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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第三次土地调查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土地调查项目，测

绘技术的不断更新，让这项工作也变得越来越便利，测绘

新技术的发展代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代表着国民生产

力的提升。

2�全国土地调查的主要内容

2.1�对土地利用现状和权属进行全面调查

在进行农村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城镇村内部土地利用

现状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摸清土地权属性质。中国国土

幅员辽阔，土地使用类型复杂，实地调查每个地块的地类、

位置、范围、面积等利用现状，既要充分了解中国耕地、

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的数量、分布及质量状况，又

要查清商服、工矿、住宅、公共服务设施及管理、交通运输、

水利设施等地类分布和利用状况，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土地

的权属性质。其中，耕地的调查尤为重要，即使是各类高

新技术层出不穷的当下，也要对耕地进行绝对的精细化管

理，必须对耕地数量、质量以及分布构成进行全面的了解，

为中国下一步对耕地实施“三位一体”保护和国家惠民政

策的实施提供基础保障。

2.2�对低效、闲置的土地进行专项调查

无论是从中国的传统理念，还是从世界发展的角度来

看，土地永远是珍贵的资源，闲置土地和低效用地都是对

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在国土调查工作中，重点查清城镇

和各类开发园区的土地利用状况，查清这些被浪费或者被不

充分利用的土地资源，充分释放他们应有的效能；此外，还

可以利用“互联网 �”对城镇村内部的土地的利用情况，建

立起共享的信息化网络管理系统，让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

门能够充分掌握利用信息，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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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测绘新技术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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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各种便利的科学技术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其中也包括了测绘技术的发展。测绘
技术是国家做出战略性决策前获取一些重要数据的主要手段，如国土、森林、水、湿地、地理国情调查等各类调查监测以
及各类工程的测量等，能够迅速掌握一些关键数据从而做出相关决策，在科技的不断发展下，测绘技术也在不断更新。此
次要分析的是测绘新技术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中的应用，在全面了解测绘新技术的发展之时，也对国土调查工作的
意义和测绘技术的未来发展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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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建立完善的土地资源变化信息调查和统计制度
土地资源的利用状况是不断变化的，利用遥感数据和

遥感图像技术，对于土地资源的变化进行实时监测，能够清

晰地掌握土地资源变化的规律，完善土地资源变化的信息调

查和统计制度，让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

到有效信息，并进行合理的安排。

2.4�为后续的各类资源调查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高质量的国土调查成果，是做好其他各类资源调查工

作的基础。在开展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的同时，按照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统筹推进水、森林、草原、湿

地资源基础调查、专项调查、变更调查、动态监测和分析评

价工作，形成国土、水利、农业、林业等“一套数据”，构

建“一张底版”。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

改革，土地调查不仅仅是为调查现有的土地利用，而且要开

发出新的土地分类，使土地资源能够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带

动下得到最大化利用。

3�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技术特征

3.1�核查体系较严，技术手段科学
构建严格核查体系，确保国土调查健康发展。为提升

中国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调查数据的精确性、可靠性，在

实际的调查过程中，严格执行“单位自检、县级自查、市级

检查、省级检查、国家核查”的五级检查体系；此外，针对

前两次全国土地调查中所出现的效率低和工作量大等问题，

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技术应用上，应用先进技术对“不

一致图斑”进行精准定位，引导调查人员对“不一致图斑”

进行全方位拍照，实施精准调查和精准举证，将所获取的结

果迅速传输到调查云平台，从而保障调查结果的无误；再者，

为了保证工作严谨，每一个核查步骤都必须由专人负责，在

执行下一项调查工作前，采用科学、高效的技术手段，对上

一阶段工作进行审�核，确保通过后才能够进入下一阶段。

最后，自然资源督察部门也应积极参与国土调查成果的核

查，及时通报督察发现的问题，全国“三调办”以省（自治区、

直辖市）为基本单位，设置相应的评价区间，对各省调查成

果进行整体评价，采取一系列技术手段，进一步提升国土调

查成果的质量。

3.2�调查成果可控，借鉴成果丰富

在前两次全国土地调查中，存在信息资源缺乏以及能

够参照的基础资料不足等问题，影响了调查成果质量。鉴于

此，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充分收集利用土地所有权、集体土

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地理国情等现有成果资料，为国土调查工

作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参考。

基于调查工作前所确立的方案，农村土地利用现状调

查采用优于 �P分辨率的遥感影像资料，城镇村土地利用现

状调查采用优于 ���P分辨率的遥感影像资料，比对过去的

遥感影像和变更调查结果，进一步细化提取不一致图斑，并

及时将“不一致图斑”交由外业调查人员调查举证。调查出

来的成果必须经地方各级核实认可，确保成果质量可控，以

准确把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的节奏和方向。

3.3�调查内容丰富，分类标准合理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对新兴产业的用地类型进行

了明确的规定，并充分协调了各个业务部门的实际管理需

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将结合经营特点，采用细化调

查方法，对城镇和农业用地采取逐级融合的调查方式，以保

证相关任务的顺利完成。结合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耕地细

化调查、批而未建建设用地调查、永久基本农田调查、耕地

质量分等调查评价等系列专题报告，既丰富了调查成果，又

使得�中国的耕地资源得到了保护。“民以食为天”这个道理，

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有更加深刻的体会，让耕地

资源得到保护，让农民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继续耕作，是国

家发展的根本 ���。�

4�土地调查数据的更新维护�

4.1�土地需要更新的数据源

土地调查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自然属性主要涉及地类的调查，而社会属性涉及土地权属的

调查，土地更新的数据源就涉及这两个方面。地类调查，以

现有的资料和以往两次的全国土地调查的成果作为依据，利

用从卫星遥感影像技术中所得出来的影像图作为调查底图，

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和《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

类》等相关文件要求为标准，及时调查清楚土地的分布情况

和利用情况，细化城镇村土地利用状况等。土地权属调查，

简单地说就是掌握查清土地权属状况，全面核实并完善已有

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成果，对所有权权属发生变化和

与实地不符的，根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不动产调查相关

规定开展补充调查；同时，对城镇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权属发生变化的，进行补充调查。二者同时进

行，在开展土地利用现状时，还能开展权属调查、细化调查、

专项调查等，可谓一举多得。在取得稳定的数据源更新渠道

之后，全国土地调查的工作也能够进行得更加科学合理 ���。�

4.2�国土调查的技术路线和技术方法

要想让测绘新技术能够在国土调查中发挥最大的效用，

就必须设定好科学有序的技术路线，技术路线是开展国土调

查的具体流程，结合当前的先进技术构建土地调查应用技术

流程，主要的作用是对土地的信息构成进行加工，充分分析

中国土地的自然属性，如面积类型、分布和数量等信息，借助

这些数据建立起能够覆盖国家各级省市的国土调查数据库 ���。

另外，国土调查的技术方法主要分为两点：一是内业

和外业�结合，在调查像农村或者是一些偏僻县（区）的时候，

接入正�影相图作为调查的基本依据，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利

用现有的技术，绘制出详细的图表；二是土地调查与信息化

相结合，利用计算机自动识别和统计技术相互结合，将各个

（下转第 ��页）



��

测绘与地质·第 03 卷·第 2期·2021 年 12 月

非空间数据，如历史数据、人文、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等。如

何解决非空间数据的空间化计量，是地理国情监测研究的关

键问题之一。非空间数据的网格化与空间化就是按不同经纬

网格大小将全球、全国范围划分为不同粗细层次的网格，每

个层次的网格在范围上具有上下层涵盖关系。将每个网格点

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都作为此网格

点的属性。社会经济数据空间化和网格化最早可上溯至 ��

世纪 ��年代的计量地理方法。基于以上分析，地理国情监

测中非空间数据空间化的基本思路是：在充分理解社会经

济、人口等非空间数据的调查、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统

一的土地覆被、交通等基础地理数据与非空间地理国情数据

进行关联，并制定相关的非空间地理国情数据的获取、处理

和维护规范。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①不同行业和领域的地理国情非空间数据的空间化模

型研究；

②根据不同行业和领域分类的对地理国情监测的非空

间数据，如社会经济数据的形成机理、获取方式及决定要素、

表达形式和表达内容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

③根据不同行业和领域对地理国情监测统计数据的时

间粒度和关联的空间粒度进行统一和规范化；

④空间化后的地理国情非空间数据的不确定性与可靠

性检验和评价方法与体系。

5�结语

可靠性地理国情动态监测是由地理信息科学衍生而来

的一个新的研究、应用和发展方向。可靠性和时空动态性是

其两大主要特点。可靠性问题、快速响应问题及一致性问题

是地理国情动态监测需解决三大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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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位置和形状等信息转换成数据，让整体数据变得更加

可靠 ���。

5�测绘监理工作的安排

监理的监督检查是贯彻于国土调查全过程，对各阶段

成果质量的验收确保了整个监理过程的严谨性和全面性，在

调查过程当中，可以采取抽样调查和旁站督查的方式，确保

在调查工作中不出现纰漏，及时提出合适的整改措施，让整

个国土调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而对技术人员的监督和管理上，要及时筛选出能够胜

任�该工作的技术人员，迅速安排到相应的工作岗位上；对

没有达到标准的技术人员，应在确保达到基本的标准之后，

再进行工作岗位的安排。与此同时，对于不同阶段土地调查

结果，要能够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国土调查工作最大的困

难，就在土地权属和土地资源利用的现状的认定，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发生不断的改变，可根据测绘工作进展的时间

段，安排不同的方法进行监督管理。在土地调查工作的前期，

可以先进行现场抽样调查，先获取了第一手数据之后，再开

展后续的调查，测绘项目后期可采用总体详查进行监督。利

用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对测绘内、外业工作进行监督，测绘成

果资料核查采取实地调查举证，并与已获取的相关土地调查

资料进行比对，以保证测绘成果的科学性。对于外业工作的

监督，一般采用卫星定位技术开展调查及现场外业核查，并

保存相关影像资料，建立外业资料取证归档制度，加强测绘

外业工作的监督力度。对于省、县（区、市）给出的调查成果，

应该进行质量评价。

6�结语

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是中国向新时期迈进要做的前期

准备和国家战略部署的铺垫，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的调

查，有助于国家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现状。以传统测绘技术

和测绘新技术之间的发展梯度来看，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的

道路上已经越来越快，新技术的合理运用，让国土调查的效

率和质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为中国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工作提供了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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