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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三次土地利用调查工作，为现代土地资源的科学利用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和支持。文章以第三次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建

库模式与方法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第三次土地利用调查工作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内容的论述和分析，结合笔者多年从

事土地资源调查工作的科研经验，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科研建议和应用举措。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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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ird land use survey provides important help and support for the scientific use of modern land resources. This paper 

takes the mode and method of the third land use survey data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third land use 

survey from multiple angles, multi levels and multi contents. Based on the author's research experience in land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for many years, it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effective scientific research suggestions and application measures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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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当前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针对当前土地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以第三次土地利用调查为核

心，开展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建库模式研究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和重点。一方面，土地利用调查数据是我国土地资源研

究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土地利用调查工作，需要结合现代化管理技术和管理策略，从而保障第三次土地利

用调查工作的创新和高效。 

1 数据建设的定位分析 

第三次土地利用调查工作的开展，与第二次、第一次存在明显的差异和区别。首先，需要对所有土地数据信息进

行重新建立，以创新性的数据库模式进行应用和实施。将库体的数据进行彻底性的颠覆和创新，并将属性结构进行改

善和强化，取消传统零星地物、现状地物等内容，并且所有地物都需要采用面状要素的形态进行表示和体现。所有数

据的比例尺，有效增加，将调查的内容进行细化和明确，将土地利用现状进行科学化管理，详细记录对应的数据和内

容，以变更、创新的方式实现第三次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库的科学化建立。 

根据我国第三次土地调查的规范性文件，需要采用“骨架奠基、并联作业”的方式开展和创建。通过对数据库骨

架的有效创建，以分模块并行作业模式进行，并对各个数据进行校核和分析，形成初步的数据库，并且还能够以多人

同步记录的模式，提升数据库的构建速度，能够实现数据信息的同步化和精准化。 

2 多模块解耦合的建库模式设计 

第三次土地利用调查，要将前两次的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高精度 DOM 作为数据库的核心框架，将调查区域

进行网格化管理，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实现数据库骨架的搭建。在数据核查过程中，重点查看差别较大的土地信息，并

结合当前土地利用情况对土地数据进行梳理和分析，补充信息数据的同时，将碎片图斑进行融合和修复，实现数据内

容的完整。 

2.1 以线物为主体的骨架构架 

骨架构建，是整个数据库创建的基础和根本，需要按照两个方面进行实施。首先，要根据实际情况，将国家下发

的分辨率优于一米的三次调查 DOM 以及地方收集的零点二米分辨率航空正射影像进行分析，并结合人工目视的解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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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土地类型以及数据骨架主体进行确认和明晰，其次，针对土地变更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土地变更数据库进行线

状地物要素的分析，并将宽度固定阈值的现状地物以进行细化，并针对相应的面状要素进行骨架细节的确认，强化图

像信息的精准性。 

2.2 支持分层协作的模块搭建 

首先，需要针对不同图斑进行判断和阶段，要根据最新调查 DOM 进行数据融合，并将原有地类图斑以及相关影响

进行对比和分析，根据地方图斑不一致的内容进行研究和探索，并结合照片、视频、信息数据等一系列辅助内容，将

全部信息进行上传，并将数据交由内部人员进行审核和判断，实现不同图斑内容的有效收集。对可以继承图斑进行梳

理和分析，尤其是土地变更过程中能够继承的地类土层要素，要进行标准化的原地址调查，并对图斑的具体内容进行

分析和研究。 

2.3 基于规则有限的数据库精细化整合 

首先，将模块图层进行优化和整合，特别是骨架图斑层存在不一致的情况，需要将相关信息进行整合，以同一图

层的形式进行分析，并按照一定的规律和要求进行图层数据的优化和处理，并将重复的地类图斑层进行整合，以骨架

图斑为优先考虑对象，以可继承图斑为次优先级别，并将次优先级别图像的重叠部分进行擦除。 

其次，需要对阶段图层的缺失信息进行补录，需要结合文字、图像、影像等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将对应的空间

数据进行确认，以数字化的计算形式以及人工干预模式对图层数据进行校核。 

最后，空间叠加赋值，主要还是借助范围图层以及地类图斑层等信息进行叠加操作，并对范围图层的数据信息与

其他空间地类图斑进行数据赋值。根据规则计算方式，对相关信息进行备注和说明，从而方便作业人员进行后续内容

的分析和研究。 

最后，将细碎图斑进行融合。通常，细碎图斑有两种类型，一种为阈值较低的小图斑，需要根据文献中的要求对

图斑面积进行阈值设定，并将紧凑度阈值设置为 0.1，紧凑度是素形状阈值最为主要的描述方式，也是图斑细长程度的

重要体现，需要利用面积与周长的比值进行计算
[1]
。 

3 顾及几何约束的线性智能构面方法 

针对重叠区域的处理模式，需要对图斑地类进行优先级判断，并结合铁路、公路、城镇街道用地等五种不同级别

用地进行优先级排序，然后将不同级别的图斑进行优化，并根据前后紧凑度变化情况进行判断。在可控范围内，图斑

的紧凑度越高，对应的图斑数据越好。另外，由于实际地物形状相对复杂，需要根据对应形状的宽度、角度进行计算

和分析，并将重叠区域的图斑进行擦除，因此需要判断二者的优先级别。针对部分区域检测缺失等问题，可以对图斑

的形状进行反向计算，并借助多边形的计算方式，将缺失区域进行补充和说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重叠

区域以及缺失区域需要处理和解决，而线性构建方式，能够让图斑信息更加真实和有效，能够实现精准化的预判和分

析，能够借助对线性数据的反向推理，实现各项数据的有效计算
[2]
。 

4 结论 

综上所述，第三次土地利用调查工作，需要对数据库进行系统化的重建和分析，明确数据库核心骨架的创建根本，

并对骨架中的各项信息进行梳理和研究，深化图斑不同影响的融合策略，并对可能出现的图斑问题进行排查和研究，

结合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以及研究办法，对数据库的模块建立进行全方位的阐述和明晰，确保各项数据能够发挥出相应

的价值和意义，为我国土地资源的利用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以及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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