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加密控制點建置之探討 

文、圖/地政處 陳幼欣 

一. 前言 

    依據國土測繪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直轄市測繪業務主管機

關應掌理轄區內加密控制測量業務之規劃、實施及管理；另依據

基本測量實施規則第 29 條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應釐訂實施計畫

定期辦理加密控制測量，其實施範圍以所在直轄市或縣（市）區

域為原則。 

    另一方面，台灣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板塊交界處，多年來

地殼移動已造成 TWD97 坐標系統下建置之控制點明顯產生位移，

因此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針對現有坐標系統檢討（包括國內各單

位近年來所建置之 GPS 衛星追蹤站、98-99 年度莫拉克風災地區

控制點檢測、100 年度北部地區控制點檢測），於 2012 年公布新

的控制點 TWD97（2010）坐標，結果顯示本縣 N 坐標平均相差

25 公分、E 坐標平均相差 39 公分、高程相差 23 公分（如圖一）。

因此，基於建立全國統一的測量基準以及因應本縣複丈測量、各

項應用測量與未來國土規劃需求，於 TWD97 坐標系統下補建原

有 TWD97 控制點坐標，以及建置本縣 TWD97（2010）加密控制

點坐標已刻不容緩！  

 

 



 

 

 

 

圖一 彰化縣控制點移動示意圖 

參考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TWD97(2010)解算成果 

二. 設置規劃 

(一) 加密控制測量相關法規並無一級加密與二級加密之規定，基

於人力、經費、時間等因素考量，實務上可區分為一級加密

與二級加密作業（台中市、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已經建

置完成一級加密控制點）；彰化縣轄區面積約1074平方公里，

其一級加密與二級加密作業簡略敘述如下： 

1. 一級加密 

一級加密係指原則上 2 至 8 公里布設 1 個加密控制點稱

之。以平均 2 公里設置 1 個加密控制點計算下，彰化縣

至少需建置 269 點一級加密控制點（含內政部 TWD97 at  

2010 控制點與一、二、三等控制點約 100 點）。 



 

 

 

2. 二級加密 

二級加密係指原則上最低 500 公尺布設 1 個加密控制點

稱之。而二級加密屬於應用測量部分，由各業務專責單

位為之，本縣已依據國土測繪法規定訂定掌理之事項及

專責單位表如下： 

 

掌理事項 法規依據 專責單位 

一、加密控制測量

業務之規劃、

實施及管理 

地籍測量 

國土測繪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 

地政處 

水準測量 ── 

重力測量 ── 

二、應用測量業務之規劃、實施

及管理 

(一)地籍測量 

 

(二)地形測量（都市計畫內） 

 

(三)工程測量 

 

(四)都市計畫測量 

 

(五)河海測量 

 

(六)礦區測量 

 

(七)林地測量 

 

(八)其他相關之應用測量 

國土測繪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 

國土測繪法第 17條第

1 項第 1 款 

國土測繪法第 17條第

1 項第 2 款 

國土測繪法第 17條第

1 項第 3 款 

國土測繪法第 17條第

1 項第 4 款 

國土測繪法第 17條第

1 項第 5 款 

國土測繪法第 17條第

1 項第 6 款 

國土測繪法第 17條第

1 項第 7 款 

國土測繪法第 17條第

1 項第 8 款 

 

 

地政處 

 

建設處 

 

各工程主辦機關 

 

建設處 

 

── 

 

── 

 

農業處 

 

各業務主辦機關 

 



 

 

掌理事項 法規依據 專責單位 

三、測繪計畫、成果、資訊、永

久測量標之登錄及管理 

國土測繪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 
各業務主辦機關 

四、行政區域圖及鄉（鎮、市、

區）行政區域圖之編製及發

行 

國土測繪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4 款 
民政處 

五、地名事項之實施及管理 
國土測繪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5 款 
民政處 

六、其他有關測繪事項之實施及

管理 

國土測繪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6 款 
地政處 

七、測量技師地籍測量專業資格

認可 
國土測繪法第 21 條 地政處 

三. 問題討論 

就目前台灣的地籍圖資而言，大致可區分為數值區與圖解區，數

值區又有 97 與 67 坐標系統之別，因此加密控制點的設置需考量

如下問題： 

(一) 內政部 2012 年公布新的控制點 TWD97（2010）坐標結果顯

示與本縣 TWD97(1997)N 坐標平均相差 25 公分、E 坐標平均

相差 39 公分、高程相差 23 公分﹔而目前本縣重測作業皆以

TWD97(1997)坐標作為解算基準，除了部分基本控制點基線

因相對移動造成解算無法符合規範外，幾乎符合精度要求。

因此加密控制點的建置，是以 TWD97（2010）坐標還是

TWD97(1997)坐標作為解算基準﹖還是兩套坐標一併計算﹖

值得地政單位好好深思! 



 

 

 

(二) TWD67 坐標系統與圖解區圖根點的建置，是以 TWD97（2010）

坐標還是 TWD97(1997)坐標作為基準轉換，也是必須考慮的

因素之一。 

(三) 二級加密是屬於應用測量的範疇，設置與精度要求屬於各業

務單位權責，其中最為突顯的問題是精度要求不一致。台灣

實務上就曾發生業務單位精度要求不同而引發與審核單位

(一般而言為地政單位)之間的糾紛。 

(四) 跨縣市的重大工程，因為各縣市加密控制點的坐標基準不一

定相同，屆時是以 TWD97（2010）坐標還是 TWD97(1997)

坐標作為基準呢﹖ 

(五) 無論一級或者二級加密點，皆須對外公開查詢與使用，應用

測量方面因各專責單位的精度要求不一致，如何提供公開查

詢與使用呢﹖ 

四. 結語 

    建立完整之加密控制點，可以使彰化縣內各項測量作業在統

一的坐標框架下進行，有利於各種圖資套合從而產生加值作用，

同時具有輔助縣政規劃決策功能。然而，加密控制點的建置是一

項專業與浩大的工程，端賴有關單位經費、人力的配合，對於加

密控制測量業務之規劃、實施及管理之地政單位而言，應以｢建

立全國統一的測量基準｣以及｢因應本縣複丈測量、各項應用測量

｣與｢未來國土規劃需求｣的觀點進行加密控制點的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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