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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快速城镇化特征具有显著的典型性，试点成果对国土

调查具有重要的示范参考价值，可为试点区国土空间管制、

土地整治规划及土地利用品质提升提供较为精准的基础数

据。土地调查作为一项国家法定制度，是土地科学管理的

重要基础。根据《土地调查条例实施办法》，土地调查分

为全国土地调查、土地变更调查及土地专项调查。土地调

查方法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革新。论文根据中国东莞市快

速城镇化土地利用现状、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及和土地管理体

制特征，探索可提高土地调查各环节成果质量和效率的技术

方法。通过土地调查新技术先验应用，进而提炼推广到全市

域和全面铺开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其他快速城镇化地区。

2 试点区域

2.1 概况
中国昌吉市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昌吉地

处中国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市产业密集带上，全市土

地总面积 8215km2，折合 1232.2 万亩，其中山区面积 501.6

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40.7％；平原面积 400.4 万亩，占

总土地面积的 32.5％，沙漠面积 330.2 万亩，占总土地面积

的 26.8％。昌吉市市区位于乌鲁木齐以西，东距乌市中心

35km，西距石河子市 118km，北距五家渠市 28km，312 国

道从市区穿过承担了部分城市道路的功能，乌奎高速公路、

北疆铁路从城市南缘经过，使得该市成为北疆各地通往乌

市的交通要塞。

《昌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 年—2030 年）》规划

期 限 为 2011—2030 年， 近 期 为 2011—2015 年， 中 期 为

2016—2020 年，远期为 2021—2030 年。规划层次包括市域、

规划区和中心城区 3 个空间层次。城市发展目标城市综合

发展目标：力争在全疆率先实现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

化、新型城镇化；率先在全疆实现农牧民人均收入超万元；

率先在全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2.2 数据 
论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涉及国家下发数据、地方航空影

像、地籍数据、地形图数据、多时相影像及土地利用数据、

规划类数据、国情普查数据等。数据的统一汇聚和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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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国土调查有序开展的重要环节。通过对数据现势性和

完整性分析，确定各类数据用于国土调查试点的基础价值和

配置方式。通过完整性校核，判断数据源的空间覆盖率，并

采用合理补充的方式尽量保证数据的全域覆盖 [1]。通过数据

的空间参考分析，统一数据投影参考和适用性格式。经过预

分析预处理后的数据，尽量统一为 SHP、GDB 格式，高程

基准采用“1985 国家高程基准”，地图投影采用“高斯一

克吕格投影”，各类数据保持可达到的最高精度，以保障后

续国土调查工作中新技术新方法的顺利实施。

3 技术方法

3.1 内外业一体化调查
一体化调查是国土调查工作不断探索的工作模式。为

进一步提高国土调查作业效率，试点工作采用移动设备开

展了内外业一体化模式的探索实践。该模式探索分为“内—

外—内”步骤，在内业勾绘和初步判定图斑边界及利用类型

的基础上，形成外业调查工作底图，用于外业调查核实，这

样即将大量外业工作转移到前期内业矢量化阶段，外业调查

可快速核查后即转换到内业修改完善。

3.2 城乡一体化调查 
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东莞市城乡差异逐渐缩小（特别

是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状况及权属变化迅速，国有土地

和集体土地互相交错。空间上城乡关系越来越紧密，城乡区

域的概念日渐模糊，农村土地之间的“流动”速度较快。在

国土调查过程中，人为地将客观上连续、统一的土地划分为

两个系统建模，不符合数据统一管理的理念。且传统的城乡

二元化管理方法上存在诸多缺陷，诸如采用了两套土地利用

分类标准给统一管理带来困惑，采用两套编号系统无法保证

编号的唯一性，城镇与农村的土地统计存在交叉重叠，土地

所有权调查的地位未得到明确，城镇和农村两套数据库缺乏

有效的衔接 [2]。这些弊端已难以适应试点地区社会经济快速

发展的需求，因此推行城乡一体化国土调查、建立城乡土地

统一管理体系是统筹治理试点地区以上遗留问题的关键。城

乡一体化调查方法见图 1。

城乡一体调查方法则在统一分类标准基础上，逐图对

比分析数据库和最新高分影像的地物特征，并结合多源数据

勾绘地类图斑边界。宗地、单位用地最大程度继承了原有地

籍成果最高精度。因此，城乡一体化调查方法既保证了不同

地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精度，也保证了城市和农村土地调查成

果精度的一致性；统一数据库建设。在制定统一坐标系统、

统一地类体系、统一编码规则、统一数据库组织结构和统一

建库标准的基础上，建成试点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国土调查数 

据库。

4 不一致图斑双向举证

原国土资源部将变更调查外业监管平台升级为国家举

证软件，以实现不一致图斑的精确定位和核实举证，探索

“互联网 +”核查方法在新一轮国土调查试点中的适用性和

推广价值。近年来，中国东莞市随着国土资源信息化的建设

和逐步完善，以省在线巡查系统基础上根据本地实际进一步

优化，通过移动端用于变更调查中不一致图斑的调查和举 

证 [3]。因此，此次国土调查试点工作，需充分审视国家举证

软件和本地巡查系统的工作机制，探索两者的衔接方法和适

应效果，为国家举证软件系统的改进优化提炼实证经验和方

向性建议。

5 遗留问题更新治理

建设用地细化问题是试点地区此次国土调查重要治理

图 1 城乡一体化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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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由于第二次国土调查之后的年度变更调查均未将城

市、建制镇和村庄中的建设用地细化区分，其建设用地内部

变化也未被更新。因此，此次三调试点中针对这一问题，提

出了基于信息共享驱动建设用地细化数据的更新方法，探索

解决城镇村建设用地内部变化难以被影像提取监测和实时

更新的困惑。

针对城镇村建设用地细化更新治理问题，给出了基于

部门业务数据共享机制的“发现—核查—复核—变更—汇

总”的更新治理模式。城镇村建设用地内部变化可由国土

管理日常业务数据（土地交易、土地审批、三旧改造等）、

国土日常巡查数据（需将以往重点监测范围扩展到城镇村内

部）和其他部门业务数据（规划建设项目报建、住建建筑竣

工验收、工商企业登记等）通过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形成数据

共享交互机制，检索发现城镇村建设用地内部的变化情况 [4]。

根据变化业务映射到相应的更新数据，按照更新规范提取并

制作变化图斑，补录相应属性等。经图形检查、属性检查等

质量检查通过后更新至土地利用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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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在线数据定制信息，并实现一站式数据服务功能。

最后，在此研究背景下，数字空间的研发实现了“数

据共享概念平台”“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两项技术内容，

并针对性地研究和规划了相关政策信息，为提供科学可靠的

空间信息产品、实现解决方案的系统管理、满足个人及用户

各级需求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

7 结语

综上所述，在地理国情动态监测信息数据收集的过程

中，要更注重目标化，确定技术实施的具体步骤，更新技术

内容，保证监测数据与实际规范的要求相符，为建筑建设土

地规划等提供有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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