用的多。回到学校虽然身体有点疲惫，但更多的是充实。

1、了解当前土地管理部门的工作程序和业务流程。

2、熟练掌握地籍测量仪器（经纬仪）的操作方法。

3、掌握界址点测量的外业实施方法和界址点坐标的计算。

4、熟练掌握地籍调查的程序，地籍草图的绘制，宗地图的绘
制。

地籍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每一宗地的位置、权属、界线、
数量、用途、等级等基本信息，为土地登记提供依据资料。

地籍调查形成的资料成果主要有：

（1）地籍调查表、宗地草图和界址点、界址边勘丈原始记录。

（2）地籍控制测量原始记录、控制点网图和平差计算成果。

（3）解析界址点成果表。



（4）地籍铅笔原图和着墨底图、地籍图分幅接合表及宗地图。

（5）面积量算成果及土地分类汇总统计表。

（6）地籍调查报告。

一）野外实习

时间：20xx年6月19日--6月26日

地点：武安市上团城乡上团城三街

二）校内资料整理

时间：6月27日--7月6日

地点：河北工程大学

地籍调查是土地登记工作中为确定土地权属、明析产权的实
质性调查，其成果资料是保护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合法
权益、解决土地产权纠纷的重要凭据。同时，通过地籍调查
还可全面掌握一个地区的土地类型、数量、分布和利用状况，
以及土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在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分
配情况，从而为建立科学的土地管理体系，为合理利用和保
护土地，为制定土地利用规划、计划及有关政策、实现耕地
总量动态平衡、调控土地供需、规范土地市场等提供信息保
障。

地籍测量是为满足地籍调查中对确定宗地的权属界线、位置、
形状、数量等地籍要素的水平投影的需要而进行的测量工作，
是服务于地籍管理的一种专业测量。其主要任务是根据权属
调查依法认定的权属界址和使用性状，实地测量每宗土地的
权属界址点及其他地籍要素的平面位置。



一）实习地基本概况：

武安市是一座以工业为主，各行业全面发展的新兴城市，地
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地带。全市总面积1806平方公里，
辖22个乡镇，502个行政村，总人口68万。1999年，全市国内
生产总值达53.6亿元，财政总收入4.12亿元，综合经济实力
位居河北省“十强”县（市）之列。武安矿产资源丰富。目
前已探明矿产有5大类、23个矿种，其中煤、铁、石灰岩、非
金属资源尤为丰富。煤炭总储量23亿吨，其中地方占有储
量3.13亿吨；铁矿总储量5.5亿吨，矿体104处；石灰岩遍及
全市，总量达700多亿吨。

交通、通讯便利，投资环境优越。境内公路四通八达，国道、
省道贯通全境，全市412个行政村通上了柏油路；邯长铁路穿
境而过，境内铁路总长118公里，越境铁路达5条，火车站
点18个；全市城乡电话总容量达5万余门，实现了村村通电话。
城市建设初具规模，市区建成面积达15平方公里，形成居民
区、贸易区、工业区、文化区的总体格局。城市面貌日新月
异，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先后荣获“全国城市规划管理先进
单位”和“市容环境管理优秀城市”称号。

工业基础雄厚。目前已形成冶金、煤炭、建材、机械、电力、
轻工、化工、食品八大行业、20多个门类、800多种产品。年
产铁矿石600万吨，铁精粉500万吨，煤炭300万吨，水泥200
万吨。拥有武安市宏泰泵业有限公司、武安市医用胶厂、武
安市交通工业集团公司等一批知名企业。全市有20多种产品
荣获省部优称号。矸石电厂热电联产工程、焦化厂供气、水
泥厂回转窑改造、市啤酒厂12万吨扩建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
的实施，为武安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肉鸡、生猪、板栗、花椒、香菇等10
大主导产业年产值达8亿元。其中蛋鸡、生猪、干果、香菇已
初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的经济格局。畜牧业年产值
达6亿元。1999年粮食总产20.6万吨。



二）地籍调查：

我们对上团城三街1000余户宅基地进行了调查，分别填写了
地籍调查表。在调查过程中，老宅基地是调查的重点，同时
也是难点。因为有关宅基地纠纷就源于此。老宅基地特点是
多数是一院多户。在宅基地分摊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另外，
由于本地经济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许多老宅都已经倒塌。出
现了大面积的空心村。这是本次调查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地籍控制测量：

地籍测量和一般测量工作的施测一样，也必须遵循“先整体
后局部”、“先控制后细部”的原则，首先进行地籍控制测
量。地籍控制测量分为平面控制测量和高程控制测量。对地
籍测量来说，通常只对测区建立平面控制，仅在山区和丘陵
地区才实施高程控制测量。

（1）土地权属界址点及其他地籍要素的测定。

（2）绘制基本地籍图。

（3）面积量算。

四）宗地草图绘制及调查表填写

宗地草图是在权属调查时实地绘制的，描述宗地位置、界址
点、界址边和相邻宗地关系的实地记录。内容包括：本宗地
号、门牌号和土地使用者名称；本宗地界址点、界址点编号；
相邻宗地号、门牌号和土地使用者名称；界址边长、界址点
与邻近地物点相关距离和条件距离；确定宗地界址点位置、
界址边方位所必须的或其他需要的建筑物、构筑物等。

宗地草图必须在实地边勘丈边绘制，不得涂改，不得复制，
其内容有确定宗地界址点位置的各种丈量记录和描述，因此



宗地草图是解决土地权属纠纷、恢复宗地界址的重要凭据。

我们依据以上要求绘制宗地草图，明确了每家每户的宗地四
至，界址点，界址边长度，接着填写地籍调查表。对于老宅
基地的调查表内容共用情况进行了明确的描述，并且准确计
算了共用面积。

五）实习地的宅基地利用现状图的绘制

野外工作完成后，我们把调查和测量的数据汇总整理，进行
地籍原图（宅基地利用现状图）的绘制。

（1）地籍要素：包括行政界线、街坊界线、宗地的界址点、
界址线、地籍号、用途、面积、坐标、土地使用者或所有名
称及土地等级等。

（2）图廓线、坐标格网、控制点等数学要素。

（3）河流、道路、建筑物、构筑物等地物要素。

地籍原图是土地权属法律凭证的原图。在地籍原图的基础上，
量算宗地面积及其他要素的面积，并蒙绘、复制宗地图，作
为土地证书和宗地档案的附图。

本图件的绘制，我们首先把数据展绘到一张大坐标纸上，修
改无误后进行电脑扫描，然后用cad软件进行描图。最终整理
出一张整洁美观的图纸，呈交给土地管理部门。

通过实习学会了以下内容：

1）使用经纬仪进行测角、测边；初步掌握了图根、地籍控制
测量、地形图、地籍图的测绘工作。

2）掌握了土地调查、地籍测量、土地整理、土地利用规划



4）熟悉国家有关土地资源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社会
主义经济发展中土地资源管理的发展动态。

1.空心村整治需要下大力度；

2.有很多地方存在着违章建筑，有的人家把自家车库建到了
宅基地以外，严重影响了别人的交通。

3.农村缺乏整体的规划，房屋道路参差不齐。大量新宅基地
还在吞噬农用耕地。

因此借这次实习的机会，也想提醒有关部门加以注意。更好
的做好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地籍工作总结篇二

紧张而有难忘的两周测量实习生活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结
束了。

通过本次实习，巩固、扩大和加深我们从课堂上所学的理论
知识，掌握了水准仪、经纬仪的基本操作，还有学会了施工
放样及地形图的绘制方法，获得了测量实际工作的初步经验
和基本技能，着重培养了我们的独立工作能力，进一步熟练
了测量仪器的操作技能，提高了计算和绘图能力，并对测绘
小区域大比例尺地形图的全过程有了一个全面和系统的认识，
这些知识往往是我在学校很少接触、注意的，但又是十分重
要、十分基础的知识。从而积累了许多经验，使我学到了很
多实践知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立标尺时，标尺除立直外，还要选在重要的地方。因此，
选点就非常重要，点一定要选在有代表性的地方，同时要注
意并非点越多越好，相反选取的无用点过多不但会增加测量，



计算和绘图的劳动量和多费时间，而且会因点多而杂乱产生
较大的误差。

(2)要先将道路和主要建筑物确定下来，然后在添加其余次要
方面，这样不但条理清楚，有利于作图的准确和随时进行实
物和图形的对比从而检验测量数据的准确与否。

——团结就是力量，纪律才是保证

经过每个组员的团结工作，我们完成了侧图的工作，看到我
们画好的图纸大家都兴奋不已。在我们组的同学交流测量中
的经验时，大家感觉收获都很多，有的说仪器的展点很重要
关系到误差的大小，有的说水准测量中点不能架设的太远，
等等吧。想想大家每天早七点多就起床背上仪器去测量，算
出误差大的大家一起讨论和修改，并重新测量。有了团结的
力量我们还是干的很有劲的。我也从别人那里学到了以前不
是太清楚的东西，比如数据的处理、水平角的观测以及一些
作图的疑问都在测量中得到了答案。

——求真务实

测量实习，让我学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对以前零零碎
碎学的测量知识有了综合应用的机会，控制测量和地形图测
绘过程有了一个良好的了解。学会了地形图的绘制等在课堂
上无法做到的东西以及更熟练的使用水准仪，经纬仪等测量
仪器与工具。很好的巩固了理论教学知识，提高实际操作能
力，同时也拓展了与同学之间的交际合作的能力。当然其中
不乏老师的教诲和同学的帮助。当我们每个组都基本画好图
后，老师每个组的检查，出现问题就让我们及时改正。其实
想想每天校园中那些测量的我们也算是一道不错的风景。还
记得晚上七点多了，因为一个站点的错误我们不得不重新测
量，忙了半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总之，两周中我们
也体会了不少酸甜苦辣，有的测量很顺利甚至零误差，有时
测量处处碰壁，但也算过去了。完成了测量还是很高兴的。



虽然测量中大家也有懒的时候不想测了，但挺过去都好了。

——苦尽甘来

但这两周实习也给了我们不少教训:由于某个数据的读错、记
错及算错都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从而让我们知道了做任
何事都要认真。一个组的团结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整
个组的进度。先前我们组由于配合不够默契，分工也不够合
理，整体进度受到极大的影响，后来通过组内的交流，彻底
解决了以上问题。实习进度有了很大的改观，进度和效果自
然就提上来了。

——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很珍惜学校为我们安排实习这理论与现实连接的重要环节，
更深刻的体会了实物与图纸之间那种密切的关系，明白了图
纸它要显示什么样的物件，有的在图纸上看不懂的地方在实
物的面前就显的那么简单明了。总之，要谢谢学校在为促进
学生实践能力所安排的这段实习，我将永远珍惜这段经历。
同时这段实习生活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难忘的。

令人难忘的两个周的测量实习终于结束了，在这两个周里，
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懂得了很多道理。

首先，我基本掌握了课堂所学的测量学知识，知道如何正确
使用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测量距离、角度、高差等，还
有学会了施工放样及地形图的绘制方法。测量学是研究地球
的形状和大小以及确定地面(包含空中、地下和海底)点位的
科学。既然是要测量就离不开实践。实践是对测量学知识的
最好检验，只凭在课堂上的听课，我并没有掌握很多具体知
识，尤其是对仪器的使用更是一塌糊涂。当第一天开始测量
的时候，我的心里还一阵阵的发愁:该如何把任务进行下去。
当动手的时候，发现其实并不难，听别人一说或者翻阅一下
课本，然后自己动手操作一遍，就基本掌握了方法。要想提



高效率和测量精度，还要经常练习，这样才能做到举一反三。

其次我懂得了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细致，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特别是在使用水准仪，经纬仪这样精密的仪器时，更要做到
精益求精。因为稍有差错就可能导致数据的偏差很大，更会
导致以后其它量的测量出错，最终导致数据计算的错误，比
如我们刚开始测量角度时，一个基准点没有瞄准，导致一个
角度偏小，然后角度的闭合差也不符合要求，经过校验，才
发现问题出在哪儿。

我还学会了吃苦耐劳，学会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习期间恰
好是入夏时节，西安的温度很高，对于露天作业的我们是一
个不小的挑战，我们改掉以往睡懒觉的习惯，早上六点多就
起来，7点左右就开始测量，因为中午的太阳实在太厉害了，
我们下午3——4点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天黑无法看清为止。
因为测量地点距离在东区，远离我们这边的宿舍，所以我们
晚上基本都在树蕙园吃饭，同时发现那里的饭菜不错，每天
都吃得很香。一次测量实习要完整的做完，单靠一个人的力
量和思考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小组的合作和团结才能让实习
快速而高效的完成。我们每个组员都学到知识而且会实际操
作，而不是抢时间，赶进度，草草了事收工。我们深知搞工
程这一行，需要的就是细心，做事严谨。

通过这次实习我自己还总结出一些测量时应该注意的事
项。(1)标尺要立直，尽量避免晃动，有晃动时，应该选择数
据最小的时候进行读取。在读数前一定将水准仪视野的水准
气泡调平(两侧的线重合)，否则造成的误差会很大。(2)当用
经纬仪测量角度时，如果目标较小，最好使单线与目标重合，
如果目标有一定宽度，可以用双丝夹住目标。(3)在测量时候
一定要小心，因为稍微碰了一下仪器，就要重新调整对中水
平，否则就会导致数据错误，也可能导致仪器的损坏。(4)在
读取数据时，每位成员都要细心，既要看得准，还要果断，
不能犹豫不决，任何一个错误都有可能导致最终的成果的报
废。



我很珍惜学校为我们安排测量实习，更深刻的体会了测量工
作的艰辛以及实物与图纸之间那种密切的关系，真是没有蓝
图什么也干不成。总之，虽然觉得累，还是要谢谢学校在为
促进学生实践能力所安排的这段实习，我将永远珍惜这段经
历，同时这段实习生活也是我一生中难忘的。

地籍工作总结篇三

一、土地调查工作

（一）20xx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

20xx年度的土地变更，土地变更地块面广、量大，国家审核
严格，造成土地变更难度大、周期长。国家卫星遥感监测提
取20xx年度疑似变化图斑156块，面积公顷；_通过用地管理
信息套和圈定批而未用土地（20xx年以来批准的批次未供应）
公顷，以上两项合计公顷。土地变更采取内外业结合的方式
进行，地籍科组织专业测绘队伍和基层土地所到现场对“图
斑”进行外业核查，并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内业整合、建库。

经过基层调查核实上报和国家确认的“三上两下”工作，我
区最终实施地类变更面积公顷。与20xx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对比，农用地净减少公顷（其中耕地净减少公顷）；建设用
地净增加公顷；未利用地净减少公顷。

（二）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依据《山东省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方案》和《山东省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技术方案》，按照省厅和市局统一部
署，地籍科开展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地籍科参与了
市局统一培训，按照文件及会议精神，成立了领导组和技术
组，确定了作业单位，耕地后备资源调查与评价和不稳定耕
地调查与评价已展开，已完成不稳定耕地调查与评价中的参
考面积的分解。



地籍工作总结篇四

本次地籍测量实习也让我真正体会到测绘专业是一个团队的
工种!我们组有十名组员，每个人的工作任务和各自的长处是
不一样的，我们配合起来才能发挥出较高的效率心得。下面
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地籍测量实习心得，欢迎大家
阅读。

一次测量实习要完整的做完，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和构思是远
远不够的，只有小组的合作和团结才能让实习快速而高效的
完成。这次测量实习培养了我们小组的分工协作的能力，增
进了同学之间的感情。我们完成这次实习的原则也是让每个
组员都学到知识而且会实际操作，而不是抢时间，赶进度，
草草了事收工。所以，我们每个组员都分别独立的观察，记
录每一站，并准确进行计算。

做到步步有“检核”，这样做不但可以防止误差的积累，及
时发现错误，更可以提高测量的效率。 我们怀着严谨的态度，
错了就返工，决不马虎。直至符合测量要求为止。我们深知
搞工程这一行，需要的就是细心，做事严谨。例如：(1)立标
尺时，标尺除立直外，还要选在重要的地方。

因此，选点就非常重要，点一定要选在有代表性的地方，同
时要注意并非点越多越好，相反选取的无用点过多不但会增
加测量，计算和绘图的劳动量和多费时间，而且会因点多而
杂乱产生较大的误差。(2)要先将道路和主要建筑物确定下来，
然后在添加其余次要方面，这样不但条理清楚，有利于作图
的准确和随时进行实物和图形的对比从而检验测量数据的准
确与否。

测量实习，让我学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对以前零零碎
碎学的测量知识有了综合应用的机会，控制测量和地形图测
绘过程有了一个良好的了解。学会了地形图的绘制等在课堂



上无法做到的东西以及更熟练的使用水准仪，经纬仪等测量
仪器与工具。很好的巩固了理论教学知识，提高实际操作能
力，同时也拓展了与同学之间的交际合作的能力。当然其中
不乏老师的教诲和同学的帮助。当我们每个组都基本画好图
后，老师每个组的检查，出现问题就让我们及时改正。

其实想想每天校园中那些测量的我们也算是一道不错的风景。
还记得晚上七点多了，因为一个站点的错误我们不得不重新
测量，忙了半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总之，两周中我
们也体会了不少酸甜苦辣，有的测量很顺利甚至零误差，有
时测量处处碰壁，但也算过去了。完成了测量还是很高兴的.
虽然测量中大家也有懒的时候不想测了,但挺过去都好了。

紧张而有难忘的两周测量实习生活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结
束了。

通过本次实习，巩固、扩大和加深我们从课堂上所学的理论
知识，掌握了水准仪、经纬仪的基本操作，还有学会了施工
放样及地形图的绘制方法，获得了测量实际工作的初步经验
和基本技能，着重培养了我们的独立工作能力，进一步熟练
了测量仪器的操作技能，提高了计算和绘图能力，并对测绘
小区域大比例尺地形图的全过程有了一个全面和系统的认识，
这些知识往往是我在学校很少接触、注意的，但又是十分重
要、十分基础的知识。从而积累了许多经验，使我学到了很
多实践知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立标尺时，标尺除立直外，还要选在重要的地方。因此，
选点就非常重要，点一定要选在有代表性的地方，同时要注
意并非点越多越好，相反选取的无用点过多不但会增加测量，
计算和绘图的劳动量和多费时间，而且会因点多而杂乱产生
较大的误差。



(2)要先将道路和主要建筑物确定下来，然后在添加其余次要
方面，这样不但条理清楚，有利于作图的准确和随时进行实
物和图形的对比从而检验测量数据的准确与否。

-----团结就是力量，纪律才是保证

经过每个组员的团结工作，我们完成了侧图的工作，看到我
们画好的图纸大家都兴奋不已。在我们组的同学交流测量中
的经验时，大家感觉收获都很多，有的说仪器的展点很重要
关系到误差的大小，有的说水准测量中点不能架设的太远，
等等吧。想想大家每天早七点多就起床背上仪器去测量，算
出误差大的大家一起讨论和修改，并重新测量。有了团结的
力量我们还是干的很有劲的。我也从别人那里学到了以前不
是太清楚的东西，比如数据的处理、水平角的观测以及一些
作图的疑问都在测量中得到了答案。

------求真务实

测量实习，让我学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对以前零零碎
碎学的测量知识有了综合应用的机会，控制测量和地形图测
绘过程有了一个良好的了解。学会了地形图的绘制等在课堂
上无法做到的东西以及更熟练的使用水准仪，经纬仪等测量
仪器与工具。很好的巩固了理论教学知识，提高实际操作能
力，同时也拓展了与同学之间的交际合作的能力。当然其中
不乏老师的教诲和同学的帮助。当我们每个组都基本画好图
后，老师每个组的检查，出现问题就让我们及时改正。其实
想想每天校园中那些测量的我们也算是一道不错的风景。还
记得晚上七点多了，因为一个站点的错误我们不得不重新测
量，忙了半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总之，两周中我们
也体会了不少酸甜苦辣，有的测量很顺利甚至零误差，有时
测量处处碰壁，但也算过去了。完成了测量还是很高兴的.虽
然测量中大家也有懒的时候不想测了,但挺过去都好了。

------苦尽甘来



但这两周实习也给了我们不少教训：由于某个数据的读错、
记错及算错都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从而让我们知道了做
任何事都要认真。一个组的团结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
整个组的进度。先前我们组由于配合不够默契，分工也不够
合理，整体进度受到极大的影响，后来通过组内的交流，彻
底解决了以上问题。实习进度有了很大的改观，进度和效果
自然就提上来了。

-----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很珍惜学校为我们安排实习这理论与现实连接的重要环节，
更深刻的体会了实物与图纸之间那种密切的关系，明白了图
纸它要显示什么样的物件，有的在图纸上看不懂的地方在实
物的面前就显的那么简单明了。总之，要谢谢学校在为促进
学生实践能力所安排的这段实习，我将永远珍惜这段经历。
同时这段实习生活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难忘的。

令人难忘的两个周的测量实习终于结束了，在这两个周里，
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懂得了很多道理。

首先，我基本掌握了课堂所学的测量学知识，知道如何正确
使用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测量距离、角度、高差等,还有
学会了施工放样及地形图的绘制方法。测量学是研究地球的
形状和大小以及确定地面(包含空中、地下和海底)点位的科
学。既然是要测量就离不开实践。实践是对测量学知识的最
好检验，只凭在课堂上的听课，我并没有掌握很多具体知识，
尤其是对仪器的使用更是一塌糊涂。当第一天开始测量的时
候，我的心里还一阵阵的发愁：该如何把任务进行下去。当
动手的时候，发现其实并不难，听别人一说或者翻阅一下课
本，然后自己动手操作一遍，就基本掌握了方法。要想提高
效率和测量精度，还要经常练习，这样才能做到举一反三。

其次我懂得了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细致，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特别是在使用水准仪，经纬仪这样精密的仪器时，更要做到



精益求精。因为稍有差错就可能导致数据的偏差很大，更会
导致以后其它量的测量出错，最终导致数据计算的错误，比
如我们刚开始测量角度时，一个基准点没有瞄准，导致一个
角度偏小，然后角度的闭合差也不符合要求，经过校验，才
发现问题出在哪儿。

我还学会了吃苦耐劳，学会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习期间恰
好是入夏时节，西安的温度很高，对于露天作业的我们是一
个不小的挑战，我们改掉以往睡懒觉的习惯，早上六点多就
起来，7点左右就开始测量，因为中午的太阳实在太厉害了，
我们下午3--4点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天黑无法看清为止。
因为测量地点距离在东区，远离我们这边的宿舍，所以我们
晚上基本都在树蕙园吃饭，同时发现那里的饭菜不错，每天
都吃得很香。一次测量实习要完整的做完，单靠一个人的力
量和思考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小组的合作和团结才能让实习
快速而高效的完成。我们每个组员都学到知识而且会实际操
作，而不是抢时间，赶进度，草草了事收工。我们深知搞工
程这一行，需要的就是细心，做事严谨。

通过这次实习我自己还总结出一些测量时应该注意的事
项。(1)标尺要立直，尽量避免晃动，有晃动时，应该选择数
据最小的时候进行读取。在读数前一定将水准仪视野的水准
气泡调平(两侧的线重合)，否则造成的误差会很大。(2)当用
经纬仪测量角度时，如果目标较小，最好使单线与目标重合，
如果目标有一定宽度，可以用双丝夹住目标。(3)在测量时候
一定要小心，因为稍微碰了一下仪器，就要重新调整对中水
平，否则就会导致数据错误，也可能导致仪器的损坏。(4)在
读取数据时，每位成员都要细心，既要看得准，还要果断，
不能犹豫不决，任何一个错误都有可能导致最终的成果的报
废。

我很珍惜学校为我们安排测量实习，更深刻的体会了测量工
作的艰辛以及实物与图纸之间那种密切的关系，真是没有蓝
图什么也干不成。总之，虽然觉得累，还是要谢谢学校在为



促进学生实践能力所安排的这段实习，我将永远珍惜这段经
历，同时这段实习生活也是我一生中难忘的。

地籍测量有很大的官方性，所以地籍测量的要求必须很高。
在以前，测地籍是一个很繁琐的工作，特别是在测形状比较
复杂的房屋时，在经济发达的大都市里由于寸土寸金，所以
每个细小的角落都要测到，这就无形的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
现在我们有很多先进的方法来测地籍，比如航测、遥感卫星
等科技。这些技术具有时间短、精度高、成本低等优点。 我
们小组在这次的实习中使用的是全站仪测地籍。首先我们先
选了教学楼和实训楼作为我们要测得宗地;其次我们又模拟了
这两块宗地的界址点;然后我们在测区内选点做了平面控制;
最后我们就开始测坐标和量距离。最后测完了之后我们就填
写地籍调查表和整理实习报告。

我在这次的实习中也和其他的同学完成了相应的任务。首先
我开始和小组成员选定宗地和界址点;然后进行平面控制的内
业计算;最后画草图和量距。测完后完成小组报告。

在本次实习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就是在控制测量内业
计算的时候最后的闭合差很大。我们小组就一起讨论问题出
在哪里，我们又重新核对输入数据结果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
原因，最后还是我们的一个组员发现我们的记录表有问题，
有一条边的距离和实际的距离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决定还是
去把这边重新测一下，结果的却是这边有问题，本来是50几
米被记成了90几米。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了我们在做事情的
时候要仔细，有问题不要紧关键是要有快速发现问题的能力
和团队合作能力。

我觉得现在的全站仪测地籍效率不高，我建议升级我们的全
站仪，加装功能强大的扫描仪，并能自动解算扫描反回来的
坐标。

本次实习也让我真正体会到测绘专业是一个团队的工种!我们



组有十名组员，每个人的工作任务和各自的长处是不一样的，
我们配合起来才能发挥出较高的效率。我的主要任务是使用
仪器测出数据。同时这次实习也拓展了我们与老师与同学的
交际，合作的能力。因为以前人家说测绘专业特别需要团队
合作精神，我都没有能够完全了解。的确，一次测量实习要
完整的做完，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和构思是远远不够的，也是
不可能将要做的工作做好。只有小组全体成员的合作和团结
才能让实习快速而高效的完成。正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个
诸葛亮”。另外这次测量实习培养了我们小组的分工协作的
能力，增进了同学之间的感情，深化了友谊。在实习过程中
难免会碰到一些疙疙瘩瘩的事情，闹得大家都不愉快，但是
我们能够及时地进行交流和沟通，忘记昨天的不愉快，迎接
新的朝阳!

地籍工作总结篇五

离开了十来天去搞《地籍测量》实习。地点是邯郸武安市上
团称乡。本次实习学到的东西感觉比以往几次都多。而且也
实用的多。回到学校虽然身体有点疲惫，但更多的是充实。

地籍测量实习报告(资环03-1liufeng)

一、实习目的

1.了解当前土地管理部门的工作程序和业务流程。

2.熟练掌握地籍测量仪器(经纬仪)的操作方法。

3.掌握界址点测量的外业实施方法和界址点坐标的计算。

4.熟练掌握地籍调查的程序，地籍草图的绘制，宗地图的绘
制。



地籍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每一宗地的位置、权属、界线、
数量、用途、等级等基本信息，为土地登记提供依据资料。

地籍调查形成的资料成果主要有：

(1)地籍调查表、宗地草图和界址点、界址边勘丈原始记录。

(2)地籍控制测量原始记录、控制点网图和平差计算成果。

(3)解析界址点成果表。

(4)地籍铅笔原图和着墨底图、地籍图分幅接合表及宗地图。

(5)面积量算成果及土地分类汇总统计表。

(6)地籍调查报告。

二、实习时间、地点

一)野外实习

时间：xx年6月19日--6月26日

地点：武安市上团城乡上团城三街

二)校内资料整理

时间：6月27日--7月6日

地点：河北工程大学

三、实习具体内容

地籍调查是土地登记工作中为确定土地权属、明析产权的实
质性调查，其成果资料是保护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合法



权益、解决土地产权纠纷的重要凭据。同时，通过地籍调查
还可全面掌握一个地区的土地类型、数量、分布和利用状况，
以及土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在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分
配情况，从而为建立科学的土地管理体系，为合理利用和保
护土地，为制定土地利用规划、计划及有关政策、实现耕地
总量动态平衡、调控土地供需、规范土地市场等提供信息保
障。

地籍测量是为满足地籍调查中对确定宗地的权属界线、位置、
形状、数量等地籍要素的水平投影的需要而进行的测量工作，
是服务于地籍管理的一种专业测量。其主要任务是根据权属
调查依法认定的权属界址和使用性状，实地测量每宗土地的
权属界址点及其他地籍要素的平面位置。

一)实习地基本概况：

武安市是一座以工业为主，各行业全面发展的新兴城市，地
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地带。全市总面积1806平方公里，
辖22个乡镇，502个行政村，总人口68万。1999年，全市国内
生产总值达53.6 亿元，财政总收入4.12亿元，综合经济实力
位居河北省“十强”县(市)之列。武安矿产资源丰富。目前
已探明矿产有5大类、23个矿种，其中煤、铁、石灰岩、非金
属资源尤为丰富。煤炭总储量23亿吨，其中地方占有储
量3.13亿吨;铁矿总储量5.5亿吨，矿体104处;石灰岩遍及全
市，总量达700多亿吨。

交通、通讯便利，投资环境优越。境内公路四通八达，国道、
省道贯通全境，全市412个行政村通上了柏油路;邯长铁路穿
境而过，境内铁路总长118公里，越境铁路达5条，火车站
点18个;全市城乡电话总容量达5万余门，实现了村村通电话。
城市建设初具规模，市区建成面积达15平方公里，形成居民
区、贸易区、工业区、文化区的总体格局。城市面貌日新月
异，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先后荣获“全国城市规划管理先进
单位”和“市容环境管理优秀城市”称号。



工业基础雄厚。目前已形成冶金、煤炭、建材、机械、电力、
轻工、化工、食品八大行业、20多个门类、800多种产品。年
产铁矿石600万吨，铁精粉500万吨，煤炭300万吨，水泥200
万吨。拥有武安市宏泰泵业有限公司、武安市医用胶厂、武
安市交通工业集团公司等一批知名企业。全市有20多种产品
荣获省部优称号。矸石电厂热电联产工程、焦化厂供气、水
泥厂回转窑改造、市啤酒厂12万吨扩建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
的实施，为武安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肉鸡、生猪、板栗、花椒、香菇等10
大主导产业年产值达8亿元。其中蛋鸡、生猪、干果、香菇已
初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的经济格局。畜牧业年产值
达6亿元。1999年粮食总产20.6万吨。

二)地籍调查：

我们对上团城三街1000余户宅基地进行了调查，分别填写了
地籍调查表。在调查过程中， 老宅基地是调查的重点，同时
也是难点。因为有关宅基地纠纷就源于此。老宅基地特点是
多数是一院多户。在宅基地分摊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另外，
由于本地经济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许多老宅都已经倒塌。出
现了大面积的空心村。这是本次调查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地籍控制测量：

地籍测量和一般测量工作的施测一样，也必须遵循“先整体
后局部”、“先控制后细部”的原则，首先进行地籍控制测
量。地籍控制测量分为平面控制测量和高程控制测量。对地
籍测量来说，通常只对测区建立平面控制，仅在山区和丘陵
地区才实施高程控制测量。

(1)土地权属界址点及其他地籍要素的测定。

(2)绘制基本地籍图。



(3)面积量算。

四)宗地草图绘制及调查表填写

宗地草图是在权属调查时实地绘制的，描述宗地位置、界址
点、界址边和相邻宗地关系的实地记录。内容包括：本宗地
号、门牌号和土地使用者名称;本宗地界址点、界址点编号;
相邻宗地号、门牌号和土地使用者名称;界址边长、界址点与
邻近地物点相关距离和条件距离;确定宗地界址点位置、界址
边方位所必须的或其他需要的建筑物、构筑物等。

宗地草图必须在实地边勘丈边绘制，不得涂改，不得复制，
其内容有确定宗地界址点位置的各种丈量记录和描述，因此
宗地草图是解决土地权属纠纷、恢复宗地界址的重要凭据。

我们依据以上要求 绘制宗地草图，明确了每家每户的宗地四
至，界址点，界址边长度，接着填写地籍调查表。对于老宅
基地的调查表内容 共用情况进行了明确的描述，并且准确计
算了共用面积。

五)实习地的宅基地利用现状图的绘制

野外工作完成后，我们把调查和测量的数据汇总整理，进行
地籍原图(宅基地利用现状图)的绘制。

(1)地籍要素：包括行政界线、街坊界线、宗地的界址点、界
址线、地籍号、用途、面积、坐标、土地使用者或所有名称
及土地等级等。

(2)图廓线、坐标格网、控制点等数学要素。

(3)河流、道路、建筑物、构筑物等地物要素。

地籍原图是土地权属法律凭证的原图。在地籍原图的基础上，



量算宗地面积及其他要素的面积，并蒙绘、复制宗地图，作
为土地证书和宗地档案的附图。

本图件的绘制，我们首先把数据展绘到一张大坐标纸上，修
改无误后进行电脑扫描，然后用cad软件进行描图。最终整理
出一张整洁美观的图纸，呈交给土地管理部门。

四、实习总结

通过实习学会了以下内容：

1)使用经纬仪进行测角、测边;初步掌握了图根、地籍控制测
量、地形图、地籍图的测绘工作。

2)掌握了土地调查、地籍测量、土地整理、土地利用规划

4) 熟悉国家有关土地资源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社会
主义经济发展中土地资源管理的发展动态。

五、实习感受

1.空心村整治需要下大力度;

2.有很多地方存在着违章建筑，有的人家把自家车库建到了
宅基地以外，严重影响了别人的交通。

3.农村缺乏整体的规划，房屋道路参差不齐。大量新宅基地
还在吞噬农用耕地。

因此借这次实习的机会，也想提醒有关部门加以注意。更好
的做好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