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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土地资源利用状况的评价指标
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评价不仅依赖于土地的现状分析，

还需通过系统的评估指标来评判各类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益。

典型的土地利用类型包括耕地、林地、建设用地等。这些土

地类型的比例分布是衡量土地使用效率的重要依据。以某省

为例，土地利用状况如下表 3-1 所示。

表 3-1 某省土地利用类型及面积分布

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公顷） 比例（%）

耕地 45000 38

林地 40000 34

建设用地 10000 8.5

生态保护区 15000 12.7

水域 5000 4.3

合计 115000 100

从上面表格可以看出，在这些土地类型中，耕地和林

地占据了较大的面积，而建设用地和生态保护区的比例则相

对较低。土地利用效率评价主要从单位面积的产出和土地承

载力等维度来衡量。

5 高精度测绘技术的效能评估与实践效果

5.1 测绘精度评估
精度的测绘，包括平面和高程两个方面。位置误差或

坐标偏差指标是评价平面精度的主要工具，数值来源于基准

点测量值与实际值之间的比较计算。大量基准点数据测量所

得结果可展示不同测绘方法在平面精度上的表现。至于高程

精度，采用已知高程点进行比较及计算典型高程偏差和标准

差为常态。GNSS、无人机航测与 LiDAR 三种技术的平面

与高程精度数据对比，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 三种技术的精度对比

测绘技术 平面精度（m） 高程精度（m）

GNSS 0.02 0.03

无人机航测 0.05 0.1

LiDAR 0.02 0.02

从上面表格可以看出，GNSS 技术表现出较高的平面和

高程精度，适合于高精度的地理坐标测量。

5.2 应用效益分析
测绘技术的应用在时间与成本方面，综合测绘技术的

运用，显著缩短了土地资源调查的周期。GNSS 与无人机航

测联合应用、纯 GNSS 应用和传统地面测量方法在农村土

地调查中的时间与成本差异。通过应用现代测绘技术，土地

资源调查不仅效率大幅提高，而且节省了大量的劳动成本和

设备投资成本。具体数据如下表 4-2 所示。

表 4-2 测绘效率与成本对比

测绘方案 时间（天） 成本（万元）

GNSS+ 无人机航测 10 12

纯 GNSS 测量 15 10

传统地面测量 25 20

从上面表格可以看出，高精度数据的使用对土地资源

管理决策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可以依据详细且准确的土地

资源信息，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与政策，避免无效建设

与资源浪费。

5.3 技术改进方向
测绘技术的不断发展，改进方向主要聚焦于简化操作、

拓展应用场景以及提升数据处理的智能自动化水平。面对目

前技术门槛之高，设备操作繁杂，特别是在复杂地形和偏远

地区大范围测绘中出现了对设备掌握需求极高的问题。未来

技术进步希冀倾向智能化与易于操作，并减少人员对技术依

赖，实现更为有效率的测绘任务执行。当前，尽管测绘技术

能够生成大量高精度数据，但数据分析与处理仍依赖人工干

预，面临着较高的时间成本和误差累积问题。

6 结论

现代测绘技术在土地资源调查应用之深度探索，涵盖

GNSS、无人机航测和 LiDAR 等技术的原理、精度及其优

势。各种技术方案对比后的效益与局限性分析，平面与高程

精度上的差异由测绘精度评估揭示出来，而这正强调了高精

度测绘对土地资源管理与规划的重要性。处于数据处理流程

中时，多源数据整合于分析需配合 GIS 技术进行土地资源

分类与评估，并展现出数据优化与智能化处理，在提升效率

及精度方面所具备潜力。实际案例分析揭示了土地利用调查

中测绘技术的高效性，也体现出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的真实

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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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rchives as covering a variety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rchiv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e types and more total amount,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in archives man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information archives management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which requires relevant personnel to manage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rchiv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big data, so a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accelerate	the	efficiency	of	management.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and	necessity	of	archives	management,	expounds	the	impact	of	archives	
managemen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on this basis formulates appropriate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archiv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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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下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管理策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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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测绘地理信息档案作为涵盖各种地理信息的档案，具有种类较多而且总量较多的特点，档案管理存在一些难点。而在大数
据背景下，信息化的档案管理成为主流，就要求相关人员结合大数据的特点与功能，对测绘地理信息档案进行管理，在保
证档案管理质量的同时加快管理的效率。本文就从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管理入手，对档案管理的难点以及必要性进行分析，
阐述大数据时代下档案管理受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适的管理策略，以保证档案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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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数据时代下，各行业都需要借助信息技术对业务进

行管理，通过信息技术的便捷性以及效率性加快作业的效

率。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管理要求相关人员对测绘地理信息的

档案进行收集、整理、存储以及应用，由于档案的总量较多，

传统纸质的档案管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需要，就要求相关人

员结合档案管理需要，将大数据技术引进到档案管理中，实

现档案收集整理的数据化，并且借助大数据技术以及信息技

术对档案进行线上管理，规避传统档案管理环节可能存在的

人为失误。这就要求档案管理人员积极引进各种先进技术，

并且购置专业的设备，为档案管理奠定基础。

2 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管理概述

2.1 概念
测绘地理信息档案是指在测绘活动中生成的、具有历

史价值和长期使用价值的各类文件、数据、资料和成果的集

合。它包括地理信息、空间数据、测量数据、地图、影像资料、

图表、报告等内容【1】。

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管理的概念是指对与测绘和地理信

息相关的档案进行系统化的收集、整理、存储、保护、检索、

利用和更新等全过程管理，旨在确保这些档案在生命周期内

的安全性、完整性、可用性和长期保存【2】。它涵盖了从测

绘工作开始到成果发布、使用乃至废弃的整个过程，确保测

绘地理信息数据能够高效、准确、长期地服务于社会、经济

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2 目标
目标是提供准确、完整的测绘地理信息，支持决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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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工作，确保档案能够在长期内有效保存，适应不同的技

术演进。并且符合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法规和标准，确保测绘

地理信息档案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所以说，测绘地理信息档

案管理不仅是对测绘成果的有效存储与保护，更是为后续使

用、查询、分析、决策等提供必要支持的关键环节。

图 1  大数据时代下测绘地理信息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3 大数据时代对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管理的影响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数据采

集、存储、分析和应用方面的突破，对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管

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1 数据量的激增
大数据时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数据量增长。传统的测

绘地理信息档案通常依赖于手工记录和有限的电子数据格

式，而在大数据时代，测绘过程生成的数据量急剧增加，尤

其是遥感影像、地理信息、传感器数据和实时动态数据。此

背景下，存储和管理大规模的数据成为一大挑战，需要更强

大的存储基础设施、更高效的处理技术，以及更完善的档案

管理机制。

3.2 数据类型与格式的多样化
大数据时代，测绘地理信息档案不仅仅包括传统的二

维地图、报告和测量数据，还涉及实时传感器数据、三维建

模、激光雷达（LiDAR）数据、遥感影像、视频数据等多种

形式。档案数据类型和格式的多样化要求档案管理系统具备

更强的数据融合能力和格式兼容性，能够支持不同类型的数

据集成和共享。

3.3 数据更新的实时性与频繁性
随着卫星遥感技术、无人机和其他传感器技术的发展，

测绘数据的采集频率和更新速度大大提高。大数据时代，地

理信息和测绘数据具有更高的动态性和时效性。所以测绘地

理信息档案需要实时或定期更新，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时

效性。这对档案的管理、存储和维护提出了更高要求。

3.4 数据质量的复杂性
大数据时代，尤其是在遥感影像、传感器数据和众包

数据等来源下，数据的质量可能受到噪声、错误或缺失数据

的影响。如何保证数据质量、修正误差以及确保档案数据的

可靠性和一致性，成为档案管理中的一个挑战。就导致数据

质量的控制和管理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的人工校验和修正手

段无法满足大规模数据的需求。

4 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管理难点

4.1 海量数据的存储与管理难点
测绘地理信息数据涉及大量的空间数据、影像数据、

传感器数据、点云数据等，这些数据通常具有大容量、高频

率和复杂性，传统的存储与管理方式难以满足需求。就导致

数据量庞大，存储资源有限，如何高效、可靠地存储这些海

量数据，并确保数据在长期存储中的安全性和完整性，是一

个挑战。

4.2 数据的多样性与格式不统一
测绘地理信息数据来源广泛，包括遥感影像、地理信

息系统（GIS）数据、地形测量数据、激光雷达（LiDAR）

点云数据等。不同类型的数据格式、标准和结构差异较大。

不同格式、标准的数据在管理上缺乏统一性，导致数据整合

困难，且不同格式之间的转换和兼容性差。

4.3 数据质量的保证难度较大
由于数据来源广泛且复杂，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的质量

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传感器误差、环境干扰、采集

方式的差异等。所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是

档案管理中的重要难题。错误数据的积累可能影响到决策支

持系统和应用服务的准确性。

4.4 数据的时效性与更新难点
测绘数据的时效性问题十分突出，尤其是遥感数据和

动态地理信息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可能迅速过时，

需要不断更新和维护。如何保持数据的实时性和更新频率，

特别是在动态环境下，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及时更新大量地理

数据。

5 大数据时代下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管理策略

在大数据时代，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管理面临着海量数

据、复杂格式、多源数据融合等多方面的挑战，因此需要采

取一系列策略来应对这些挑战。

5.1 应建立统一的标准化框架
大数据时代，数据来源复杂且格式多样，如何确保不

同类型、不同格式的地理信息数据能够有效整合和管理是核

心问题之一。就需要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确保

数据格式的一致性和兼容性。推动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的标准

化，包括数据结构、编码规范、元数据标准等，确保不同部门、

领域间数据的可共享性。实际来看，可以推广通用的数据交

换标准，如 OGC（开放地理空间联盟）标准、ISO 标准等，

增强数据之间的互操作性。

5.2 需要建设大数据存储与管理平台
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的管理要求能够高效地存储和检索

海量数据，因此需要构建能够处理大规模数据的存储系统。

相关人员可以利用分布式存储系统（如 Hadoop、Spark）和

云存储技术，以满足大数据存储的需求。也可以引入空间数

据库（如 PostGIS、Oracle Spatial）来管理地理空间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