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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测绘工程 

1、简介（项目来源、目标） 

   项目来源：始自上世纪 80 年代划定的北京市保护范围和建设

控制地带，已远不能适应当前文物行政审批和文物执法的要求。问题

归纳如下：1、文物本体：出现漏划、误划，不少文物建筑及构筑物

等未标注。2、保护范围：部分保护范围划定偏小，不能保护文物的

真实性和完整性。3、建控地带：当初的参照物已无存；城市总规、

控规等规划文件已经调整多次；部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文物保

护规划已经市政府批准，部分建控地带的管理要求已经变化。北京市

文物局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北京市文物保

护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委托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牵头开展相关

工作。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按照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的要求，

完成了 1:500 比例尺地形图测绘 571 幅、1:2000 比例尺地形图测绘

459 幅，同时综合利用 GPS 技术、无人机技术、机载雷达技术、倾斜

摄影技术、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完成了正射影像图 120平方公里、

十三陵和银山塔林地区的三维 mesh 模型，以及 25处文物本体的单体

三维模型。 

   项目目标：通过对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现状进行测绘，

准确、及时、详尽地为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和文物规划设计部门提供以

地形图、正射影像图、三维模型等测绘成果，为后续的文物保护及管



理、文物执法、科学合理修缮、保护规划编制等工作奠定基础。 

2、工艺方法： 

（1） 平面控制采用 GNSS RTK 的方法； 

（2） 高程控制测量沿全线应布设贯通的四等水准线路，起算

点为北京市等级水准点； 

（3）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区域采用全野外的方式施测 1:500

地形图。 

（4） 文物保护建设控制地带的区域在平原区的采用全野外

的方法施测 1:2000地形图 

（5） 文物保护建设控制地带的区域山区利用航摄方法制作

1:2000 地形图 

（6） 重点文物本体采用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仪技术采集文物

单体信息 

（7） 利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制作 mesh 模型。 

3、管理科学（工程组织体系、工效、计划期/实施期、成本控制

及成本降低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计划成本、工程文档归档情况） 

   由我院常务副院长担任项目总负责人；院计划经营处负责任

务的分配和协调工作，整体控制项目的实施进度；科技处负责技术管

理，包括设计书的编制、技术交底、新技术的应用等，同时，科技处

负责全面的质量控制，制定产品验收标准，组织对不合格品的纠正和

处置，按照设计书要求对生产过程进行检验并进行院内最终检查。为

保证产品质量验收的客观公正，由质检中心组织具有甲级资质的质检



单位（第三方）承担质检工作，负责最终产品的质量验收。 

4、质量水平（质量管理体系达标情况说明、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检查、验收情况、成果的优良品率） 

  针对本项目我们遵循“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以甲方的需求为依

据，以产品质量为生命，以用户满意为目标”，向甲方提供质量信得

过的产品和服务，质量第一、信誉至上，以先进、有效、适用的技术，

高度负责的态度，提供符合要求的成果。 

5、效益（工程成果达到立项目标情况、业主用户满意度、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 

   业主单位对本项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忠实履行合同义

务，工程成果完全达到立项目标，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和《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周密组织、合理

安排，投入了大量技术人员和先进设备，准确、及时、详尽地为提供

了以地形图、正射影像图、三维模型为主要形式的测绘成果，成为政

府文物主管部门和文物规划设计部门决策和设计的重要依据，凸显了

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