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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自然资源部印发《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

总体方案》，提出构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总体目标。

自然资源调查分为基础调查和专项调查，自然资源监测根

据监测的尺度范围和服务对象，分为常规监测、专题监测

和应急监测。其中，基础调查属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由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安排，当前基础调查以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以下简称“国土三调”）为基础，集成耕地资源

调查、森林资源调查、草原资源调查、湿地资源调查、水

资源调查、海洋资源调查、地下资源调查、地表基质调查

等专项调查成果，从而形成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一张底图”。

地理国情监测是自然资源专题监测的重要组成，主要监测

地表覆盖变化，直观反映水草丰茂期地表各类自然资源的

变化情况，是国土三调工作分类的重要参考数据。

2 分类对应关系

根据《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内容与指标：CH/T9029—

2019》，地理国情监测内容包括 10 个一级类、60 个二级类、

146 个三级类，涉及地表形态、地表覆盖和重要地理国情要

素 3 个方面。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国

土三调工作包含 12 个一级类、55 个二级类，无三级类四。

文献 [4] 对地理国情监测和国土三调分类体系的对应关系进

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地梳理，通过进一步提炼可以得出，

两者分类体系对应关系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相同类别且分类相近。如地理国情监测中的种

植土地、铁路与道路、林草覆盖下的二级分类与国土三调

中的耕地、种植园用地、林地、草地、湿地、交通运输用

地下的二级分类，符合此层面 [1]。

第二，不同类别但部分分类相近。如地理国情监测中

的房屋建筑区、构筑物、水域、人工堆掘地、荒漠与裸露

地下的二级分类与国土三调中的住宅用地、工矿用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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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其他土地下的二级分类，符合此层面。

第三，地理国情监测独有类别。例如，地理国情监测

中的地理单元和地形信息。

3 采集方法比较

以中国新疆某县域的地理国情监测和国土三调数据成

果为分析样本，对范围内耕地、园地、林地、草地、交通等

重要的典型要素采集方法进行比较，分析两者采集方法的 

异同。

3.1 耕地
在耕地要素采集上，两者大体一致，但三调更为细致。

主要表现为：

第一，水田：采集方法及指标一致。

第二，水浇地：地理国情监测无此单独分类，国土

三调中水浇地一般采集的是温室大棚内需要长期浇灌的农 

作物。

第三，旱地：采集方法及指标一致；但两者在旱地上

的表达差异主要是国土三调中一般在旱地间会采集较多用

于农地田间管理收获的道路 [2]。

3.2 园地
在种植园用地要素采集上，两者采集方法及指标大体

一致，但各有侧重。地理国情监测侧重植被种类，对果园的

分类细化到乔灌果园、藤本果园、草本果园等 3 个三级类。

国土三调侧重土地利用，果园类下包括可调整果园，即指由

耕地改为果园但耕作层未被破坏的土地。

3.3 林地
在林地覆盖要素采集上，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为：

第一，乔木林地：采集方法及指标一致，地理国情监

测中乔木林地分类细化到阔叶林、针叶林、针阔混交林等 3

个三级类。

第二，疏林、人工幼林及苗圃：地理国情监测中的疏

林在国土三调中一般按照实地植被类型分为其他林地、草

地、耕地等；苗圃、人工幼林等对应国土三调中的其他林地 [3]。

3.4 草地
在草地覆盖要素采集上，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为：

第一，地理国情监测中天然草地按照植被覆盖密度分

为高、中、低覆盖草地；国土三调中草地按照作用分为天然

牧草地、沼泽草地、其他草地等类别。

第二，地理国情监测中绿化草地的分类一般表示城镇

或居住区域人工栽种的草本植物覆盖的地表；在国土三调

中，相似图斑一般按照所在区域综合到邻近地类中表示。

3.5 房屋建筑
在房屋建筑（区）采集上，总体来说，国土三调中房

屋建筑按照用途属性分类；地理国情监测按“所见即所得”

采集，如货运仓储用地、工厂等。两者差异具体表现为：

第一，房屋建筑类：地理国情监测中房屋建筑区按

照房屋建筑的集聚程度和规模分为房屋建筑区和独立房屋

建筑，在此基础上按照房屋层数再细分为多层以上或低矮 

建筑。

第二，建筑工地：地理国情监测中采集的建筑工地，

在国土三调中不单独采集，合并到综合地类中。

第三，地理国情监测中大型企事业单位的场院与建筑

物分开表示，国土三调中按照区域用途综合表示。

第四，采油设施：地理国情监测中不单独分类，国土

三调中按照工矿用地采集。

3.6 交通
在交通要素采集上，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为：

第一，道路：地理国情监测中道路图斑只分为有轨路

面（铁轨路）和无轨路面；国土三调中道路按照公路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和农村道路分别单独采集表示。

第二，农村道路：地理国情监测中乡村道路一般只表

示村与村、村与外部路网有连通作用的道路；国土三调中农

村道路的采集要求比较细致，一般村与公路或田地相连的道

路、农地田间管理收获的道路等均采集为农村道路 [4]。

第三，机场用地：地理国情监测中机场一般按照“所

见即所得”原则分别表示机场内建筑、停机坪和跑道以及绿

化植被等；在国土三调中，机场作为一个综合图斑表示。

4 结语

综上所述，国土三调主要侧重于土地权属调查；地理

国情主要侧重于土地覆盖状况的监测，地表覆盖不同于土地

利用，一般不注重土地的社会属性等。地理国情自然地物分

类体系末级较国土三调更加细致，更能直观地表现地表覆盖

层各类资源及人文要素的自然属性或分布情况；而国土三调

更加强调人类对土地的利用方式和目的意图的客观现状描

述。总体而言，地理国情监测与国土三调作为重要的国情国

力调查手段，其分类体系和数据成果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互

补性。从构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角度出发，分析两者属

性表达的对应关系，探究两者数据的融合应用，对于形成自

然资源管理的调查监测“一张底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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