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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cess of land change investigation, and based on practical work experience, summarizes some key 
points for identifying land types in land change investigation, it also summarizes some change procedures in daily and quarterly 
changes. Although there are national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nd plans for land change investigation, in practical work, there are 
always	situations	where	land	types	are	difficult	to	identify	and	the	on-site	and	rules	do	not	match,	this	has	brought	a	lot	of	trouble	to	
investigators. With the above experience, land survey personnel can achieve evidence-based changes in daily and annual changes, 
greatly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land change survey data, and also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land chang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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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国土变更调查技术要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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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梳理了国土变更调查的流程，并且根据实际工作经验，总结了一些国土变更调查地类认定要点，还归纳了日常变更、
季度变更中的一些变更规则。尽管国土变更调查有国家的技术要点和方案，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总是出现地类难以认定，
实地和规则不符的情况发生，为调查人员带来了很多困扰。有了以上经验，国土调查人员在日常变更和年度变更中，就可
以做到有迹可循，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土变更调查数据的正确性，而且可以提高国土变更数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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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土变更调查活动除了国家土地调查活动之外，每年

都要开展进行，尽管国土变更调查有国家制定的规程，但是

在实际开展活动中，仍然出现了一些技术问题，这些技术问

题一直困扰着从事国土变更的人员，论文根据本人的实际工

作经验，对国土变更调查存在的一些技术问题展开了讨论，

对一些规则进行了整理，旨在为从事国土变更调查的人员提

供一些理论上的参考 [1]。

2 国土变更调查技术流程

尽管全国各地国土变更部门开展国土变更调查的方式

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实地情况进行调整，一般国土变更调查都

会遵循如图 1 所示的流程，全国各地再根据自己的实地情况

进行调整 [2]。

3 国土变更单调查地类认定问题汇总

①地类调查为采矿用地的图斑，如图斑内有推土区，

应删除相应推土区。推土区应与周边适应，不宜出现整块图

斑其中一小块单独图层情况。

②推土区内非耕图斑，举证照片显示已复绿，按照相

应林地、草地认定，去除推土区 [3]。

③核查错误图斑为超大关联图斑，包含多个监测图斑

时，核查组反馈意见时标记监测编号 [4]。因为核查人员在核

查时，如果一个错误图斑跨越了多个图斑，核查组为了国

土变更调查人员方便调查，应该标注每个监测图斑代表什么

地类。

④影像纹理显示为在建公路用地，举证照片显示未明

显铺装，且不能判定路堤、路堑范围的，整体放入推土区；

举证照片能够判定路堤、路堑范围的，则参考举证照片和国

家上半年地类变化监测影像，构绘出准确边界调查为公路用

地，其他影像上未有明显边界部分继续按推土区处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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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为在建道路，无法确定路堤、路堑范围，

像这种道路，就应该以推土区认定。如图 3 所示，公路已经

建成，可以判断路面范围，则需要确定为公路用地，还要在

单独图层表示路面范围 [6]。

图 1 国土变更调查流程图

图 2 在建公路照片

图 3 建成公路照片

⑤数据库地类为天然草地、其他草地、沙地、盐碱地、

裸岩石砾地等，举证照片显示为拆除未尽的建筑物，处理方

式为变更地类为相应建设用地，同时增加拆除未尽区 [7]。

⑥耕地周边，不明用途的硬化地表，可按照设施农用

地（打谷场）调查。位于山区，隔壁区中的不明用途的硬化

地表可按照特殊用地调查 [8]。

⑦举证照片显示为种植葡萄，地类调查为其他园地，

不区分挂果或者不挂果。

4 季度县级调查成果自治区审核规则讨论

根据前期季度县级调查成果审核情况，对于部分现状

已发生变化的图斑，但因行政管理原因，需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方可审核通过。目前结合工作实际情况，对于此类需补

充相关证明材料的图斑，现阶段正在建设的设施农用地、新

增人工牧草以及新增临时用地需通过材料确定地类。

4.1 农村道路、公路及城镇村道路用地的认定

4.1.1 农村道路
在农村范围内，宽度≤ 8.0m，用于村间、田间交通运输，

并在国家公路网络体系之外，以服务于农村农业生产为主要

用途的道路（含机耕道）。根据国家变更相关要求，补充诠

释：对于山区、戈壁临时碾压的痕迹，按照未变化认定；具

有明显通达意义的村至村道路或牧民点之间的连通道路，宽

度≤ 8.0m 的，认定为农村道路；通往矿区的多条道路，对

已铺装材料或宽度＞ 8.0m 的用于矿业运输的主干路，按照

公路用地认定，其他未铺装材料的道路，按照农村道路认定。

对临时碾压的，按照未变化认定；对条田内部不具备通达性，

且无法与已有道路贯通的，归并至条田，不纳入变更；完整

建设用地的宗地内部，属于内部道路的，按照建设用地整体

认定，不单独采集。

4.1.2 公路用地
指用于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的用地。包括征地范

围内的路堤、路堑、道沟、桥梁、汽车停靠站、林木及直接

为其服务的附属用地。根据国家变更相关要求，补充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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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矿区，主要用于矿业运输的道路，按照公路认定，可参

照论文第一条；光伏阵列周边及内部，不论是否铺装材料的

道路，均按照公路认定，同理临时碾压除外。

4.1.3 城镇村道路
包括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专用人行道和

非机动车道，及其交叉口等。根据变更调查要求，补充诠释

如下：公路用地穿过或位于城市（201）或建制镇（202）范

围时，应断开按照城镇村道路调查，并标注相应城镇村属性。

当穿过或位于村庄（203）范围时，应保持公路连通性，继

续按照公路用地认定；农村道路穿过或位于城市（201）、

建制镇（202）、村庄（203）范围时，应断开按照城镇村道

路调查，并标注相应城镇村属性。

4.2 农用地按未利用地调查的认定
农用地指耕、园、林、草、坑塘、农村道路、渠、水

库水面等。对于数据库为耕地或标注工程恢复的农用地，举

证照片现状为内陆滩涂、河流水面情况的，在日常监测地类

按照内陆滩涂、河流水面认定，照片显示其他草地、裸地，

在日常监测地类按照耕地未耕种认定，照片显示沙地、盐碱

地、裸岩石砾地不变更，日常审核时标注“耕变沙地”“耕

变盐碱地”“耕变裸岩石砾地”，年度变更时县市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出具情况说明。

对于数据库中林地，举证照片现状为其他草地的，在

日常监测地类按照其他草地等未利用地认定，并将审核结果

移交林草专班，在 10 月底前纳入 2023 年林草湿调查监测成

果中；对于数据库中非林非耕农用地，实地举证照片显示裸

地、沙地、盐碱地、裸岩石砾地不变更，日常审核时标注“农

变未裸地”“农变未沙地”“农变未盐碱地”“农变未裸岩

石砾地”，在 9 月底时由国土部门提取出来进行分析。

设施农用地参考建设用地拆除，如正在拆除或拆除后

未平整或建筑垃圾未清运等拆除未尽状态的，放入拆除未尽

图层，地类保持设施农用地；如拆除完毕并已清理平整，变

更为其他草地、沙地、盐碱地、裸岩石砾地等未利用地，不

放入拆除未尽图层。

国土变更人员在一季度数据库建库时，应将 DLTB 层

中农用地变更为未利用图斑按照上述原则修改，并梳理新增

推土区中基础库为农用地的图斑，按照上述原则修改，删除

对应的推堆土层，并将删除的推土区进行汇总，移交土地部

门分析。土地部门在二季度审核时，未审核的图斑参照上述

原则审核，已审核通过图斑中，将变更前农用地图斑变更后

推土区图斑，按照上述原则重新进行审核。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区耕作范围内，不适宜新增天然

牧草地。

4.3 建设用地调查的认定
总体原则：实事求是、按照实地现状认定地类。

①对于数据库原地类为建设用地的图斑，现状为拆除

未尽状态的，应按照拆除未尽区调查；现状为建设用地已完

全拆除，且未形成新的用途的，按照现状地表进行调查，如

其他草地、裸土地等。

②山区、牧区范围内，实地建设用地已拆除的，结合

相邻图斑综合考虑认定调查地类。

③完整建设用地宗地内部，不论拆除、翻建、绿化或

清理等，均按照建设用地整宗地认定。

④山区牧民居住点或转场场所（冬窝子），对于明显

有养殖圈舍的，可将临时居所与圈舍整体认定为设施农用

地；对于无养殖圈舍的，按照宅基地调查。

⑤矿区内采掘点、采矿设施、堆料场等生产用地，按

照采矿用地调查；矿区内的厂房、办公点须根据实际利用现

状认定为相应建设用地（工业用地、交通服务场站用地、商

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物流仓储用地）。

5 结语

以上经验可以为国土变更调查提供参考，具体的操作

还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开展，国土变更调查人员也可以时

刻总结变更调查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并将其整理成技术文档

供国土变更调查培训使用，国土变更调查就是在日常变更的

积累下不断提高准确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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