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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成果接边工作，完成州市内县级接边工作后，由相邻两县

签署《数据接边成果县级接边确认书》，并附上州市级审核

意见。

州市级区域间县级数据成果接边、检查工作按照《云南

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成果接边工作方案》要求开展，

如：表中接边线名称（迪庆-怒江）表示该条接边线涉及迪

庆州和怒江州，负责接边州（市）表示由迪庆州三调办主动

联系怒江州三调办协调组织该条接边线的接边相关工作，负

责检查州（市）表示该条接边线的接边检查工作由怒江州负

责，检查工作完成后相邻两州市须签署《数据接边成果州市

级接边确认书》。

数据成果接边工作过程中，经外业实地核实后双方仍有

争议的，报省三调办进行研究处理。

（三）数据成果接边的内外业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的工作原则，以实地现状调查为准，对县级调查界线两侧相

邻图斑的地类和边界线逐个接边，严格执行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相关技术标准和工作要求。

（四）任何单位和人员不得人为调整和干预接边数据

成果，接边过程中只允许修改与接边相关的地类图斑或单独

图层图斑，严禁修改不相关图斑的地类、属性、边界线等。

（五）完成数据成果接边工作，调查作业单位必须进行

自检，且须在《数据接边成果检查意见表》中填写相关自检

意见和签章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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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作业单位完成自检工作后，必须提交省级监理单位

按监理要求独立进行接边质量检查，且在《数据接边成果检

查意见表》中填写监理相关检查意见和签章确认。

县级三调办负责数据接边成果的县级检查工作，县级三

调办须 100%全查，完成后在《数据接边成果检查意见表》中

填写相关县级自检意见和签章确认；

州市级三调办负责对州市内县级数据接边成果进行复

核，对州市间县级数据接边成果进行 100%检查，完成后在《数

据接边成果检查意见表》中填写相关州市级检查意见和签章

确认。

省级核查组负责对由州市上报的数据接边成果进行核

查，并在《数据接边成果检查意见表》中填写相关省级核查

意见和签章确认。

（六）由于现在正处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各

州（市）三调办可根据州（市）疫情防控级别自行安排数据

成果接边工作，如有涉及数据成果接边外业工作的，可待疫

情解除后再行安排。县级接边数据成果须在疫情解除后 5 天

内完成内外业、检查工作，并报送省级核查单位进行核查。

二、工作基础

为保证各县（市、区）使用的接边数据为最终上报全国

三调办的数据，防止数据错用、缺失等情况发生，本次数据

成果接边工作所使用的数据库采用各县（市、区）提交全国

三调办的复核数据库（即初始数据库各项差错率达到评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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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要求，并已按国家内业核查意见修改完善后，经省级检查

通过上报全国三调办的数据库）。

近期，由各州（市）三调办与云南省国土资源规划设计

研究院沟通协商后，以州（市）为单位，通知辖区内各县级

调查作业单位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云南省国土资源规划设计

研究院拷贝接边所用数据成果。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大树营立交桥金汁河旁

联系人：王宇新，联系电话：13888602952

三、工作内容

完成全省 16 州（市）129 个县级数据成果接边工作。

完成 16 州（市）129 个县级调查成果省级核查工作及成

果汇总上报工作。

四、工作程序和方法

（一）资料准备

县级调查作业单位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云南省国土资源

规划设计研究院拷贝接边所用数据成果。根据领取数据成果

分析，采用内业工作方式，提取与相邻县（市、区）接边线

周边 1000 米范围内的初始调查成果（含单独图层要素）作

为接边初始数据，并填写数据接边成果记录表。

（二）相邻县级数据成果接边

相邻县级数据成果接边工作主要采用“内业为主，外业

为辅”工作方式，将接边线两侧双方提取的接边初始数据为

基准，对县级调查界线两侧相邻图斑的地类、边界线、权属



—5—

和标注内容等逐个接边处理。双方无法在内业处理数据接边

的，须外业实地核实后，再进行数据接边。接边完成后须填

写数据接边成果记录表。

（三）检查核查

各核查单位比对州（市）行政界线两侧的初始调查成果，

对属同一要素的图斑进行空间位置、范围、地类和标注信息

的一致性进行检查，并对核查结果进行质量判定。

五、相关要求

一是提高意识，保障数据质量。请各州（市）、县级三

调办要充分认识接边工作的重要性，组织协调调查队伍做好

辖区内接边工作，认真审核接边结果，按照省三调办的统筹

安排，按时完成接边工作，保障数据质量。

二是省级监理单位要按照《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监理工作要求》在规定的权利和职责下开展日常监理工作，

全程跟踪监督数据接边项目进展和成果质量。

三是省级核查单位要做好数据接边成果的核查工作，同

时对接边过程中遇到的重大技术问题进行研究解决。

六、其他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与省三调办联系。

联系人：陈世杰 联系电话：0871 - 65747099

附件：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成果接边工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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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成果接边
工作方案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统一时点更新暨 2019 年度

土地变更调查实施方案》（国土调查办发〔2019〕24 号）中

的要求，各省在开展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

统一时点更新工作之前，必须完成本省数据成果接边工作,

是开展统一时点数据库更新的必要条件之一。为此，结合我

省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和任务

为确保县级调查界线两侧重要地物的贯通性、保证同名

地物的一致性以及地类、权属、标注内容等属性信息的一致

性，满足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汇总成果质量要求，保障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应用，须对县级调查界线两侧的调查数

据成果进行接边处理。

核实各州（市）、县（市、区）间初始调查成果接边的

准确性，确保州市级、县级行政界线两侧的同一要素空间位

置、地类、权属、标注等信息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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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组织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成果接边工作由省三

调办统一组织，全省 129 个县级数据成果接边工作主要由州

市级三调办组织实施，省级监理单位全程跟踪监督数据接边

项目进展和成果质量，省级核查组由云南省地矿测绘院、云

南省国土资源规划设计研究院、云南省测绘产品检测站、云

南省地矿测绘院、云南省测绘工程院、云南省地图院、云南

省遥感中心共同实施。

（一）工作职责

各级三调办、调查作业单位、省级监理单位、省级核查

单位在省三调办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共同分工协作完成本次

接边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1. 省三调办职责

（1）负责整项工作的总体计划、部署和协调。

（2）负责督促监理单位、核查单位、州（市）和县（市、

区）三调办的工作进展。

（3）负责出台、解释相关的政策和技术文件、规定和

要求。

（4）负责组织研究重大的政策和技术问题。

2. 州市级三调办职责

（1）负责组织协调辖区内县（市、区）间接边工作。

（2）按照州（市）接边工作安排明细表分工，负责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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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协调联系接边线相邻州（市）有关接边、检查工作事宜，

对州市间县级数据接边成果进行检查。

（3）负责对辖区内县（市、区）提交的数据接边成果

进行复核。

（4）负责督促县（市、区）三调办的工作进展。

（5）负责完成省三调办交办的其他事项。

3. 县级三调办职责

（1）按照州（市）三调办的工作部署，负责组织调查

作业单位做好与相邻县间数据成果接边工作，认真审核接边

结果。

（2）负责做好接边工作完成后的县级自检工作。

（3）负责完成省三调办交办的其他事项。

4. 省级监理单位职责

（1）负责监督各县（市、区）数据成果接边项目进展。

（2）负责对县（市、区）提交的数据接边成果进行接

边质量检查。

（3）负责监督县（市、区）对数据接边成果开展自检

和州（市）检查。

（4）负责完成省三调办交办的其他事项。

5. 省级核查单位职责

（1）负责完成责任县（市、区）数据接边成果的核查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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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对接边过程中遇到的重大技术问题进行研究

解决。

（3）负责完成省三调办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工作分工

1. 州市级区域内接边工作

各州（市）三调办负责本州（市）区域内县级数据成果

接边工作，完成州市内县级接边工作后，由相邻两县签署《数

据接边成果县级接边确认书》，并附上州市级审核意见。

2. 州市级区域间接边工作

各州（市）三调办按照附件 1、2、3 对州市级区域间县

级数据成果开展接边、检查工作。负责接边州（市）应主动

与负责检查州（市）对接具体接边时间、地点等，检查接边

州（市）应主动配合，并做好接边成果数据的质量检查工作，

检查工作完成后相邻两州市须签署《数据接边成果州市级接

边确认书》。

3. 省级核查工作

省级核查工作按《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统一时点

更新省级核查实施方案》的要求。各省级核查组联系人详见

核查分组表。

4. 汇总工作

云南省地矿测绘院负责将核查通过的县级数据接边后

成果统一汇总，报送国家三调办开展比对检查，并接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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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检查反馈意见，同时转交核查单位。

联系人：吴志娟 联系电话：13698773903

报送地点：昆明市官渡区福德路 1899 号（云南黄金矿

业集团 11 层 1111 室大数据中心）。

三、技术路线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成果接边工作采用“内

业为主，外业为辅”工作方式，完成全省 16 州（市）129 个

县级数据成果接边工作。首先，以接边线两侧双方提取的接

边初始数据为基准，对县级调查界线两侧相邻图斑的地类、

边界线、权属和标注内容等逐个接边处理。双方无法在内业

处理数据接边的，须外业实地核实后，再进行数据接边。其

次，通过省级核查核实各州（市）、县（市、区）间初始调

查成果接边的准确性，确保州（市）、县（市、区）级行政

界线两侧的同一要素空间位置、地类、权属、标注等信息的

一致性。最后，将核查通过的县级数据接边后成果统一汇总，

报送国家三调办开展比对检查。

四、工作程序

（一）资料准备

为保证各县（市、区）使用的接边数据为最终上报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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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办的数据，防止数据错用、缺失等情况发生，本次数据

成果接边工作所使用的数据库采用各县（市、区）提交全国

三调办的复核数据库（即初始数据库各项差错率达到评价合

格要求，并已按国家内业核查意见修改完善后，经省级检查

通过上报全国三调办的数据库）。

根据领取数据成果分析，采用内业工作方式，提取与相

邻县（市、区）接边线周边 1000 米范围内的初始调查成果

（含单独图层要素）作为接边初始数据，并填写数据接边成

果记录表。

（二）数据成果接边工作

相邻县级数据成果接边工作主要采用“内业为主，外业

为辅”工作方式，将接边线两侧双方提取的接边初始数据为

基准，对县级调查界线两侧相邻图斑的地类、边界线、权属

和标注内容等逐个接边处理。双方无法在内业处理数据接边

的，须外业实地核实后，再进行数据接边。接边完成后须填

写数据接边成果记录表。

（三）检查核查

各核查单位比对州（市）行政界线两侧的初始调查成果，

对属同一要素的图斑进行空间位置、范围、地类和标注信息

的一致性进行检查，并对核查结果进行质量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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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内容

主要内容为：总体要求、线物接边、地类接边、属性标

注接边、单独图层接边五个方面。

（一）总体要求

参考正射影像对县级行政区调查界线两侧公路、铁路和

河流等重要地物进行接边，确保重要地物相关属性一致且空

间贯通，如双方有争议，无法内业处理时，须实地核实后再

接边处理；对影像纹理明显的地物边界线进行接边，应保证

同名地物相关属性一致，且边界走向合理；对地类、权属等

属性信息进行接边，应保证水库、河流、湖泊、交通等重要

地物调查信息的一致性。

当调查界线两侧明显地物接边误差小于图上 0.6mm、不

明显地物接边误差小于图上 2.0mm 时，原则上双方各改一半

接边，也可按双方协商的原则接边；否则双方应实地核实接

边。

以低精度服从高精度的原则进行数据接边，同时兼顾数

据表现时的协调性。

（二）线物接边

不同调查单元线物两侧图斑采集要求相同，在误差范围

内，原则上双方各采集一半，也可按双方协商的原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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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相邻图斑均为铁路用地。

不同调查单元线物两侧图斑采集原则不同，应按照规程

要求采集地类边界，重新进行接边。如下图所示，相邻图斑

均为公路用地，界线右侧仅采集路面部分，应按要求重新采

集边界，再进行接边。

对于采集标准不同的线物，不能在接边处强行接边处

理。首先应统一采集原则，再判断采集误差是否超限，然后

再根据实地情况予以接边处理。

不同调查单元两侧图斑采集原则不同，应按照规程要求

重新采集地类边界，再进行接边。例如：相邻图斑均为河流

错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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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一侧按影像纹理勾绘，另一侧按常水位线勾绘，应按

技术要求重新采集边界，再进行接边。

（三）地类接边

调查界线两侧地类等属性不一致时，应优先考虑采用外

业调查的结果，然后再参考 DOM 影像纹理进行内业接边。双

方无法在内业处理数据接边的，应外业实地核实后，再进行

数据接边。例如：调查界线一侧为因宽度超过 8 米而调查为

公路用地，另一侧调查为农村道路，影像纹理特征一致，应

调查为公路用地。

不同调查单元相邻图斑分别为设施农用地、物流仓储用

地，影像纹理一致，可以根据外业调查结果接边，否则须外

业实地核实后，再进行数据接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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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调查单元相邻图斑分别为河流水面、坑塘水面，影

像显示纹理一致，应按实地现状进行接边。

对影像纹理明显的地物边界进行接边，保证同名地物的

边界走向合理协调。

（四）属性标注接边

不同调查单元两侧属性标注不一致的，应先分析外业调

查记录，再进行接边处理。确属错误的则需修改，不能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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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因调查界线分割的地类图斑，地类相同，权属性质不同。

应根据图斑的权属情况进行核实后，再确定进行属性接边修

改。如下图所示。

相邻同纹理耕地图斑分别标注为种植粮食作物、未耕

种，应重点核实“未耕种”，核实后再确定种植属性是否接

边处理。

不同调查单元相邻同纹理耕地图斑分别标注为休耕、未

耕种，种植属性标注不一致，应核实后，再确定种植属性是

否接边处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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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调查界线分割的同一其他园地分别标注工程恢复和

即可恢复，恢复属性不一致，应核实后，再确定恢复属性是

否接边处理。

（五）单独图层接边

对于影像特征一致，但单独图层标注不同的图斑，应根

据具体情况进行接边。例如：不同调查单元内的相邻单独图

层，影像纹理一致，分别位于拆除未尽区、推土区，应按实

地具体情况进行接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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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质量检查

（一）检查内容

检查州（市）域内相邻县（市、区）之间、州（市）间

相邻县（市、区）之间的线物接边、地类图斑属性、图形等

的接边情况，确保数据成果属性一致，图形正确。

（二）检查责任

监理单位按监理要求独立进行接边质量检查。县级三调

办负责数据接边成果的县级检查工作，县级三调办须 100%

全查。

州市级三调办负责对州市内县间数据接边成果进行复

核，对州市间县级数据接边成果进行 100%检查。

经检查复核通过的数据接边成果由州市级三调办上报

省级核查组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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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方式

数据接边检查主要采用“内业为主，外业为辅”的工作

原则。利用遥感影像，分析调查成果资料，参考收集到的各

类专题资料，结合实地巡查、无人机航摄等技术手段，重点

检查州（市）报送的数据接边成果的图斑地类分类、边界、

属性标注信息等与遥感影像和实地现状的一致性，并对数据

接边成果进行质量判定。

（四）质量评定

以县（市、区）和州（市）级调查界线段为单位统计核

查错误，评价核查结果。核查错误率超过 5%的判定为不合格，

退回整改。错误率计算公式为：地类图斑层总错误数/核查

图斑数，以及单独图层总错误数/检查单独图层要素数。两

项指标分别计算，其中一项不合格即成果不合格。核查图斑

和单独图层要素只计算一次

（五）结果反馈

依据核查情况，填写州市级调查成果接边核查反馈表

（详见附件 8），以及核查记录表反馈州市级三调办。核查

成果判定为合格的，根据核查意见修改完善，并报送对应省

级核查单位复核。全省最终成果由云南省地矿测绘院进行统

一汇总后报省三调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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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施保障

（一）监督保障

省三调办将对各州（市）数据接边成果核查不通过、反

馈问题整改不到位、未按时上报整改成果等问题进行通报批

评，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各州（市）三调办要对所辖县（市、区）三调办工作情

况进行督导，把控数据接边成果整改的全过程。

（二）技术保障

1．统一技术标准规范

省级三调办根据国家统一的规定、方案，并结合本省情

况，制定数据接边成果实施技术方案。

省级检查核查单位要按照统一的国家技术规程、省实施

细则、数据库标准，以及本技术要求，严格核查技术要求和

工作流程，确保核查质量。

2．加强技术指导与咨询

省三调办建立调查问题对接机制，组建接边核查专家技

术组，对数据接边过程中遇到的重大技术问题进行研究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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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制保障

1．建立项目监理制度

“三调”数据接边监理工作由原“三调”初始调查的监

理单位承担，各监理单位按照《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监理工作要求》在规定的权利和职责下开展日常监理工作，

全程跟踪监督数据接边项目进展和成果质量，州（市）间数

据接边工作完成，监理负责人须在《数据接边成果检查意见

表》上签字盖章确认。

2．建立检查核查制度

“三调”数据接边工作完成后，以州（市）为单位，提

交省级核查组进行接边核查。核查通过后，核查负责人须在

《数据接边成果检查意见表》上签字盖章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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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邻州（市）接边示意图

注：相邻两个州（市）接边线上的州（市）名称表示该州（市）负责

该条接边线的数据接边工作，与之接边的州（市）负责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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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内相邻州（市）接边工作安排明细表

序号 接边线名称
接边涉及

县级行政区
负责接边州（市）负责检查州（市） 备注

1 迪庆-怒江

维西县

迪庆州 怒江州

德钦县

贡山县

福贡县

兰坪县

2 丽江-迪庆

玉龙县

丽江市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

维西县

3 丽江-楚雄

华坪县

丽江市 楚雄州
永胜县

大姚县

永仁县

4 怒江-丽江
兰坪县

怒江州 丽江市
玉龙县

5 怒江-大理

泸水市

怒江州 大理州
兰坪县

云龙县

剑川县

6 大理-丽江

剑川县

大理州 丽江市

鹤庆县

宾川县

古城区

玉龙县

永胜县

7 大理-保山

云龙县

大理州 保山市

永平县

巍山县

隆阳区

昌宁县

8 德宏-保山

芒 市

德宏州 保山市

盈江县

梁河县

腾冲市

龙陵县

9 保山-怒江

隆阳区

保山市 怒江州腾冲市

泸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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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接边线名称
接边涉及

县级行政区
负责接边州（市）负责检查州（市） 备注

10 保山-临沧

昌宁县

保山市 临沧市

施甸县

龙陵县

凤庆县

永德县

镇康县

11 昆明-楚雄

西山区

昆明市 楚雄州

禄劝县

富民县

安宁市

武定县

禄丰县

12 昆明-红河

石林县

昆明市 红河州
宜良县

弥勒市

泸西县

13 楚雄-大理

姚安县

楚雄州 大理州

大姚县

南华县

宾川县

祥云县

弥渡县

14 楚雄-普洱

楚雄市

楚雄州 普洱市
南华县

双柏县

景东县

15 昭通-曲靖

鲁甸县

昭通市 曲靖市巧家县

会泽县

16 昭通-昆明
巧家县

昭通市 昆明市
东川区

17 临沧-普洱

临翔区

临沧市 普洱市

云 县

双江县

沧源县

景东县

镇沅县

景谷县

澜沧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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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接边线名称
接边涉及

县级行政区
负责接边州（市）负责检查州（市） 备注

18 临沧-大理

凤庆县

临沧市 大理州
云 县

巍山县

南涧县

19 普洱-大理

景东县

普洱市 大理州弥渡县

南涧县

20 普洱-玉溪

镇沅县

普洱市 玉溪市
墨江县

新平县

元江县

21 西双版纳-普洱

景洪市

西双版纳州 普洱市

勐腊县

勐海县

思茅区

江城县

澜沧县

22 文山-曲靖
丘北县

文山州 曲靖市
师宗县

23 文山-红河

文山市

文山州 红河州

丘北县

砚山县

马关县

蒙自市

泸西县

弥勒市

开远市

屏边县

河口县

24 玉溪-昆明

红塔区

玉溪市 昆明市

澄江县

华宁县

江川区

峨山县

易门县

宜良县

呈贡区

晋宁区

安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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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接边线名称
接边涉及

县级行政区
负责接边州（市）负责检查州（市） 备注

25 玉溪-楚雄

易门县

玉溪市 楚雄州

峨山县

新平县

禄丰县

双柏县

26 红河-普洱

红河县

红河州 普洱市
绿春县

墨江县

江城县

27 红河-玉溪

弥勒市

红河州 玉溪市

建水县

石屏县

红河县

华宁县

通海县

峨山县

新平县

元江县

28 曲靖-红河

师宗县

曲靖市 红河州陆良县

泸西县

29 曲靖-昆明

会泽县

曲靖市 昆明市

沾益区

马龙区

陆良县

东川区

寻甸县

嵩明县

宜良县

石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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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数据接边州市级三调办工作联系表

序号 州（市）三调办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 丽江市 张 泓 13508886623

2 迪庆州 李 彬 13578478918

3 玉溪市 王 娟 13987729317

4 曲靖市 官丽芳 13987443317

5 大理州 刘沛祥 13508822998

6 怒江州 施海燕 18908864114

7 昭通市 顾朝晖 13887016196

8 昆明市 郭光磊 18388299287

9 文山州 王 竹 13887688561

10 保山市 杨朝葵 13987544608

11 红河州 汤 毅 17787762845

12 楚雄州 李自平 13529719248

13 普洱市 杨 震 18287983269

14 西双版纳州 尹世和 13988155877

15 临沧市 李文英 13908833959

16 德宏州 阮 波 1375923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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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数据接边检查核查任务分配表

序号 数据接边核查组 负责州（市） 州（市）行政边界 备注

1

核查一组

（云南省国土资源规划设计

研究院）

丽江市

文山州

德宏州

西双版纳州

丽江-楚雄

丽江-迪庆

文山-曲靖

文山-红河

德宏-保山

西双版纳-普洱

2
核查二组

（云南省测绘产品检测站）

昆明市

楚雄州

迪庆州

昆明-红河

昆明-楚雄

楚雄-普洱

楚雄-大理

迪庆-怒江

3
核查三组

（云南省地矿测绘院）

曲靖市

普洱市

临沧市

红河州

曲靖-昆明

曲靖-红河

普洱-玉溪

普洱-大理

临沧-大理

临沧-普洱

红河-玉溪

红河-普洱

4
核查四组

（云南省测绘工程院）

保山市

昭通市

怒江州

保山-怒江

保山-临沧

昭通-曲靖

昭通-昆明

怒江-丽江

怒江-大理

5
核查五组

（云南省地图院）
大理州

大理-丽江

大理-保山

6
核查六组

（云南省遥感中心）
玉溪市

玉溪-昆明

玉溪-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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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县级数据接边成果

检查意见表

县（市、区）名称 州（市） 县（市、区）

调查技术单位

调查单位意见

描述内部质量控制、检查情况，明确是否合

格及是否同意提交等

负责人：

调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检查情况

描述说明监理检查情况，是否合格、是否同

意提交等

项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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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自检情况

描述完成的自检方式，自检内容，自检比例，

是否合格及是否同意提交等

负责人：

县级三调办盖章： 年 月 日

州市级检查情况

描述说明检查方式，检查内容，检查比例，

是否合格、是否同意提交等

负责人：

州市级三调办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核查组检查情况

描述说明检查方式，检查内容，检查比例，

是否合格、是否同意提交等

负责人：

省级核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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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接边成果

县级接边确认书

根据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领导小组关于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数据接边成果的工作安排， 承担的 州

（市） 县（市、区）与 承担的 州（市） 县

（市、区）经过沟通协调，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在 州（市） 县（市、区）完成了 接边工作。

在接边过程中，接边方修改 个接边图斑，被接边方修改 个

接边图斑， 个图斑因特殊原因未进行接边工作。

县级双方检查确认，整个接边作业过程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要求与

规范，并确认使用接边的县级调查成果版本与提交国家版本正确无

误。

调查单位： 调查单位：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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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三调办： 县级三调办：

签字： 签字：

审核意见：

州市级三调办：

年 月 日

注：1.特殊原因导致未接边图斑须详细描述原因，并提供相关附件。

2.本表一式四份，接边方调查单位、接边方县级三调办、被接边方调

查单位、被接边方县级三调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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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接边成果

州市级接边确认书

根据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领导小组关于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数据接边成果的工作安排， 州（市）与 州（市）

经过沟通协调，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完

成了 （注 1） 接边工作。在接边过程中，接边方涉及 个县

（市、区），共修改 个接边图斑，被接边方涉及 个县（市、区），

修改 个接边图斑，有 个图斑因特殊原因未进行接边工作。

经双方检查确认，整个接边作业过程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要求与规

范，并确认使用接边的县级调查成果版本与提交国家版本正确无误。

州市级三调办： 州市级三调办：

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注：1.该处填写附件 A表中接边线名称一栏内容。

2.特殊原因导致未接边图斑须详细描述原因，并提供相关附件。

3.本表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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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州（市）级调查成果接边核查反馈表

州（市）：

你州（市）报送的 州（市）与 州（市）

的接边成果经我单位复核，存在空间位置错误 处、地类

接边错误 处、标注信息接边错误 处、其他错误（具

体见电子附件） 处，综合错误率为 %（合格指标为

不超过 5%），核查认定为 合格 / 不合格 。请你州（市）

按核查意见组织修改完善，于 年 月 日前将整

改成果报我单位复核。

附：核查电子记录

核查单位：

核 查 人：

签 收 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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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数据接边成果检查核查记录表

核查内容

核

查

情

况

记

录

检查者： 年 月 日

反馈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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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数据接边成果记录表

接边县（市、区）

被接边县（市、区）

图斑基本信息 接边修改信息

备注
序号

行政

代码

标识

码

权属单

位名称

权属性

质

地类编

码

图斑面

积

耕地细

化标注

城镇村

标识

线状地

物宽度

权属单位

名称

权属

性质

地类

编码

图斑

面积

耕地细化

标注

城镇村

标识

线状地物

宽度

特殊情况

原因说明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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