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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进一步做好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实现线状地物相关数据的科学高效分析。文章结合第一次、第二次全国国

土调查开展情况,以现有的技术手段为支撑,调整优化调查方法,构建起科学高效的调查机制,切实满足线状地物调查工作的要

求,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线状地物；调查方法 

 

前言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是在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工

作的基础上,对全国土地基础数据的完善以及细化。在调查

工作中,充分利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等科技手段,掌握

各类土地信息,以期为后续区域空间规划、土地资源宏观调

控以及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数据支持。文章着眼于线状

地物调查,在梳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任务的基础上,

明确调查要求的相关变化,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制定完备

的调查方案,为后续相关实践活动的进行提供便利。 

1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概述 

对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全面梳理,有助于在思维层面

形成一个完备的认知,明确调查要求以及调查流程的变化,

以确保相关调查工作的有序开展。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基于第二次全国国

土调查工作的成功,逐步优化完善国土资源调查、统计以及

监测制度,打造调查数据信息化共享平台,为空间规划、资源

管理以及生态保护工作提供技术支持。调查的主要任务在于

通过地理信息技术、遥感技术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耕地、

林地、草地等相关土地面积以及土地分类信息进行全面调查,

尤其对耕地使用情况、分布区域等信息进行全面分析,同时

对闲置土地进行梳理排查,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构建起国

家、省、市、县四级土地资源信息共享机制。 

2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线状地物的变化 

考虑到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在任务目标方面的变化,在

进行线状地物调查环节,工作人员需要认真分析,明确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对于线状地物调新要求,明确其在土地分类

内容方面变化,通过这种方式,为调查资料的获取、分析提供

方向性引导,提升调查工作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基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在主要目标以及工作任务方

面的变化,工作人员在进行线状地物调查环节,应当做好应

对工作,明确相关工作内容的变化。例如在铁路以及公路用

地的调查环节,由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调查范围以及相

关标准更为明确,因此在线状地物调查环节也应进行相对应

的调整。以公路用地调查为例,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相关要求,建筑物边缘到公路边缘之间的距离,应当与公路

等级进行挂钩,例如高速公路不得低于 30m,国道不得低于

20m,省道则应不低于15m。这就要求在线状地物调查过程中,

不能片面的按照道路中心线来推测道路征地,以免影响 终

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在农村道路的调查中,根据相关部门的

要求,农村道路的宽度不应当超过8m,这一规定,使得农村道

路的范围得到限定,作为村用道路,其主要服务于农村的生

产生活。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的相关规定,将农村道路划入调查范围,这就要求线状地物

调查过程中,应当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加强对村道的调查

工作。对于区域内的沟渠,在线状地物调查环节,需要做好区

分。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过程中,将调查范围扩大,这也

要求调查人员在进行线状地物调查环节,做好相应的调整,

以确保调查工作的全面有效开展,避免出现调查数据不全面

等问题。 

3.线状地物调查的基本方法 

线状地物调查过程中,为了降低调查压力,提升调查准

确性,工作人员在调查环节,需要做好调查方法的优化调整

工作。通过分析过往全国土地调查相关资料,采取构建线状地

物图斑的方式,推动线状地物调查工作的有序开展,切实满足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的相关要求,顺利完成调查任务。 

3.1 合理使用过往现状物调查数据 

为了降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的强度,提升调查工

作的质效,确保线状地物调查工作的有序进行。工作人员在

实际调查环节,应当充分吸收借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

的相关经验,科学高效使用各类调查数据。第二次全国土地

调查中对于线状地物通过采用 1:10000 大小的比例尺进行

呈现,由于其比例尺大小与第三次线状地物数字正射影像比

例尺大小一致,因此可以节省工作人员的精力,直接获取相

应资料。但是在使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的过程中,必

须明确其线状地物图斑反映出铁路用地、公路用地等线状地

物没有被包括在征地范围内,同时对于农村道路的线宽也没

有进行相应的处理,这些情况的出现,要求工作人员在数据

选取的过程中,应当做好数据的遴选与分析工作,确保选取

数据的有效性,避免给后续图斑构建的开展产生消极作用。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使用 1980 西安坐标系,而第三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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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调查则使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坐标系的变化导致

两次线状地物调查空间数据的呈现效果有着较大的不同,无

法进行套合,要求调查人员做好坐标的记录,记录线状地物

的空间位置以及相对位置。在使用过往土地调查资料的过程

中,工作人员应当着眼于实际,明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与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之间的差异,以此为基础,做好相应数

据的区分工作,既确保相应数据的快捷获取与有效使用,又

能够避免因错误引用数据带来的线状地物调查结果的影响,

为数字数字正射影像资料分析,以及线状地物图斑构建工作

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2 做好数字正射影像图资料分析工作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大量使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

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使得调查活动中获取数字正射影像图

的能力大大提升。以数字正射影像为切入点,实现了遥感数

据以及航空相片的修正以及镶嵌,同时也实现了调查区域独

立背景层、经纬度以及其他地理要素的集中呈现。为了规范

影像获取质效,为后续相关调查数据分析、处理工作的进行

提供便利。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对于数字正射影像图提出了

具体可操作的标准。但是考虑到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

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同时现有技术条件下航空影像资料的

分辨率以及遥感技术的时效性存在不同,这些情况的出现,

无形之中,影响数字正射影像图中的 DEM 网格数据的精度以

及时效,从而导致数据偏差,对 终的调查结果产生消极作

用。为了有效处理这一问题,工作人员应当在科学性原则以

及实用性原则的引导下,理顺数字正射影像资料获取流程,

逐步明确影像资料获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缺陷,在此基

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影像技术方案的管控,以此提升 DEM

网格精度以及时效性,推动数字正射影像资料获取工作的顺

利进行。 

3.3 构建线状地物图斑 

在梳理过往线状地物调查数据以及数字正射影像相关

资料的基础上,工作人员需要进行线状地物图斑的构建。具

体来看,将征地范围作为线状地物图斑的界限,同时做好可

利用土地范围数据的收集与使用工作,在使用过程中,通过

坐标系统,对相关空间信息进行转换,将所获得的数据录入

到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统中。在完成上述操作后,将征地范

围叠加到数字正射影像之中,初步形成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为基础的行政界限, 终形成面状图斑。在图斑构建过程

中,如果没有相关的征地范围数据,可以组织工作人员进行

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数字正射影像叠加处理。

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征地区域没有相应的界桩实物,工作人

员可以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对征地范围进行理论界定,

将界定结果进行正射叠加,构建线状地物图斑。 

4 结语 

在进行线状地物调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积极转变思

路,明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在任务目标方面的新变化,以

此为基础,逐步梳理其对线状地物调查的新要求,明确现阶

段线状地物调查的诉求,通过查阅、分析过往数据以及构件

线状地物图斑的方式,形成一套完整的调查机制,确保线状

地物调查的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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