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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以下简称“地理国情监测”）

是一项在地理空间范畴内，客观全面地展现国情国力的监

测性工作，而基础测绘是一项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

国防建设各方面提供服务保障的基础性、公益性工作。尽

管二者重点研究方向不同，在组织生产方面也存在一定的

差异，但横向对比地理国情监测、基础测绘的概念、涉及

的工作内容等，不难发现二者均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制定国家及区域发展战略的公益性测绘地理信息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地理国情监测以基础测绘为基础，是基础测

绘工作的延伸和发展。

2 测绘内容分类比对分析

地理国情监测从需求和可行性出发，可分为三大类，

即地表形态（主要以数字高程模型表示，未涉及外业相关

内容，因此论文对此分类不做具体研究）、地表覆盖和重

要地理国情监测要素。结合分类需要，地理国情监测内容

又具体分为 10 个一级类、59 个二级类、141 个三级类。虽

然地理国情监测有一套特定的内容指标，但实际工作应用

时却较为灵活，诸如新疆地区开展国情监测工作时，一般

会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分类内容进行取舍或补充，如补充

新疆特有的晾房、坎儿井等内容。1 ∶ 10000 基础测绘外业

调绘内容主要是基础测绘的地理信息要素，与地理国情监

测相比，其分类更为详尽，其形成更多是针对实体，结合

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和共识并根据概念模型确定要素的具

体内容及分类。

1 ∶ 10000 基础测绘地理信息要素内容分为 8 个大类、

46 个种类及由诸多注记和说明构建的子类。尽管地理国情

监测内容与 1 ∶ 10000 基础测绘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上存在

一定的差异，但通过比对地理国情监测“以现有基础测绘

成果为基础进行拓展”的原则不难看出，地理国情监测内

容及分类是基于现有基础测绘地理信息要素上进行扩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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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者涵盖的内容来看，1 ∶ 10000 基础测绘地理信息要素

包含了国情监测的绝大部分内容指标。充分研究地理国情监

测与 1 ∶ 10000 基础测绘外业工作内容相关关系，更好地做

到二者有效衔接，必须了解两套指标体系的内涵及数据采集

要求，找出二者的对应关系，从而进一步推进后续国情监测

与基础测绘外业一体化工作的开展。

3 测绘外业工作内容

第一，地理国情监测地表覆盖与 1 ∶ 10000 基础测绘

对应关系地理国情监测地表覆盖（以下简称“地表覆盖”）

不涉及属性信息，因此仅综合考虑地表覆盖，1 ∶ 10000 基

础测绘外业工作的内容定义及采集要求方面的对应关系，二

者具有一定的关联和互通性，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①内容对应，采集要求不同。多数地表覆盖与 1 ∶ 10000

基础测绘在内容定义上能够进行对应，但采集要求却不完全

相同。例如，地表覆盖中的“种植土地”“林草覆盖”“荒

漠与裸露土地”等在定义方面均能与 1 ∶ 10000 基础测绘的

地理信息要素“植被与土质”“地貌”进行对应，但二者在

采集要求方面却不相同。对于地表覆盖中的“林草覆盖”而

言，最小图斑实地采集要求规定“大面积的林区或草原地区

为 1600m2；其他地区为 400m2”，而与之对应的基础测绘

地理信息要素则规定最小图斑为 2500m2。

此外，针对林木分类，当涉及郁闭度时，二者也存在

一定的不同。例如，同样是“疏林”，地表覆盖规定其郁闭

度在 0.1~0.2；而 1 ∶ 10000 基础测绘则规定郁闭度在 0.1~0.3；

尽管二者定义相同，但在郁闭度方面存在 0.1 的差异。因此，

地表覆盖与 1 ∶ 10000 基础测绘外业工作内容对应，当出现

采集要求不同，二者相互利用时，要根据不同的采集要求进

行一定的补充或舍弃，需要针对采集的最小图斑进行调整，

形成统一采集标准。其中，针对诸如郁闭度、覆盖度等存在

细微差异（0.1）的类似情况，可根据实际工作，对二者进

行统一。

②交叉对应，出现“一对多”或“多对一”的情况。

由于地表覆盖与 1 ∶ 10000 基础测绘外业工作内容分类不

同，很多相同内容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划分至不同的层中，

容易出现“一对多”或“多对一”的情况。例如，地表覆盖“房

屋建筑（区）”分类主要根据概念定义将房屋建筑归入其中，

而与房屋建筑相关的设施诸如“露天体育场”则归致“构筑

物”中，类似如此分类的还包括“道路”“水域”等，其相

关设施统一在“构筑物”分类中；而 1 ∶ 10000 基础测绘则

未将相关要素的设施单另分类，只是统一纳入一类分类中，

如与地表覆盖对应的“露天体育场”统一归入基础测绘大类

“居民地及设施”中。

面对此种分类，地表覆盖与 1 ∶ 10000 基础测绘外业

工作内容会出现交叉对应，“一对多”或“多对一”的情况。

因此，当二者外业工作内容相互关联、对应时，不以具体分

类为标准进行对应，应考虑划分在不同层级的相同要素存在

的对应情况。

第二，地理国情监测国情要素与基础测绘对应关系

地理国情监测国情要素（以下简称“国情要素”）共涉

及 3 个一级类、13 个二级类及 17 个三级类，它们均能与

1 ∶ 10000 基础测绘地理信息要素建立对应关系，但能对

应的二者在属性关系上仍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国情要

素“水库”其内容定义上能够与 1 ∶ 10000 基础测绘地理

信息要素“水库”对应，但结合《地理国情监测内容与指

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 10000 数字线划图（DLG）

数 据 库 标 准（2019 年 修 订）》 及《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1 ∶ 10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及符号展示方案（2019

年修订）》相关要求，对比二者属性要求发现存在不同，

其中国情要素“水库”属性项共有六项，基础测绘地理信

息要素“水库”属性项则有十项，二者共有属性有三项。

因此，针对属性方面存在的差异，当国情要素与 1 ∶ 10000

基础测绘外业工作内容对应关联时，应充分考虑二者共

有的属性项，以此为基础制作可被国情监测和 1 ∶ 10000

基础测绘利用的对应关系表，以便后续更好地指导外业 

工作。

4 讨论

通过分析研究地理国情监测，1 ∶ 10000 基础测绘外业

工作内容及对应情况，可以得出国情监测中大部分内容都存

在于 1 ∶ 10000 基础测绘中，二者外业工作内容能够进行一

定的对应，可以通过开展外业工作时将两套数据的共同地

物要素进行采集，但对于同一地物往往在采集指标、采集要

求、属性项等方面二者存在区别。因此，地理国情监测与

1 ∶ 10000 基础测绘外业工作在同类内容一次性采集方面，

需要开展详细的分析比较，结合《地理国情监测内容与指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 10000 数字线划图（DLG）数据

库标准（2019 年修订）》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 10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及符号展示方案（2019 年修订）》

等基础资料进行适当的筛选和扩充，对于二者能对应的相同

类地物，综合其相同属性及各自特有属性，制作包含采集要

求、采集指标、属性项等方面相同或相似的“对照表”，以

实现二者同类要素的相互利用，最终指导外业工作，减少重

复工序，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时间和总体成本。

5 结语

论文利用 1999—2019 年 GPS 连续站及流动站观测资

料，计算了天山地区的时间序列及速度场结果。在此基础上，

通过 GPS 速度场分析、GPS 剖面分析、应变时间序列分析

来获取天山地区地壳变形运动特征。结果表明两期速度场变

化不大，天山北部地区表现为速率值的变小，天山南部地区

显示出速率方向有向北的细微变化；南天山的挤压速率明显

大于北天山的挤压速率，说明板块的推挤作用力随着天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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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皱变形相应减弱；南天山地区的挤压应变明显加强，可能

会因应变的积累导致地震发生，值得进一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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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无法在内业完整采集的房屋数据，如树木等遮挡造

成个别房屋模型不完整，多种原因造成的极少数房屋模型不

清楚，以及房屋过于密集且房屋结构复杂造成的遮挡等，需

要进行外业补测。

3 精度分析

为了验证采用基于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的房地一体确

权技术路线得到的房屋地籍图的精度，在测区利用 GNSS 

RTK 和全站仪进行了实地测量验证。选取了 27 个明显界址

点进行实测，通过图上采集与实测界址点的坐标比较，明显

界址点中误差为 0.045m，满足地籍图规范要求，在这 27 个

明显界址点中，有个别界址点的中误差超过 0.05m。通过分

析，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植被遮挡，或者采集位置判断不准确，

需要通过外业实地补测进行修正。

4 结语

论文通过采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的技术方法，获取

农村房地一体影像数据，生产农房实景三维模型，利用模型

制作农村房屋地籍图，并在测区进行实地验证。实践结果表

明，利用该方法生产的地籍图的精度满足规范要求，能为农

村房地一体确权后续工作提供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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