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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实施方案、技术规程以及相关补充规定要求,根据宁夏平原土地利用现状的特点,从六个方

面对宁夏平原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程序和方法进行了总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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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地调查是我国法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全面查清土地

资源的重要手段。2017年末,国家部署开展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工作。第三次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作为一项重大的国

情国力调查,目的是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基础上,全面

细化和完善全国土地利用基础数据。相比较第二次土地调查

(以下简称二调),三调处在国家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档

口上,是下一步自然资源大调查及自然资源管理的基础,任务

时间紧,质量要求高,如何能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按照方案

和规程的要求采用适合本区域的工作程序及方法至关重要。 

1 宁夏平原土地利用的特点 

宁夏平原又称银川平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黄河

两岸。北起石咀山,南止黄土高原,东到鄂尔多斯高原,西接贺

兰山。宁夏平原面积1.7万平方公里,滔滔黄河斜贯其间,流程

397公里,水面宽阔,水流平缓。沿黄两岸地势平坦,早在2000

多年以前先民们就凿渠引水,灌溉农田,秦渠、汉渠、唐徕渠

延名至今,流淌至今,形成了大面积的自流灌溉区。铁路、公

路及农村道路四通八达,干渠、支渠、斗渠、毛渠及相应的排

水沟等配套完善,城镇村庄建设规整、农田湖泊相映成趣,灌

区地块规整,图斑地类、线状地物等都有迹可循,丘陵山区地

类单一,除个别开发建设区域外,与二调相比变化不大。 

2 宁夏平原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程序和方法 

线状地物调查

外业调查

内业矢量化

土地权属调查

权属界线转绘

补充调查

城镇村庄范围划定

内业图斑勾绘预判

外业调查举证

内业整理建库

基础资料收集整理

 
图1  宁夏平原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流程图 

基于宁夏平原的土地利用特点、三调相关流程及技术要

求,通过试点县工作的探索,在省时省力不走弯路确保质量

的原则下,重点对调查程序进行了探索优化,质量控制部分

未在本文中体现。 

2.1线状地物调查 

2.1.1线状地物现状分析 

限于调查精度,二调要求20米宽度以下的线状地物按照

单线的形式入库,三调中要求宽度超过2米的所有线状地物

按图斑调查。宁夏平原多道路和沟渠,二调以来,经过大规模

的土地开发整治项目、农田水利建设、土地流转及大量的基

础设施建设等原因,沟渠路等线状地物宽度和位置发生了大

量的变化,同时由于二调对沟渠路并行时线状地物的综合取

舍和归并,因此直接利用原库线状地物宽度及位置作为依据

对沟渠路图斑进行内业图斑化处理变得不现实,而线状地物

图斑作为构成第三次国土调查地类图斑图层的基础框架及

脉络,宽度与边界准确与否,是决定下一步调查区域内业矢

量化准确性的重要因素。为了避免后期对图斑边界的大量返

工修改,针对线状地物,应先开展外业调查,再进行线状地物

图斑内业矢量化工作。 

2.1.2调查方法 

针对国有的道路、沟渠,主要铁路、高速公路、国道、

省道、县乡道、干支渠、干支沟,在调查的过程中,按照相应

的级别,参考相应的登记发证、管理、用地等数据资料结合

实地调查进行单独上图。 

对于村庄中沟、渠、路、林带并行的线状地物,实地逐条

调查核实并量测宽度,达到上图标准的,逐条上图。沟渠并行

的,合并处理。对于经过土地整治、农田水利建设等的区域,

按照影像特征一致性原则分不同片区对其中的农渠、农沟、

农路抽样调查,建立解译样本,然后内业依据影像进行上图。 

2.2土地权属调查 

土地权属调查是三调一个重要内容,主要是内容是将已

完成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和城镇国有建设用地范围

外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成果落实到国土调查成果中,结合相

关资料,对发生变化的部分开展补充调查。因集体土地所有

权确权成果及独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成果在权属调查

的过程中采用的底图、技术方法等与三调不一致,因此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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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相应的权属界线协议书中权属界线的描述,逐条转

绘落图,做好与图斑边界的衔接。要重点核实确认铁路、高

速公路、干渠等国有道路沟渠的权属边界,避免造成相关权

益受损以及地类认定错误。 

2.3城镇村庄范围划定及细化调查 

三调要求城镇村庄打开也就是二调中的20地类细化调

查,同时构建新的城镇村庄范围并以单独图层方式入库,城

镇村庄范围内的图斑标注相应的20属性。20属性是否准确标

注,尤其是村庄203属性是否准确标注,是下一步三调数据启

用后自然资源管理过程中影响村庄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而

城镇村庄范围的划定又决定了标注20属性的范围,因此城镇

村庄范围的划定是城镇村庄细化调查的关键。 

城镇村庄范围划定主要是参考2016年土地调查成果中

确定的城市(201)、建制镇(202)、村庄(203)、采矿用地(204)

以及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205)范围,优先选择高分辨率的

影像数据,根据影像特征和实地建设情况,按照集中连片的

原则划定相应的范围。城镇村庄范围划定可以分别选择以下

两种方式,一是针对城镇村庄集中建设区域先开展细化调查,

然后根据相应的调查规则要求及原20类型,进行图斑标注,

依据细化调查标注成果提取城镇村庄范围；二是依据影像特

征,内业勾绘划定20范围,然后开展细化调查,在外业调查核

实的过程中对已划定的20范围进行修订。 

城镇村庄范围划定在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则要求的情

况下,要重点对可以调查为城镇村道路的单边建设及环村道

路检查核实,避免因地类认定错误影响城镇村庄范围划定以

及20属性的标注。 

城镇村庄细化调查综合利用高分辨率影像数据、城镇村

庄地籍调查成果、不动产登记成果、城镇村庄规划数据等资

料先开展内业矢量化,然后采取外业核实的方式开展细化调

查,其中资料的准确使用是关键。 

2.4内业图斑勾绘预判 

在线状地物调查和城镇村庄范围划定的基础上,依据影

像特征对地类图斑进行分割,制作基础地类图斑层,然后套

合2017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叠加自然资源管理数据及

相关自然资源专业调查数据,进行各地类预判和图斑边界勾

绘,生成图斑预编号、权属单位名称等国土调查记录表规定

的图斑基本信息,制作外业调查数据。内业图斑勾绘要尽量

做细做实,在开展外业调查举证时,可以减少外业调查图斑

分割的工作量,提高外业调查举证的效率。 

2.5外业调查举证 

依据内业图斑勾绘预判结果,实地逐图斑调查图斑地类,

核实图斑边界,修正内业研判图斑界线,核实标注属性。在调

查底图上清楚标绘图斑边界、地类、地类标注内容和权属单

位等属性信息,同时对影像未能反映的新增底物进行补测。

调查的过程中,如实填写调查记录表。按照三调对图斑举证

的要求,对需要举证的图斑进行“互联网+”举证。 

在外业调查举证的过程中,要根据内业预判结果和县域

的具体土地利用现状特点,分析每个区县的重点变化地类,

按照每个区县的调查重点,合理安排工作计划,掌控调查进

度。把握县域重点及难点做好调查是按时并顺利通过自治区

及国家核查的关键。 

2.6内业整理建库 

基于二调以来国土部门调查形成的大量的基础矢量数

据以及农、林、水等部门的调查数据作为调查底数支撑的第

三次国土调查,其内外业相结合的调查模式本质上来说就是

一个数据建库的过程。结合外业调查举证工作,要及时将外

业调查成果修正完善至相应的内业预判图层,边调查,边入

库。外业调查人员与内业数据处理人员应有机统一,配合作

业,避免内外业分离,导致成果准确性差。 

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必须避免由于比例尺不一、精度差

异等因素造成的细碎图斑。尤其是由于权属数据叠加现状数

据造成的差异,确属技术误差的,应当通过外业调查或协调

纠正的手段予以衔接与消除。 

3 结语 

三调对调查内容、方法及技术标准都有新的要求,二调

以来,宁夏平原土地利用现状变化相对较大,从三调工作整

体进度安排上来说,工作攻坚期又恰逢宁夏寒冷的冬季,给

外业调查和举证带来诸多的不便,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高

质量的完成调查任务,每个县区必须针对本调查区域土地利

用的特点和调查重点,对工作程序和方法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和合理的安排。本文根据宁夏平原土地利用的特点以及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实施方案及技术规程的相关要求,对基本的

调查程序和方法以及一些需要关注的点做了研究总结,采用

了“外-内-外-内”的调查模式,提高了相关县的调查效率与

调查准确性,县域地理特征与宁夏平原相似的区域可以参

考。同时三调内容众多,不同的县区地理特征不完全一致,

在具体作业的过程中,还需针对具体的调查内容对调查程序

和方法进一步细化。 

[参考文献] 

[1]范淑媛,李光辉.浅谈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与第二次

全国土地调查[J].西部资源,2019(03):177-178. 

[2]徐雪萍,金龙龙.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泰顺县奋力谱写

第三次国土调查新华章[J].浙江国土资源,2019(05):57. 

[3]黄妙华.基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技术探究分析

[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9(13):153-154. 

[4]杨超.浅析如何做好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J].居

舍,2019(12):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