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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地籍是记载土地的权属、位置、数量、质量、价值、

利用等基本情况的图簿册及数据 ���。地籍调查则是为了获取

地籍信息，为土地登记提供依据资料，也是建立地籍和保

障土地权利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国

家的土地制度。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是不动产登记的基础，

做好此项工作，对农村宅基地的规范管理工作和保护农民

合法财产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地籍调查方式主要有

传统、一体化和多技术融合三种。传统的地籍调查工作方

式多以“人海战术”为主，即通过一层层地安排部署，由

村委会成员挨家挨户对农户进行详细调查，这种工作模式

耗时费力、无法保证成果的准确性且效率低下 ���。一体化的

地籍调查方式主要是在结合遥感技术、信息和 �,6技术的

基础上对城镇和农村的地籍信息进行整合，这种工作模式

涉及范围大、涉及知识面广 ���，这造成海量地籍数据无法

被快速的存储与检索以及无法实时将数据呈现给需要的人。

多技术融合的地籍调查方式目前主要采用传统解析法测量、

无人机倾斜摄影、权属调查模式创新、)0(数据检查入库、

全流程监理检查机制等多项技术手段来对地籍信息进行调

查，并采取了简易调查、全流程监理的工作方式，这种工

作模式既能反复确认数据的准确性又能使地籍调查数据采

集工作变得简单高 ���，但对于海量地籍数据的存储与计算分

析以及数据的传输效率不高。因此，论文采用了一种多技

术融合（互联及大数据技术）的地籍调查方式，该调查方

式由省级自然资源部门负责顶层设计，统一组织程序开发、

�QDO�VLV�RQ�WKH��SSOLFDWLRQ�RI�,QWHUQHW�DQG��LJ��DWD��HFK�
QRORJ��LQ�WKH�,QYHVWLJDWLRQ�RI��XUDO��HDO�(VWDWH��HJLVWUDWLRQ

�LDQJ�4L����KDR�KRX��LX

+DPL�0XOWLGLPHQVLRQDO�,QIRUPDWLRQ�6HUYLFH�&R���/WG���+DPL��;LQMLDQJ����������&KLQD

�EVWUDFW
In�order�to�solve�the�problems�of�high�cost�and�low�ef�ciency�of�traditional�rural�real�estate�title�investigation,�this�paper�designs�and�
GHYHORSV�D�:HFKDW�DSSOHW��XQ]KDLGLDR��ZKLFK�DSSOLHV�,QWHUQHW�DQG�ELJ�GDWD�WHFKQRORJ��WR�UXUDO�UHDO�HVWDWH�WLWOH�LQYHVWLJDWLRQ��7KH�
program�can�realize�the�online��lling�of�rural�real�estate�registration�information,�and�display�and�update�the�rural�parcel�distribution�
DQG�REOLJHH�VWDWXV�LQ�WKH�ZKROH�SURYLQFH�LQ�UHDO�WLPH��VR�WKDW�WKH�UXUDO�UHDO�HVWDWH�UHJLVWUDWLRQ�LQYHVWLJDWLRQ�WUXO��UHDOL]HV��RQOLQH�DQG�
KDQGKHOG���,Q�WKH�:HFKDW�DSSOHW�RI��XQ]KDLGLDR�� WKH�FRPELQDWLRQ�RI�1JL[�.HHSDOLYH� LV�PDLQO��XVHG�WR�DFKLHYH� WKH� ORDG�EDODQFH�
RI�GDWD�YROXPH�DQG�FDOFXODWLRQ��0DS5HGXFH�WHFKQRORJ��IUDPHZRUN�LV�XVHG�IRU�GLVWULEXWHG�VWRUDJH�RI�+EDVH�DQG�VSDUN�WHFKQRORJ��
IUDPHZRUN�IRU�VWDWLVWLFDO�DQDO�VLV��DQG�FDGDVWUDO�GDWD�LV�HIIHFWLYHO��WUDQVPLWWHG�WKURXJK�:L�)L�DQG��356�ZLUHOHVV�FRPPXQLFDWLRQ�
WHFKQRORJ��DQG�QHWZRUN�WHFKQRORJ���3UDFWLFH�KDV�SURYHG�WKDW�XVLQJ�WKLV�VPDOO�SURJUDP�FDQ�PDNH�WKH�LQYHVWLJDWLRQ�RI�UXUDO�UHDO�HVWDWH�
ownership�easier�and�more�ef�cient.

�H�ZRUGV
UXUDO�UHDO�HVWDWH�UHJLVWUDWLRQ�LQYHVWLJDWLRQ��;LQMLDQJ�SURYLQFH���XQ]KDLGLDR��:HFKDW�DSSOHW��LQWHUQHW

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在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中的应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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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传统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花费高、效率低的问题，论文设计并研发了一款将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应用到农村不动产
权籍调查工作中的微信小程序——云宅调。该程序能够实现农村不动产权籍信息的在线填报并实时显示和更新全省农村宗
地分布状况、权利人状况等信息，使得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真正实现了“网上办、掌上办”。在云宅调微信小程序中，主
要采用了1JL[�.HHSDOLYH相结合的方式来达到数据量和计算的负载均衡、使用0DS5HGXFH技术框架来对+EDVH进行分布式存
储和6SDUN技术框架来进行统计分析，并通过:L�)L和�356无线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使地籍数据得到有效传输。实践证明，
利用该小程序能够让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更简单、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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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和部署，制定统一标准；地方政府负责动员组织；村委

会、村小组及农户负责具体填报工作。同时，由省级自然资

源部门指定三家技术力量雄厚的甲级队伍派驻人员，驻县开

展技术指导、软件培训和质量监控工作，并结合了大数据技

术与互联网技术，研发了一款微信小程序“云宅调”，该微

信小程序能够有效解决传统调查耗时费力、数据准确性低以

及数据存储和计算效率低的问题，也避免了在目前一体化和

多技术融合调查方式中存在的外业调查数据不能被实时反

馈的问题。

2�平台关键技术

新疆省是中国一个人口众多、分布零散的多民族省份，

地势主要以高原山地为主，因此大量的地籍信息的采集工作

和信息的及时反馈较为困难。所以，论文采用大数据技术与

互联网技术，使海量地籍数据可以得到高效的存储与计算，

并使用微信小程序简单便捷的优势较好解决了地籍信息采

集存在的问题，最后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数据传输，有效解

决了地籍数据不能被及时反馈的问题 ���。

2.1�大数据技术

该平台中大数据技术主要用于对海量地籍数据进行

采集、预处理、存储、计算与分析。调用 0D�S5HGXFH 的

%XONORDG函数对矢量和文档数据进行分布式存储，并将其存

储到 +EDVH数据库，然后对所需要的矢量数据进行提取并利

用 6SDUN算子来进行地籍数据的统计分析，解决了海量地籍

数据的存储与计算效率问题。

2.2�互联网技术
该平台中互联网技术主要用于解决高原山地�地区地籍

数据难以传输的问题。该技术能将在微信小程序端所采集的

地籍信息使用:L�)L和 �356的无线通信技术进行不受空间

限制的传输，并及时地反馈给需要的人查看。

3�平台架构设计与实现

3.1�平台架构

云宅调的架构设计共分为 �层，即支撑层、服务层、

业务应用层、用户层。其系统架构，如图 �所示。

������支撑层

支撑层作为管理系统的支撑部分，包含混合存储技术、

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服务器、网络等硬软件支撑，

通过混合存储技术（使用多种数据库包括 2UDFOH、0�VTO、

+EDVH）和大数据技术（+DGRRS生态圈和 6SDUN技术框架）

解决了多种类型的地籍相关数据（包括文档、图片、视频、

矢量和栅格数据等）存储效率问题；互联网技术和万兆网络

的支撑则为高原地区地籍数据的传输提供了有力支持。

������服务层

服务层通过接口的形式为地籍应用层提供有效接口，

主要包括为微信小程序端提供数据库接口、报表接口以及可

视化接口等，让地籍数据能够从数据库中被提取出来进行计

算分析以及可视化操作。基于统一的技术架构和运行环境，

为业务应用系统建设提供通用应用服务，同时提供一些基础

的工具，如 �,6工具、报表工具和图表工具，以方便微信

小程序端展示地图以及相关地籍信息。

图 1�云宅调系统架构

������业务应用层

业务应用层基于服务层提供的基础服务再结合具体的

业务需求。该层综合运用了大数据、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

（�,6）、专业图形报表等技术，与地籍数据相结合，构建

先进、科学、高效、实用的管理系统，实现不动产信息（个

人和集体）的填报和查询，主要包括权属信息、土地信息、

房屋信息和权利人信息。

������用户层

用户层是用于实现填报项目、显示数据和导出报表数

据等操作，让用户通过手机微信小程序就能快速进行地籍相

关信息的填报和查询。

3.2�数据业务流

云宅调的业务数据流主要分为采集阶段、初审阶段、

审核阶段。

������采集阶段

村民村小组（用户）通过登录云宅调小程序采集信息

最后进行信息提交。

������初审阶段

先是对收集到的用户信息进行初次清洗、过滤，再由

省级技术单位进行处理，如清除明显假数据、统一规整填报

的村委会村组名称、按现有数据生成各村组各乡各县账号。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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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能提高大数据系

统的性能，更好地完成对地理信息的采集、整理与分

析工作，进而为行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大数据技术

的出现，为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让行业面临着新的考验，相关部门必须提高对测绘地

理信息工作的重视程度，要准确了解大数据技术的标准与需

求，结合测绘地理信息工作自身特点，为政府部门与社会事

业单位提供更高价值的大数据测绘地理信息服务。

6�结语

综上所述，大数据技术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科技发展

的必然产物，也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要想提高测绘地理

信息工作水平，就需要认识到时代发展的趋势，提高对大数

据技术的重视度，这样才能让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得到进一步

发展。大数据技术在测绘地理信息工作中的应用，能实现传

统测绘工作模式的转变，这对提高数据信息资源的利用效

率，保证数据信息资源的精准性都有重要意义，为此相关人

员必须做好对该技术的应用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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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阶段

由村小组对初审阶段返回的全部数据进行审核，主要

是认真检查填报数据规范性，检查人户填写是否有误，并对

数据进行查漏补缺以及删改；将审核过的数据提交到所对应

的各个村、乡、县、省级的管理部门，由省级技术单位进行

地图对照属性审查和编辑以及照片查看审查，审核通过则生

成成果数据包，如审核未通过则重新进入数据处理流程；提

交到村、乡、县管理部门的数据，将进行同步查看填报数据，

并给予审核意见，如未提供审核意见则默认通过审核。

4�结语

论文提出的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云宅调微信小程序，

解决了传统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的准确性无法保证、耗时费

力、效率低的问题，这使得地方政府对其资金投入大大减少，

极大降低了财政压力；工作的组织难度大大降低，同时也减

少了劳动成本，缩短了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所需时间，有效

提振了地方政府完成登记任务目标的信心和决心。目前，云

宅调微信小程序已经成为中国新疆 ���多万农户、����万

农民认识和了解自身不动产权益的便捷窗口。在农村宗地信

息采集与填报工作中，云宅调变“农户跑腿”为“数据跑腿”，

农户坐在家中就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供不动产基本信

息，真正实现了“网上办、掌上办”等功能，基本实现了“不

见面办理”。在完成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后，结合“互联网

�政务服务”“政务云”等建设规划，云宅调还将进一步涵

盖农村不动产办理的网上登记申请、材料提交、办理进度查

询、不动产查询、电子证照查询等业务，增强不动产登记服

务基层、服务大众的能力，实现全覆盖、无死角，为新时期“乡

村振兴”“城乡融合”以及“特色小镇”等诸多国家级和省

级战略决策，提供详实的依据，让新农村建设提质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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