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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调和地理国情监测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研究
徐 徉

（河北省地质测绘院，河北 廊坊 065000）

摘要：自然资源调查是为了进一步高效履行自然资源部的“双统一”的工作职责，及时真实有效的反馈我国各类自然资源的

利用现状和实际储量等。地理国情监测工作对于各类资源、生态环境、经济等多方面要素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信息变化分析，采

用了常规调查等工作手段，结合多种信息技术、地理勘测技术手段等进行资源开发利用的综合性分析和监测等。第三次全国土地

调查工作将当前土地利用的现状进行了有效分析，在精准的土地信息的基础上健全了土地调查、监测等相关工作制度，也是进行

土地资源社会化服务的核心工作之一，满足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利用工作的需要。本文将三调、地理国情监测与自然

资源调查监测的分类标准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内业解译环节衔接三调和地理国情监测的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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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资源调查与监测

（一）自然资源调查

了解各种自然资源在地面上投影的分布、面积、发展、使

用和保存等基础资料，了解我国自然资源的基本现状和一般特

点。根据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源、湿地、海域海岛等

自然资源的特点、专业管理和宏观政策的需要，摸透各种自然

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生态功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多维资料。

基本调研：是对资源普遍特性进行的调研。

特殊调查：是针对某一天然资源的特点或特殊需求而进行

的专门的研究。

对自然资源进行了全面的普查，建立了一张完整的“地

图”和一套完整的基础数据库。通过对其进行动态监控，掌

握其动态信息，全面准确地掌握我国的“家底”。加强对自

然资源的科学治理，是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先决条件

和保证。

（二）监测自然资源

通过对自然资源进行基本调研和专题调研所获得的当地自

然资源资料，了解其自身的动态和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变迁，

从而达到“早发现、早制止、严打击”的监控目的。按监测规

模和监测目标划分，分为常规监测、专题监测和突发事件监测。

二、地理国情监测内容与流程

地理国情监测是自然资源专题监测的重要组成，其成果已

广泛应用于国土变更调查、耕地保护、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

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林草湿保护等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

文明建设工作。地理国情监测主要包括人工建（构）筑物监测、

林草资源监测、其他监测和耕地资源监测。

（一）人工建（构）筑物监测

在“三调”建设用地和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图斑外，监测各

类新增建设图斑，如农村居民点、水工设施、道路、铁路、农

用设施建设用地、推堆土、光伏板等，标注对应地理国情信息

代码。

在“三调”建设用地和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图斑内，监测房

屋建筑（区）、铁路和道路、构筑物新增、拆除、复耕和复绿

等情况，并标注地理国情信息代码。

（二）林草资源监测

在“三调”园地、林地和草地图斑内，根据 2021 年监测

正射影像特征，对影像特征与地类不一致的图斑，标注地理国

情信息代码；在“三调”园地、林地和草地图斑以外区域，监

测林草覆盖变化情况，采集新增林草覆盖图斑，标注其地理国

情信息代码。

（三）其他监测

在“三调”耕地范围之外，除人工建（构）筑物监测、林

草资源监测以外区域，对包括水域等范围变为其他地类的图斑，

根据其影像变化特征，标注地理国情信息代码。

该次监测重点以“三调”成果为基础，继承地理国情监测

工作已有成果，利用 2020 年与 2021 年卫星遥感影像，识别变

化区域，对变化区域开展了基础地表覆盖分类采集，按要求填

写不同的变化信息值。在对疑问图斑进行外业核查后，编辑形

成了地理国情监测成果，最终，对成果进行质量检查，形成汇

交成果。

三、三调和地理国情监测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措施

（一）研究方法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查清各类自然资源体

投射在地表的分布、范围、面积、权属性质等内容，以及开发

利用与保护等基本情况主要分为：资料收集与加工处理、遥感

影像数据的获取、内业解译、工作底图制作、外业调查、内业

数据编辑、管理部门审核确认、数据库建设、成果提交等环节。

内业解译是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工作的基础，内业解译技术的提

高不仅能减少外业实地调查中人力物力的投入，还能进一步保

证整体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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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国家资源的分级指数

我国的自然资源包括：国土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草地、

林地、沼泽、野生动植物、海洋等。按实际情况划分为 8 个类别，

按要求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小类。与我国的地域特点有关的是：

水资源、草地、林地、沼泽、海洋等。

根据地质条件每年的调查结果，土壤表层覆盖等级划分为：

0100：耕地；0300：森林植被；0800：人造土壤；0900：沙漠

和裸露地表；1000：水。其中包括 19 项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次

级类别，29 项为第三类。在此基础上，27 个可以通过人工或

人工协助的方式进行识别转化，2 个 3 级的则需要手工进行识

别和分析。

（三）综合资料

将采集到的有关信息综合起来，将有关的数据进行映射变

换，并将其统一到同一地理位置。

通过逐条的方式，将数据与现有的数据进行数据的对应转

化，实现数据的分析、处理、筛选、整理。水资源和其他自然

资源的地理资料的收集。采用正射法测量的套合值比 0.5 m 高，

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对两个分类指数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和统计，

通过对分类指数进行了全面的论证，对分类指数进行了调整与

最优，并对其进行了分类和统计，并对其进行了分类和分类，

并将其与自然资源调查分类的分类进行了比较和比较。依据自

然资源类别，按层次划分，采用自动转换、人工辅助与实地核

实、核实等方法转换，并在该模式下进行有关的自然资源普查，

并构建了一个资源普查数据库。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每年对

自然资源进行监督。

（四）三次土地测量中地面覆盖面的运用

在对三次土地普查的基础数据和现有数据的分析中，采取

了“全面调制法”的技术措施，即先进行内部分析，然后进行

外部调研，最终进行编目。地质勘查是内业解释的重中之重，

由于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历所限，往往会出现误判、

误判，特别是耕地、种植园用地、林地和草地等自然类型的认定，

更是如此。

地理环境状况监测是以我国首次地理环境调查为依据，每

年进行的一次定期更新，已有全面实地核查，具有良好的现实

性。所以，在三次国内勘探区的内部工作中，如果无法判断出

土壤的种类和使用情况，可以参照地类的变化对应性表格来进

行地质普查。从图像的质地特点来看，农地与种植业的土地很

难定义，可以参照土地资源状况的资料，土地覆盖率（LCPA）

为 0132 （藤本），作为一种在野外生长的葡萄藤植物，并将图

像特性与其他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五）三次国家普查中的国家情况因素运用

国情因素是地理环境监测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它包含了行

政区划、社会经济、自然地理、城市的综合性职能等方面，它

是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具有稳定空间界限的地物学和特征。

而我国的环境因素又反映了交通、公路、水利等多个领域的信

息相互联系和整合。

在三次国土普查中，要强化各个项目的资料之间的相互联

系和整合，以适应国家对资源的整合和分析。该研究结果的

运用有两个：一是辅助解释，比如在村镇村庄进行细致的普查

时，若对居住小区和单位院落的划分不清，可以参照 GIS 图中

的 BUCA 层作为参照，从而全面判断城市内的土地使用类别；

二是辅助进行道路、河流等重要地类的类型及名称标注，在地

类调查完成后，为满足日常自然资源管理的需要，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利用地形要素道路（L）、水域（H）层等，在现状调

查的基础上，对 DLTB 层进行属性扩充，例如增加道路、河流、

水库等重要地类的类别及名称，以及行业编码、建设及使用等，

以适应多行业资料使用的需要。

（六）数据的抽取和改变的辨识

在建立了与自然资源、地质情况相关的基础上，将具有相

应联系的地面覆盖资料转化为实际情况，没有相关或无法判断

的，则在内部进行标注，供野外现场核查和拍摄。综合资料与

最新的超过 0.5 米的 DOM 资料进行重叠，由内业人员辨识出

的自然资源的变动点，根据图像对遗漏的进行补充，对于无法

满足收集指标的，必须在邻近地区统一，并充分体现其综合的

合理性，尽量体现整体的特点，并将具有相似或相似的特点的

资源进行统一。对无法正确判定的，做标识，以方便现场的勘

察与核查。

（七）资料的比较与收集

因为自然资源向量资料与国家资料进行重叠，会造成一

定的误差，因为自然资源的资料都是从水利部门、林业部门

等部门收集的，因为向量资料的获取分辨率比较低，资料也

没有及时的更新，而地质情况的遥感影像则是高分辨率图像，

所以重叠的时候，自然资源向量的边缘和图像的质地界限有

很大的差异。基于遥感图像和地面覆盖分级图，对流域内的

水源等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即基于每年的地理情况监测资料，

并将有关的资料与其他的主题资料相联系，对向量资料进行

修正。

在诸如水资源等主题数据的制作过程中，由于以上种种因

素，造成了数据的现场界限改变，而数据库没有及时进行相关

的调整。一些森林已经被砍掉了，幼林已经长成了森林，一些

河流已经被修剪得很整齐了，由于没有每年一次的监测和更新，

所以资料库里仍然保留着成林和幼林。所以在采集资料时，要

依据图像的质地，采集自然资源的边界，严格按照自然资源分

类的规定进行分类。对于水资源等天然资源的界限变动，要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实地核实。

（八）分类成果整理

外业调查是在内业提取、转换、采集的自然资源的数据

层上进行，内业参考外业核查数据成果，进行编辑整理，辅

以正射影像数据和实地样本，逐图斑进行编辑修改，外业核

查中的补测数据，编辑时要注意与其他自然资源要素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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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根据外业调查结果，逐一核实修改。完成自然资源各数据

图层的生产。检查各图层以及图层之间的拓扑关系，检查是否

有相交、重叠及图斑之间是否有裂缝等现象，并进行修改编辑，

确保各自然资源的各图层之间无缝衔接。

严格按照“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在质检过程中要

严格遵循自然资源调查和监测的相关技术文件和项目设计中的

技术要求，确保成果质量合格。

建立巡检制度，全流程控制质量。质量控制贯穿于技术设

计、资料获取、数据处理、外业核查、内业编辑、数据库建库

等监测工作的全过程。

严格执行自然资源部统一制定的检查质量管理办法及相关

技术标准，保证质量管理工作的统一和有效。针对巡检、一、

二级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尤其是普遍性的问题、倾向性问

题，及时归纳整理、分析、查找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及时解

决纠正。

对成果数据目录和文件等进行必要的整理和处理，便于数

据成果的集中建库。

四、地理国情监测在三次国土调查中作用总结

（一）遥感影像技术

其主要用途有：一是正向成像。在高分辨率的卫星图像中，

采用高分辨率的卫星图像来实现。在对我国农村用地和城市用

地进行调研时，对目前超过 0.2 米的空中图像无法完全涵盖的

地区，可以采取比 1 米更高的遥感图像来进行补充。采用高精

度校正的方法，建立了一种新的三维立体图像。二是编制国土

勘测基础地图。利用内部的比较，编制出了地籍普查的基础地

图。首先，对地图进行核查和补充。在具体的执行中，要结合

各方面的统计资料，例如农业方面的资料，并结合当地的实际，

进行核查，对于不属于现实的问题，可以通过调整和标识来进

行解决。其次，对问题点进行了补充和抽取。完成全部现场核

实工作的底稿。

（二）“互联网+ 举证软件”新技术

在实地调研中，采用了“互联网 + 举证软件”新技术，采

用了“点对点”的操作方法，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研，

详细介绍了具体的地质类型、区域等。如在本地区与国内地区

之间出现了不同的地区，则使用本软件进行拍照，并将证明的

图片上传。

（三）外部和内部的信息收集技术

根据我国地理环境监测工作的需要，开展了国土资源普查

的数据库。在实际应用中，应用了移动网络技术，应用了内外

业集成的数据收集与建库，根据数据库的建设要求，对各种类

型的用地进行了调研、收集，并将各种资料进行了集成，建立

了一个土地普查数据库。

（四）增量更新技术和大数据技术

根据两种技术，实时地进行数据和信息的更新。采集 2019

年度用地变更普查中的正射图像和新建项目每年抽取的测绘图

像，并与三调数据库进行比较，了解其变动情况，并进行实地

调研，获取增量更新资料，并将全区土地利用状况调查成果时

间点统一更新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云计

算技术，可以有效地降低数据的使用效率，有效地分享调查费

用，对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为以后的工作做好准备。

五、结束语

本文基于三调和地理国情监测数据进行自然资源调查监

测内业解译研究，将三调、地理国情监测与自然资源调查监

测的分类标准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内业

解译环节衔接三调和地理国情监测的合理化建议。以自然资

源科学和地球系统科学为理论基础，建立以自然资源分类标

准为核心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标准体系。以空间信息、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为手段，构建高效的自然资源调查

监测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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