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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的目的和任务

目的
通过组织开展第一次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摸清全国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区域

抗灾能力，客观认识全国和各地区灾害综合风险水平，为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有效开展自

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工作、切实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

学决策依据。

任务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利用现有市政基础设施等承灾体基础数据；全面掌

握全国市政设施承灾体分布及灾害属性特征；建立互联共享的覆盖国家、省、地、县四级

的市政设施要素信息为一体，反映承灾体数量、价值与设防水平空间分布的承灾体普查成

果GIS数据库。



普查的依据和内容2

依据
1）《湖南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方案》

2）《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实施方案》

3）《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普查实施方案》（2021年3月）

4）《市政设施承灾体调查信息填报说明》（国家部署安排部分）（2020年12月）

内容
市政设施道路承灾体的普查标准时点为2020年12月31日。普查对象为标准时点实际存在的

城市次干路等级(含四条车道及以上)及以上、连接重要设施(如：学校、医院、交通枢纽、

部队、政府部门、应急避难场所等)的道路、与普查公路衔接的城市道路、城市救灾生命线

等重要道路及其安全防护设施。普查主要内容是获取市政道路的地理位置、物理属性以及

设防水平等信息（未在标准时点前完成竣工验收手续的在建工程不在本次调查范围之内）。



普查的实施流程和计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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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的实施流程和计划3

01 02 03 04

截止2021年3月31日

普查准备阶段

建立普查工作机制，开展普

查工作宣传、人员培训等。

2021年4月1日—10月31日

全面开展调查

完成省级普查软件部署，开展软件

操作培训，普查人员开展现场实地

调查、数据收集与复查等工作。

2021年11月1日—2022年3月31日

2022年4月1日—12月31日

收尾阶段

完成普查收尾工作。

数据成果汇总

进行数据核查、反馈、汇总、验收

评估，形成普查成果。



普查的方法

数据收集
充分利用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等已有信息平台，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调

查单元，遵循“内外业相结合”、“在地统计”原则，采取全面调查方式，利用档案查阅、现场勘查

（调查）等多种调查技术手段开展道路承灾体调查。

数据录入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城市管理部门将已有的可复用数据内业输入软件系统，调查人员采用数据调

查APP移动终端外业采集信息、现场完成填报，内业完成数据整理。调查工作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

的《市政设施承灾体调查信息填报说明》（国家部署安排部分）（2020年12月）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编制的《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普查实施方案》（2021年3月）等文件及相关技术规程执行。以

标准时点实际存在的每一条市政道路为单位进行登记。



市政道路普查信息采集表的填写说明

1.道路设施信息（注：该部分通过软件自动生成）

位置行政区划（在底图选
取定位） 省（直辖市）        市（县、区）        街道（镇）

分段数量  道路总长（公里）  

高架数量 □有  /   □无

沿线立交数量 □有（       ）处  /   □无

沿线交叉口数量 □有（       ）处  /   □无

>8m高填方路基情况/处 □有（       ）处  /   □无

>10m高挖方边坡情况/处 □有（       ）处  /   □无

>6m高档墙情况/处 □有（       ）处  /   □无

沿线桥梁长度/数量 □有（       ）处 合计（       ）米 /   □无

沿线隧道长度/数量 □有（       ）处 合计（       ）米 /   □无
现阶段项目场地抗震设防

烈度 （        ）度

2.道路基本信息及安全信息（注：该部分需查询相关资料）

道路名称  编号  

是否分段

□
是

第N段分段
起点  第N段分

段终点  □以下无
分段

□
否 道路起点  道路终点  

工程投资（万元）  是否为城市救灾生命线 □是  □否

道路等级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其他（       ）

通车日期             年

路幅形式 □四幅路  □三幅路  □两幅路  □
一幅路  □其他（       ）

路面
宽度

一/三幅
路          m

二/四幅
路

左侧    m
右侧    m

最窄机动车道宽度（m） □3.75m  □3.5m  □3.25m  □机非混行（   ）  □其他（   ）

机动车道数 □单向行驶  □双向行驶  车道数（       ）（1/2/3/4/5/6/7/8）车道

最窄非机动车道宽度（m）  最窄人行道宽度（m）  

红线宽度（米）  至  设计速度
（公里/小时）  

建设单位 □                               □无

设计单位 □                               □无

管理单位  

养护单位  

设计阶段项目场地抗震设
防烈度 （        ）度

区域地质构造及不良地质
简述

□滑坡地段路基               □崩塌地段路基

□岩堆地段路基               □泥石流地段路基

□岩溶地区路基               □软土地区路基

□膨胀土地区路基            □红黏土与高液限土地区路基

□盐渍土地区路基            □多年冻土地区路基

□风沙地区路基                □雪害地段路基

□涎流冰地段路基             □采空区路基

□滨海路基                       □水库地段路基

□季节性冻土地区路基      □黄土地区路基

□无

最近一次大中修或改扩建
时间 □大修  □中修  □改扩建 /（       ）年   □无

3.现场复核（注：以下内容需现场核实是否有误）

路幅形式

                                        □资料无误
                                        □现场不符，需修改

 
    

路面宽度

机动车道数

最窄机动车道宽度

最窄非机动车道宽度

最窄人行道宽度

4.现场普查  详见附表（道路沿线政府部门、医院、学校、避难场所、交通枢纽、水厂、
部队等分布情况）

起终点 位置/名
称

重要承灾体类别/沿线设
施

结构形式/开口类
别

隐患

  

□道路左
侧
□道路右
侧 

□8m以上填方路基
□10m以上挖方边坡
□6m以上挡墙 

□全圬工
□圬工加植物防护
□植物防护
□无防护
附照片

□裂缝
□破损
□不均匀
沉降
附照片

  

□道路左
侧
□道路右
侧 

□政府部门  □医院  □学
校   □避难场所   □交通
枢纽   □部队□其他重要
地（       ）

□人车混行开口
□机动车开口
□人行开口
□消防通道开口 

附照片

  

    □桥梁
□4m以上涵洞 编号（       ） 附照片

  

 □隧道

□闭合框架
□盾构式
□暗挖式
□沉管式

车道数
（   ） 
附照片

   □高架 □辅路  编号（ ）
□无辅路 附照片

   
□立交

□分离式立交
□全互通式立交
□半互通式立交

附照片

   

□交叉口

□十字交叉口
□丁字交叉口
□异型交叉口
□环型交叉口

附照片



市政道路普查信息采集表的填写说明

1.道路设施信息（注：该部分通过软件自动生成）

位置行政区划（在底
图选取定位） 省（直辖市）        市（县、区）        街道（镇）

分段数量  道路总长（公里）  

高架数量 □有  /   □无
沿线立交数量 □有（       ）处  /   □无

沿线交叉口数量 □有（       ）处  /   □无
>8m高填方路基情

况/处 □有（       ）处  /   □无

>10m高挖方边坡情
况/处 □有（       ）处  /   □无

>6m高档墙情况/处 □有（       ）处  /   □无

沿线桥梁长度/数量 □有（       ）处 合计（       ）米 /   □无

沿线隧道长度/数量 □有（       ）处 合计（       ）米 /   □无

现阶段项目场地抗震
设防烈度 （        ）度

内业数据收集
在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收到省级部门的普查工作计划及任务并完

成准备工作后，由市级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任务分配，对全市范

围内所有在调研范围内的市政设施进行基础数据收集。道路基

础数据收集内容主要为道路设施信息、道路基本信息、安全信

息及其他说明，通过对道路沿线设施及边坡防护状况的判别，

判断是否属于具有明显安全隐患的情况；基础数据收集具体工

作由省、市、区（县）级基层部门负责，基层普查组获取基础

数据信息的途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项：

1）市政设施所在地管理部门；

2）市政设施所在地既有安全管理系统；

3）市政设施竣工图纸，可由普查市政设施所在地城建档案

馆、原建造五方（建造、设计、勘察、施工、监理）单位获得；

4）地方测绘部门提供的地图测绘数据。

可通过APP
自动定位

根据填写后面调查信
息后由软件自动生成



市政道路普查信息采集表的填写说明

2.道路基本信息及安全信息（注：该部分需查询相关资料）

道路名称  编号  

是否分段

□
是

第N段分
段起点  

第N段
分段终

点
 □以下无

分段

□
否 道路起点  道路终

点  

工程投资（万元）  是否为城市救灾生命线 □是  □否

道路等级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其他（       ）

通车日期               年

路幅形式 □四幅路  □三幅路  □两幅
路  □一幅路 □其他（       ） 

路
面
宽
度

一/三
幅路         m

二/四
幅路

左侧   m
右侧   m

最窄机动车道宽度
（m） □3.75m  □3.5m  □3.25m  □机非混行（   ) □其他（   ）

机动车道数 □单向行驶  □双向行驶  车道数（       ）
（1/2/3/4/5/6/7/8）车道

以地方规划部门批复为
准。若没有地名批复，
可查现场设置的路名牌。 由软件自动填写

起终点：单条道路不分段时，
可用相交道路路名或定位坐
标标识，建议起点位于南侧
（南北向道路），西侧（东
西向道路）。

工程投资为项目总投资。已
竣工项目以工程决算为准。
如无，可写批复概算。

查询设计资料、规划文件等
相关资料。其他内容包括：
连接学校、医院、部队、政
府部门、交通枢纽、应急避
难场所、与普查公路衔接的
道路、城市救灾生命线等。

城市救灾生命线：是指连接
维持城市居民生活和生产活
动所必不可少的设施的道路，
例：交通、能源、通信、给
水等城市基础设施。

可向管理单位咨询，精确至
年。

路 段 中 车 行 道 的 路 面 宽 度
（ 不 含 交 叉 口 渠 化 段 ， 凑
0.25m整数倍）。
详：6图例P13

一幅路：无隔离带
两幅路：有1处隔离带
三幅路：有2处隔离带
四幅路：有3处隔离带
其他：隔离带数量≥4
例：五幅路，有4处隔离带
详：6图例P13

道路路段中最窄的机动车道
宽度（不含交叉口渠化段，
凑0.25m整数倍）。
详：6图例P13

路段中允许机动车行驶的车
道数（不含交叉口渠化的车
道数）。例：两上两下，为
双向行驶，车道数为4；一上
两下，为双向行驶，车道数
为3。

单条道路分段时，填完最后
一段后的确认栏，表示分段
结束。

起终点：单条道路分段时，
前后段落起终点可使用相邻
段落名称、道路桩号、定位
坐标、经纬度等表示。

注意事项：
基础数据收集完后，由
基层普查人员在普查软
件电脑端或移动端上对
应《市政道路普查登记
表》的第一部分市政道
路设施信息和第二部分
市政道路基本信息及安
全信息的内容进行一一
对应填写。本页第2部分
红色方框内任一个要素
发生变化，都需按道路
分段考虑，且整个第2部
分全部重新填写。



市政道路普查信息采集表的填写说明

最窄非机动车道宽度
（m）  最窄人行道宽度

（m）  

红线宽度（米）  至  
设计速度
（公里/小

时）
 

建设单位 □                               □无

设计单位 □                               □无

管理单位  

养护单位  

设计阶段项目场地抗
震设防烈度 （        ）度

区域地质构造及不良
地质简述

□滑坡地段路基               □崩塌地段路基

□岩堆地段路基               □泥石流地段路基

□岩溶地区路基               □软土地区路基

□膨胀土地区路基            □红黏土与高液限土地区路基

□盐渍土地区路基            □多年冻土地区路基

□风沙地区路基                □雪害地段路基

□涎流冰地段路基             □采空区路基

□滨海路基                       □水库地段路基

□季节性冻土地区路基      □黄土地区路基

□无

最近一次大中修或改
扩建时间 □大修  □中修  □改扩建 /（       ）年   □无

可查看现场限速牌或向当地
住建局咨询、查询设计图等。

道路路段中人行道最窄处净
宽（不含交叉口渠化段和绿
化 设 施 带 ， 凑 0 . 2 5 m 整 数
倍）。详：6图例P14

路段处红线宽度（不含交叉
口渠化段），分别填写最小
值和最大值，宽度一致时，
填相同数值（凑0.25m整数
倍）。

道路路段中非机动车道最窄
宽度（不含交叉口渠化段，
凑0.25m整数倍）。
详：6图例P14

可向当地城管局咨询。

查询项目设计或勘察文件，
该文件可向项目管理、建设、
设计、勘察等单位咨询。如
无以上资料，可查询项目通
车年代的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估算烈度等级。

查询项目设计或勘察文件，
该文件可向项目管理、建设、
设计、勘察等单位咨询（可
多项选择）。
湖南地区：普遍存在（蓝色
字体）、局部存在（红色字
体）、不存在（黑色字体）。

查询项目设计图、竣工图等，
该文件可向当地住建局咨询。

可向当地城管局咨询。

注意事项：
基础数据收集完后，由
基层普查人员在普查软
件电脑端或移动端上对
应《市政道路普查登记
表》的第一部分市政道
路设施信息和第二部分
市政道路基本信息及安
全信息的内容进行一一
对应填写。本页第2部分
红色方框内任一个要素
发生变化，都需按道路
分段考虑，且整个第2部
分全部重新填写。



市政道路普查信息采集表的填写说明

外业现场普查
外业现场普查分为现场复核和现场普查两部分。
现场复核：内业普查完成后，数据通过移动端实现实时查看，外业普查主要内容是复核内业普查的数
据是否与现场符合。该部分内容需现场普查、测量，对比内外业普查数据是否一致，如不一致，需按
现场实际情况修改、上传。
现场普查：内容主要有道路的附属设施；道路沿线政府部门、医院、学校、避难场所、交通枢纽、水
厂、部队等分布情况；道路沿线桥梁、涵洞、隧道、高架桥、立交桥、交叉口等设施（可通过查询设
计文件获取信息）。以上设施需拍照（2至3张）上传，现场影像资料应展现设施总体风貌和基本使用
情况，特别要注意采集其裂缝、破损、变形等情况图片。



市政道路普查信息采集表的填写说明

3.现场复核（注：以下内容需现场核实是否有误）
路幅形式

                    

                    □资料无误
□现场不符，需修改

 
    

路面宽度
机动车道数

最窄机动车道宽
度

最窄非机动车道
宽度

最窄人行道宽度

4.现场普查  详见附表（道路沿线政府部门、医院、学校、避难场
所、交通枢纽、水厂、部队等分布情况）

起终点 位置/
名称

重要承灾体类别/
沿线设施

结构形式/开
口类别   隐患

  

□道路
左侧
□道路
右侧 

□8m以上填方路
基
□10m以上挖方边
坡
□6m以上挡墙 

□全圬工
□圬工加植物
防护
□植物防护
□无防护
附照片

□裂缝
□破损
□不均
匀沉降
附照片

  

□道路
左侧
□道路
右侧 

□政府部门  □医院  
□学校   □避难场
所   □交通枢纽   
□部队  □其他重要
地（       ）

□人车混行开
口
□机动车开口
□人行开口
□消防通道开
口 

附照片

需现场复核是否与资料有误，
如有误需修改。

背对道路起点，面向道路终
点。

可使用道路桩号、定位坐标、
经纬度等表示（线性表示，
起止点沿道路相连）。

填方路基：路基表面高于原
地面；
挖方边坡：为保持道路两侧
土方开挖区边缘的土体稳定，
所设置的斜坡；
挡墙：支承路基填土或山坡
土体，防止填土或土体变形
失稳的构造物。
三种高度均指露出地面以上
垂直路面的高度。
详：6图例P15

统计调查道路路段中带有开
口的沿线设施。
例：路段中有一所学校但无
开口，则不需统计。

人车混行开口：机动车及行
人均可通行；
机动车开口：仅允许机动车
进出；
人行开口：仅允许行人进出；
消防通道开口：无特殊情况
下开口为封闭状态。
详：6图例P16

圬工：以砖、石材、砂浆或
混凝土为建筑材料所建成的 
“砖石结构”或“混凝土结
构”。
全圬工：无绿化边坡，例：
挡墙、浆砌块石护坡；
圬工加植物防护：各种骨架
防护、格构梁防护、六棱砖
防护等；
植物防护：多数为填方路基，
例：喷播植草；
无防护：绿化率小于20%防
护的土质边坡、岩质边坡。
详：6图例P15-P16

裂缝：记录裂缝宽度、长度、
数量，确定安全隐患等级；
破损：记录破损程度，确定
安全隐患等级；
不均匀沉降：同一结构体中，
相邻的两个基础沉降量的差
值，记录并确定安全隐患等
级。每处安全隐患附照片2至
3张。

每处开口附照片2至3张。

可使用道路桩号、定位坐标、
经纬度等表示（点状表示，
点在开口中线与道路中线交
点上）。



市政道路普查信息采集表的填写说明

附表表头属性栏
（绿色部分）

起终点 位置/
名称

重要承灾体类
别/沿线设施

结构形式/开口
类别

隐患

  
    □桥梁

□4m以上涵洞 编号（       ） 附照片

  

 □隧道

□闭合框架
□盾构式
□暗挖式
□沉管式

车道数（   ） 
附照片

   
□高架 □辅路  编号（   ）

□无辅路 附照片

   

□立交
□分离式立交
□全互通式立交
□半互通式立交

附照片

   

□交叉口

□十字交叉口
□丁字交叉口
□异型交叉口
□环型交叉口

附照片

无左右侧之分。

可分为三种立交形式：
分离式：两条以上的路线通
过立交工程使他们自然分层
交叉；
全互通式：能实现所有方向
互相换行的立交桥；
半互通式：只能实现部分道
路方向的立交互通。
详：6图例P17

交叉口包含十字交叉口、丁
字交叉口、异型交叉口等，
不包含右进右出的交叉口。

可使用道路桩号、定位坐标、
经纬度等表示（线性表示，
起止点沿道路相连）。

可使用道路桩号、定位坐标、
经纬度等表示（点状表示，
点在开口中线与道路中线交
点上）。

查询项目设计图、竣工图等，
该文件可向当地住建局咨询。

辅路指高架桥下面或两侧地
面机动车交通系统。
详：6图例P17

全路幅机动车车道总数。

数据要求：
现场普查的基础数据要
准确、完整且格式符合
普查要求，市政设施普
查工作结束前转往下一
市政设施普查前，普查
小组应进行初步普查数
据完整性及合规性自查。
每个普查区域结束后，
再利用内业软件在电脑
端进行核查。对于存疑
的数据资料，应二次现
场普查进行核实，并将
有误或缺项部分数据进
行修改覆盖、补充。

道路沿线桥梁普查中使用的
编号，可通过查询桥梁普查
结果填写。



2.道路基本信息及安全信息（注：该部分需查询相关资料）

道路名称  编号  

是否分段

□
是

第N段分
段起点  

第N段
分段终

点
 □以下无

分段

□
否 道路起点  道路终

点  

工程投资（万元）  是否为城市救灾生命线 □是  □否

道路等级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其他（       ）

通车日期               年

路幅形式

□四幅路  
□三幅路  
□两幅路  
□一幅路 

          □其他（       ） 

路
面
宽
度

一/三
幅路         m

二/四
幅路

左侧   m
右侧   m

最窄机动车道宽度
（m） □3.75m  □3.5m  □3.25m  □机非混行（   ) □其他（   ）

机动车道数 □单向行驶  □双向行驶  车道数（       ）
（1/2/3/4/5/6/7/8）车道

采集表填写内容图例



采集表填写内容图例

最窄非机动车道宽度
（m）  最窄人行道宽度

（m）  

红线宽度（米）  至  
设计速度
（公里/小

时）
 

建设单位 □                               □无

设计单位 □                               □无

管理单位  

养护单位  

设计阶段项目场地抗
震设防烈度 （        ）度

区域地质构造及不良
地质简述

□滑坡地段路基               □崩塌地段路基

□岩堆地段路基               □泥石流地段路基

□岩溶地区路基               □软土地区路基

□膨胀土地区路基            □红黏土与高液限土地区路基

□盐渍土地区路基            □多年冻土地区路基

□风沙地区路基                □雪害地段路基

□涎流冰地段路基             □采空区路基

□滨海路基                       □水库地段路基

□季节性冻土地区路基      □黄土地区路基

□无

最近一次大中修或改
扩建时间 □大修  □中修  □改扩建 /（       ）年   □无



采集表填写内容图例

3.现场复核（注：以下内容需现场核实是否有误）
路幅形式

                    

                    □资料无误
□现场不符，需修改

 
    

路面宽度
机动车道数

最窄机动车道宽
度

最窄非机动车道
宽度

最窄人行道宽度

4.现场普查  详见附表（道路沿线政府部门、医院、学校、避难场
所、交通枢纽、水厂、部队等分布情况）

起终点 位置/
名称

重要承灾体类别/
沿线设施

结构形式/开
口类别   隐患

  

□道路
左侧
□道路
右侧 

□8m以上填方路
基
□10m以上挖方边
坡
□6m以上挡墙 

□全圬工
□圬工加植物
防护
□植物防护
□无防护
附照片

□裂缝
□破损
□不均
匀沉降
附照片

  

□道路
左侧
□道路
右侧 

□政府部门  □医院  
□学校   □避难场
所   □交通枢纽   
□部队  □其他重要
地（       ）

□人车混行开
口
□机动车开口
□人行开口
□消防通道开
口 

附照片



采集表填写内容图例

3.现场复核（注：以下内容需现场核实是否有误）
路幅形式

                    

                    □资料无误
□现场不符，需修改

 
    

路面宽度
机动车道数

最窄机动车道宽
度

最窄非机动车道
宽度

最窄人行道宽度

4.现场普查  详见附表（道路沿线政府部门、医院、学校、避难场
所、交通枢纽、水厂、部队等分布情况）

起终点 位置/
名称

重要承灾体类别/
沿线设施

结构形式/开
口类别   隐患

  

□道路
左侧
□道路
右侧 

□8m以上填方路
基
□10m以上挖方边
坡
□6m以上挡墙 

□全圬工
□圬工加植物
防护
□植物防护
□无防护
附照片

□裂缝
□破损
□不均
匀沉降
附照片

  

□道路
左侧
□道路
右侧 

□政府部门  □医院  
□学校   □避难场
所   □交通枢纽   
□部队  □其他重要
地（       ）

□人车混行开
口
□机动车开口
□人行开口
□消防通道开
口 

附照片



采集表填写内容图例

起终点 位置/
名称

重要承灾体类
别/沿线设施

结构形式/开口
类别

隐患

  
    □桥梁

□4m以上涵洞 编号（       ） 附照片

  

 □隧道

□闭合框架
□盾构式
□暗挖式
□沉管式

车道数（   ） 
附照片

   
□高架 □辅路  编号（   ）

□无辅路 附照片

   

□立交
□分离式立交
□全互通式立交
□半互通式立交

附照片

   

□交叉口

□十字交叉口
□丁字交叉口
□异型交叉口
□环型交叉口

附照片



审核汇总

完成辖区
自查工作 审核抽查

下级数据

汇总上传 结果比对
整改完善
形成成果

审核数据
完整性

抽样实地
核查检验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市、县（区）
相关部门

省级相关部门

审核抽查
下级数据

汇总上传

各级审核要求
为确保普查数据的真实有效，普查成果应进行县
（区）、市、省、国家级的核查检验。
各级普查工作组负责对本区域资料进行完整性审
核和抽样实地普查校核。核查实地普查的市政设
施基础数据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查数量
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但不得小于普查市政
设施总数的0.5%。
抽样普查结果应同前期普查结果进行比对，如果
个别普查区域出现差异大于10%的情况，应责令
整改，并在整改完成后，对该地区按之前2倍的
抽样数量进行第二次抽样普查，直至比对结果符
合要求为止，再汇总上传。
整个过程都在数据库平台Web端进行。



审核汇总

完成辖区
自查工作 审核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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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上传 结果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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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普查数据的真实有效，普查成果应进行县
（区）、市、省、国家级的核查检验。
各级普查工作组负责对本区域资料进行完整性审
核和抽样实地普查校核。核查实地普查的市政设
施基础数据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查数量
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但不得小于普查市政
设施总数的0.5%。
抽样普查结果应同前期普查结果进行比对，如果
个别普查区域出现差异大于10%的情况，应责令
整改，并在整改完成后，对该地区按之前2倍的
抽样数量进行第二次抽样普查，直至比对结果符
合要求为止，再汇总上传。
整个过程都在数据库平台Web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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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上传

各级审核要求
为确保普查数据的真实有效，普查成果应进行县
（区）、市、省、国家级的核查检验。
各级普查工作组负责对本区域资料进行完整性审
核和抽样实地普查校核。核查实地普查的市政设
施基础数据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查数量
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但不得小于普查市政
设施总数的0.5%。
抽样普查结果应同前期普查结果进行比对，如果
个别普查区域出现差异大于10%的情况，应责令
整改，并在整改完成后，对该地区按之前2倍的
抽样数量进行第二次抽样普查，直至比对结果符
合要求为止，再汇总上传。
整个过程都在数据库平台Web端进行。



谢谢您的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