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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dast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is	a	process	of	field	survey	and	measurement	of	the	building.	Generally,	after	measuring	all	the	data	
in	the	field,	the	data	are	sorted	into	sections,	plans,	etc.	Cadastral	mapping	is	not	only	the	measurement	of	the	scope	and	area	of	the	
building, but also the measurement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ous structures in the building, so as to provide better guidance for th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and new means, the real estate mapping has been greatly developed. Applied BIM technology 
to cadastral mapping can realize the identification of building parameters, complete the mapping of building, and establish the 
information system of real estate. By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BIM technology, BIM technology can be better applied 
in cadastral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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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籍测绘是对建筑进行实地调查与测量的一个过程，一般都要在实地测量完所有的资料后，将资料整理成剖面图、平面图
等。地籍测绘不仅仅是对建筑范围和面积的测量，还需要对建筑工程的总体情况进行测量，对建筑中各个结构的关系有更
深层次的认识，为后续建设提供更好的指导。在此过程中，新技术和新手段的运用，使不动产测绘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将
BIM技术应用于地籍测绘，能够实现建筑物参数的识别，完成建筑物的测绘，并能建立不动产的信息系统。通过对BIM技
术应用实例的分析，可以使BIM技术在地籍测量中得到更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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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籍调查是自然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自然

资源的管理工作牵扯的因素很多，所以它的实际工作也很

复杂，如果将地籍测绘技术运用到自然资源的管理工作中，

可以为其提供最精确的有关资料，进而可以使自然资源的管

理工作变得更加简单，更加有效。因此，必须对在自然资源

管理中地籍绘制的重要性进行深入的分析，只有在这种情

况下，才能发挥地籍绘制技术的价值，提高自然资源管理 

水平。

2 地籍测绘的特点

该地图系统能有效地解决人工地图的诸多不足，具有

以下特征：①一次测量多个应用。水力发电项目它的布设区

域需要进行大尺度的地形测量。针对各专业人士对用图的

范围、比例的要求，以往都是采用平面制图的方式。对不同

比例的地图进行分片测量。②地形图具有多重测量的功能。

并在此基础上，绘制了各种尺度的地形图。比如：一座水力

发电站，需要 1 ∶ 500 或者 1 ∶ 1000 的坝址地形；而对施

工组织设计者来说，需要更大面积的包括材料场地等内容的

1 ∶ 2000 地图；而规划人员，地质人员，为了证明水库形

成及大坝建设的条件，就必须绘制一幅面积更大，比例尺更

小的 1 ∶ 5000 地图。地籍制图法是指在野外使用全站仪对

地上，对野外使用的地籍对象进行测量，保证了现场实测数

据的准确性，排除了人为误差源和误差源，并且，在现场工

作中，可以省去读数、计算、点图等现场工作，工作人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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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现场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直接的生产费用大大降

低了。③野外资料收集中的全站仪。不拘泥于画幅大小、台

址的设置，也可以不受限于距离的大小，但必须在其测量范

围内；图的根点数可以被减少，改善工作效率。④大地与大

地的关系。减少了工人的工作量，大大减少了制造时间，能

够按时完成客户的需求。

3 地籍测绘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作用

将地籍测绘技术运用到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中，应注意：

①与其他的测量工作相比，其最大的优点是它可以节约很多

的人力资源。由于地籍测绘工作具有较大的覆盖面，而且其

测绘效率也无法与之相比，所以在获得地籍测绘信息资源的

过程中将会更加便捷。有关工作人员在进行有关的方案的设

计时，可以科学地运用地籍测绘数据的结果，从而让设计出

来的方案变得更精确。②自然资源的开发工作历来都是国家

最看重的一个项目。目前，国家正面临着自然资源匮乏的问

题，所以必须要有相应的保障，在自然资源的开发过程中，

使用地籍测绘技术可以确保数据信息的准确性。利用地籍测

量技术所获得的信息还可以利用数据网络进行共享，从而使

得自然资源规划管理工作变得更加的便利和快速，而且管理

的效率也会相应的提高。③对自然资源进行规范化的开发也

是非常关键的，要知道，地籍测量是一项系统性和复杂性的

工作，它所牵扯到的各个方面都比较多，而且各个方面都

是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方面的工作没有做好，

都会导致整个测量工作的质量下降。所以，在地籍测绘工作

中，必须将每个步骤的工作都做好，才能得到最有科学性的

资料，才能更好地推进土地开发工作 [1]。

4 BIM 技术在地籍测绘中的运用

4.1 建筑物参数识别
在地籍测绘中应用的 BIM 技术，可以实现对建筑物的

参数的辨识。在不动产测绘中，BIM 技术可以实现最基本

的建筑参数的测定。测绘人员利用 BIM 测量机器人，可以

对建筑物的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间距等各项标准参数展

开实际的测量。与由规划平面图获得的建筑参数相比，BIM

技术所提供的建筑物参数的识别更为准确和可靠，它可以真

实地反映建筑物采光、高程等具体情况。BIM 技术是一种

将 2D 平面影像转换成 3D 模型的方法，它的视觉显示方式

可以是 2D 框架，也可以是 3D 模型，因此它可以显示建筑

物的墙体、梁柱、门窗等结构，同时，建筑物的各个结构的

尺寸和位置关系，也可以在 BIM 系统中得到更好的表达，

为以后的建筑测量提供了便利。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要确

保建筑测绘参数识别的精度，在将 BIM 技术应用到建筑测

绘的过程中，还必须重视对建筑物的综合分析。除了使用与

之对应的采集工具来进行数据采集之外，还可以在 BIM 技

术的多模块联动功能的帮助下，对建筑物测绘展开联动，在

某一点的测量数据出现改变的时候，让其他的数据进行联动

改变，从而确保建筑测绘的精度和便捷性。除此之外，最近

几年，BIM 技术与其他测绘技术的联合应用，也极大地提

高了建筑物参数辨识的精度和效率。将 BIM 技术与倾斜摄

影技术结合起来，可以更精确地对建筑的数据信息进行采集

和汇总，提高了参数辨识的精度和品质 [2]。

BIM 技术在地籍测绘中数据模型见图 1。

图 1 BIM 技术在地籍测绘中数据模型

4.2 建筑测绘分析
在地籍测量中应用 BIM 技术，可以对建筑物进行测量

分析，从而对建筑物的构造特征有更为科学的认识。BIM

不仅可以精确测量房屋内部的各种参数，还可以显示房屋

内部的墙体、梁柱等结构，利用 BIM 技术的可视化和模型

化特性，可以获得更为直观和有效的影像信息，为后续的

建筑分析提供可靠的基础。BIM 技术可以建立精确、精确

的不动产建筑模型，可以实现实体和模型的等比化，进而对

建筑物的细部结构进行深度分析。在 BIM 技术的支撑下，

每个建筑模型都是彼此独立的，这样就可以使建筑项目更直

观，更精确地表达出它们之间的空间逻辑关系。在目前采用

BIM 技术的建筑测绘分析中，不同种类的模型所得到的结

果是不一样的，因此，BIM 技术的多模块联动功能也可以

给测绘分析带来更大的便利。在使用 BIM 技术的建筑测绘

中，可以精确地测量出建筑的各项参数，并将其显示出来，

而在这个过程中，模块联动可以使建筑测绘分析工作变得更

有效率，对建筑物的内部空间结构关系进行实时的分析，并

运用模型构建和模块联动来分析建筑物施工中存在的空间

层次错乱、逻辑结构不合理、测量盲区等问题，从而更好地

解决施工中出现的有关问题。建筑测绘分析是 BIM 技术在

房地产测绘中的一项有效应用，通过 BIM 技术对建筑物展

开分析，可以让其梁柱、墙板等结构更好地呈现出来。同时，

还可以对其结构特征与荷载效果进行分析，从而对建筑工程

建设的合理性进行评估 [3]。

地籍测绘流程图见图 2。

4.3 地籍测量信息系统
同时，将 BIM 技术引入地籍测量中，有助于建立一个

更为科学化、信息化的测量体系。随着建筑学和信息技术的

持续发展，建立地籍测量信息系统已经成为目前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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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测量信息系统可以将传统的数据测量转化为计算机信

息系统，充分发挥了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系统的优势，使地籍

测绘工作取得了质变。地籍测量信息系统是一项复杂、专业

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在实践中，BIM 技术可以利用建筑工

程的三维模型和数字化技术来为测量信息系统提供技术支

撑，这对建立一个高品质的信息系统是有利的。在地籍测

绘系统中使用 BIM 技术，能够为其提供更高质量、更专业

的测绘条件，BIM 技术的功能完备，技术的先进性，使得

地籍测量变得更精确、更高效。同时，利用 BIM 技术所具

有的信息化特点，可以使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最近几年，地籍测量信息系统的建设一直在持续地进行着，

BIM 技术的运用，不但给信息系统带来了更为精确和可以

及时更新的参数数据，而且还可以利用其模拟性、可视化和

优化性等特性，来实现在测量信息系统中对建筑物进行优

化，进而提升建筑项目的施工质量和水准，促进房地产行业

的发展 [4]。

图 2 地籍测绘流程图

4.4 外立面工程量统计
建筑外墙工程造价核算是建筑外墙施工造价核算的重

要工作之一。在不动产测量中，对外墙面工程量的统计是一

个基本和关键的功能，BIM 技术和测绘技术的融合，可以

将常规的外墙面工程的平面绘制转变为单个建筑模型的三

维绘制，使外墙面工程量的计算更为科学和精确。

4.5 全景虚拟漫游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 BIM 的三维空间模型，

并对其进行了详细分析。在 BIM 技术与勘察技术的融合过

程中，全景虚拟漫游属于一种较为新奇、独具特色的项目，

能够充分地发挥 BIM 技术的模拟性与可视化特性，通过

BIM 技术的 3D 模型建立功能，进一步提高全景模拟漫游的

准确性，进而能够 720°观看与浏览建筑绘制中的具体场景、

细节，进而对建设工程的真实状况进行全面的认识与把握 [5]。

5 结语

BIM 技术是目前被普遍应用于建筑产业的一种技术，

能够为建筑设计、工程管理以及地籍测量等工作带来很大的

便利。BIM 技术和测绘技术有许多可以融合的地方，倾斜

摄影、点云扫描、数据模型、外立面工程量统计、全景虚拟

漫游等都是二者的很好融合，将 BIM 技术的优点进一步展

现出来，促进了测绘工作的发展。BIM 技术属于一种将 3D

模型与信息技术融合在一起的优秀技术方法，它在地籍测绘

的实践中，可以进行建筑物参数识别、建筑测绘分析和地籍

测量信息系统的建立。将 BIM 技术的信息化、数据化技术

进行有效的应用，可以为地籍测绘提供更高精度、更便捷可

靠的技术支撑，从而促进了测绘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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