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行业标准

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
CH 1002一1995

Specifications for inspection and acceptanc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ducts

1 主皿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测绘产品质量检查、验收工作的要求，测绘产品所具有的质量特性和验收中的详查

比例。

    本标准适用于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生产的测绘产品的检查、验收、其他测绘产品的检查、验收可参

照执行。

2 术语

2.1 单位产品

    为实施抽样检验的需要而划分的基本单位。例如:大地测量产品中以“点”或“测段”为单位的各等级

三角点、导线点、GPS点、天文点、水准测段、重力点等;摄影侧量与遥感侧绘产品和地图制图与印刷产

品中的以“幅”为单位的各种比例尺地形图、影像平面图等;地籍测绘产品中的以“幅”为单位的各种比例

尺地籍测绘成果·⋯ 等等。

2.2 检验批(简称:批)

    为实施抽样检验而汇集起来的单位产品。

2.3 样本单位

    从批中抽取的用于检验的单位产品。

2.4 样本

    从批中抽取的用于检验的单位产品的全体。

2.5 质量特性

    满足用户要求和使用目的的产品质量特点，将基与测绘产品结合起来，可以归纳成技术性能、技术

指标、外观整饰等质盘特点。

2-6 权

    单位产品的各质量特性在整个单位产品质量中所占的比重。

2.7 随机抽样

    从包含N个个体的总体中抽取，个，抽样时，使构成总体的单位产品都以相同的概率包括在样

本中。

2.8 详查

    对样本进行的全面检查。

2.9 概查

    对样本以外的、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质量特性和带倾向性间题所作的检查。

2.10 过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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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业组(人员)自查互检的基础上，按相应的技术标准、技术设计书和有关的技术规定，对作业组

生产的产品所进行的全面检查。

2.11 最终检查

    在过程检查的基础上，生产单位对作业组生产的产品所进行的再一次全面检查。

2.12 验收

    为判断受检批能否被接收而进行的检验。

3 检查、验收的墓本规定

3.1 对测绘产品实行二级检查一级验收制

3.1， 测绘生产单位对产品质量实行过程检查和最终检查。

    过程检查由中队〔室、车间)检查人员承担。

    最终检查由生产单位的质量管理机构负责实施。

    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生产单位可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参照产品的质量特性制定出“测绘

产品最终检查实施细则”(其内业详查比例不能低于表1的规定)，并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生产

单位应按合同或计划实施测绘产品交验，经最终检查后，应以书面向委托生产单位或任务下达部门申请

验收，并提交最终检查报告。

3.1.2验收工作由任务的委托单位组织实施，或由该单位委托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验收。
    验收工作应在测绘产品经最终检查合格后进行。验收单位应根据本规定的有关内容和不低于表I

的比例对被验收产品进行详查，其余部分作概查。

3.1.3 详查样本的组成。根据详查比例(见表1)，按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检验批中抽取。

3.，.4 各级检查、验收工作必须独立进行，不得省略或代替。

3.1.5 作业组对完成的产品必须切实做到自查互检，把各类缺陷消灭在作业过程中。

3.1.6 生产单位的行政领导及总工程师必须对本单位的产品的技术设计质量负责;各级检验人员应对

其所检验的产品质量负责;上工序对下工序负责;生产人员对其所完成产品的作业质量负责

3.2 检查、验收的依据

    二 有关的测绘任务书、合同书或委托检查验收文件;

有关法规和技术标准;

技术设计书和有关技术规定等。

3.3 产品检验后的处理

3.3.1检查中发现有不符合技术标准、技术设计书或其他有关技术规定的产品时，应及时提出处理意
见，交被检单位进行改正。当问题较多或性质较严重时，可将部分或全部产品退回被检单位，令其重新检

查和处理，然后再进行检查，直到检查合格为止。

3.3.2经验收判为合格的批.被律单位要对验收中发现的问鹿进行处理。经验收判为不合格的批，要将
检验批全部退回被极单位，令其重新检查和处理，然后再重新申请验收。

3.3.3当检查、验咚人员与被检单位(或人员)在质量问题的处理上有分岐时，属检查中的，由生产单位
总工程师裁定;属验收中的，由生产单位上级质量管理机构裁牢。凡委托验收中产生的分岐可报各省·
市、自治区侧绘主管部门的质量管理机构裁定。
3.4 产品经最终检查后，生产单位按《测绘产品质量评定标准》(CH 1003-1995)评定产品质量，验收

单位予以核定。

3.5 检查、验收人员应认真做好检查、验收记录，并将记录随产品移交，供分级存档。

3.6 最终检查和验收工作完成后，生产单位和验收单位应按附录A的规定，分别先、后编写检查报告和

验收报告。检查报告经生产单位领导审核后，随产品一并提交验收。验收报告经验收单位主管领导审核

(委托验收的验收报告送委托单位领导审核)后，随产品归档，并送生产单位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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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测绘产品验收中的详查比例

产品名称 单 位 详查比例 } 单 位 详查比例

三角侧盈 点 10% 一专题地，的编绘、
} 印刷原图

幅 10%
导线侧量 节 10%

水准侧t 侧段 10% }印。。，品(，本图) 幅 10纬

天文侧t 点 10% }印““成品(专题图’ 幅 10纬

重力侧t 点 10% } 张 100%

电磁波测距 边 10% } 幅 10眺

GPS侧a 点 10% } 航侧原图 幅 10%

大地测t计算 项目 20 一 影像平面图 幅 10%

形像地图 幅 10% 一 册 2本/品种

{ Yimmf 项 目 5%平板仪侧图 幅 5%

4 幅 10%普通地图的编绘、

    印刷原图
幅卜 10%

}标石埋设实地抽查 座 3%

4 单位产晶的质.特性

4.1 大地侧盘

4.1.1 三角测量和导线侧量产品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z>

                                                  表z

一级质t特性 权P 二级质t特性

选 点 0.20

1.三角点(导线点)布设及点位密度的合理性

2.点位选择的合理性

3.锁段图形权倒数值或导线曲折度的大小

造(埋) 0. 30

1.砚标的结构及格柱与视线关系的合理性

2.标石的类型和质it情况

3.标石的埋设及外部整饰情况

‘点之记内带的齐全、正确性
5.托曾书的齐备性

观 侧 0.30

1.仪器检验的项目、方法、精度和计t检定值况

2.三角点(导线点)的水准联侧情况

3.归心元素的侧定方法、次数、时间及投影偏差情况，规标高的侧定方法及It取

  部位正确性

4.水平角和天顶距(或垂直角)的观侧方法、时间选择、光段分布，成果取舍和重
  侧情况

5.手工记薄的记录和注记，观侧中的各项误差;电子记薄的记录程序正确性和

  价出格式的标准化程度

验 算 0.20

1.外业验算项目齐全性

2.计算方法正确性

3.计算结果与限差的符合情况

4.上交资料齐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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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水准侧量产品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3)

                                          表3

一级质盈特性 权P 二级质t特性

选 点 0.20

1.水准路线布设及点位密度的合理性

2.水准点位置选择的合理性

3.路线图绘制的正确性

埋 石 0.30

1.标石的类型和质盆惰况

2.标石的埋设及外部修饰情况

3点之记内容的齐全、正确性

4.托管手续的齐备性

观 侧 0.30

1.仪器、标尺的检脸项目、方法、箱度和资料的完整性，作业期间的仪器、标尺检

  校悄况;计t检定悄况

2.观测方法、时间，收侧、检侧和往返侧 上、下午的重站情况;成果取舍和重测

  情况

3.手工记薄的记录和注记，观侧中的各项误差，电子记薄的记录程序正确性和

  轴出格式的标准化程度

4.对已有水准点和水准路线的联侧和接侧方法的正确性

脸 算 0.20

1外业验算项目齐全性

2.计算方法的正确性

3.计算结果与限差的符合情况

4上交资料齐全性

4.1.3 天文测量产品质A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4)

                                        表4

一级质t特性 权P 二级质量特性

观 侧 0.70

I.人仪差的侧定次数、时间、结果及其槐定性

2.仪器、时表的检验方法正确性及其精度情况，外业使用期间仪器、仪表性能的

  稳定性;计量检定情况

3.经纬度、方位角观侧时间的选择和光段分布情况以及方位角日夜侧回数比例

4.观侧手簿、记薄纸条等记录和注记的清晰、完整性;观侧中各项计算的正确性

  以及各项误差的符合侧况;成果的联舍和重侧的合理性

5·归心元索测定方法的正确性，侧定时间的选择情况以及投影偏差的大小

验 算 0.30

1.外业验算项目齐全性

2.计算方法的正确性

3.计算结果与限差的符合情况

4.上交资料齐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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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重力测量产品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s)

                                                  表5

一级质量特性 权n 二级质量特性

选 点 0.20
1.重力控制点和加密点位置选择的合理性

2.点位选择的均匀程度

埋 石 0.20

1.标石的质量情况

2.标石的埋设及外部修饰情况

3.点之记内容及照片资料的齐全、正确性

观 侧 0.40

1.重力基线选取的合理性;起始数据的正确性

2.重力仪比例因子(或格值〕侧定方法的正确性及其精度情况;计量检定情况

3.重力点的高程和平面坐标侧定方法的正确性及其精度情况

4.重力测线安排的合理性，联测方法的正确性

5.各种观侧手薄的记录和注记清晰、完整性;观测中的各项计算正确性以及各

  项误差符合情况;成果取舍和重侧的合理性

验 算 0.20

1.外业验算顶目齐全性

2.计算方法的正确性

3计算结果与限差的符合情况

4.上交资料齐全性

4.1.5 电磁波测距产品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6)

                                                    表6

一级质量特性 二级质量特性

观 侧

1.仪器、仪表的检验项目齐全性，检验方法正确性和精度情况以及资料的完整

  性;计量检定情况

2.观侧条件的选择、光段分配的合理性，气象元素的测定及其精度情况

3.记录的清晰，完整性，侧回数及各项误差的符合情况;成果的取舍和重侧合理性

4.侧距边两端点高差的侧定方法正确性及精度情况

5.归心元素的侧定方法正确性以及侧定时间和投影偏差情况

验 算

1.外业验算项目齐全性

乡计算方法的正确性
3.汁算结果与限差的符合情况
4.上交资料齐全性

竺

咖

一

040

    注，

4.1.6

当考虑控蒯点的选、埋时，其质盘特性同4.1.1中的相关内容。一级质量特性的权按下式划分:选，造(埋)，观

侧.:脸其二0.2:0.2:0.4:氏2.

GPS侧量产品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7)

表7

一级质t特性 权户 二级质量特性

选 点 0. 20

1. GPS网布设的合理性

2.点位选择的合理性

3环视图绘翻的齐全、正确性

埋 石 0.20

1.标石的类型和质It情况

2.标石的埋设和外部修饰情况

3.点之记内容的齐全、正确性

5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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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一级质量特性 权户 二级质童特性

观 测 0.40

1.接收设备、气象及其他仪器的检验项目齐全性，检验方法正确性和植验的时

  间、精度情况以及资料的完整性;计量检定情况

2. GP9点的水准联潞情况

3.气象元素和归心元素的侧定以及天线高的量取的正确性

4.观测手薄的记录和注记的清晰完整性;成果的补侧、重侧及败据侧除的合理性

5·卫星高度角、有效皿侧卫星总致、时段中任一卫星有效观侧时间、观浦时段

  数、时段长度、数据采样间隔、卫星观侧值象限分布、PROP值等情况

验 算 0.20

1数据处理软件的正确性。处理过程的合理性

2.验算项目的齐全性，计算方法的正确性

3.脸算结果与限差的符合情况

4.上交资料的完整性

4.1.7 大地侧量计算产品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s>
                                                  表8

一级质盆特性 权户 二级质t特性

数学棋型的选

取和计算数据

    的选用

0.20

1.采用的羞准和起算数据1$i正确性

2.平差图形的选择和数据取舍的合理性

3.平差方案、计算方法、电算程序功能的完备性

4仪器常数及检定系数选用的正确性

平差计算 0.50

1.相邻侧区成果处理的合理性

2.各种计算图、表编侧的合理性和计算的正确性
3，计童单位、小数取舍的正确径及技术询题处理的合理性
4.各项计算结果正确性及精度份况

成果调制 0.30

1.成果表的编辑和抄录情况

2.技术总结或计算说明及精度挽计等资料的完整性

3.上交资料的完整性 。介 于

4.2 地形测量

4.2.1 航空振影

4.2.1.1 航空摄影产品质量特性韵划分(见表s>

表9

一级质t特性 ;二级质粗特性

飞行质t

、.像片盆盛度 一 2.像片倾斜角
3.旋转角 4.航迹

5.航线弯曲度 「 ，6.最大和最小航高之差
7.图廓保证 8.最大.光时间

9，底片压平

影像质量

1.最大密度 2.最小密度

3平均密度 4.反差

5.灰度 6.清晰度

7，分辨率 8.光学框标影像

9外观质f

附件质量 像片索引图、航摄鉴定表的完整、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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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航摄复制品

航摄复制品的质量特性同表s中影像质量。

4.2.2 航测外业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10)

                                        表10

一级质t特性 权P 二级质f特性

扮制侧I 0.4

1.布点质f

2.数学精度

3仪器检校，计里检定情况

4.整饰质量

5.附件质1t

像片调绘 0.6
1.地理精度

2.整饰质量

4.2.3 航侧内业

4.2.3.1航厕原图质量特性的划分(见表11)
表11

一级质t特性 二级质t特性

数学精度

1地物点平面位!精度

2.高程精度

3.致学基础精度

地理精度

1.各要素的正确性

2.地理要素的协调性

3.注记和符号的正确性

4.等合取舍质t

整饰质盘

1符号、线划质A

2.注记质量

3图邢外整饰要索质t

附件质t }手稼和图历薄fit1t
4.2.3.2 影像图质量特性的划分(见表12)

表12

一级质t特性 二级质t特性

数学精度

整饰质盆

影像质t

附件质t

1.地形元素的平面位里精度

2，数学基础精度

3.影像图(正射影像图、镶嵌影像图)作业精度

1注记质量

2图脚外整饰要素质t

L最大密度

2·最小密度

3.平均密度

4.反差

5.灰度

6.清晰度

7.分辨率

8.外51质t
手称和图历薄质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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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平板仪测图产品质量特性的划分

    平板仪测图产品质量特性的划分同表11,

4.2.5综合法测图产品质量特性的划分(见表13)

                                                表13

一级质t特性 二级质t特性

数学梢度
1.地物点平面位x精度 2.高程精度

3，数学基础精度

地理精度
1.各要素的正确性 2.地理要素的协调性

3.注记和符号的正确性 4综合取舍质量

整饰质t
1.符号、线划质f                                 2，注记质量

3.图脚外整饰要素质f

形像质t

1.最大密度 、 2.最小密度
3.平均密度 4.反差

5.灰度 6.清晰度

7.分辨率 8.外观质量

附件质t 手薄和图历薄质f

4.3 工程测f

4.3.1 平面控制侧I产品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14)

                                                表14

一级质t特性

选、造、埋

权P

0.30

0.50

0.20

二级质t特性

1.平面控创网的图形强度、点位密度、路线布设、位里选择的合理性

Z.砚标规格和造标质t

3.标本和标石的杯格租埋设质f
4.点之记内容和委托保管手续的齐全、正确性

观 侧

1.归心元素的侧定方法和投形偏差的正确性

2.仪器、仪表的检脸和常盈侧定的正确性‘计t检定情况

3.观测实旅的i确怪
4·手薄的记缺和注t的企确飞完香怪
5.各项误差与限差的材啥初况·
6.脸算的正确性

7.资料的完盆性 一 ，

计 算

1.起算致据的正确性

2.技术问题处理的合理性

3.平差计算的正确性

4.产品的精度情况

5.资料的完整性

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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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高程控制测量产品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15)

                                          表 15

一级质f特性 权户 二级质量特性

选，埋 0.30

I.高程控制网的点位密度、路线布设和点位选择的合理性

2.标志和标石的规格与埋设质盆

3.点之记内容和指示桩的齐全、正确性

观 侧 0.50

I仪器、仪表、标尺的检脸和常数侧定的正确性，计量检定情况

2.观测实施的正确性

3.手薄的记录和注记的正确、完备性

4.各项误差与限差的符合情况

5.脸算的正确性

6.梦料的完整性

计 算 0.20

I.起算数据的正确性

2.技术问题处理的合理性

3.平差计算的正确性

4.产品的精度情况

5.资料的完整性

4.3.3 线路侧址产品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16)
                                          表 16

一级质t特性 权P 二级质I特性

选、埋 0.30

                                            ，

1.线路控制点布设、点位透择的合理性

2.平面和高程控制点标石的埋设质量

3.线路起、终、转折点标志的埋设质t

观 侧 0.50

                                        气

I.线路控制点的联侧和侧设的正确性.
2线路中桩与曲线侧设的正确性

3·各项误擎与限差的符合愉况
4.定侧线路复侧结果的正确性

5.仪器、仪表和标尺检验的正确性。计It检定倩况

6.线路纵、楼断面图侧设的正确性

7.资料的完兹性

计 算 0.20

I.起算数据的正确性

2.平差计算的正确性

3.技术问题处理的合理性

4.资料的完整性

S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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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施工测量产品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17)

                                          表17

一级质量特性 权P 二级质量特性

选、埋 0.20
1.施工控制网布设的合理性

2.标桩的埋设质量

观 测 0.60

1.仪器、仪表、标尺的枪脸和常数侧定的正确性;计量检定情况

2.观侧实施的正确性

3.手薄的记录和注记的正确、完备性

4.各项澳k与限差的符合情况
5，脸算的正确性

6，资料的完整性

计 算 0.20

1.起算数据的正确性

2.技术问题处理的合理性

3.平差计算的正确性

4.资料的完整性

4.3.5 管线测盘产品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18)
                                表18’

一级质t特性 权P 二级质t特性

调 查 0.30

1.原有资料的完整性

2.绘制调查加绘草图的正确、完整性

3调查表城写的完备性

侧 量   0.40

，

1.仪器、仪表、标尺的检脸和常效侧定的正确性，计f检定情况

2·地下管线取舍的合理性

3.各项误差与限差的符合情况

4.管线点位t选择的准确性

5·管线点雄州的正确性

6.砚场草图的绘制质该

绘 制 0.30

1.管线点坐标展绘的正确性

2.管线图绘制的正翻性 ·

3，各种注记的正确、完备性

4.工作说明的完整性

5.各种资料的完备性

5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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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变形测量产品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19)

                                        表19

一级质童特性 权P 二级质量特性

选、埋 0.40

1基准点位置选择的合理性

2.基准点的埋设质童

3.观测点位置选择的正确性

观 测 0.40

1仪器、仪表、标尺的检验和常效侧定的正确性，计量检定情况

2.精度等级选择的合理性

3.变形观侧周期选择的合理性

4.手薄的记录和注记的正确、完备性

5，各项误差与限差的符合情况

6资料的完整性

计 算 0.20

1.数据处理中的统计方法正确性

2.技术间题处理的合理性

3.资料的完整性

4.4 地籍测绘

4.4.1 地籍控制测量产品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20)

                                          表20

一级质t特性 权P 二级质t特性

选、造、埋 0.3

1.控制网布设与点位选择的合理性(含保护点)

2.点之记内容的齐全、正确性

3标志规格和埋设质量情况

观 测 0. 5

1.仪器检校，计f检定情61

2.手薄的记录和注记的正确、完备性

3各项观侧误差与限差的符合情况

‘观侧精度情况

5.资料的整饰及完整性

计 算 0.2

1.起算数据的正确性

2.技术间题处理的合趣性

3.平差计算的正确性

4产品的精度情况

5.上交资料的完整性

4.4.2 地籍要素测量产品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21)

                                        表21

一级质t特性 权P 二级质t特性

界址点侧t 0.4

1侧2方法的正确性

z.精度等级选择的合理性

3，各项误差与限差的符合情况

4·成果的可靠性

5.侧盘草图绘制的正确性

6.各项数据的准确、完整性

7.界址点编号的正确性

5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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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1

一级质量特性 权P 二级质最特性

建筑物角点测盘 0.4

1侧量方法的正确性

2.精度等级选择的合理性

3.各项误差与限差的符合情况

4.成果的可靠性

5.侧t草图绘制的正确性

6，各项数据的准确、完整性

7，编号的正确性

面积t算 0. 2

1.最算方法的正确性

2.t算精度信况

3.量算结果的可靠性

4-A算表中数据的准确、完整性

4.4.3 地籍薄册产品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22)

                                                表22

，‘一，‘_ 一
权户 二级质橄特性一 欲 夙 百 份 江

地挤要素调查表 0.5

1.调查内容的正确性

2.调查内容的完整性

3.调查内容的可靠性

4.地块编号的正确性

5，调查内容填写的清晰、规整程度

地籍册 0.5

1.内容的正确性

2内容的完整性

3.内容的可靠性

4.内容填写的清晰程度和装订的规整程度

4.4.4 地籍图产品质量特性及相应权的划分(见表23)

                                                表23

一级质t特性 权户 二级质量特性

数学精度 0.5

1.展点精度

2图廓边长与理论值之差

3.公里网点与理论值之差

4.图廓对角线与理论值之差

5.两对角线较差

6界址点、线平面位t梢度

7.建筑物平面位置精度

地理精度 0.3
1.地籍要索表示的正确、完整性

2.图栩接边情况

整饰精度 0. 2
1.图幅整饰情况

2.图廓及图脚外整饰、注记情况

585



CH 1002一1995

4.5 地图制图与印刷

4.5.1 普通地图产品的编绘原图、印刷原图质量特性的划分(见表24)

                                                  表24

一级质t特性 二级质t特性

数学精度

1.展点精度

2.平面控制点、高程控制点位里精度

3.地图投影选择的合理性

地理梢度

1.制图资料的现势性、完备性

2制图综合质量

3各要素的正确性

4.图内各种注记的正确性

5.地理要素的协调性

整饰质t

1.地图符号、色彩的质量

2.注记质最

3.图脚外整饰要素的正确性

附件质t

1.图历称城写的正确、完整性

2.图幅的抄接边质量

3.分色样图的质量

4.5.2 专题地图产品的编绘原图、印刷原图质量特性的划分(见表25)

                                                表25

一级质t特性 二级质t特性

地圈内容适用性
1.地理底图内容的合理性

2专题内容的现势性、完备性

地图表示的科学性

L分类、分级的科学性

2表示方法选择的正确性

3.色彩、特号设计的科学性、艺术性

4.各种注记表达的合理性、易读性

地图精度

1.图幅选择投影、比例尺的适宜性

2.制图网精度

3.地图内容的位里精度

4.专题内容的t润精度

信息资料现势性
1.专题信息的可靠性

2.预报预测的可能性、

图面配里威t

1.图面配置的合理性

2.图例质量

3.图脚外整饰质A

附件质盆

1.分色样图的质童

2，抄接边质盘

3.制印工艺方案的科学性、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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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地图集产品质量特性的划分(见表26)

表26

一级质t特性 二级质t特性

图集内容

思想性

1.思想正确性

2.图集宗旨、主题思想明确程度

3.要素表达正确性

  图集内容

全面、完整性

1.图集内容的全面、系统性

2图集结构的完整性

  图集内容

统一、协调性

1.图集内容的统一、互补性

2.要索表达协调、可比性

图集图幅质t 同表24,25中各项(略)

4.5.4 印刷成品质量特性的划分(见表27)

表27

一级质f特性 二级质量特性

印刷质t

1.套印精度

2.网线、线划粗细变形率

3.图形质盘

4.印色质量

拼挂图质t
1.拼贴质最

2.折盈质量

平装图集装订质，

1.折页、配页质量

2.订本质盘

3.封面质量

4.裁切质盆

精装图集装订质t

1.折页、配页、锁线成无线胶枯质量

2.版芯规格

3.图壳枯贴质t

4图芯脊背、环衬粘贴质量

5封面质量

6.订本、裁切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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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检查、验收报告的撰写

      (参考件)

A1 检查报告的主要内容

任务概要

检查工作概况(包括仪器设备和人员组成情况)

检查的技术依据

主要质量问题及处理情况

对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

质量统计和检查结论

氏

阮

么

d.

么

L

A2 验收报告的主要内容

压

b.

C

已

:一

验收工作概况(包括仪器设备和人员组成情况)

验收的技术依据

验收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质量统计(含与生产单位检查报告中质量统计的变化及其原因)

验收结论

其他意见和建议

检查报告封面、侧封面格式

1 检查报告封面格式‘见图1)

2 检查报告副封面格式(见图2)

脸收报告封面、翻封面格式

 
 
 
 
 
 
 
 
 
 
 
 
 
 
 
 
 
 
 
 
 
 
 
 
 
 
 
 
 
 
 
 
 
 
 
 
 
 
 
 

:

口
J

，
J

，
J

月
口
.

A

A

A

A

A4

A4一;
验收报告封面格式(见图3)

验收报告副封面格式(见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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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测绘产品检查报告

产品名称:—

生产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图1 检查报告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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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名 称

比例尺

生产单位

报告撰写人(签名): 年 月 日

检查部门结论:

                                                                      、

                                  职务: 签章: 年 月 日

技术负责人意见:

                                职务: 签章: 年 月 日

行政领导意见:

                                  职务: 签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图z 检查报告副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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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测绘产品验收报告

        产品名称:—

        验收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图3 验收报告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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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名 称

比例尺

生产单位

报告撰写人(签名): 年 月 日

验收部门结论:

                                  职务: 签章: 年 月 日

验收部门领导意见:

                                    职务: 签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图4 验收报告副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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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检查、验收和产品质t统计衰

          (参考件)

B1 产品质f统计裹格式

表B1为检查中的产品质量统计表;

表B2为验收中的产品质量统计表;

表B3为概查中的产品质量统计表。

B2 衰格说明

a. 最终检查和质量评定情况填在表B1中，验收情况和质量核定填在表B2中，概查情况填在表

B3中。

      b.

      d.

编号。

        e.

员填写。

检查、验收方式是指全查，或抽样检查(简称:详查)。

产品名称是指网、线名称，点名(或点号)、图幅名(或图幅号)、图册(集)名或工程项目名称等。

资料名称及编号是指手簿、计算资料、图历簿、调绘片、仪器检查资料、单张图等资料的名称或

表B1,B2,B3中，除“处理结果”一栏由作业人员填写外，其他各栏均分别由检查人员和验收人

f. 对于最终检查而言，产品质量的评价及等级的评定应在经作业人员处理之后进行。而验收的质

量评定应在间题处理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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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l 检查质量统计表

    产品名称:

生产单位名称:

枪查方式:

页 号:

序号 资料名称和编号 问题记载 缺陷类型 权(h> 处理意见 处理结果

产品质t评价:

    一
评

定

分

数

评

定

等

级

最终检查者: 年 月 日 处理者: 年 月 日

    检校者: 年 月 日

594



CH 1002一1995

表B2 验收Ott统计表

    产品名称:

生产单位名称:

验收方式:

页 号:

序号 资料名称和编号 问题记载 缺陷类型 权(0> 处理意见 处理结果

产品质t评价:

    什
评

定

分

数

核

定

等

级

脸收者: 年 月 日 处理者: 年 月 日

检校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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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概查产品质量统计表

    产品名称:

生产单位名称: 页 号:

序号 资料名称和编号 问题记载 处理意见 处理结果

概查质t评价(包括:有无重大的或带倾向性的问题产生，相应的处理意见和概查质量综述等):

处理者 年 月 日州
口

曰
口

月

月

年

年

概查者:

核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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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负责解释。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谭明建、黄献智、陈锐、朱德厚、沈延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