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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发布
«水运工程测量费用计算规则»及其配套定额的公告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号

　 　 现发布«水运工程测量费用计算规则»及其配套定额(以下统称«定额»)ꎮ «定额»为水运工程建设推荐性行业标准ꎬ具体包括:«水
运工程测量费用计算规则»(ＪＴＳ / Ｔ １１６—４—２０２４)、«水运工程测量定额»(ＪＴＳ / Ｔ ２７３—２０２４)、«水运工程测量船舶仪器艘(台)班费用

定额»(ＪＴＳ / Ｔ ２７３—１—２０２４)ꎬ自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水运工程测量概算预算编制规定»(ＪＴＳ １１６—４—２０１４)、«水运工程测量定

额»(ＪＴＳ ２７３—２０１４)同步废止ꎮ
«定额»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ꎮ 实施过程中具体使用问题ꎬ由标准主编单位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答复ꎮ

«定额»文本可在交通运输部政府网站水路运输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水运工程行业标准”专栏(ｍｗｔｉｓ. ｍｏｔ. ｇｏｖ. ｃｎ / ｓｙｐｏｒｔａｌ / ｓｙｂｚ)查
询和下载ꎮ

特此公告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修 订 说 明

本定额是根据 ２０２０ 年度水运工程标准编制计划要求ꎬ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组织有关单位对«水运工程测量定额»(ＪＴＳ ２７３—２０１４)
进行全面修订编制而成的ꎮ

«水运工程测量定额»(ＪＴＳ ２７３—２０１４)自发布实施以来ꎬ对提高水运工程测量概算预算的编制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近年来ꎬ水运

工程测量技术不断发展进步ꎬ先进仪器设备逐步推广应用ꎬ为更好地适应当前水运工程测量费用预算编制的需要ꎬ在«水运工程测量定

额»(ＪＴＳ ２７３—２０１４)的基础上ꎬ系统总结了我国水运工程测量计价经验ꎬ根据«水运工程测量规范»(ＪＴＳ １３１—２０１２)和«水运工程水文

观测规范»(ＪＴＳ １３２—２０１５)等有关标准ꎬ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ꎬ制定本定额ꎮ
本定额共分为 ６ 章ꎬ主要内容包括控制测量、地形测量、水深及断面测量、扫海(床)测量、变形测量、水文观测ꎮ 本次修订主要内容

如下:
１. 各章节测量工作难度级别由原Ⅰ ~Ⅴ五个级别调整为简单、中等、复杂三个级别ꎬ采用赋分制确定测量工作难度级别ꎮ
２. 各章节定额的工作内容仅包括测量外业工作内容ꎬ内业工作内容全部在技术工作费中综合考虑ꎮ
３. 新增部分定额项目ꎬ主要包括:断面测量ꎬ硬式扫海(床)测量ꎬ磁力仪扫海(床)测量ꎬ潮位仪水位观测ꎬ波浪观测ꎬ垂线流速流向

观测(坐底锚系观测)ꎬ垂线流速流向观测(径流观测)ꎬ走航流速流向观测ꎬ泥沙测验和底质探测ꎬ水温和盐度观测ꎮ
４. 取消部分定额项目ꎬ主要包括:电磁波观测ꎬ测深杆(锤)水深测量ꎬ拖底扫海(床)测量ꎬ定深扫海(床)测量ꎬ吹填区域施工测量ꎬ

江心比降观测ꎬ泥沙分析ꎬ航道整治工程施工放样观测ꎬ港口工程施工放样观测ꎬ吹填区域施工测量ꎬ水上定位ꎬ开工准备、收工结束ꎮ
５. 取消“附录 Ａ　 水深测量难度类别参考表”ꎮ
本定额主编单位为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ꎬ参编单位为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航务事业发展中心、交通运输部

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事测绘中心、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

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长江航道勘察设计院(武汉)有限公司、天津水运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达华测绘科技有限公司ꎮ 本

定额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１



总说明:张宝华　 焦从松

第一章　 控制测量:王　 岩　 贾　 楠　 刘　 东　 刘安成

第二章　 地形测量:张宝华　 贾　 楠　 贾登科

第三章　 水深及断面测量:王　 岩　 张　 笑　 熊荣军　 吴卫平

第四章　 扫海(床)测量:张宝华　 张　 笑　 潘才官　 田丽杰

第五章　 变形测量:张　 笑　 宋　 莹　 曹　 源

第六章　 水文观测:张　 笑　 贾　 楠　 范东华　 孙克强

本定额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通过部审ꎬ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发布ꎬ自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本定额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ꎮ 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意见ꎬ请及时函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地址: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１１ 号ꎬ交通运输部水运局技术管理处ꎬ邮政编码:１００７３６)和本定额管理组(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港二号路 ２６１８ 号ꎬ交
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ꎬ邮政编码:３００４５６ꎬ电话:０２２￣５９８１２６７６)ꎬ以便再修订时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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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发布
«水运工程测量定额»( ＪＴＳ ２７３—２０１４)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４１ 号

　 　 现发布«水运工程测量定额»(以下简称«定额»)ꎮ 本«定额»为强制性行业标准ꎬ编号为 ＪＴＳ ２７３—２０１４ꎬ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

行ꎮ «航道测量工程定额»(基技字〔１９９５〕１６ 号)同时废止ꎮ
本«定额»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组织交通部疏浚工程定额站等单位编制完成ꎬ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ꎬ由人民交通出

版社出版发行ꎮ
特此公告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９ 日





«水运工程测量定额»( ＪＴＳ ２７３—２０１４)修订说明

为进一步贯彻对定额实行动态管理的要求ꎬ加强水运工程测量造价管理ꎬ合理确定水运工程测量造价ꎬ规范水运工程测量收费标

准ꎬ准确编制水运工程测量的概算预算ꎬ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组织交通部疏浚工程定额站等单位对«航道测量工程定额»(基技字〔１９９５〕
１６ 号)(以下简称“９５ 定额”)进行了修订ꎮ

本定额是在“９５ 定额”第一篇“航道测量工程预算定额”、第二篇“航道测量工程船舶艘班费用定额”和第三篇“航道测量工程仪器

台班费用定额”的基础上ꎬ按照国家工程建设造价管理有关规定ꎬ通过深入调研和专题研究ꎬ经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讨论ꎬ充分吸纳水运

工程测量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ꎬ并与«水运工程测量规范»(ＪＴＳ １３１)相协调编制而成ꎮ
本定额由第一篇“水运工程测量预算定额”和第二篇“水运工程测量船舶仪器艘(台)班费用定额”组成ꎬ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第一篇　 水运工程测量预算定额

共分 ７ 章和 １ 个附录ꎬ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总说明:张建华

第一章　 控制测量:郑　 坤　 夏锦昌　 阎　 波

第二章　 地形测量:夏锦昌　 王　 勇　 毛建国

第三章　 水深测量:夏锦昌　 贺武鸣　 阎　 波

第四章　 扫海(床)测量:王　 勇　 潘才官

第五章　 水文测验:夏锦昌　 袁世中

第六章　 专项测量:张建华　 潘才官

第七章　 开工准备、收工结束:夏锦昌

附录 Ａ　 水深测量难度类别参考表:潘才官　 陈伟菊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１. 在定额正表中增加内业定额和基价ꎬ同时取消文字说明中的内业计算内容ꎮ
２. 在控制测量和地形测量中补充跨水面测量时需增加的艘班数定额ꎮ
３. 在地形测量和水深测量中考虑了小面积测量的特点ꎬ对不同测图比例的定额水平进行了适当调整ꎮ
４. 取消极坐标定位仪扫海(床)测量定额ꎮ
５. 补充多波束扫海(床)测量定额ꎮ
６. 新增专项测量ꎬ内容包括航道整治工程施工放样、港口工程施工放样、吹填区域施工测量、水上定位、沉降观测、水平位移观测等

定额ꎮ
７. 在“水深测量难度类别参考表”中补充部分地区的难度类别ꎮ
第二篇　 水运工程测量船舶仪器艘(台)班费用定额

共分两部分ꎬ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总说明:张建华　 潘才官

１. 船舶艘班费用定额:郑　 坤　 阎　 波　 毛建国　 陈伟菊

２. 仪器台班费用定额:夏锦昌　 王　 勇　 贺武鸣　 袁世中

本次修订将“９５ 定额”中的第二篇“航道测量工程船舶艘班费用定额”和第三篇“航道测量工程仪器台班费用定额”进行了合并ꎬ并
对定额中的船型、仪器设备等进行了调整ꎬ具体如下:

一、新增船型:
１. ６０ｋＷ 和 １３５ｋＷ 测量船ꎻ
２. ５１ 床位 ~６０ 床位住宿船ꎻ
３. ６０ｋＷ 和 １５０ｋＷ 拖轮ꎻ
４. ３０ｋＷ、５５ｋＷ、８０ｋＷ 和 １５０ｋＷ 交通艇ꎮ
二、测量仪器:
１. 取消仪器:极坐标系统、双曲线、微波定位仪和 ＤＥ 差分仪器ꎮ
２. 新增仪器:定位系统 ＲＴＫ￣ＧＰＳ、ＤＧＰＳ、ＧＰＳꎻ多波束侧扫声纳、静电探测仪、浅层剖面仪、海流计、波浪传感器、水位计、水位传感器、

水位遥报系统、水位示波器、声速仪、风速风向仪、水文分析仪及内业仪器等ꎮ
三、对船舶和仪器的折旧费、修理费、材料费等进行了调整ꎮ

２



四、取消原船舶艘班费定额中的其他费ꎮ
五、取消原仪器台班费定额中的其他费ꎬ并补充保养费ꎮ
六、船员人工费基价调整为 １４４ 元 /工日ꎮ
七、燃料费基价调整为 ４０００ 元 /吨ꎮ
本定额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通过部审ꎬ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９ 日发布ꎬ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ꎮ
本定额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ꎮ 请各有关单位在使用本定额过程中ꎬ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及时函告交通运输部水运

局(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１１ 号ꎬ交通运输部水运局技术管理处ꎬ邮政编码:１００７３６)和本定额管理组(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盛泽路 ８
号 １９ 楼 Ｄ 座ꎬ交通部疏浚工程定额站ꎬ邮政编码:２００００２)ꎬ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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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说　 明

一、本定额包括控制测量、地形测量、水深及断面测量、扫海(床)测量、变形测量、水文观测共六章ꎬ适用于我国沿海和内河区域水运

工程测量费用的计算ꎮ
二、本定额是以人工、材料和船舶仪器艘(台)班消耗量表示的消耗量定额ꎬ是计算定额直接费的依据ꎬ应与«水运工程测量费用计

算规则»(ＪＴＳ / Ｔ １１６—４—２０２４)和«水运工程测量船舶仪器艘(台)班费用定额»(ＪＴＳ / Ｔ ２７３—１—２０２４)配套使用ꎮ
三、本定额按以下原则制定ꎮ
１. 本定额根据«水运工程测量规范»(ＪＴＳ １３１—２０１２)等有关技术标准ꎬ按正常的测量作业条件、常规的测量技术和合理的测量组织

安排等要素选型制定ꎮ
２. 本定额人工和测量船舶仪器消耗按 ８ 小时工作制制定ꎬ并考虑了正常的气象和水文等自然条件的影响ꎬ以及工序衔接、配合和其

他必要的作业时间消耗ꎮ
３. 本定额中材料消耗ꎬ包括测量工作直接使用的材料以及操作消耗ꎮ
四、定额的使用应符合以下规定ꎮ
１. 定额使用时ꎬ定额的人工、材料消耗以及船舶仪器配备和消耗ꎬ除另有规定外ꎬ一般情况下不应调整ꎮ
２. 定额中的“工作内容”以主要内容列示ꎬ次要内容虽未列出ꎬ但已包括在工作内容中ꎬ除定额另有说明外ꎬ一般情况下不应增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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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控 制 测 量





说　 　 明

一、本章定额主要包括控制点选点造埋、导线测量、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平面控制测量和水准测量定额ꎬ共 ３０ 项ꎮ
二、难度级别划分ꎮ
本章定额作业难易程度由地形、通视、通行、地物四类因素综合确定ꎬ划分为简单、中等、复杂三级ꎮ 各影响因素作业难度级别对应

分值按表 １ 确定ꎬ并根据分值之和按表 ２ 进行难度级别判定ꎮ

表 １　 控制测量影响因素赋分表

影响因素
分值 ｎ

１ ２ ３

地形 　 起伏小ꎬ或比高≤２０ｍ 的平原 　 起伏大但有规律ꎬ或 ２０ｍ <比高≤８０ｍ 的丘陵地 　 起伏变化很大ꎬ或比高 > ８０ｍ 的山地

通视 　 良好ꎬ隐蔽地区面积占比≤２０％ 　 一般ꎬ２０％ <隐蔽地区面积占比≤４０％ 　 困难ꎬ隐蔽地区面积占比 > ４０％

通行 　 较好ꎬ植物低矮ꎬ比高较小的梯田地区
　 一般ꎬ植物较高ꎬ比高较大的梯田ꎬ容易通过的沼

泽或稻田地区

　 困难ꎬ密集的树林或荆棘灌木丛林、竹林ꎬ难以通

行的水网、稻田、沼泽、沙漠地ꎬ岭谷险峻、地形切割

剧烈、攀登艰难的地区

地物 　 稀少ꎬ接收信号的条件良好 　 较少ꎬ不影响接收信号的角度ꎬ满足接收信号的条件 　 较多ꎬ影响接收信号

　 　 注:比高是指由所在地地面高度起算的地貌、地物的高差ꎮ

表 ２　 控制测量难度级别判定表

难度级别 简单 中等 复杂

分值 ∑ｎ≤５ ５ <∑ｎ≤９ ∑ｎ > ９

三、定额使用应符合以下规定ꎮ
１. 跨水面测量需要使用测量船舶时ꎬ按测量方案增加测量船舶使用艘班费ꎮ
２. 控制点选点造埋定额按照新设控制点制定ꎬ利用已有控制点时ꎬ按定额正表消耗量乘以 ０. ３ 计算ꎮ
四、工程量计算说明ꎮ
１. 控制点选点造埋、导线测量和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平面控制测量工程量ꎬ按设计控制网以点数计算ꎮ
２. 水准测量工程量按设计测段以路线长度计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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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控制点选点造埋

工作内容:现场踏勘ꎬ选点ꎬ造标ꎬ埋石ꎮ １ 点

序号
定额编号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２ １００３

项目 单位 代码 Ｄ 级 Ｅ 级 图根

１ 人工 工日 ２３９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５. ６５ ５. ００ １. ７０

２ 造埋材料 座 ２２９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１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３ 其他设备、材料 元 ２３９２３３００１００１ ２０.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０. ００

４ 基价 元 — ８３３. ６０ ７４０. ００ ２６４. ８０

　 　 备注:本定额正表中带括号的材料ꎬ其括号表示该项材料在定额项目中只计量不计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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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导线测量　 一级

工作内容:导线测量ꎬ外业资料整理ꎮ １ 点

序号
定额编号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６

项目 单位 代码 简单 中等 复杂

１ 人工 工日 ２３９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４. ２７ ５. ２６ ６. ５０

２ 全站仪 台班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２００１ １. ０６９ １. ３１６ １. ６２６

３ 其他设备、材料 元 ２３９２３３００１００１ ２１. ６０ ２６. ５９ ３２. ８５

４ 基价 元 — ８５２. ４８ １０４９. ９４ １２９７.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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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导线测量　 二级

工作内容:导线测量ꎬ外业资料整理ꎮ １ 点

序号
定额编号 １００７ １００８ １００９

项目 单位 代码 简单 中等 复杂

１ 人工 工日 ２３９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３. ４１ ４. ２０ ５. １９

２ 全站仪 台班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２００１ ０. ８５４ １. ０５１ １. ２９９

３ 其他设备、材料 元 ２３９２３３００１００１ １７. ２６ ２１. ２４ ２６. ２５

４ 基价 元 — ６８０. ８６ ８３８. ４１ １０３６. ０９

８



四、导线测量　 图根

工作内容:导线测量ꎬ外业资料整理ꎮ １ 点

序号
定额编号 １０１０ １０１１ １０１２

项目 单位 代码 简单 中等 复杂

１ 人工 工日 ２３９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２. ４６ ３. ０３ ３. ７５

２ 全站仪 台班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２００１ ０. ６１７ ０. ７５９ ０. ９３８

３ 其他设备、材料 元 ２３９２３３００１００１ １２. ４７ １５. ３４ １８. ９５

４ 基价 元 — ４９１. ３８ ６０５. ０２ ７４８.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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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平面控制测量　 Ｄ级

工作内容:ＧＮＳＳ 平面控制测量ꎬ外业资料整理ꎮ １ 点

序号
定额编号 １０１３ １０１４ １０１５

项目 单位 代码 简单 中等 复杂

１ 人工 工日 ２３９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４. ９６ ５. ６３ ７. ２４

２ 定位设备 ＧＮＳＳ￣ＲＴＫ 台班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１００１ ３. ３０２ ３. ７５０ ４. ８２３

３ 其他设备、材料 元 ２３９２３３００１００１ ３４. ９４ ３９. ６８ ５１. ０３

４ 基价 元 — １０９８. ５３ １２４７. １５ １６０３.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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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平面控制测量　 Ｅ 级

工作内容:ＧＮＳＳ 平面控制测量ꎬ外业资料整理ꎮ １ 点

序号
定额编号 １０１６ １０１７ １０１８

项目 单位 单价 简单 中等 复杂

１ 人工 工日 ２３９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４. ４０ ５. ００ ６. ４４

２ 定位设备 ＧＮＳＳ￣ＲＴＫ 台班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１００１ ２. ６４２ ３. ０００ ３. ８６２

３ 其他设备、材料 元 ２３９２３３００１００１ ２７. ９５ ３１. ７４ ４０. ８６

４ 基价 元 — ９４１. ０７ １０６９. １４ １３７６.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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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平面控制测量　 图根

工作内容:ＧＮＳＳ 平面控制测量ꎬ外业资料整理ꎮ １ 点

序号
定额编号 １０１９ １０２０ １０２１

项目 单位 单价 简单 中等 复杂

１ 人工 工日 ２３９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２. １１ ２. ５９ ３. ２０

２ 定位设备 ＧＮＳＳ￣ＲＴＫ 台班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１００１ １. ９１６ ２. ３５４ ２. ９０８

３ 其他设备、材料 元 ２３９２３３００１００１ ２０. ２７ ２４. ９１ ３０. ７７

４ 基价 元 — ５２６. ８２ ６４６. ９２ ７９９.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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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水准测量　 三等

工作内容:水准测量ꎬ外业资料整理ꎮ １ｋｍ

序号
定额编号 １０２２ １０２３ １０２４

项目 单位 代码 简单 中等 复杂

１ 人工 工日 ２３９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１. ２７ １. ４５ １. ８７

２ 水准仪 台班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３００１ ０. ３１７ ０. ３６２ ０. ４６６

３ 其他设备、材料 元 ２３９２３３００１００１ ３. ６０ ４. １１ ５. ２９

４ 基价 元 — ２０４. ４８ ２３３. ４６ ３０１.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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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准测量　 四等

工作内容:水准测量ꎬ外业资料整理ꎮ １ｋｍ

序号
定额编号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６ １０２７

项目 单位 代码 简单 中等 复杂

１ 人工 工日 ２３９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 ６４ ０. ７３ ０. ９４

２ 水准仪 台班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３００１ ０. １５９ ０. １８１ ０. ２３４

３ 其他设备、材料 元 ２３９２３３００１００１ １. ８１ ２. ０６ ２. ６６

４ 基价 元 — １０３. ００ １１７. ４６ １５１.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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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水准测量　 图根

工作内容:水准测量ꎬ外业资料整理ꎮ １ｋｍ

序号
定额编号 １０２８ １０２９ １０３０

项目 单位 代码 简单 中等 复杂

１ 人工 工日 ２３９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 ３２ ０. ３６ ０. ４７

２ 水准仪 台班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３００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９０ ０. １１７

３ 其他设备、材料 元 ２３９２３３００１００１ ０. ９２ １. ０２ １. ３３

４ 基价 元 — ５１. ６０ ５７. ９７ ７５. ６５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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