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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调查是对某个区域的土地利用状况、 土地数量和

分布等进行的一项分析和测评工作，是获取土地资源信息

的重要途径。目前，中国的土地调查已完成两次，2018年

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已开始实施。 通过开展第三次

全国土地调查，能够掌握现阶段土地资源的一手信息例如土

地利用状况的相关数据，加强国土资源的数字信息化管理，

提高国土资源管理化水平，满足经济及社会的发展需求 [1]。

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土地现状

调查。 该任务是根据规定的土地调查技术标准，按照规定

的比例尺寸，对辖区内的每一块的土地面积、范围等进行

调查。

根据相关部门的土地所有权的发证成果以及其他方面

补查的数据，对当前集体土地所有权以及国有建设用地范

围外的使用情况了解清楚。

2.3 专项用地调查与评价

根据土地调查结果和国土资源方面的管理信息， 结合

土地精细化管理和用地评价的需求，对耕地细化以及已批

而未使用的土地进行深入调查 [2]。

根据规定的数据库标准，创建与土地调查相关的数据

库，以便能够达到城镇与农村土地使用情况、农田和其他

土地调查的全面管理。

土地调查结果完成以后， 应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对数

Abstract

Keywords

浅析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新技术应用
李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测绘院，中国·新疆昌吉

摘 要

土地调查的目的是确定当前土地的应用状况和使用比例，为今后土地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进而提高国家土地资源管
理的水平。目前，中国的土地调查已完成两次，2018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已开始实施。结合前两次的土地调查，
可以推出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量庞大，数据较多，成果要求较高。因此，引进先进的土地调查技术十分必要。论文结
合作者的工作经验，在介绍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工作要点及总体流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土地调查技术的特点，最后介
绍了3S一体化技术在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技术中的应用。

关键词

第三次；土地调查；3S一体化

【作者简介】李泊（1982-），男，中国河南开封人，本

科，工程师，从事摄影测量遥感、工程测量研究。



164

测绘与地质·第 04卷·第 1期·2022 年 01月

据进行更新，将更新的结果设置到规定的时间点，形成调查

成果 [3]。

按照土地调查的相关要求，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大致

的工作程序是借助于规定的大地坐标系，收集分辨率较高的

数据，创建影像图，并将其与变更调查成果对比，获得和影

像特征不相符的“不一致图斑”。借助于全国第三次土地调

查的新技术，进行“不一致图斑”等地块的相关调查，获取

当前耕地、草地以及村庄等地的使用情况。同时将地籍调查

和不动产登记的成果相结合，获取村庄内的住宅、商铺等土

地的使用情况，进而将城镇用地的使用情况做成调查成果。

根据上述的调查成果，开展耕地细化和农用地分等定级等工

作，调查完以后做出相应的专题系列成果。具体的流程如

图 1所示。

为保证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及准确性，全国第三次土地

调查技术将严格按照“省级检查、国家核查”制度实施，建

立以省为单元的调查结果评价区间，加强省级国土资源管理

的主动性。并且为避免前两次全国土地调查过程中工作量大

以及效率低等问题再次发生，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技术将借

助于新技术对“不一致图斑”的准确调查和举证，得到的结

果将传递到调查云平台上，帮助国家和省级的相关部门重新

勘查现场，确保调查无误。

前两次全国土地调查的开展所需的信息资源贫乏，所

依据的基础资料较少。为此，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地理国情、

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调查出的数据经

整理存入数据库，且每年都及时更新所调查出的数据，为全

国第三次土地调查提供参考依据。根据调查前所制定的方

案，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将充分采用往年的调查成果和影像

资料，并与变更调查结果进行系统对比，将“不一致图斑”

交给地方调查 [4]。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规定了新兴产业的用地类型，

并统筹了相关业务部门的管理需要。同时，全国第三次土地

调查将根据经营特点和细化的调查方式对城镇、农村用地采

取逐级融合的方式完成调查的相关任务。此外，通过全国第

三次土地调查系列专题评价，不仅使调查成果更加丰厚，还

能够促使耕地得到保护、闲置用地得到管理等作用。

技术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遥感技术逐渐引起人们

的重视。3S技术属于遥感技术中的一种，能够对多种空间

信息进行快速和准确地获取与更新。3S技术包括全球定位

系统（ ，简称 GPS）、地理信息系

统（ ，简称 GIS）和遥感技术

系统（ ，简称 RS）。GPS系统诞生 20世纪

70年代，是一种相对成熟的技术，具有准确度高、智能化、

效率快等特点，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中，例如勘察、工程测

量。GIS技术大部分应用在空间数据的处理和整合中，RS

技术主要应用在远距离的，非面对面接触的资料收集等方

面，如航空拍摄。

影像表现

结合前两次全国土地调查情况报告，可以得出一些偏

远地区存在土地利用率较低和影像获取困难等问题，故在这

些地区可以把时间最近的影像作为参考的依据。航天遥感影

像设置涵盖两种情况：第一是全色或者完全光谱的影像；第

二种是彩虹或真彩色的影像。通过前两次的土地调查，可以

知道黑白影像需与完整光谱数据相符，精准度的要求应按照

DOM设置，因为 DOM的纹理从清晰度、色彩和反差对比

度上要比其他精确度标准合适。如果采用彩色影像，那应使

本色得到还原，光谱表现更加丰富。

底图制作

在底图制作中，首先应考虑底图制作中所需的因素。

底图制作时应结合DOM分幅条件和图廓、行政境界等要素，

以方便分区进行调查。根据上述要素，可创建地区的工程管

控规则，区分地区的行政管控界限。其次，底图制作过程中

应考虑到参数的处理。类型、时相清晰度是根据遥感参数发

生变化的，不同的遥感参数在这两个参数方面是存在差异

的。影像处理系统完成参数的设置后，可以纠偏产生的影像，

进而满足图形融合和数据分类的要求，还能够将处理后的图

像进行保存。另外，为了确保对调查地区的数据综合运用，

提高利用率，可将合适波段的全光谱影像与真彩图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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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获得光谱信息种类较多的清晰整合影像。同时，为了确

保影像能够按照科学、准确原则进行处理，在基于遥感影像

参数的基础上，获取其成像流程，进而分析出该过程中的不

确定因素。再者，在了解影像处理需求的基础上，采用特殊

的软件对影像进行修整，用白色补充影像中空白的地方，如

果影像中遇到两种清晰度的问题，则该影像应以高清晰度的

标准进行设置 [5]。

3S在全国第三次的土地调查中主要涉及如下的几个方

面：

第一，根据土地调查相关部门确定调查的目标及外业

调查方向，要及时分析内业中存在的问题和审核结论，结合

相关的数据核查相应的需要，找出不确定的图像区域，并对

其进行测量。

第二，按照地理信息系统体系，把不确定图像区域、

土地利用以及相关参数进行融合，进而确保上述的参数可以

满足与影像矢栅一体的要求，且能够清楚地呈现出不确定图

像和需补充测量的区域。

第三，借助于定位体系和导航系统，对 PDA数据开展

相应的核查，取得补充测量的路线，及时跟踪核查的实时位

置，确保找到不确定图像位置。

第四，核实补充测量区域边界和范畴的准确性，采用

远距离看近距离判断的方法对其进行核查，基于补充测量区

域的形状和所处的区域，找出其相关性，在近距离处确定出

准确的区域。

第五是借助于当前的信息化技术，对测量和整合的图

像进行相应的操作，尤其是一些结合实际情况而获取的主要

数据例如通过外业调查土地类型、大小等，此后，通过采用

RS技术获得航拍的土地情况和相关数据，通过调整促使两

个数据匹配，且应动态地记录外业操作地相关路线，结合路

线回放的途径，展现外业操作时的具体情况和相应流程，为

图像的处理打下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是一项需要

从多方面入手、工作量庞大、时间较长、精准度要求较高的

工作。全国土地调查工作是环环相扣的，一旦全国土地调查

中的一项工作未能完成或是一项数据出现问题，后续的工作

不能正常展开，土地调查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因此，应重视

全国土地调查的系列工作，在开展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工作

前，应未雨绸缪、做好统筹，制订调查方案，检查设备的精

密度，切忌盲目调查；在调查过程中重视调查技术的运用。

目前，3S一体化技术的运用 3S一体化技术已成为全国第三

次土地调查技术中的一项重要技术，该技术的应用有助于降

低全国土地调查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和真实性， 为国家在制定土地政策时提供有效的依据，故

应对相关人员做好培训，加强该技术方面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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