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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20256—2006《国家重力控制测量规范》。本标准与GB/T20256—2006相比主

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原标准的措辞和表述不清或表达有歧义的语言;修改了原标准中的计量单位表述方法、

表格形式和部分公式中的符号。
———在规 范 性 引 用 文 件 中,删 除 了 GJB2228—1994全 球 定 位 系 统(GPS)大 地 测 量 规 则、

CH1002—1995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CH1003—1995测绘产品质量评定标准;增加了

GB/T24356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删除了文中的“二等点”及其相关信息,目前我国重力基本网和一等网的密度已满足使用要求,

二等点作为控制点我国不再布设。
———在术语和定义章中,增加了“一等点”术语。
———删除了“国家重力控制测量的目的”。
———4.2中增加了“一等重力点重力值的平均中误差不应超过25×10-8ms-2”。
———4.3中增加了“重力基准点间距宜按150km布设,困难地区可放宽至200km”。
———5.1.1中增加了“可利用国家和省级卫星导航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等国家高等级控制点”。
———5.2.1中增加了“可利用国家和省级卫星导航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等国家高等级控制点”。
———6.1中增加了“在我国西部和海域交通困难地区可采用标称精度优于±10×10-8ms-2的绝对

重力仪”。
———6.4.1中增加了“每个基准点应采用两台绝对重力仪各进行一次绝对重力测量,两次测量时间

间隔宜在一年以内,两次测量成果的互差不宜超过20×10-8ms-2。”;a)中增加了“采用标称

精度优于±10×10-8 ms-2的绝对重力仪,每个测点不得少于96组合格数据”;d)中增加

了“在沿海地区,应计算海潮负荷改正(见附录C的C.5)”;e)中增加了“采用标称精度优于

±10×10-8ms-2的绝对重力仪,归算至离墩面0.8m高度处”。
———6.5.1中增加了“在沿海地区,离海岸线200km以内应加入海潮负荷改正δgl(见附录C的

C.5)”。
———7.3.2中,将“对于同一台仪器,如果每一测段的段差观测值的互差均不大于mdy的2.5倍,可认

为该仪器的零漂是线性的。”修改为“对于同一台仪器,动态观测精度小于相对重力仪标称精度

的2倍,可认为该仪器的零漂是线性的。”
———7.3.3中,将“一致性中误差应小于2倍联测中误差。”修改为“一致性中误差应小于相应等级相

对重力测量段差联测中误差限差的2倍。”
———7.7.2中,增加了“在沿海地区,当相对重力联测边大于100km时,应计算海潮负荷改正,其计

算公式见附录C的C.5”。
———删除第9章测量成果与资料上交。
———第10章中,将“国家重力控制测量成果检查验收按CH1002—1995《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

和CH1003—1995《测绘产品质量评定标准》执行”修改为“国家重力控制测量成果检查验收按

GB/T24356执行”。
———附录C“重力测量各项计算的数学模型”中增加了“海潮负荷改正”。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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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30)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大地测量数据处理

中心、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量队、武汉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春喜、王斌、安德恭、肖学年、李建成、赵鑫、严竞新、吴桐、何志堂、丘其宪、

王惠民。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025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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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力控制测量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全国建立重力控制网(点)的布设原则、绝对重力测量、相对重力测量、平面坐标和

高程测定、数据处理、成果检查验收等的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国家重力控制网,施测基准点、基本点、一等点及相应的引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重力基准点 gravitydatumpoint
基准点

用高精度绝对重力仪测定其重力值,并作为国家重力控制网起算基准的点。

3.2
重力基准 gravitydatum
国家重力控制网中的基准点构成。

3.3
重力基本点 basicgravitypoint
基本点

以国家重力控制网中基准点的重力值为起算值,通过相对重力联测和整体平差确定的重力控制点。

3.4
一等点 firstorderpoint
以国家重力控制网中重力基准点、基本点的重力值为起算值,通过相对重力联测和整体平差确定的

精度低于基本点的重力控制点。

3.5
引点 derivegravitypoint
重力基本点或一等点的辅助点。

3.6
段差 segmentdifference
重力测量中,相邻两个点间的重力差值。

3.7
测线 gravimetricline
相对重力测量中,由两个以上重力点构成的重力联测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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