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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  論 

 
 
1.1 計劃緣由 
 

台灣省地籍圖重測自六十五年度開始至今已逾二十年，其中遭遇到許多

的難題，使得重測工作進度緩慢，其中協助指界便是問題之一。協助指

界的工作是在土地所有權人不能指界的情形下，由測量員經由測得之現

況圖與舊地籍圖套合來決定待協助指界的界址點坐標。由於許多的土地

所有權人僅知道界址的概略位置，但因擔心指界後土地面積可能減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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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意指界，導致需要進行協助指界的筆數逐年增加。如此測量員的工

作量不斷增加，重測工作進度自然延後。 

 

傳統的人工套圖作業是依據「數值地籍測量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中的

套圖原則來執行，以肉眼判斷舊地籍圖與現況圖的套合情形。由於人工

套圖的結果極易隨著測量員的經驗與主觀判斷而不同，同時對於執行的

結果也無明確的規範可加以檢核，因此測量員對於套圖成果並無絕對的

把握，全憑是否會造成界址糾紛而判斷其套圖結果的好壞。一旦發現結

果不能接受時，則又要重新再進行套圖作業，一直反覆套圖過程到可接

受的成果為止。由此可見，傳統的人工套圖作業方式不僅十分費時且難

以獲得最合理可靠的界址點坐標，以致於測量人員作業繁重，又常令土

地所有權人無法信服協助指界的結果。 

 

因此為順利推展地籍圖重測工作，除了改進測量技術外，更重要的是必

須提升協助指界的速度。電腦套圖作業就是將人工套圖作業中可以電腦

化的部份加以電腦化以求提高套圖作業的效率。一方面是利用電腦強大

的運算分析能力，以數學平差模式取代人工作業法的肉眼判斷，減少因

人工作業所產生的誤差，而求得最合理可靠的結果。另一方面是運用電

腦交談式的顯圖能力，可即時得知套圖後界址點坐標及宗地面積，減少

人工作業中以坐標讀取儀量取界址點坐標的時間。由於電腦套圖具有上

述優點，因此如設計一套一致性的電腦套圖原則，將套圖過程所依據之

資料予以量化並適當地賦予權值，則可利用平差數學模式求得理論上最

佳的套圖成果；同時若進一步設計套圖成果的顯圖與分析功能提供測量

員作交談式之套圖作業，則可獲得實際上最合理的成果。藉此電腦套圖

分析技術之開發與運用，期能加快地籍圖重測作業的速度並減少糾紛案

的發生。 

 

1.2 研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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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即針對協助指界作業，規劃設計出一致性的套圖分析原

則，據此以建立電腦套圖分析平差作業處理模式，開發一套電腦套圖分

析系統，俾供測量人員進行地籍圖套繪作業時使用。電腦套圖分析系統

的核心部份為套圖平差子系統，它根據給定的套圖條件以執行界址點位

的數學平差計算。另外為使整個電腦套圖作業的資料處理具連貫性，由

資料建立至成果產生能一氣呵成，因此本計劃也同時開發舊地籍圖數化

子系統作為套圖平差子系統的前端處理器(front-end processor)。因

此本研究案預期的具體成果為一套能取代傳統人工套圖作業的套裝軟

體 – 電腦套圖分析系統。因為研究時間上的限制，故此套裝軟體目前

預訂以能做到批次式處理(batch processing) 的套圖作業為原則，將

來視需要可進一步擴充系統的交談顯圖能力，即再擴充一交談式檢核分

析子系統，使電腦套圖平差的檢核分析作業能以交談式處理

(interactive processing)進行之。 

 

1.3 研究內容 
 

如前節所述，本研究擬開發的電腦套圖分析系統主要包括兩大部份 – 

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與套圖平差子系統。前項研究工作著重於舊地籍圖

數化程式之設計與套圖條件之建檔程序，後者則偏向於電腦套圖數學模

式之推導與平差程式之設計。本研究專題的主要研究內容包括以下各

項： 

 

1. 歸納分析人工套圖作業模式 

2. 規劃設計一致性的套圖分析原則 

3. 電腦套圖分析系統作業模式之規劃設計 

4. 套圖依據資料之量化與給權方式 

5. 開發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 

6. 開發套圖平差子系統 

7. 整合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與套圖平差子系統成電腦套圖分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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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了本系統未來進一步擴充發展上考量，本研究亦將初步規劃設計

交談式顯圖之檢核分析功能。因為套圖平差後的結果必需進行精度的統

計測試與面積的變化分析以判斷套圖控制條件是否足夠、控制條件權值

的給予是否恰當、與輸入資料是否正確無誤等，因此套圖作業過程從控

制條件之輸入與給權、平差計算、成果分析、以至於顯圖等步驟常需反

覆數次。這些反覆過程如以整批式處理將會較不方便，因此必需考慮將

這些步驟與交談式繪圖功能結合以期提高作業效率。交談式電腦套圖分

析系統的設計目標是透過圖形使用者界面(GUI)以交談方式來執行套圖

分析工作，使操作員可以直接在螢幕上選取一些套圖控制條件，或是暫

時刪除某些套圖條件後，立即進行平差計算，然後再將其結果與原圖及

/或前(數)次平差結果利用不同的顏色套疊在螢幕上作目視比對，經由

分析比較各次平差之結果以決定套圖條件之取捨。如此將可提供操作員

一較強之套圖條件分析功能，使其可藉由使用合適的套圖條件而增加對

套圖成果的信心。 

 

在另一方面，電腦套圖分析系統亦需考慮與現行地籍資料處理作業系統

的配合問題，例如電腦套圖分析系統的輸出成果可提供給『地籍圖重測

資料處理副系統』做進一步的應用。因此電腦套圖分析系統的發展需探

討與一些現有的地籍資料處理系統搭配使用或是結合在一起的可行

性，以期未來能發展成一個整合性的地籍測量資料處理系統。 

 

1.4 研究期間與進度 
 

本計畫研究期間自民國八十五年二月一日至八十六年四月十五日止執

行一年二個半月，研究進度如表1-1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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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研究進度表 
                                                      = : 預定  ; — :實際 
 
 
工 作 項 目 

 
八十五年 

 

 
八十六年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一、蒐集資料並歸                

  納分析人工套                  

圖作業模式                

二、規劃設計一致                

性之套圖分析                 

原則                 

三、電腦套圖分析                

系統作業模式                  

之規劃設計                 

四、套圖依據資料                

之量化與給權                

方式                

五、開發舊地籍圖                

數化子系統                 

                

六、開發套圖平差                

子系統                 

                

七、整合成電腦套                

圖分析系統並                 

結合重測系統                

八、簡報                  

                     

                

九、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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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育訓練                

                 

                

 
2. 系統規劃 

 
 
2.1 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 
 

2.1.1 系統目標與範圍 

 

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是以土地測量局現有的數化儀器(坐標讀取儀)為

主，參考現行的圖籍數化作業方式，並配合電腦套圖平差的作業需求，

開發出舊地籍圖數化作業程式。因此，本子系統的主要目標是將套圖作

業所依據的圖解地籍圖數化建檔，提供後續電腦套圖平差軟體所需之基

本資料。 

 

此外，加速圖解地籍圖數值化作業以建立數值地籍圖資料庫是省地政處

的既定目標，因此本子系統之設計亦考慮此項需求，即可用於各類圖解

地籍圖數化建檔工作，以提供構建地籍圖資料管理系統之基本資料。 

 

2.1.2 現行作業方式 

 

雖然省地政機關目前不自行辦理舊地籍圖數化作業而將以委外數化的

方式進行，然而在「台灣省圖解地籍圖數值化作業工作手冊」中詳細規

範了圖解地籍圖數化的作業標準。根據此作業標準，圖解地籍圖數化作

業程序可分為下列幾大項： 

1.  原始資料取得。 

2.  地籍圖分幅數化。 

3.  其他相關資料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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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合前檢查。 

5.  修正異動。 

6.  整合處理。 

7.  成果輸出。 

8.  資料繳交。 

 

茲將上述各工作項目分別扼要敘述如下： 

 

1.  原始資料取得 

 圖解地籍圖數化作業之原始資料內容有下列數種： 

(1) 地籍原、附圖： 因地籍圖依法不得攜出登記機關，故地籍圖

讀圖（掃描）或存錄作業，原則上僅能於地政事物所內辦理。 

(2) 騰繪地籍圖： 原地籍圖因圖紙變形破損嚴重，故須重新騰繪

以利數化作業進行。經辦理移接手續，得由廠商帶回數化，

唯仍需負保密保管責任，完成後歸還。 

(3) 土地標示及其他相關資料：包括土地標示部(各筆地號之登記

面積、地目等資料)、控制點及都市計劃樁資料、段接續一覽

圖等資料。 

 

2. 地籍圖分幅數化 

得到數化原始資料後，即可進行逐幅之數化建檔，即係將地籍圖

內各筆土地經界線上之各界址點及圖幅內之控制點、都市計畫

樁、折痕線等，以坐標讀取儀直接量取，或以掃描儀掃描成影像

資料後再予向量化，或其他可獲得圖面上點位坐標之方式，進行

每筆土地之數化讀取。各數化資料檔案，均以圖幅為單元。 

 

3.  其他相關資料建檔 

內容包括圖號索引檔、控制點資料檔、都市計畫樁坐標檔等。 

 

4.  整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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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幅數化完成的數值地籍圖檔，先做分幅檢查，再按其地段予以

整合，即將數化之各分幅圖檔，按其圖廓接合為一整合地段。日

據時期完成之地籍圖數值化後，仍須繳交整合成果，惟檢查驗收

以分幅成果為準；如地段為經過地籍整理（地籍圖重測、農市地

重測等）之區域，因其圖面品質較佳，且圖紙伸縮變形較少，繳

驗成果以地段整合者為主。 

 

 

5.  修正異動 

有下述三種情況時，或在數化成果驗收後該地區的一些資料仍有

異動、錯誤更正時，都應加以確認疑義及變動資料。 

(1)  分幅數化時，原地籍圖上因經界、標示未明或其他原因導致

無法進行數化時。 

(2)  地籍圖接圖整合時，如有圖廓坐標轉換超過誤差限制，或跨

圖幅之地籍線遺漏致無法對應。 

(3)  其他原因致使數化作業無法進行時。 

       

6.  成果輸出 

依上述程序分別完成數化作業後，將會產生控制點資料檔、都市

計畫樁資料檔、界址坐標檔、宗地資料檔等。 

 

7.  資料繳交 

繳交數化作業的各項原始資料與成果資料檔，包括地籍圖、段接

續一覽圖、宗地資料檔...等。 

 

本研究案的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即是參考上述之圖解地籍圖數化作業

程序進行規劃的，力求達到這些基本作業需求及與現行的檔案儲存格式

相容，以利於資料的整合管理。 

 

2.1.3 配合電腦套圖分析之數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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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套圖作業是以電腦來模擬當今測量員所進行的套圖作業，而舊地籍

圖數化是整個作業上的第一步。因此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除了應考慮現

行作業方式（2.1.2節）外，尚需配合套圖平差作業之需求、與地籍重

測系統的整合、及使用的方便性等要素，以規劃此一數化系統。茲將本

子系統所規劃的內容說明如下。 

 

電腦套圖分析需要使用數值化後的舊地籍圖。舊地籍圖的數化內容包括

宗地的界址點點號及位置，宗地地號及界址點連線關係，圖面摺皺破損

範圍，經界線已知的幾何關係或註記邊長等資料。這些內容可歸納成下

列四種檔案： 

1.  宗地界址檔 

記錄宗地界址點號、段代號、地號等資料。 

2.  界址坐標檔 

記錄界址點號、界址坐標。 

3.  摺皺破損位置檔 

記錄圖面上的摺皺與破損的位置。 

4.  經界線資料檔 

記錄經界線已知的幾何關係條件與註記邊長等資料。 

 

其中宗地界址檔與界址坐標檔的檔案格式設計需配合現行地籍重測所

使用的檔案格式。為了方便產生這些檔案，所以在規劃數化過程時採用

逐筆數化的方式來進行數化工作；亦即每一筆宗地循序地進行數化。相

臨宗地若有相同界址點則該界址點會被重複數化，因此必須設定一容忍

值來篩選數化的結果。 

 

本數化子系統是預定在土地測量局所屬測量隊現行的數化儀器上使

用，所以程式的發展需要考慮這些儀器的限制及功能。目前測量隊所使

用的數化儀器有：Kurta、Mutoh、TCC等廠牌。因此這幾種類型的數化

儀的初始化、鮑率、停止位元、檢查位元、及連接序列埠的設定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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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在此數化程式之設計過程中考慮之。本數化子系統將為這些類型的數

化儀預設這些參數值於程式中，所以實際作業時使用者不用參與這些設

定程序。只要這些界面的設定正確，數化儀就能正常地運作開始進行數

化工作了。 

 

本子系統提供的主要內容包括：系統與數化儀間的界面建立、數化儀資

料的接收、系統所需檔案的建立。以下就這些內容說明此系統的作業程

序。 

 

本子系統的第一個部份是界面的建立，界面參數的設定是參照儀器的說

明書事先預定於數化程式中，因此只要選定正確之機種完成連線，開機

後數化儀即可動作。第二部份是系統資料的接收。在系統界面打開之

後，序列埠的接收器處於待命狀態。當數化開始動作，會有資料進入緩

衝區中，程式必須在一定的短時間內接收；否則當第二筆資料進來時，

前一筆的資料將流失。這一部份所接收到的點位資料是數化儀坐標系，

資料將進行坐標轉換計算，利用已知的點位坐標將數化儀坐標系轉換成

圖面坐標系。第三部份是資料的建檔部份，即前面所敘述的四個檔案會

在數化過程中一一建立。 

 

2.1.4 系統功能需求 

 

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主要是供電腦套圖分析之用，故系統功能需求是以

配合電腦套圖平差為主。本子系統所需提供的功能規劃如下： 

 

1.  地號等宗地資料的輸入 

包括地所代號、段代號、地號、比例尺等資料。 

2.  點號的輸入：有三種方式 

(1) 點號已知，人工手動輸入。 

(2) 點號已知，在數化板上規劃選單，以選單輸入。 

(3) 點號未知，系統自動編點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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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位排序功能 

以點號的大小為依據，由小排到大。 

4.  幾何條件的檢核功能 

設定誤差容忍值，自動計算點位坐標平均值並剔除錯誤資料，確

保數化品質。 

5.  坐標轉換功能 

將圖面坐標轉換成地籍坐標。 

6.  即時顯圖功能 

能即時地由螢幕上看到數化的成果。 

7.  資料建檔的功能 

套圖分析所需的檔案，都要能記錄下來。 

 

這些是預期的系統功能需求，至於功能的設計及如何建立檔案，將在

第四章中敘述。 

 
 
 
2.2 套圖平差子系統 
 

2.2.1 系統目標與範圍 

 

套圖平差子系統之任務是設計一套電腦程式軟體以模擬現行的人工套

圖作業。首先對人工套圖之動作以數學觀點分析，並針對各套圖步驟在

最小二乘平差原理下列出該動作之平差模式，將分析所得之各平差模式

撰寫成電腦程式語言後編譯成執行檔以供使用。這樣設計的目的在於輔

助原本完全是以人為的主觀意識進行的套圖作業，以一貫的套圖平差作

業程序確保套圖成果的品質、可靠度並提昇作業效率。本系統所考慮之

目標經歸納後有： 

 

1. 提昇舊地籍圖的數化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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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數學條件模擬人工套圖作業之動作，利用電腦運算處理，使得

套圖後界址點坐標精度提升； 

3. 分析套圖平差中使用之約制條件及其權值的合適性； 

4. 提供評估與分析套圖平差成果的資料。 

 

本子系統提供套圖平差的一貫作業程序，並利用互動式的方法進行作

業，作業的過程中首先要求使用者輸入約制條件，再由系統依不同類型

的條件賦予不同的起始權值並進行初步的平差。初步平差的結果由使用

者判斷分析是否合乎要求，如不理想時則可調整所給定的約制條件以及

其權。經反覆的平差分析，最後所得到者即為最佳的界址坐標。而最後

所給定的約制條件及其權將被記錄成套控資料檔，可供日後查詢與檢核

之用。以人工進行套圖作業時，套圖的成果受到套圖人員的主觀意識影

響較大，因此不同測量員對同一幅圖進行套圖的成果會不同，即使是同

一測量員對同一幅圖進行兩次套圖其成果也會不一致。利用電腦套圖平

差最大的優點就是任何測量員只要利用相同的條件進行套圖即可得一

致的結果，比人工套圖更公正客觀。 

 

 

 

套圖平差之作業程序主要包括二大階段： 

 

1. 利用仿射轉換將舊地籍圖上欲進行套圖區塊之數化後的地籍圖

坐標轉換至二度分帶坐標系坐標上，此轉換可視為人工作業時將

舊地籍圖與現況圖套疊的動作。 

 

2. 利用幾何約制條件以及最小二乘平差原理對數化坐標進行平差

計算。其中所使用的約制條件包括有舊地籍圖在數學上應滿足之

幾何條件及由已登錄或實際測量之資料所得知的條件，如： 

 距離條件：如兩界址點間的實測距離、已知道路之寬度等。 

 面積條件：如宗地之登錄面積、複丈面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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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條件：如已知三點為一直線或三點構成一直角關係等。 

 

套圖平差的成果除了套圖完畢之界址坐標檔外，尚包括套圖平差結果與

原始資料的差異（如面積的增減、界址點間距離的變化等），以及點位

經平差後的改正數，供使用者對該結果進行評估所使用之約制條件及權

的合適性。以判斷是否應改變輸入條件及權值進行再一次的平差。經由

反覆數次調整輸入資料與平差計算，最後即可得一最佳的成果。 

 

2.2.2 人工套圖作業流程與方法 

 

目前人工進行套圖作業的方法是依據以人工描繪放大之舊地籍圖透明

圖與現況測量所展繪之現況圖視情況分為若干個區塊，再進行各個局部

區塊的套疊。區塊的四至範圍一般是以現有道路或是天然地物為界線

（即以道路或天然界線所圍成之區塊作為套疊的基本單位）。套圖作業

時是參照各項套圖原則進行之，利用肉眼判斷，當認為套合程序最佳

時，即把舊地籍圖上欲鑑定之經界線描繪於現況圖上，當一設定範圍內

之經界線均套合描繪完畢後，再由坐標讀取儀讀取各界址點及待協助指

界點坐標並計算面積，最後進行整體成果的檢查分析。這部分包括了利

用人工輸入方式修改界址坐標檔，並搭配地號界址點進行下列檢查： 

 

 

 簿冊核對 

 位置檢查 

 形狀檢查 

 面積檢查 

 

由於人工套圖是以圖解法進行，故其精度品質難以控管。作業時是依據

『參照舊地籍圖套圖及面積分析注意事項』所列之套繪原則，這些原則

僅是考慮較一般性事項，不夠具體，欠結構化，更無明確精度標準。實

際上在套圖作業時所依據的大部份還是測量員的經驗判斷，並且也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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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重測地區之地方習慣等人文因素。又因為兩張圖紙套合的情況非常

多，測量員往往難以選擇，因而套圖並沒有唯一的結果，不同的測量員

對同一地段進行套圖其結果必定不同，甚至同一測量員在不同時間其對

同一張圖進行套圖其結果仍會有差異。如此套圖作業成果的好壞沒有一

個客觀的評估，套圖作業時每次局部套合之關係及狀況也未予以記錄，

不易事後追查。在測量員立場而言，套圖成果的好壞取決於是否會造成

糾紛。而一般民眾對套圖結果最在意的就是面積變化與形狀變化，這些

因素卻也是最不容易掌握的部分。 

 

2.2.3 套圖依據資料之分析 

 

(1) 舊地籍圖與現況圖之套疊 

 

人工動作： 

以現況圖作為底圖將舊地籍圖在底圖上進行旋轉、平移及縮放。 

 

電腦動作： 

以現況測量直接測得的界址點坐標或由界址參考線之測量成果交

會出的界址點坐標作為坐標轉換的參考點，求取仿射轉換參數，再

利用所得的轉換參數將舊地籍圖上所有界址點轉換成二度分帶坐

標。 

 

 

(2) 可考慮的數學約制條件 

 

約制條件 說明 

控制點條件 經套圖平差過之點應保持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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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約制條件 
若有實測邊長註記之經界線，則可給予距離約

制條件。其權應視量測方法而區分。 

面積約制條件 
依每筆宗地之登錄面積或實測面積組成條件

加入平差。其權之大小則應由該筆面積是否曾

經分割過、該筆面積之大小等情況進行考慮。 

角度約制條件 
考慮三點連成一條直線、三點形成一直角等情

形。 

方向約制條件 
考慮一經界線之方向應與參考線一致，但可對

其進行平移之動作；或是該經界線之方向不確

定，而可對其做旋轉動作。 

平行約制條件 
若兩條以上之經界線間互為平行，則平差後仍

應保持平行之關係。 

 

 

2.2.4 系統功能需求 

 

根據在2.2.1與2.2.3中所列之項目，套圖平差子系統所需具備之系統功

能有： 

1. 選取局部套圖坵塊內之界址點 

2. 進行仿射轉換所需之轉換參考點檔的自動建檔或人工編修功能 

3. 分析仿射轉換結果 

4. 套圖平差所需之數學約制條件檔的建修功能 

5. 由參考線段自動求交點功能 

6. 數學約制條件自動給予起始權值 

7. 建立套圖平差後之界址坐標檔 

8. 比較平差前後界址點坐標變異量 

9. 自動計算平差前、平差後與登錄面積之變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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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計算平差後約制條件之改正數 

11. 建立套控資料檔以記錄套圖過程所依據的條件 

 

 

 
 
 
 
 
 
 
 
 
 
 
 
 
 
 
 
 
 
 
 
 
 
 
2.3 交談檢核分析子系統 
 

2.3.1 系統目標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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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套圖平差子系統是在嚴密的數學基礎上進行套圖平差計算，也作

了一些簡單的面積分析，但在軟體設計上是以批次式處理的理念設計的

，而非以交談式處理的理念設計。套圖平差後的結果必須經宗地面積、

形狀等之分析，當分析的結果滿足規定（例如面積的較差在百分之二以

內）時，才算完成初步的套圖作業；若不滿足規定，則必須重選套控條

件再進行套圖平差。因此可以預見的是套圖平差作業常需反覆數次才能

達到較合理的結果。另外，套控條件的選取與修改如以批次式處理遠較

直接從螢光幕以交談式的方式選取來的不方便。不同的套控條件會產生

不同的結果，而這些結果在套圖平差子系統中是由人為的方式批次選取

不同套控條件進行平差計算所得，因此必須要有統計測試的能力來分析

這些結果，除了對成果如面積、形狀等進行比較分析外，更進一步地期

望能對套控條件進行評估，俾選取最佳最合理之套控條件，並且能指出

現況測量、報界等資料是否正確。 

 

因此，為了電腦套圖分析系統未來進一步擴充發展上考量，在這一節裡

我們初步規劃一個交談檢核分析子系統。即為了使測量人員更樂於使用

電腦套圖系統，應更進一步將套圖平差子系統改為交談式處理的操作方

式。 

 

2.3.2 套圖成果分析之內容 

 

套圖成果不外乎是平差後各界址點的坐標，由界址點坐標組成宗地並且

計算出其面積、形狀（可以宗地內角量化之）與套控條件平差前後的變

化情形。 

 

因此，我們可針對下列三項進行成果分析：(1)宗地面積(2)宗地形狀(3)

套控條件的改正數。面積分析主要是進行三種不同面積的比較：即登錄

面積、數化後的面積（舊地籍圖上的面積）、套圖平差後的面積。這三

種面積的比較可直接以兩兩間較差的方式呈現，或以該較差除以面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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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百分比方式呈現，這兩種方式各有優缺點而且為互補的關係。直接

以較差方式呈現者可予人輕易的讀出其面積增減之大小，但可能會出現

下列情形：某塊小的宗地其面積增減情形可能很小，但換算成百分比卻

可能較其鄰近之宗地面積變化百分率大了很多，為了彌補此項缺憾，面

積較差可以百分比方式呈現之。 

 

我們可以利用套圖平差所選取的坵塊內所有宗地面積的變化（即較差）

簡單地求其中誤差。若某一宗地面積較差大於此一中誤差的3倍（須進

一步研究），則特別在螢光幕利用顯圖的功能將其標示出來。或者直接

利用宗地面積變化以不超過 2% 為原則（可進一步研究）的規定，凡是

超過2% 者也利用螢光幕顯圖的方式標示出來，讓操作者可直接從螢光

幕看到面積增減的情形。 

 

宗地形狀的分析可由構成該宗地之界址點坐標反算該宗地各邊間的夾

角（內角），比較數化後之形狀與套圖平差後形狀之變化情形（即內角

之變化情形）。同樣地，可有二種不同的呈現方式：較差本身和增減百

分率。形狀分析可以該宗地套圖平差前後內角較差與其相應內角的比值

來評估。若該比值大於某一個數，則認為宗地形狀已經改變，此時本子

系統亦以不同顏色在螢光幕將該宗地標示出來。至於比值要大於多大的

數方認為宗地形狀改變了，則要深入的研究。 

 

套控條件會因彼此間的關係在平差後會有改正數產生，而且其在平差前

後會因權值大小的關係而發生變化，而這種變化也會反應在平差時由套

控條件所形成的觀測方程式中的改正數上（本研究係將套控條件化為間

接觀測的型態）。因此，評估該改正數的大小可以明瞭該組套控條件是

否含有大錯誤。所以，本子系統在成果輸出時，也必須將套控條件的改

正數 v輸出，而且也要輸出單位權中誤差。 

 

以此二者所形成的比值加上局部多餘觀測數 的概念，藉以組成測試因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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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我們認為該套控條件有錯，而可捨棄之。上式中 n u− 為自由度，t為t

分佈之值。 

 

我們也以不同顏色將該錯誤的套控條件標示在螢光幕上，一方面可由操

作員以人工方式將其消除或另一方面亦可由本子系統在顯示某些警告

訊息後自動加以消除。 

 

在剔除某些套控條件後，若有需要，操作員可從螢光幕上以滑鼠直接選

取另外的套控條件，然後可再進行另一次的套圖平差作業。 

 

經過前述三項成果分析無誤後，則完成初步的套圖平差分析。在給定適

當的規範、標準後，前述整個分析過程亦可由系統自動分析後自動進行

再套圖平差。 

 

2.3.3 系統功能需求 

 

由於要配合貴局重測資料處理副系統，所有的功能須以模組的方式設

計。 

本子系統須具有下列功能： 

1. 可於螢光幕上以滑鼠用(不)規則視窗或選取宗地的方式圈選套圖

分析的坵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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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於螢光幕上以滑鼠選取套圖平差所需的套控資料，並允許有編

修的功能。 

3. 可在螢光幕上直接選取、修改檢核分析所用的規範、標準。 

4. 要能將數化圖、現況圖、平差後的圖以不同顏色顯示於螢光幕上，

並須具有可隨時關閉其中一個圖形的功能。 

5. 可將不用於套圖平差的現況測量資料、報界等以不同顏色標示在

套圖平差後之圖上。 

6. 能在所選之坵塊內自動分析各宗地面積、形狀及套控條件，並能

以不同顏色自動標示超過規範、標準的宗地及套控條件。 

7. 所選取的套控條件能以不同顏色標示出來，並在選取完成後可以

滑鼠選取套圖平差子系統以進行平差作業。 

8. 套圖平差後可於螢光幕上以滑鼠選取某宗地，自動顯示該宗地界

址點坐標、面積、形狀、該宗地的地籍史料及其平差前後變化情

形等資料。 

9. 可從螢光幕直接選取宗地，由繪圖儀繪出平差後該宗地的圖形，

並加註界址點坐標、面積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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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分析 
 
 
3.1 系統架構與系統主流程圖 
 
電腦套圖分析系統是將人工套圖作業所依據的相關資料予以數值化再

進行平差計算與成果分析的套裝軟體。本系統的輸入部份包括由舊地籍

圖數化而產生之界址坐標檔，宗地界址檔與折皺破損位置檔所組成的舊

地籍圖數化成果檔；由地籍圖上確認出之界址點間的幾何條件，由地籍

重測資料檔或地形現況圖上所獲取之界址點間的實測資料，以及由其它

輔助資料（如已知宗地之登錄面積，界址點落在某參考方向線上等）所

組成的套控資料檔；與套圖範圍之設定及套圖條件之加權等可調整式資

料所組成的套控參數檔。而系統之輸出部份則是包括平差後之界址點坐

標檔，界址點精度分析資料檔，與面積增減變化分析資料檔等所構成的

套圖平差成果檔。整套系統採模組化設計，預計包括三個子系統：舊地

籍圖數化子系統、套圖平差子系統、交談檢核分析子系統。此外本系統

將與土地測量局現有的「數值地籍圖重測資料處理副系統」聯結，即電

腦套圖分析系統之平差成果檔將可輸入至「數值地籍圖重測資料處理副

系統」使用。整個電腦套圖分析系統的系統環境架構如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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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系統分析的主要目的是要根據第二章所提出的系統功能需求分析

出電腦套圖分析系統必須具備的程式模組、資料檔內容、及程式與資料

間的相互關系。本系統分析是採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即按整套系統、子

系統、模組、程序的順序進行之。因此，首先將電腦套圖分析系統的三

個子系統之間的關係表示於圖3.2。然後再逐一剖析三個子系統，各個

子系統分析後所得的流程圖分別表示於 3.2 - 3.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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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套圖分析系統
 1 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
 2 套圖平差子系統
 3 交談檢核分析子系統

套控資料檔
(由地籍重測資料,地形圖
資料,及其它輔助資料
擷取可靠的套圖控制

資料而得)

套圖範圍之
設定與套控
資料之給權

套圖平差後成果檔□

數值地籍圖重測
資料處理系統

圖3.1 電腦套圖分析系統架構

舊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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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套圖平差子系統

地籍圖坐標系
界址坐標檔

現況測量資料檔

3.0
交談檢核

分析子系統

1.0
舊地籍圖

數化子系統

宗地界址檔 折皺破損位置檔

套圖平差成果檔

圖3.2 電腦套圖分析系統主流程圖

套控資料異動

經界線資料檔

舊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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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 
 
 
 
 

1.1
數化儀量
測點位

1.6
建立宗地
界址檔

地所代號□
段代號

宗地界址檔

轉換參考點之
數化儀坐標檔

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流程圖（1.0）

界址點號地號

1.2
相似轉換
參數計算

摺皺破損位置檔 界址點坐標檔

1.5
建立摺皺破
損位置檔

1.4
建立界址
坐標檔

界址點號

舊地籍圖

轉換參考點之
地籍坐標

點號

未知點之
數化儀坐標

1.3
界址坐標
轉換

轉換
參數檔

未知點之
地籍坐標

套圖平差
子系統

圖3.3

經界線資料檔

1.7
建立經界線

資料檔

註記
邊長

已知
幾何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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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套圖平差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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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套圖區塊選取
與仿射轉換

地籍圖坐標系
界址坐標檔

現況測量資料

2.2
套控條件
的建立

2.3
平差計算 套控資料檔

宗地界址檔

折皺破損位置檔

套圖平差成果檔

地面坐標系
界址坐標檔

圖3.4 套圖平差子系統(2.0)

3.0
交談檢核
分析子系統

套圖區塊
選取及異動

螢幕上建立及
異動套控條件

經界線資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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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組成仿射轉換
法方程式矩陣

2.1.3
解算法方程式

逆矩陣

現況測量資料檔

全區地籍圖坐標系
界址坐標檔

2.1.4
解算仿射轉換參數
及轉換後改正數

2.1.5
判斷轉換
結果是否
滿足需求

否,異動控制點資料

是

2.1.6
轉換舊地籍圖
界址坐標檔

地面坐標系
界址坐標檔

2.1.1
搜尋位於套圖

區塊內之界址點

輸入套圖範圍
左下角、右上角點號 宗地界址檔

套圖區塊之
地籍圖坐標系
界址坐標檔

選擇仿射轉換參考點

圖3.5 套圖區塊選取與仿射轉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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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選擇控制點
約制條件

2.2.2
選擇距離
約制條件

2.2.3
選擇直線
約制條件

2.2.6
選擇面積
約制條件

2.2.7
選擇角度
約制條件

2.2.8
套控條件建立與
起始權值之給定

套控資料檔

圖3.6 套控條件的建立(2.2)

2.2.4
選擇平行
約制條件

2.2.5
選擇方向
約制條件

地面坐標系
界址坐標檔

現況測量資料檔

宗地界址檔

折皺破損位置檔

經界線資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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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由套控條件計算

係數矩陣

2.3.2
由係數矩陣累加
法方程式矩陣

2.3.3
解算法方程式

逆矩陣

2.3.4
解算未知數

及未知數中誤差

套控資料檔

套圖平差成果檔

地面坐標系
界址坐標檔

2.3.5
計算面積異動
及條件改正數

套控資料檔

宗地界址檔

圖3.7 平差計算(2.3)  

 xxxii



   

 
 
 
 
 
3.4 交談檢核分析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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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套圖平差子

系統

3.1
顯圖環境

設定（顏色、
線寬、記號、
範圍等）

3.2
顯示舊地籍
圖與現況圖之

套合圖

套控資料檔

3.4
成果檢核
分析模組

套圖平差成果檔

3.3
螢幕上套控
條件之選取與

編修

圖3.8 交談檢核分核子系統流程圖（3.0）

地籍圖地面坐標系
界址坐標檔

現況測量
資料檔

宗地界址檔

摺皺破損位置檔

經界線資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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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圖平差成果檔

3.4.2
宗地面積

分析

3.4.3
宗地形狀

分析

3.4.4
套控條件改正

數分析

面積較差
量檔

面積增減百分
比檔

各界址邊
間的夾角
較差檔

各界址邊間
的夾角增減
百分比檔

套控條件之
改正數及權

值檔

3.4.1
分析項目門檻

值設定

3.4.5
超出門檻值過

濾處理

超出門檻值資料檔

3.4.6
以增顯方式標

示超出門檻值之各分
析項目

圖3.9 成果檢核分析模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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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統設計 
 
 
4.1 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 
 

4.1.1 坐標轉換之數學基礎 

 

本數化系統所用的坐標轉換公式是採用相似轉換（Helmert 

Transformation），即四參數轉換。它包含有兩個平移量、一個旋轉量

及一個尺度轉換，此轉換公式可被描述成： 
     
    x= d1 + a⋅x′ + b⋅y′         
    y= d2 －b⋅x′ + a⋅y′ 
其中 

    a = m cosα 

    b = m sinα 

    尺度比例因子m和旋轉角度α可分別從下列式子求得 

    m =a b2+ 2
           α = arctan

b

a
 

x：指轉換後的x坐標（地籍圖坐標系） 
y：指轉換後的y坐標（地籍圖坐標系） 
x′：指數化得到的x坐標（數化儀坐標系） 
y ′：指數化得到的y坐標（數化儀坐標系） 
m：指尺度比例因子 

α：指參考框架旋轉角度 

d1、 ：指坐標原點平移參數 d2
 

利用上述的相似轉換公式，將已知之轉換參考點（例如圖廓點）的圖面

坐標（x，y）及其數化坐標（x′，y′）代入即可計算出四個轉換參

數（a、b、 、 ）。必須注意的是參數的求解至少須有兩個已知的

參考點；超過兩個參考點就需要平差了。同一幅地籍圖的轉換參數是相

d1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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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所以可藉由該轉換參數將圖面上其它的數化坐標轉換成地籍圖坐

標。 

 

在第二章中曾提及為了保持數化前後的地籍圖原貌，所以不能有尺度上

的變化，這是指圖面的比例尺不能因為坐標轉換而改變；但是，如果轉

換前的坐標系（數化儀坐標系）與轉換後的坐標系（地籍圖坐標系）的

比例尺不同，就需要加上比例尺度因子（m）以維持轉換後（地籍圖）

的比例尺。如果地籍圖坐標系與數化儀坐標系的比例尺相同，則比例尺

度因子（m）為1，就不必加上此轉換參數。所以前後的論點是一致的，

並無互相矛盾之處。 

 

4.1.2 系統功能與檔案設計 

 

本子系統的數化程式模組，主要是參照土地測量局所提供之數化程式的

既有功能設計改良而成。原來的數化程式是利用BASIC語言設計的，不

能與套圖平差子系統結合在一起使用。為使電腦套圖分析作業程序具連

貫性，故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的數化程式改由C語言設計而成。 

 

4.1.2.1  系統功能 

 

本子系統的數化過程、宗地資料的輸入與原BASIC數化程式相仿。但是，

整個系統所支援的目標不同，所以在系統的功能上也有所差異。以下逐

一說明本子系統的功能設計： 

 

（1）資料輸入步驟： 

本子系統的資料輸入部份是以問答方式輸入資料。在螢幕上有詢

問提示，數化員以回答問題方式在鍵盤輸入資料，包括地所代

號、地號、段號、界址點號等。這種資料輸入方式會使得數化的

速度變慢，也會讓數化員倍覺疲勞；這些不便在交談式人機介面

尚未完成之前，是不可避免的。在界址點號的輸入方面，可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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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化板的一角規劃一區塊，建立點號選單來增加輸入的效率及

減少鍵盤輸入動作。此外，也可以規劃自動編點號的方式由系統

來給予點號，這樣更可避免輸入錯誤以及重複點號的誤謬。宗地

資料輸入的程序則仍依照原BASIC數化程式的資料輸入程序。 

 

（2）數化步驟： 

數化的方法有許多種，大致可分為：逐點數化法（point-based）、

逐線數化法（line-based）、逐筆數化法（polygon-based），

而且每個方法都有其優缺點及適用的場合。2.1.3節中曾提到套

圖分析需要的檔案主要有：界址坐標檔、宗地界址檔。其中，宗

地界址檔的內容記錄有組成該宗地的界址點號。為了方便資料能

依檔案所需求的內容記錄之，本子系統是採用逐筆數化的方法進

行宗地數化，每次數化的單位是一筆宗地，即每次必須要數化完

成一筆宗地後，再進行下一筆。在這個前題之下，點位數化的方

式必須要以一筆宗地為一個迴路來設計，此乃這部份設計的主要

考量。 

 

（3）檢核條件： 

由於採逐筆數化的關係，所以每個點位被數化的次數不盡相同，

而且每次對點的精確度也不同，造成同一點多次數化的結果會有

些許的差異。因此，要維持數化的品質就必須有數化成果的幾何

條件檢核功能。目前設計的檢核條件僅有設定數化點位的誤差容

許值來控制數化精度。做法是在完成一個段或是一個區域的數化

後，將點號相同的坐標值（同一個界址點的量測值）取平均，然

後再一一地將每個量測值與平均值比較。較差如果在誤差容許值

之內者，予以保留；如果在容許值之外者，將之剔除後再取平均

值。 

 

這種剔除不良量測值的做法最好能配合即時顯圖（見4.1.2.1之

(5)）以檢視之，系統預期的功能是能將剔除的點號以明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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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在螢幕上，可以提示數化員那個點位可能有量測誤差或錯誤

情況，然後數化員再對該點進行數化。之後，新的量測值再加入

平均值進行較差比較，直至量測值合理為止。目前的系統功能暫

時只有剔除不適當的量測值，而還沒有警示被剔除點及補救數化

的功能。 

 

至於其它的檢核條件，如面積條件是利用登記簿的登記面積與數

化後的地籍坐標所計算出來的面積相比較，兩者面積的較差在一

容許誤差值內時，則接受數化成果；否則就需重新數化。然而由

數化後的地籍坐標計算出的面積和登記簿上的面積往往相差甚

大，導致很難設定合理的容許值，所以這個檢核條件並不很實用。 

 

（4）排序功能 

由於目前所用的點號輸入方式是以人工輸入的，界址點的點號是

事先編定好的；又因數化方式是逐筆數化法，故數化後點位的順

序不是依照點號的序號排列的。為便利套圖平差分析系統之資料

搜尋及地籍圖重測系統的作業需求，因此數化後界址坐標檔的點

號必需由小到大排序之。在本子系統中，排序方法的設計是採用

快速排序法，這個方法比較節省排序的時間，尤其是對數量龐大

的資料進行排序時，更能顯出其效率。因為每個段的點數相當的

多，由數千點至上萬點，因此有效率的排序法是在系統設計上務

必考慮的一項要求。 

 

（5）即時顯圖功能 

以往數化的成果都是看不見的（blind），即數化員在作業時無

從查覺數化的成果是否正確或者有無遺漏，只能憑經驗來減少錯

誤發生。唯一的方式是由繪圖機畫出的成果加以檢查，如此使得

數化的作業效率變慢且工作變得煩瑣。為了使數化員能夠在數化

的同時也看到數化後的圖形成果，所以需要有即時的顯圖功能。

藉由圖形的展示，數化員可以直接藉由圖形顯示立即了解數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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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無遺漏或數化錯誤的情況發生。就逐筆數化的過程而言，繪

圖的方式是以每數化一點，立即展點在圖形視窗上，並且由上一

點連線至下一點，以線段方式一段一段地接續繪出。然而數化至

一筆宗地的最後一個界址點時，是以連線附合到這筆地的第一個

界址點來結束一筆地的數化程序。當然，在展點的同時，會在點

位旁標出點號，目前的設計是標示在點位的右上方。 

 

上述這種顯圖功能實施上並不困難，但是在重複數化同一點位

時，可能會發生一些問題。目前在即時顯圖之設計上，並未對重

複點位的坐標值求取平均值即展點於螢幕，故除非重複對點精度

在螢幕上的一個像元內，否則會出現重影現象。另一方面，在C

語言的繪圖模式下，文字的顯示不如平常的文字模式（text mode）

方便，它必須要控制游標以決定文字的顯示，而不是我們平常所

熟悉的上捲式視窗。文字視窗控制這個部份已經克服，但是要做

到類似文字模式那樣實用的階段，則需要更高深的程式撰寫技

巧。另外中文字型的顯示也是一項需要克服的問題，目前在文字

提示視窗下，暫時僅設計以英文提示方式進行資料輸入及數化動

作。因此即時顯圖功能的設計仍有許多問題待克服，若又牽涉到

圖形即時編修之功能，則需要更長時間才能達到實用狀況，因此

本項功能目前暫且保留，留待日後再繼續研究。 

 

4.1.2.2  檔案設計 

 

本子系統的檔案設計是依照土地測量局的地籍重測系統所使用的檔案

結構。一方面是為了統一地籍資料的檔案格式，以便統一納入地籍資料

管理，進而建立一完整的地籍資料庫；另一方面是目前電腦套圖系統暫

時是使用重測系統的繪圖功能來展示套圖前後的圖形成果，所以檔案的

結構也必須完全相容，才能進入重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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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中所使用的檔案有界址坐標檔、宗地界址

檔、折皺破損位置檔、及經界線資料檔，這些檔案的規格說明於附錄B。

茲將這些檔在本子系統中之相關設計細節說明如下： 

 

（1）界址坐標檔（ .cnt） 

這個檔案的內容只包括點號及坐標。在本數化程式開始時會先輸

入地所代號及段代號（註：地政事務所代碼為兩位英文字母，段

代碼為四位數字，不足處補0），而本檔案的檔名就是用這兩個

資料來命名的，所以在這兩項資料輸入之後，系統即開啟了本

檔。如：地所代號AA、段代號0001，則檔名為AA0001.cnt。 

 

其後，在數化過程中會先要求輸入點號（以變數方式儲存）再數

化得該點位坐標，數化完成一點即寫入磁碟一筆資料，所以該檔

案即使在程式不正常中斷後，已完成數化的界址點坐標仍會儲存

於磁碟中。 

 

（2）宗地界址檔（ .bni） 

這個檔案的檔名命名及開檔的方法是跟上述的界址坐標檔相

同，只是副檔名不相同而已。而檔案的內容是記錄一些程式開頭

要求輸入的宗地資料，包括地號、段代號、序號、地中地、圓弧、

界址點數、界址點號等。其中，序號是程式自動產生，地中地及

圓弧是利用數化儀上的不同按鈕代表不同代碼記錄（代碼意義說

明於『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操作手冊』中），界址點數則是程式

自動累積該宗地的界址點數。這些資料都是在數化完成一筆宗地

之後，將它一次記錄到檔案中。 

 

（3）折皺破損位置檔（ .bkp） 
這個檔案的內容是記錄摺皺破損位置，將摺皺線以折線段方式儲

存。本檔案共分成五個欄位，第一個欄位是記錄折線的代碼，而

折線代碼是由程式自動編輯賦予。第二、三欄位是記錄折線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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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N、E坐標，第四、五欄位則是折線末點的N、E坐標。檔案中每

一列表示一折線，折線代碼的第一碼是用以區別摺皺線，後面三

碼是折線序號。 

 

（4）經界線資料檔（.svi） 

本檔的內容是用來記錄註記舊地籍圖上的一些已知資料。目前的

設計僅將任兩界址點之間的距離、經界種類記錄下來，以便在日

後進行電腦套圖時做為套控條件。這個檔案共有五個欄位，第一

個欄位是序號，由系統自動編定，第二、三欄位是記錄界址點號，

第四個欄位是記錄界址點間的距離，第五個欄位是記錄這兩個界

址點間的經界種類。 

 

 

 

 

4.1.3 程式流程圖 

 xlii



   

輸入
地所代號
段代號

數化儀起始設
定及開啟檔案

數化地
籍圖之
界址點

建立界址座標
及宗地界址檔

繼續數
化本圖

?

是否
繼續下一
圖幅?

關閉檔案並
儲存

結  束

是 是

開  始

否

數化轉換
參考點

相似轉換參數
計  算

坐標轉換

輸入
轉換參考點之
地籍圖坐標

點號排序及剔
除錯誤量測量

建立經界線
資料檔

否

是否
建立摺皺
破損位置

檔

數化摺皺
破損位置

坐標轉換

摺皺破損
位置檔

是否
建立經界線

資料檔

是

經界線資
料檔

否

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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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舊地籍圖數化程式流程圖 

4.1.4 虛擬程式碼 

 
★ 舊地籍圖數化主程式 

 

Begin program 
 
do 
    input 地所代號 
    input 段代號 
    for I=1 to 2 
    Begin 
    input 控制點之地籍圖坐標（x，y） 
    receive 控制點之數化儀坐標（x′，y′） 
    End 
 
    call Procedure Four_trans 
 
input 原段號 
    do 
        input 地號 
        do 
            input 界址點號 pt 

            receive 界址點之數化儀坐標（x′，y′） 
 

                 x= d1 + a⋅x′ + b⋅y′         
                 y= d2 －b⋅x′ + a⋅y′ 

 
           output 界址點之地籍坐標（x，y） 
        while pt≠0 
        input 是否繼續數化本圖幅？ yn 
    while yn = y 
    input 是否繼續數化下一圖幅？yn 
while yn = y 

 xliv



   

 

End program 
 
 
★ 四參數轉換 

 
Procedure Four_trans(x1,x2,y1,y2,X1,X2,Y1,Y2) 

  註記：(x1,y1),(x2,y2) 為轉換參考點之數化坐標 

(X1,Y1),(X2,Y2) 為轉換參考點之地籍坐標 

A為觀測方程式係數矩陣 

L為不符值矩陣 

N為法方程式矩陣 

r為未知數矩陣 
 
 
Begin 
 
A[0][0] = x1  A[0][1] =  y1  A[0][2] = 1  A[0][3] = 0 
A[1][0] = y1  A[1][1] = -x1  A[1][2] = 0  A[1][3] = 1 
A[2][0] = x2  A[2][1] =  y1  A[2][2] = 1  A[2][3] = 0 
A[3][0] = y2  A[3][1] = -x2  A[3][2] = 0  A[3][3] = 1 
 
L[0]  = X1  L[1] = Y1  L[2] = X2  L[3] = Y2 
 

        N A A
T

4 4 4 4 4 4× ×= ×

×

 

        U A L
T

4 1 44 41× ×=
 

        r N L4 1
1
4 44 1×

−
× ×=

 

output a = r[0]、b = r[1]、= r[2]、= r[3] d1 d2
 
End  

 xlv



   

 
 
 

 
 

 

 

4.2 套圖平差子系統 

 

4.2.1 套圖平差之數學基礎 
 

本子系統採用最小二乘平差原理解算界址點坐標，在解算過程中是視所

有界址點的坐標(x,y)為未知數。因此當有 n 個界址點時，共有 2n 個

未知數。所有的條件經過線性化後都可以列成包含有界址點坐標 x,y 的

觀測方程式。最後利用間接觀測平差原理組成法方程式並求解未知數。

以下便對平差模式作一個簡要的介紹： 

 

(1) 間接平差模式 

 

基礎方程式：在此討論為線性化的函數模型 

 

觀測方程式： 

^
L =F X L V L L

X
X( )

^
^

= + = +0
∂
∂

   

    或  − = +V AX L

 
依最小二乘原理推導令 V ，推導後得 T PV = min
 

( ) ( )A PA X A PLT T+ = 0
 

法方程式       N A PAT=

 

 xlvi



   

因此知             X N A PLT= −1( )
^
X X X= +0  

 
其中 

        為觀測量之估計值矩陣 ^
L

L    為實際觀測得之觀測量矩陣 
0L   為平差前未知數近似值算得之近似觀測值矩陣 

V    為觀測量之改正數矩陣 

A    為觀測方程式之係數矩陣 
0X   為未知數之近似值矩陣 

X    為未知數之改正數矩陣 
^
X    為平差後之未知數矩陣 

 
(2) 仿射轉換 (affine transformation) 

 
如3.2節所述，數化後所得的界址坐標是在舊地籍圖的坐標系統之

下，為了方便後續的作業，在平差之前必須先對舊地籍圖坐標進行

仿射轉換，使坐標轉換至地面坐標系。其觀測方程式如下： 

 

x ax by c

y d x ey f
i i i

i i i

= + +

= + +
 

         

其中   x yi i,   為界址點圖面坐標（地籍坐標） 

x yi , i   為界址點地面坐標（二度分帶坐標） 

a b c d e f, , , , ,  為待求之轉換參數 

     

此為一間接觀測的形式，利用三個界址點可恰好求出轉換參數，無

多餘觀測。若使用三個以上的界址點則可使用最小二乘原理平差之

而獲得較可靠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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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約制條件組成觀測方程式 

 

 界址點坐標觀測方程式： 

若有 n 個界址點，則可對其列出 2n 個觀測方程式。點 i 之觀

測方程式可寫為： 

 

  
− = − +

− = − +

v x x

v y y
xi i i

b
i

yi i i
b

i

0

0

∆

∆

x

y

0

i

L

 
其中  v   為坐標之改正數  vxi yi,

x yi i
0 ,    為近似坐標 

x yi
b

i
b,    為觀測量(即為界址點地面坐標) 

∆ ∆x yi ,   為未知數 
       

所有的界址點觀測方程式的數學模式可表示為 

 
                     − =  +V AX

 
其中： 

  
V

v

v
X

x
y

L
x x

y y
A I

xi

yi n

i

i n

i i
b

i i
b

n

n n

=












=










=
−

−













=

× ×

×

×

2 1 2 1

0

0
2 1

2 2

∆
∆

       
在此所有界址點視為等權，即 P In n n n2 2 2 2× ×= 。 

 
 控制點條件： 

觀測方程式同上，但組成法方程式時所給之權值特別大。 

 

 面積約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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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有一筆土地的形狀如圖所示 

 

             

       R

1 2

3

4
5

As

K
∆

At

 
令At表示123451圍成之面積 

  As為陰影部分之扇形的面積 

則整個多邊形的面積為A=At+As (若As為向內凹之扇形則

A=At-As) 

 計算面積At之式子為： 

 
 A y x x y x x y x x y x x y x xt = − + − + − + − + −

1
2 1 2 5 2 3 1 3 4 2 4 5 3 5 1 4[ ( ) ( ) ( ) ( ) ( )]  

 
面積As之計算式子為： 

 

        A R
s = −

2

2
( sin∆ ∆)  

 
其中 為圓弧所對應之圓心角 ∆

     R為圓弧對應之圓的半徑 

 

令 K為弧之弦長，則會有 

∆ = −arccos( )1
2

2

2
K
R

 

 
將界址點坐標(x,y)對上述多邊形之面積 A 依泰勒級數展開再捨

去高次項可得線性化後的觀測方程式，其係數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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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A
x

y y
x x

Z
A
y

x x
y y

Z
A

x
y y

x x
Z

A
y

x x
x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1

1
2

1

1
2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2

1

( )
( cos )( )

( )
( cos )( )

( )
( cos )(

( )
( cos )(

,

,

,

,

)

∆

∆

∆

∆ i ix
Z

+ −1 )

 

 

其中  Z
x x y y

R
i i i i

i i

= − −
− + −









+ +

+

2 1 1
2

1
2

1
2

1
2

( ) ( )

,

 ； 

  為點 i 及 i+1 之間圓弧所夾之角度。 ∆ i i, +1

 
若點 i 及 i+1 之間為直線，則係數式中的第二式就成為零。以

上述之係數作為 A 矩陣中之元素即可組成法方程矩陣並求解未知

數。 

 
 距離約制條件： 

 
對兩點間之距離 S 之計算式為： 

 
S x x y yj i j i= − + −( ) (2 2)  

 
對其取偏微分則可得距離條件之係數為： 

 

 l



   

∂
∂

∂
∂

∂
∂

∂
∂

S
x

x x
S

S
y

y y
S

S
x

x x
S

S
y

y y
S

ij

i

j i

ij

ij

i

j i

ij

ij

j

j i

ij

ij

j

j i

ij

=
− −

=
− −

=
−

=
−

( )

( )

( )

( )

 

 

 

 平行約制條件： 
 

 若界址線ij與界址線kl之間有平行關係如下： 

 
i j

k l

 
 由兩條界址線之間的斜率關係，可以列出下列數學式： 

 
 F x x y y x x y yijkl j i l k l k j i= − − − − − =( )( ) ( )( ) 0 

  

 以點位坐標對該式取其偏微分導數，可得該條件之各項係數如下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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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F
x

y y

F
y

x x

F
x

y y

F
y

x x

F
x

y y

F
y

x x

F
x

y y

F
y

x x

ijkl

i
k l

ijkl

i
l k

ijkl

j
l k

ijkl

j
k l

ijkl

k
j i

ijkl

k
i j

ijkl

l
i j

ijkl

l
j i

= −

= −

= −

= −

= −

= −

= −

= −

 

 
 

 角度約制條件： 

 

          

α ijk

i

j k
 

 
如圖有三點 i,j,k 構成一角度α ijk,則有下列數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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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ijk
k j

k j

i j

i j

x x
y y

x x
y y

=
−

−









 −

−

−









arctan arctan  

 
其偏微分所得的係數為： 

 
( )

( )

( ) ( )

( ) ( )

( )

( )

∂α
∂

∂α
∂

∂α
∂

∂α
∂

∂α
∂

∂α
∂

ijk

i

i j

ij

ijk

i

i j

ij

ijk

j

k j

jk

i j

ij

ijk

j

i j

jk

i j

ij

ijk

k

k j

jk

ijk

k

k j

jk

x

y y

S

y

x x

S

x

y y

S

y y

S

y

y y

S

x x

S

x

y y

S

y

y y

S

= −
−

=
−

= −
−

+
−

=
−

−
−

=
−

= −
−

2

2

2 2

2 2

2

2

 

   

而 
S x x y y

S x x y y

ij j i j i

jk k j k j

= − + −

= − + −

( ) ( )

( ) (

2 2

2 2)
 

 
註：直線（三點共線）條件與直角條件皆為角度約制條件之特殊

情形。 

 

以上所述為套圖平差子系統所應用的一些基本數學原理，此外若有其它

約制條件的數學模式，其推演方式基本上都大同小異，取其偏微分後所

得各項係數可以組成條件之觀測方程式。 

 
4.2.2 套圖條件之給權原則 

 

 liii



   

本子系統內套圖條件的給權原則主要是參照土地測量局「舊地籍圖面積

分析注意事項」及目前各測量隊的實際套圖作業後所釐定，原則如下列： 

 

1. 凡指界情形與舊地籍圖相符者，其權無限大。 

2. 凡指界情形與舊地籍圖上不符者，其權仍為無限大，但套圖時

暫不以其為套圖依據。經利用其他條件套圖後，再將該指界部

份直接套在圖上。 

3. 現況測量資料與舊地籍圖相符者之權初始值給予無限大 

4. 凡土地複丈圖或調查表內註有宗地之邊長者，該邊長之權初始

值為無限大。 

5. 大範圍套圖時，該範圍邊緣之套控條件依上面四項原則給權，

而範圍內之套控條件暫不予考慮。該大範圍套圖完成後，在其

內的小坵塊套圖時，則該小坵塊內部之套控條件亦依上面四項

原則給權。 

6. 前述為程式自動給予之權的初始值，套圖後經面積分析，仍能

以人工方式修改權值大小。 

 

4.2.3 系統功能與檔案設計 

 

本子系統提供之選取套圖區塊功能要求使用者輸入在舊地籍圖上選取

之套圖區廓內最左下角及最右上角之界址點點號，計算該兩點坐標形成

之最小包圍矩形，搜尋宗地重心坐標落在此一矩形範圍之宗地，這些被

找到的宗地所包含的界址點即為欲進行套圖的點。由於有些套圖區塊呈

現不規則形狀，故系統也提供編修套圖區塊的功能。輸入欲刪除或增加

的宗地地號即可進行套圖區塊的編修。 

 

舊地籍圖仿射轉換之動作是模擬人工套圖作業將舊地籍圖套疊於現況

圖上相符合之經界線的動作。考慮使用仿射轉換之原因是由於舊地籍圖

具有尺度不規則變形的性質，套疊到現況點時應將這種系統性的偏差改

正，仿射轉換除了考慮兩個平移因子、兩個尺度因子和一個旋轉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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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考慮了坐標軸的不正交性，比較能符合舊地籍圖的狀況。在進行

仿射轉換時，需要使用者輸入在舊地籍圖上被選為轉換參考點之點號與

其在現況中對應的參考點或是參考線之交點，利用這些資料可以找到點

號之原始坐標值以及現況坐標值組成仿射轉換參考點檔，這個檔案可以

透過系統進行編修的工作。仿射轉換之結果包括仿射轉換之參數以及各

參考點經轉換後之改正數。此時使用者應考慮轉換後改正數之分佈情

形，若有異常大的情形，則表示可能參考點的選取不恰當，此時應剔除

改正數最大的參考點後進行下一次仿射轉換，反覆此步驟，直至所有改

正數在事先預定之容許誤差值內為止。 

 

經由仿射轉換後的區塊為一個外廓已大致確定的區塊，此時利用現況測

量之資料、在複丈圖上註記之資料或是由使用者判斷認為圖形應保持的

幾何性質作為約制條件，對此一區塊進行條件輸入。條件輸入的方式是

以選單的方式在電腦螢幕上列出可供使用之條件種類，要求使用者輸入

所欲加入平差的條件種類的編號，輸入條件編號後又進入該條件之內容

選單，此時選單之內容依所選取之條件不同而會要求使用者輸入不同的

資料。例如距離條件要求使用者輸入兩個界址點之點號以及兩點間之實

測距離；方向條件要求使用者輸入兩個界址點之點號以及其對應之參考

線段之端點點號或是直接輸入方位角角度；共線條件要求使用者輸入應

位於一直線上之界址點點號等。所有的條件在輸入後會記錄於數學條件

記錄檔，這個檔案可以經由系統之編修功能對條件的細項進行局部的增

加、刪除和調整，如此一來若對初步套圖成果不滿意時可直接修改檔案

內部而不需重新輸入所有的條件，可加速套圖作業的進行。 

 

套圖平差成果的解算是由程式讀取數學條件檔後，以累加法方程式的方

法組成法方程矩陣，並依據最小二乘原理解算所有參與套圖平差之界址

點的坐標。套圖成果的輸出有：套圖完畢之界址坐標檔、面積分析資料

以及各條件之改正數資料。套圖完畢之界址坐標檔是以台灣省土地測量

局的土地重測系統可以讀取的.CNT格式記錄，這樣一來套圖平差的成果

可以直接在重測系統中顯圖。面積分析資料檔包括了舊地籍圖上各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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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數化面積、套圖平差後面積、宗地登錄面積以及各面積之間的差異量

以及差異量百分比，由此資料可以對套圖成果進行面積分析。 

 

 

 

 

 

 

 

 

 

4.2.4 程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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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計算最小包圍矩形

輸入套圖區塊的
最左下角及最右
上角之界址點號

界址坐標檔

計算宗地重心坐標 宗地界址檔宗地重心坐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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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選取套圖區塊程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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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仿射轉換程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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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平差計算程式流程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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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平差計算程式流程之2  
 
4.2.5 虛擬程式碼 
 

★控制點條件 

 

Procedure Control(n,i,X,A,N,weight) 

  註記： n 為套圖範圍內界址點點數 
         A 為一個大小為[2×n]的一維係數矩陣 
         N 為一個大小為[2×n][2×n]的二維法方程式矩陣 
         i為控制點點號 
         weight 為條件之內定權值 

         X為界址點現況坐標x,y 
         以上各變數在主程式中均已事先定義後傳入副程式中 

Begin 
A [ 2 i ]
A [ 2 i 1 ]

f o r i 1 t o 2 n

B e g i n

f o r j 1 t o 2 n

B e g i n

N  [ i ] [ j ] = A [ i ] A [ j ] w e i g h t

E n d

E n d

× =
× + =

= ×

= ×

× ×

1
1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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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線條件 

 

Procedure Collinear(n,i,j,k,X,A,N,u,weight) 

  註記： n 為套圖範圍內界址點點數 
         A 為一個大小為[2×n]的一維係數矩陣 
         u為一個大小為[2×n]的一維不符值矩陣 
         N 為一個大小為[2×n][2×n]的二維法方程式矩陣 
         i,j,k為位於直線上之點號 
         weight 為條件之內定權值 

         X為界址點現況坐標x,y 
         以上各變數在主程式中均已事先定義後傳入副程式中 

Begin 
L (y y ) (x x ) (y y ) (x x
A [ 2 i] y y
A [ 2 i 1 ] x x
A [ 2 j] y y
A [ 2 j 1 ] x x
A [ 2 k ] y y
A [ 2 k 1 ] x x

fo r i 1 to 2 n

B e g in

fo r j 1 to 2 n

B e g in

N  [ i] [ j] = A [ i] A [ j] w e ig h t

E n d

u [ i] A [ i] L w e ig h t

E n d

k j j i j i k

j k

k j

k i

i k

i j

j i

= − × − )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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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條件 

 
Procedure Distance(n,i,j,X,distance,A,N,u,weight) 

  註記： n 為套圖範圍內界址點點數 
         A 為一個大小為[2×n]的一維係數矩陣 
         u為一個大小為[2×n]的一維不符值矩陣 
         N 為一個大小為[2×n][2×n]的二維法方程式矩陣 
         i,j為位於直線上之點號 
         weight 為條件之內定權值 

         X為界址點現況坐標x,y 
         distance為兩點間距離 
         以上各變數在主程式中均已事先定義後傳入副程式中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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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x x ) (y y )

A [2 i] (x x ) / d
A [2 i 1 ] (y y ) / d
A [2 j] (x x ) / d
A [2 j 1 ] (y y ) / d
L d is ta n c e d

fo r i 1 to 2 n

B e g in

fo r j 1 to 2 n

B e g in

N  [ i] [ j] = A [ i] A [ j] w e ig h t

E n d

u [ i] A [ i] L w e ig h t

E n d

i j
2

i j
2

j i

j i

j i

i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方位角條件 

 
Procedure Azimuth(n,i,j,X,azimuth,A,N,u,weight) 

  註記： n 為套圖範圍內界址點點數 
         A 為一個大小為[2×n]的一維係數矩陣 
         u為一個大小為[2×n]的一維不符值矩陣 
         N 為一個大小為[2×n][2×n]的二維法方程式矩陣 
         i,j為經界線上之點號 
         weight 為條件之內定權值 

         X為界址點現況坐標x,y 
         azimuth為兩點間應有之方位角 
         以上各變數在主程式中均已事先定義後傳入副程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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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L
x x
y y

a z i m u t h

d ( x x ) ( y y )

A [ 2 i ] ( y y ) / d

A [ 2 i 1 ] ( x x ) / d

A [ 2 j ] ( y y ) / d

A [ 2 j 1 ] ( x x ) / d

f o r i 1 t o 2 n

B e g i n

f o r j 1 t o 2 n

B e g i n

N  [ i ] [ j ] = A [ i ] A [ j ] w e i g h t

E n d

u [ i ] A [ i ] L w e i g h t

E n d

i j

i i

i j
2

i j
2

i j

j i

j i

i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a n ( )1

2

2

2

2

 

End   
 

 

 

 

 

 

 

★面積條件 

 
Procedure Area(n,i,X,area,A,u,weight) 

  註記： n 為宗地內界址點點數 
         A 為一個大小為[2×n]的一維係數矩陣 
         u為一個大小為[2×n]的一維不符值矩陣 
         N 為一個大小為[2×n][2×n]的二維法方程式矩陣 
         i為宗地內之界址點點號 
         weight 為條件之內定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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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為界址點現況坐標x,y 
         area為宗地應有面積 
         AREA為由數化坐標計算得之宗地面積 
 
Begin 

fo r i to n
B e g in

A R E A A R E A x y y

A [2 i] y y

A [2 i 1 ] x x

E n d

fo r i to n

fo r j to n

N  [ i] [ j] = A [ i] A [ j] w e ig h t

E n d

u [ i] A [ i] a re a A R E A w e ig h t

E n d

i i i

i i

i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2

1
2

1
2

1 2

1 2

1 1

1 1

1 1

( )

( )

( )

( )

 

 

 

 

 

 

 

 

 

 

★平行條件 

 
Procedure Parallel(n,i,j,k,l,X,A,N,u,weight) 

  註記： n 為套圖範圍內界址點點數 
         A 為一個大小為[2×n]的一維係數矩陣 
         u為一個大小為[2×n]的一維不符值矩陣 
         N 為一個大小為[2×n][2×n]的二維法方程式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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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ght 為條件之內定權值 

         i,j,k,l為位於平行線上之點號 

         X為界址點現況坐標x,y 
         以上各變數在主程式中均已事先定義後傳入副程式中 

 
Begin 

L (y y ) (x x ) (y y ) (x x
A [2 i] y y
A [2 i 1 ] x x
A [2 j] y y
A [2 j 1 ] x x
A [2 k ] y y
A [2 k 1 ] x x
A [2 l] y y
A [2 l 1 ] x x

fo r i 1 to 2 n

B e g in

fo r j 1 to 2 n

B e g in

N  [ i] [ j] = A [ i] A [ j] w e ig h t

E n d

u [ i] A [ i] L w e ig h t

l k j i j i l k

k l

l k

l k

k l

j i

i j

i j

j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n d  

End   
 

 

 

 

 

★角度條件 

 

Procedure Angle(n,i,j,k,X,angle,A,N,u,weight) 

  註記： n 為套圖範圍內界址點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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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為一個大小為[2×n]的一維係數矩陣 
         u為一個大小為[2×n]的一維不符值矩陣 
         N 為一個大小為[2×n][2×n]的二維法方程式矩陣 
         weight 為條件之內定權值 

         i,j,k為圍成角度之界址點點號 

         X為界址點現況坐標x,y 
         angle為三點圍成之角度值 
         以上各變數在主程式中均已事先定義後傳入副程式中 

 
Begin 

i f a n g le 9 0

B e g in
L ( y y ) ( y y ) ( x x ) ( x x )
A [ 2 i] x x
A [ 2 i 1 ] y y
A [ 2 j] x x x
A [ 2 j 1 ] y y y
A [ 2 k ] x x
A [ 2 k 1 ] y y

E n d
e ls e
B e g in

d 1 ( x x ) ( y y )

d 2 ( x x ) ( y y )

L ta n

k j j i j i k j

j k

j k

i k j

i k j

j i

j i

i j
2

i j
2

k j
2

k j
2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 ( x x ) / ( y y ) ) ta n ( ( x x ) / ( y y ) ) a n g le

A [ 2 i] ( y y ) / d 1

A [ 2 i 1 ] ( x x ) / d 1

A [ 2 j] ( y y ) / d 1 ( y y ) / d 2

A [ 2 j 1 ] ( x x ) / d 2 ( x x ) / d 1

A [ 2 k ] ( y y ) / d 2

A [ 2 k 1 ] ( x x ) / d 2
E n d

k j k j
1

i j i j

i j
2

i j
2

i j
2

k j
2

k j
2

i j
2

k j
2

k j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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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r i 1 t o 2 n

B e g i n

f o r j 1 t o 2 n

B e g i n

N  [ i ] [ j ] = A [ i ] A [ j ] w e i g h t

E n d

u [ i ] A [ i ] L w e i g h t

E n d

= ×

= ×

× ×

= ×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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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統發展 
 
 
5.1 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 
 

5.1.1 系統環境 

 

本子系統的數化程式設計是在TURBO C++程式語言所提供的設計環境編

撰，並利用其所提供的編譯器將原始的程式碼編譯成DOS模式下的執行

檔。在DOS模式下，直接驅動此執行檔就可以執行數化程式。 

 

執行本數化程式所需的軟硬體基本需求為： 

1. 個人電腦386級以上IBM相容電腦，螢幕顯示器。 

2. MS-DOS 5.0版以上作業系統。 

3. 倚天中文系統。 

4. 具有四按鍵游標的數化儀。 

 

5.1.2 程式設計 

 

本子系統發展的初期，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在數化儀及電腦之間的介面

上。C語言的溝通介面函式不如BASIC語言來的簡單容易，它涉及到C語

言中較低階的函式，因此，在尋找及測試這些低階的介面函式上耗費了

不少時間。此外，數化儀的命令集部份也是相當煩瑣，不同類型的數化

儀有不同的回傳命令，這些命令的用法必須要事先加以了解才能用於初

始化的設定上，如此才可以正確運用回傳值來進行我們所要求的數化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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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的設計方面，本研究計劃曾為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規劃了一些預

期的功能，然而礙於系統開發環境為DOS，即時顯圖功能之各種繪圖函

式及交談介面必需從頭做起，故難於短時間內完成所有預期功能，導致

本子系統目前僅提供基本數化功能，而仍欠缺具親和力之圖形介面。以

下就系統已完成的功能說明之： 

 

（1）資料的輸入及檢核 

原本程式中的資料輸入相當地不方便，而且無輸入錯誤檢核功

能，因此不太實用。這項缺點已經改良，資料的輸入可以加快速

度，而且在輸入的檢核上也比較方便，只要按一個鍵就可以決定

是否要重新輸入，可說減少了相當多在鍵盤上輸入的時間。 

 

（2）數化儀的設定接收 

數化儀和電腦之間的通訊已經可藉由C語言低階的BIOS函數與系

統程式連結，將數化儀接收到的資料由RS232序列埠傳入系統內

部進行運算處理。只要通訊參數設定沒有問題，由數化儀傳回的

任何資料都可以接收使用。通訊參數設定請參照『舊地籍圖數化

子系統使用手冊』。 

 

（3）坐標轉換 

系統已完成四參數轉換功能，可將數化儀傳回的數化坐標轉換成

地籍坐標。 

 

（4）點位排序 

本子系統所產生的界址坐標檔是未經排序過的，因此以快速排序

法設計了排序副程式。此副程式將未排序的界址坐標檔按照點位

的大小順序排列之。 

 

（5）檢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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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完成的是對界址點的坐標設立誤差容許值，超出誤差容許值

的坐標量測值即予以剔除。 

 

（6）建立檔案 

本子系統建立的檔案有宗地界址檔、界址坐標檔、摺皺破損位置

檔、及經界線資料檔等四個檔案。 

 

以上是本子系統已經完成並且可以執行的部份，它已具有數化舊地籍圖

所需的基本功能。另外，本子系統目前仍繼續改良及加強功能中，主要

設計工作是要增加程式使用的方便性。以下就這部份工作之概況與其所

遭遇到的困難分述如下： 

 

（1）點號的輸入 

本子系統預定要提供自動編點號及人工編點號兩種方式。人工編

點號的部份已經完成，但仍侷限於在鍵盤上將點號鍵入；而自動

編點號部份，目前能做到在同一個檔案內以流水號方式記錄點

號，但若程式不正常中斷或同一圖幅不記錄在同一個檔案中，則

尚未能接續自動編點。這部份的程式設計涉及程式中斷的技巧，

目前尚未解決，所以本子系統暫時不能提供自動編點號的功能。 

 

（2）檢核功能 

面積的檢核條件並未納入檢核功能中，主要原因是它在施行上的

確有困難。第一，登記簿上的登記面積不一定可靠，所以用它與

計算得出的面積進行較差檢核時，必需再進一步研究判斷那些宗

地的登記面積是可靠的。第二，一筆面積是由數個界址點所構

成，當面積的檢核不符時，應如何判定那個點位的量測有誤，亦

需再加研究。因此，若要加入面積檢核條件，得要先解決上述兩

個問題。 

 

（3）即時顯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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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這個功能時是考量以往的數化都是不能立即看見數化的

成果，因此本子系統的目標指向以即時顯示圖形為主。即時顯圖

在同一界址重複數化時，就有可能會發生重影現象。因為前後對

同一界址點的數化坐標值可能不會相同，而且目前本子系統的點

位排序及剔除錯誤量測值的功能是在檔案關閉之後，所以仍無支

援即時顯圖的功能。另外在4.1.2節中也曾提到，在繪圖模式下

提示文字的顯示也有許多困難尚待解決。 

 

（4）遺漏或中斷的處理 

在數化過程中，如輸入遺漏或因故中斷，需能接續中斷後之數化

作業，就遺漏部份再進行數化，並依據檔名附加資料。目前系統

在輸入遺漏部份，只能以輸入確認的方式來避免遺漏，或是在程

式結束後以文書處理軟體進行檔案編修。本子系統目前尚無內建

的檔案編修功能以便更改錯誤內容或修補遺漏部份。 

 

在程式的中斷部份，目前中斷後所記錄的檔案還是會被保留在磁

碟上，並不會因為中斷而遺失；但是，中斷後系統尚無法依據檔

名檢核檔案內容，進而接續中斷前未完成的數化步驟。 

 

本子系統所提供的數化程式功能已經可以做為數化舊地籍圖之用，但是

功能尚未臻至成熟，如補救數化、錯誤編修、停機中斷等還沒有設計完

成，因此對使用者而言親和力仍欠佳，將來程式發展應朝這方面繼續努

力，以期達到實用階段。另外，有些資料的輸入如圖上註記之距離、登

記面積等，與數化動作不易結合在一起，因此不宜在數化的時候記錄這

些資料，過多的記錄動作會使數化的效率變慢進而影響數化的品質，有

關這部份則仍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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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套圖平差子系統 
 

5.2.1 系統環境 

 

本子系統中所有的程式是在WATCOM C++ 10.6 版所提供之程式設計環境

下設計的，完成的原始程式碼被編譯成32位元DOS模式執行檔。所有執

行檔必須在DOS4GW所提供之386保護模式下進行。因此執行本子系統之

程式所需之基本軟硬體需求為： 

 

1. 個人電腦，CPU需80486以上，記憶體需有4MB以上為佳。 

2. VGA（640×480）以上彩色顯示系統。 

3. 倚天中文系統。 

4. 16位元之DOS作業系統或是WINDOW95、WINDOW NT等32位元作業

系統皆可。 

5. 文字編輯器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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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業系統之環境設定：若是使用DOS作業系統則應修改

CONGIG.SYS使其作業環境與重測系統所規定者相符。若在32位

元之視窗作業系統下執行，則不必對系統進行任何修改。 

 

5.2.2 程式設計 

 

套圖平差子系統之程式設計以模擬人工套圖作業流程為主，本子系統所

提供之功能有： 

1. 使用者輸入套圖範圍的最左下角及最右上角的界址點點號後由

程式篩選位於套圖區塊內之界址點。 

2. 對套圖區塊進行局部坐標仿射轉換，使套圖區塊局部套合於現

況坐標系。轉換成果必須由使用者由轉換後控制點之改正數分

佈情形確認轉換是否合乎需求，也就是控制點的選取是否恰

當。此部份所需資料為控制點資料檔（利用程式提供之編修功

能建立檔案）、由選取套圖區域程式輸出之界址坐標檔、及該

套圖區域之現況測量資料檔（由現況測量得），轉換輸出成果

為轉換後之界址坐標檔。 

3. 套控資料檔的建立與儲存，程式以選單的方式列出可供加入套

圖平差之條件項目，由使用者選取，程式並依據所選條件種類

要求使用者輸入不同的套控條件資料。 

4. 由套控條件檔解算套圖後界址點坐標及其改正數。 

5. 解算套圖前後面積變化及各條件之改正數。 

 

以上所述為本子系統所提供之程式功能，以這種方式所設計出之程式要

求使用者在螢幕上輸入大量的資料，在實用上並不方便，且所費時間甚

多，此乃本子系統之程式設計未採用使用者圖形介面的設計。如能夠在

螢幕上顯示舊地籍圖與現況資料的套疊圖，由使用者以滑鼠點選的方式

來選取套控資料，並且利用不同顏色的線段以顯示套疊圖及各種選取的

條件，則必能使電腦套圖作業更具有親和力，加速套圖作業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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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土地測量局所使用界址坐標檔之點號可以記錄至小數點後兩位，利

用這種格式可以建立一套的固定編碼方式註記現況測量點之屬性，而部

份套控資料檔就可以由讀取現況測量資料後由程式自動建立。此外屬於

複丈圖上既有的註記資料也可以建立成電腦檔案，由套圖平差子系統讀

取並建立套控資料。換言之，如果套控資料檔能夠由程式讀取現況資料

後自動建立，必能使作業之效率提昇。但是要達成這個目標必須先使現

況測量資料的記錄內容更為豐富，才能由程式自動讀檔建立套控資料。 

 

 

 

 

 

 

 

 

 

 

 
 
 

6.  系統測試 
 
 
6.1 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 
 

6.1.1 測試程序 

 

本子系統於主體程式開發完成後隨即進行系統測試，所採用的資料是一

張模擬地籍圖的樣本圖。該模擬圖的圖形較為規則沒有太多複雜的宗

地，比較適合於系統的各種測試，詳見圖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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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模擬圖上並無控制點，因此在圖形的外圍再加上圖廓並賦予圖廓

坐標值，比例尺1/1000。利用本子系統的數化程式進行數化，再將數化

的輸出檔案轉入數值地籍圖重測系統的顯圖副程式中。由數化的過程來

討論使用的方便性及數化速度，且由數化的結果來分析系統功能是否正

確、品質是否可靠以及成果檔案容量的大小。 

 

6.1.2測試結果 

 

這個模擬圖上共分五個區塊，首先每個區塊分別數化建檔，數化後各區

塊的資料檔再以地籍圖重測系統繪出與模擬圖作檢核比對。茲就第二個

區塊所產生檔案內容及數化成果圖分別列示如下： 

（1）宗地界址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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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模擬測試圖 

 

（2）界址坐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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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數化成果圖 

 

 

 

 

 

 

 

 

 

 

 

 

 

 

圖6-2數化成果圖 

由數化成果圖可以看出數化前後的圖形並沒有不吻合的地方，所產生的

宗地界址檔與界址坐標檔的資料都相當完整並沒有資料的遺失或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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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顯示本子系統之數化程式的基本功能已經相當穩定可靠。數化過程

中如果排除人為疏失的因素，數化的成果是正確可靠的；比較可能發生

的錯誤是數化遺漏，在5.1.2節中曾提到遺漏的補救還沒有完成，所以

只能靠數化員把遺漏部份記錄下來，再以文書處理編修之。若能完成即

時顯圖的功能，數化員可以同時直接看到數化成果則更可進一步節省編

修的時間，增加數化的效率。 

 

這張模擬圖共有97筆宗地、221個界址點，數化所需的時間大約要二個

小時。而圖6-2所示的第二區塊共有17筆宗地、48個界址點，數化時間

共費了二十分鐘。就數化速度的觀點來看是相當緩慢的，大部份的時間

都是花在點號的輸入上。如果系統中的自動編點號功能能完成，則應可

大幅提高數化效率。至於檔案的大小，圖6-2所產生的兩個檔案總共才

4KB；如果一個段有4800個點，則檔案大小也才400KB，所佔的記憶空間

相當有限，一般而言檔案的容量不會超出硬體設備的限制。 

 

另外，本子系統亦曾實際以真實舊地籍圖測試。測試的資料是第六測量

隊安南測區所提供比例尺1/1200的描繪地籍圖，我們所選的測試區塊共

有73筆宗地、165個界址點、面積約19000平方公尺，數化時間約二個半

小時。數化時間比模擬圖測試數化的時間長的多，主要的原因是： 

（1）舊地籍圖的宗地較為複雜且密集，數化對點不易。 

（2）舊地籍圖中，每筆宗地所含的界址點數較多，重複數化次數較多。 

（3）舊地籍圖中，界址點編號雜亂，確認點位時間變長。 

此外，描繪舊地籍圖的圖紙寬闊不易平坦置於數化板上，且比例尺比較

小，所以舊地籍圖的數化品質理論上會比模擬圖的數化品質來得差，有

關數化精度方面仍待進一步研究。 

 

再者就使用的方便性來看，目前本子系統所提供的數化環境仍不理想，

使用者面對螢幕文字且做著重複對點數化的工作，會覺得非常容易疲勞

且效率會變差。如果系統提供交談式圖形介面，在使用上會覺得方便容

易，也較易於推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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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套圖平差子系統 
 

6.2.1 測試程序 

 

6.2.2 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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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語 
 
 

電腦套圖分析系統之研究涉及高深的平差理論探討與複雜的程式設計

工作，所以在特徵上原本就是一個難度偏高的研究工作。又加上套圖依

據資料(舊地籍圖與現況資料)的品質不確定因素，使得這個論題更加複

雜化，研究工作可以說是難上加難。所幸本計畫在前置作業時就已取得

一些國外相關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雖然這些文獻所提的作業模式不能

直接應用於國內的地籍環境，對於本研究的理論基礎研究卻大有幫助；

另外，省地政處土地測量局與所屬測量隊人員的積極配合參與本計畫的

態度，也使得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本案的研究期間僅短短一年多，時

程上本已十分緊湊，又加上其間曾遭遇到不少困難，所以研究人員投入

的時間與心力遠超過一般類型的研究計畫。截至目前為止，本研究小組

所發展的電腦套圖分析系統距功能完整的理想實用階段仍有一段距

離，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本系統沒有支援交談顯圖的能力，系統操作欠親

和性。雖然如此，本系統已具備基本的系統功能，已可用於實際套圖作

業。再者，本系統也已經有良好的系統架構，未來可容易地再擴充其它

功能。 

 

本計畫所規劃的電腦套圖分析系統包括三個子系統：舊地籍圖數化子系

統，套圖平差子系統，交談檢核分析子系統。由於在研擬本計畫時，土

地測量局考慮到系統完成後的推廣成本，因此要求本研究單位在DOS環

境下發展電腦套圖分析系統，並不得架構在CAD系統之上。因為DOS環境

本身不支援GUI的設施，且又礙於研究人力與時間的限制，所以在提報

本計畫時就已決定暫緩發展必須建構在交談顯圖系統之上的交談檢核

分析子系統，而僅先研究該子系統的分析與設計工作。本計畫就是在此

前提之下發展電腦套圖分析系統，目前完成的部份是舊地籍圖數化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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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平差兩子系統的基本功能。這兩個子系統輸出的成果資料檔暫時利用

地籍圖重測系統來進行顯圖與繪圖的工作，如此變通作法僅能支援整批

式作業而非交談式。事實上，這兩個子系統如果要進一步擴展高等功

能，使其操作更具親和性，則也非得藉助於交談顯圖功能不可。截至目

前為止，電腦套圖分析系統本身因沒有顯圖功能，所以必須與地籍圖重

測系統結合使用。這項系統缺失使得電腦套圖必需在這兩套系統之間反

覆地進行套合平差與顯圖檢核工作，在實務運作上仍很不方便。 

 

為消除使用電腦套圖分析系統的不便，我們建議應再進一步加強改良與

擴充系統功能。其中又以交談顯圖功能應列為最優先支援的項目。擴展

此項功能有兩種可行的策略︰一個是直接在電腦套圖分析系統內發展

GUI及相關的繪圖程式庫，提供給三個子系統共同使用；另一個是將電

腦套圖分析系統與地籍圖重測系統整合成單一套系統。另外，其它一些

與電腦套圖分析作業相關的項目也應積極配合發展，包括由外業現況測

量直接建立套圖平差所需的套控資料檔；舊地籍圖的可靠度分析與數化

成果檔的精度分級；由平差後之界址坐標自動計算出待協助指界的測設

資料等，提昇地籍測量的整體作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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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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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套圖分析系統之研究涉及高深的平差理論探討與複雜的程式設計

工作，所以在特徵上原本就是一個難度偏高的研究工作。又加上套圖依

據資料(舊地籍圖與現況資料)的品質不確定因素，使得這個論題更加複

雜化，研究工作可以說是難上加難。所幸本計畫在前置作業時就已取得

一些國外相關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雖然這些文獻所提的作業模式不能

直接應用於國內的地籍環境，對於本研究的理論基礎研究卻大有幫助；

另外，省地政處土地測量局與所屬測量隊人員的積極配合參與本計畫的

態度，也使得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本案的研究期間僅短短一年多，時

程上本已十分緊湊，又加上其間曾遭遇到不少困難，所以研究人員投入

的時間與心力遠超過一般類型的研究計畫。截至目前為止，本研究小組

所發展的電腦套圖分析系統距功能完整的理想實用階段仍有一段距

離，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本系統沒有支援交談顯圖的能力，系統操作欠親

和性。雖然如此，本系統已具備基本的系統功能，已可用於實際套圖作

業。再者，本系統也已經有良好的系統架構，未來可容易地再擴充其它

功能。 

 

本計畫所規劃的電腦套圖分析系統包括三個子系統：舊地籍圖數化子系

統，套圖平差子系統，交談檢核分析子系統。由於在研擬本計畫時，土

地測量局考慮到系統完成後的推廣成本，因此要求本研究單位在DOS環

境下發展電腦套圖分析系統，並不得架構在CAD系統之上。因為DOS環境

本身不支援GUI的設施，且又礙於研究人力與時間的限制，所以在提報

本計畫時就已決定暫緩發展必須建構在交談顯圖系統之上的交談檢核

分析子系統，而僅先研究該子系統的分析與設計工作。本計畫就是在此

前提之下發展電腦套圖分析系統，目前完成的部份是舊地籍圖數化與套

圖平差兩子系統的基本功能。這兩個子系統輸出的成果資料檔暫時利用

地籍圖重測系統來進行顯圖與繪圖的工作，如此變通作法僅能支援整批

式作業而非交談式。事實上，這兩個子系統如果要進一步擴展高等功

能，使其操作更具親和性，則也非得藉助於交談顯圖功能不可。截至目

前為止，電腦套圖分析系統本身因沒有顯圖功能，所以必須與地籍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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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系統結合使用。這項系統缺失使得電腦套圖必需在這兩套系統之間反

覆地進行套合平差與顯圖檢核工作，在實務運作上仍很不方便。 

 

為消除使用電腦套圖分析系統的不便，我們建議應再進一步加強改良與

擴充系統功能。其中又以交談顯圖功能應列為最優先支援的項目。擴展

此項功能有兩種可行的策略︰一個是直接在電腦套圖分析系統內發展

GUI及相關的繪圖程式庫，提供給三個子系統共同使用；另一個是將電

腦套圖分析系統與地籍圖重測系統整合成單一套系統。另外，其它一些

與電腦套圖分析作業相關的項目也應積極配合發展，包括由外業現況測

量直接建立套圖平差所需的套控資料檔；舊地籍圖的可靠度分析與數化

成果檔的精度分級；由平差後之界址坐標自動計算出待協助指界的測設

資料等，提昇地籍測量的整體作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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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資料字典 
 

 

   符號說明 

      ＝  由 ?組成 

      ＋  及（and） 

     {  }  重複 

   〔 〕   選擇其中之一 

     （ ）  可省略的 

 加黑加底線  資料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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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代號：  A1 

  資料名稱：  數化儀坐標檔 

  組    成：  {點名＋縱坐標＋橫坐標} 

  說    明： 坐標單位為數化儀內定值 

 

 

  資料代號：  A2 

  資料名稱：  控制點資料 

  組    成：  點號＋縱坐標＋橫坐標＋（樁類別＋ 

 埋設樁標種類＋樁位現況） 

  說    明：  坐標轉換參考點；單位為米 

 

 

 

 

 

 

 

 

  資料代號：  A3 

  資料名稱：  控制點資料檔 

  組    成：  {控制點資料} 

  說    明：  坐標轉換參考點檔  

 

 

  資料代號：  A4 

  資料名稱：  宗地界址資料 

  組    成：  宗地地號＋包含界址點個數  

 ＋{組成界址點點號＋（圓弧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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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組成宗地界址檔之基本資料錄 

 

 

  資料代號：  A5 

  資料名稱：  宗地界址檔 

  組    成：  段號＋段名＋{宗地界址資料} 

  說    明：   

 

 

  資料代號：  A6 

  資料名稱：  連線資料檔 

  組    成：  {連線起始界址點＋連線結束界址點＋ 

  (圓弧半徑)}＋結束記號 

  說    明：  組成線位相關係 

 

 

 

 

 

 

 

 

  資料代號：  A7 

  資料名稱：  套控資料 

  組    成：  宗地登錄面積＋ 

 {(經界線實測長度)＋經界線種類} 

  說    明：  形成約制條件 

 

 

  資料代號：  A8 

 xciii



   

  資料名稱：  套控資料檔 

  組    成：  段號＋地號＋{套控資料} 

  說    明：   

 
 

  資料代號：  A9 

  資料名稱：  界址點坐標資料 

  組    成：  界址點點號＋縱坐標＋橫坐標 

  說    明：  記錄界址點坐標 

 
 

  資料代號：  A9 

  資料名稱：  界址點坐標檔 

  組    成：  段號＋{界址點坐標資料} 

  說    明：   

 
 
 
 
 
 
 
 
  資料代號：  A10 

  資料名稱：  套圖平差成果檔 

  組    成：  界址點坐標檔＋宗地面積變化資料檔 

 ＋未知數中誤差檔檔 

  說    明：  供精度分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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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代號：  A11 

  資料名稱：  宗地面積變化資料檔 

  組    成：  段號＋{宗地地號＋平差後面積變化值} 

  說    明：  記錄套圖平差後宗地面積之增減 

 
 
  資料代號：  A12 

  資料名稱：  未知數中誤差檔檔 

  組    成：  段號＋{界址點點號＋縱方向中誤差 

 ＋橫方向中誤差} 

  說    明：  記錄套圖平差後未知數中誤差 

 

 

 
 
 
 
 
 
 
 
 
 
 
 

 

B. 檔案規格 
 

 

檔       案       結       構       表 
系統名稱：電腦套圖平差系統 

檔案名稱：數化儀坐標檔 

 xcv



   

備    註： 

第一錄（標題記錄） 錄別 其他錄（坐標記錄）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欄位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地政事務所代號 A2      

鄉鎮市區代碼 I3   點號 A8  

開 年 I3      

始        

作 月 I3   縱坐標 F12.3  

業        

時 日 I3      

間        

結 年 I3   橫坐標 F11.3  

束        

作 月 I3      

業        

時 日 I3      

間        

       

       

       

       

       

       

       

       

       

       

       

       

 

 

檔    案    結    構    表 
系統名稱：電腦套圖平差系統 

檔案名稱：控制點資料檔 

備    註： 

第一錄（標題記錄） 錄別 其他錄（坐標記錄）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欄位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地政事務所代號 A2      

鄉鎮市區代碼 I3   點號 A8  

開 年 I3      

始        

作 月 I3   縱坐標 F12.3  

業        

時 日 I3      

間        

結 年 I3   橫坐標 F11.3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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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月 I3      

業        

時 日 I3   等級 A1  

間        

       

       

       

       

       

       

       

       

       

       

       

 

 

 

 

檔       案       結       構       表 

系統名稱：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 

檔案名稱：宗地界址檔（BNI） 

備    註： 

全        部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原 

地 

母號 I4     

號 子號 I4 

 

    

原 

 

段 號 I4     

序 號 I3     

圓    弧 I2     

地 中 地 I2     

 界 址點數 I4     

點 圓弧碼 A1     

號 

1 

  界址 

  點號 

I4     

‧ 

‧ 

‧ 

      

界 址點數 I4     

點 圓弧碼 A1     

號 

11 

  界址 

  點號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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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案       結       構       表 

系統名稱：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 

檔案名稱：界址坐標檔（CNT檔） 

備    註： 

全        部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點號 

 

 

F6.1 

    

 

縱坐標 

 

 

F12.2 

    

 

橫坐標 

 

 

F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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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案       結       構       表 

系統名稱：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 

檔案名稱：摺皺破損位置檔（BKP檔） 

備    註： 

全        部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線號 

 

 

I3 

    

起 點 

縱坐標 

 

 

F12.2 

    

起 點 

橫坐標 

 

 

F11.2 

    

終 點 

縱坐標 

 

 

F12.2 

    

終點 

橫坐標 

 

 

F11.2 

    

 

 

 

 

    

      

      

      

 

 

 

 

 

 

 

 

 

 
檔       案       結       構       表 

系統名稱：舊地籍圖數化子系統 

檔案名稱：經界資料檔（SVI檔） 

備    註： 

 xcix



   

全        部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序號 

 

 

I4 

    

 

界址點 

 

 

F6.1 

    

 

界址點 

 

 

F6.1 

    

 

距離 

 

 

F6.2 

    

 

經界種類 

 

 

I4 

    

 

 

 

 

    

      

      

      

 

 

 

 

 

 

 

 

 

 

 

檔       案       結       構       表 

系統名稱：電腦套圖平差系統 

檔案名稱：連線資料檔 

備    註： 

全        部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序號 

 

 

I 7 

    

 

起始界址點 

 

 

I 5 

    

 

界址點串列 

 

 

I 5 

（每點） 

    

 c



   

 

連續碼 

 

 

A1 

    

 

結束點號 

 

 

I 5 

    

 

 

 

 

 

    

 

 

 

 

 

 

 

     

      

      

 

 

 

 

 

檔       案       結       構       表 

系統名稱：電腦套圖平差系統 

檔案名稱：套圖平差確定之界址座標檔 

備    註： 

全        部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點號 

 

 

F7.2 

    

 

縱座標 

 

 

F12.3 

    

 

橫座標 

 

 

F11.3 

    

 

 

 

 

 

    

 

 

 

 

 

    

 

 

 

 

    

 

 

     

 ci



   

 

 

 

 

 

      

      

 

 

 

 

 

 

檔       案       結       構       表 

系統名稱：電腦套圖平差系統 

檔案名稱：坐標轉換參考點檔 

備    註： 

全        部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轉換參考點點號 

 

 

F7.2 

    

 

舊地籍圖 

圖面縱座標 

 

 

F12.3 

    

 

舊地籍圖 

圖面橫座標 

 

 

F11.3 

    

 

二度分帶 

縱坐標 

 

 

F12.3 

    

 

二度分帶 

橫坐標 

 

 

F11.3 

    

 

 

 

 

    

 

 

 

     

      

      

 

 

 

 cii



   

 

 

檔       案       結       構       表 

系統名稱：電腦套圖平差系統 

檔案名稱：套圖平差成果面積分析檔 

備    註： 

全        部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宗地母號 

 

 

I4 

    

 

宗地子號 

 

 

I4 

    

 

平差後面積 

 

 

F9.3 

    

 

數化面積 

 

 

F9.3 

    

 

登錄面積 

 

 

F9.3 

    

平差後面積 

與數化面積之 

差的百分比 

 

F6.2 

    

平差後面積 

與登錄面積之 

差的百分比 

 

F6.2 

    

登錄面積 

與數化面積之 

差的百分比 

 

F6.2 

    

      

 

 

 

 

 

 

 

 

檔       案       結       構       表 

系統名稱：電腦套圖平差系統 

檔案名稱：套圖平差成果界址坐標變動檔 

備    註： 

全        部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欄位代號

      

 ciii



   

 civ

界址點點號 

 

F7.2 

 

平差前縱坐標 

 

 

F12.2 

 

    

 

平差前橫坐標 

 

 

F11.2 

    

 

平差後縱坐標 

 

 

F12.2 

 

    

 

平差後橫坐標 

 

 

F11.2 

    

平差後 

縱坐標改正數 

 

F6.3 

    

平差後 

橫坐標改正數 

 

F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