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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我国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开展中也大量应用了

信息化测绘技术,既实现了调查信息的准确性和详细性,也能够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升调查效率和调

查质量。因此本文通过对信息化测绘技术的分析及其在第三次国土调查中的应用价值,对当前的应用技

术进行了综合分析,旨在以此促进信息化测绘技术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的深度应用。 

[关键词] 信息化测绘技术；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应用 

中图分类号：P201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Hao Li 

Institut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enan Province 

[Abstract]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ll walks of life, China's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work has also been a larg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mapping technology, not 

only to achieve the accuracy and detail of the survey information, but also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the survey. Therefo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in-depth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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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开展国土调查工作既能够帮助我国

科学地掌握自然资源的整体利用情况,

为相关资源管理和决策的制定实施奠定

良好的数据基础,也能够促进我国各项

自然资源的科学利用和有效配置。将现

代测绘技术应用到国土调查中,能够通

过计算机信息载体等方式提高国土调查

的效率和精准性,与传统的测绘技术不

同,信息化测绘技术具有较多的应用特

征和类型,因此在开展国土资源调查工

作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针对性地

选择合适的信息化测绘技术,从而保障

国土调查工作的有序开展。 

1 信息化测绘技术 

新时代下的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

测绘要求,测绘的对象和作用也进一步

广泛,测绘空间逐渐朝着多元化的方向

发展,信息化测绘技术具有信息更新和

传输迅速以及成果应用便捷等技术特点,

在测绘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能够为经济社

会的发展提供可靠和及时的测绘保障,

发展现代信息化测绘技术需要充分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完善数字化的测绘

技术来形成信息化社会的技术体系,从

而为社会信息化建设提供重要的技术支

撑。与此同时,信息化测绘技术主要表现

为社会信息量丰富、测绘过程标准化以

及测绘信息服务可视化这三个特点,不

仅能够形成地理空间的动态三维模型,

也能够在构成信息绘图过程中以三维的

方式再现地理和空间世界,极大地方便

了决策支撑和各类用户,为现代化的社

会技术以及地理空间可视化提供了重要

的技术手段,从这些层面来看,加快测绘

技术的信息化建设,构建信息化测绘体

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将其运用在国

土调查工作中能够切实提高调查效率和

调查质量。 

2 信息化测绘技术在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中的应用价值 

2.1有利于保障自然资源部门绘制

数据的准确性 

在国土调查中应用信息化测绘技术

能够科学保障国土绘制的准确性,这样

既有利于促进我国国土资源的规划管理

工作,提升开发价值,也能够实现各项测

绘数据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国土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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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过程中,相关国土特征调查是一项

必要的因素,在对这些特征进行测量的

过程中离不开测绘技术,信息化测绘技

术能够运用相关的信息技术和测绘仪器

对目标区域中的各种数据信息、地理坐

标以及遥感影像进行科学观察,既能够

准确有效地获取各项信息数据,也能够

通过网络传输技术的应用来提高测绘数

据的高效传输。同时。现代化技术的应

用也能够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科学处理和

发送来使测绘部门获得准确的绘制数据

信息和三维模型,为我国国土调查及绘

制工作奠定了必要的数据基础。 

2.2有利于提高自然资源部门国土

调查速度 

传统的国土调查工作中受到了传统

技术和测绘方法的限制,大多是用人工

方式对国土进行调查,再加上我国有很

多的特殊地形以及野外的复杂环境,不

利于国土调查工作的有序开展,导致调

查进度十分缓慢,存在工作难度大以及

调查周期长和调查效率慢等技术特点。将

信息化测绘技术监控在国土调查工作中

既能够有效地解决上述提到的各种调查

困难,也能够通过GPS以及遥感的先进技

术的应用实现对我国特殊地形以及野外

复杂环境的实时监控。这样既有利于工

作人员通过三维立体空间模型来对国土

地形进行充分地调查,也能够有效地提

升调查效率,缩短调查周期,从而推动我

国调查工作的有序开展。 

3 信息化测绘技术在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中的实际应用 

信息化测绘技术在我国国土调查工

作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既能够充

分发挥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也能够有

效确保国土调查的成果质量。在开展国

土调查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遥感技术、地

理信息系统技术以及全球卫星导航技术

等相关的技术手段,并对计算机自动比

对和核查工作进行有机结合,确保了各

项测绘数据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3.1高分影像技术 

在国土调查工作中一般使用具有高

分辨率的遥感影像技术,并且也会根据

所在区域的调查实际情况以图斑形式将

各种矢量数据直观地体现出来,从而实

现个人用地面积的科学统计。在开展国

土调查的过程中,为了确保调查成果及

质量,可以利用高分影像技术开展无人

机调查,这样既能够快速准确地完成测

绘工作,也能够对范围相对较小以及分

布地区较广的国土面积进行大面积的航

测摄影从而准确获取小区域内的数字影

像,并将这些影像数据通过智能应用快

速准确地进行数据分析工作,确保各项

测绘数据以及调查信息的有效获取,将

这种高分影像技术应用在国土调查工作

中既能够有效地提高图斑核查工作的整

体效率和质量,也能够确保影像的真实

客观性和清晰度,从而实现对国土边界

的精确勾绘。 

3.2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 

将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应用到

国土调查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技

术应用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借助无人机的

方式快速采集各种影像数据,并通过航

拍的方式来获取详尽的影像数据,随后

会对这些影像数据进行一定的预处理,

以区域联合平差和匹配的方式构建出精

细化的三维模型,从而对国土区域的各

种情况、外观以及位置的属性进行详细

地呈现。该项技术在应用过程中能够在

同一个平台上搭载多种传感器,这些传

感器既能够对国土位置以及国土高度进

行全面地感知,也能够飞行过程中随着

航拍角度的不同来真实地反映各种国土

数据,同时还能够将地面的纹理以及地

物的位置真实客观地反映出来。在开展

国土调查工作的过程中,应用无人机倾

斜摄影测量技术具有优越的实用性,既

能够对农村地区的各个村落进行科学的

航测,从而构建出不同的村落实景三维

数据库,也能够将农村地区的地籍图进

行绘制,从而促进我国乡镇管理工作水

平的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在三维模型

的构建过程中还可以通过这些技术的应

用保障三维证书附图的确立以及应用,

在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的同时也能

够有效节约人力资源。 

3.3 GIS系统与互联网技术 

将GIS技术应用在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工作主要是通过与互联网技术的有

机融合来实现的,这种融合技术的应用

使得国土调查的范围进一步变广,技术

功能也进一步强大,在将GIS系统与互联

网技术进行融合形成的信息化测绘技术

应用于国土调查工作的过程中,既可以

以“互联网+举证软件”的方式对国土数

据进行详细调查,也可以通过国土调查

平台的构建来提高调查工作的精度和准

确度。除此之外,该项技术在应用工作中

主要是以智能APP的方式进行数据分析

和整理工作的,在开展调查的过程中,调

查人员可以通过将智能设备与收集相连,

将航拍到的图片及时传输到平台中,工

作人员可以结合系统平台的功能知识对

各项数据信息进行实时查看,并与户外

调查人员进行互动,这种工作模式既有

利于提升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也能够

有效丰富和发展国土调查资源,促进我

国国土调查工作的有序开展。 

3.4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技术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技术在国土调查

工作中的作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在开展户外突发调查工作的过

程中,调查人员可以利用卫星导航技术

对工作情况进行实施督查,从而确保工

作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在调查过程中

还可以利用全球定位技术和互联网取证

平台来提高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既避免了一些不真实的数据来影响调查

成果,也能够使得调查过程中形成的各

种数据的准确性以及研究成果都符合国

家的相关标准要求。 

3.5计算机自动比对技术 

在开展国土调查成果核查工作中既

需要结合既定的国土核查方案进行有效

比对,也需要不同的地区因地制宜来制

定科学的核查方案,这样才能够保障各

项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这一

过程中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国土调查数据

进行比对是信息化测绘技术的一个重要

应用,能够实现对地区真实性和边界准

确性的重点核查。一方面,在核查过程中

能够由计算机对人工核查以后的图斑进

行科学比对,从而找出变化的图斑,另一

方面,人工也可以对变化的图斑进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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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核查和确认从而确保调查质量,保障

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信息化测绘技术在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中的应用主要是通过信

息采集和综合处理来实现的,既需要结

合全过程的国土调查和信息综合管理来

实现,也需要加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来

为国土调查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和信息

资源。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当深化信

息化测绘技术的应用,不断提升国土调

查工作的信息化和准确化水平,从而促

进我国国土调查工作的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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