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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地理信息技术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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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日益成为决策者关注的焦点，这项技术为规划提供了详实的地理数据支持，

还通过先进的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等手段赋予规划者相应的洞察力。因此文章主要探讨了测绘地理信息技术在国

土空间规划中的关键作用，然后分析了技术层面的挑战与机遇，通过研究技术问题和数据质量等内容为读者呈现一个全方位

的视角，揭示地理信息技术在规划决策中的前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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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focus of attention for decision-makers. This technology provides detailed geographic data support for planning and endows 

planners with corresponding insights through advanced remote sen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Therefore, the article mainly explores the key rol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n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t the technical level. By studying technical issues and data quality, it 

presents readers with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and reveals the cutting-edge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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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为国土规划

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通过对先进技术在地理信息领域的引

入，分析了地理信息技术在促进国土空间合理布局、提高

规划效益方面的潜力，借助分析的内容去探讨地理信息技

术如何助力国土空间规划的现代化与智能化发展，为推动

测绘领域的创新与进步提供新的思路和理念。 

1 地理信息技术概述 

地理信息技术是一门综合应用技术，它包括地理信息

获取、处理、分析和展示的全过程，这一领域的迅猛发展

主要是因为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多学

科的交叉融合，地理信息技术改变了地理信息的处理方式，

而且也为地理学、地理信息科学和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机会
[1]
。 

地理信息技术有很多特点。第一，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通过先进的测量工具和遥感技术就能够实现地球表面各

种要素的高精度测量，以及高分辨率的空间数据获取，如

此一来就保证了地理信息的准确性和详细性，为各行业提

供了可靠的基础数据。第二，利用现代测绘技术就可以让

地理信息实时获取和监测，然后就能对地表的变化进行迅

速的响应，这是为了帮助做好监测自然灾害、城市发展变

化、资源利用等动态过程，提供及时的数据支持。第三，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中有传统的测绘手段，还整合了遥感、

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等多种数据源，这种多源融

合的特点使得地理信息更加全面、多样，从而更好地满足

各领域的需求。第四，测绘地理信息技术可以构建三维地

理信息模型，提供更为立体感的地理信息，通过时空一体

的综合应用来表达地表的空间关系。 

2 国土空间规划基础 

国土空间规划是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经济社会需求以

及自然资源分布等多方面考虑，它是为了实现国土资源的

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国土空间规划是对土地利用的单

纯安排，也是对整个国土范围内资源、环境、人口等要素

的有机整合它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实现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从而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生态平衡，这一概念

为规划者提供了指导思想，而且还引导规划工作朝着全面、

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应用存

在的主要问题 

3.1 技术问题 

尽管卫星遥感、GPS 和 GIS 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测绘

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但在实际应用中数据的精度仍然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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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卫星遥感数据的分辨率无法满足对特定区域详细信息

的需求，尤其是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地区，而且测绘技术的

更新频率滞后于实际地理变化导致规划决策基于过时的信

息。而且随着规模庞大的地理信息数据不断积累，传统的

GIS系统面临运算速度较慢、响应时间延长的问题，在国土

空间规划中需要进行复杂的多因素空间分析和模拟，但是在

传统的技术中还不能够满足这些高度复杂的计算要求
[2]
。 

3.2 数据质量与一致性问题 

地理信息数据有多个来源和多个行业中的数据，但是

这些数据的质量和一致性很难得到保障，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数据的准确性与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有直接联系，例

如来自不同机构的土地利用数据存在分类标准的不同，致

使不同数据源之间存在不一致性，这使得规划者在决策时

就无法获得一致的基础数据，从而降低了规划的准确性。

对于一些遥远或不能直接访问的地区，那就会造成数据的

获取相对滞后，因此会造成数据的时效性不足，同时由于测

绘数据的多样性，特别是地形、气象、土壤等各类数据的综

合应用也因数据标准不一致而引发整体数据质量问题。 

3.3 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 

地理信息数据主要是关于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敏感信

息，因此必须采取措施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但是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政府部门需要收集大量的地理信息数

据，这些信息涵盖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等，而这些数据的

滥用会造成严重的隐私侵犯和安全威胁。随着大数据和云

计算的兴起，地理信息数据的存储和处理涉及多个云服务

提供商，这直接就增加了数据的传输和存储中的安全风险，

同时由于地理信息数据的复杂性，因此还存在恶意攻击、

数据篡改或非法获取的风险。 

3.4 社会参与与公众认知问题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涵盖了城市发展、资源配置等方面，

而这些规划的决策直接与广大公众的利益相关，但是公众

一般对测绘技术和规划决策的具体细节了解较少，所以就

让社会参与的不足逐渐表现出来。公众对于地理信息技术

的认知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对这些技术过于陌生，不能理

解它在规划中的应用方式和意义，这种信息不对称致使公

众对规划决策的质疑或不信任，同时由于规划涉及社会、

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所以可以看出公众的参与和反馈对于

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民意基础有重要意义
[3]
。 

4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应用 

4.1 做好规划决策支持 

使用先进的卫星遥感技术就能很好地提高分辨率、大

范围地获取地表信息，实现对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城市

扩张等方面的全面监测，这样一来就能获得详实的地理数

据支持，而且还为规划者提供了对不同地理特征进行精准

分析的可能性，通过将卫星遥感数据与无人机数据、地面

监测数据等融合就能够很好地弥补单一数据源的不足，从

而提高地理信息的综合性和全面性，这种多源数据融合技

术可以帮助解决数据异构性和不一致性的问题，同时也能

够实现对国土空间动态变化的更及时、准确的捕捉。同时

通过 GIS 平台来整合各种地理信息数据，然后就建立起空

间数据库，以此来实现对不同地理要素的关联分析，GIS

还支持复杂的空间模型和仿真，使规划者能够更好地理解

地理现象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空间分析。要注意的是，

在 GIS 中网络分析技术用于交通规划、基础设施布局等方

面，通过网络分析评估不同规划方案下的交通流、路径选

择、服务范围等，为规划者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基于网络

分析评估新建交通路线的影响范围，以此来优化城市交通

网络并提高交通效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遥感与地理信

息系统的结合形成遥感地理信息系统，S-GIS 整合了遥感

数据的信息提取和 GIS 的空间分析，这样就可以为规划提

供更为全面的地理信息支持，通过遥感技术获取的影像数

据完成土地覆盖分类、景观格局分析等工作，为规划者提

供空间分布特征，从而帮助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策略。此

外还要重视利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算法来对大规模地

理信息数据进行自动化处理和分析，特别是在土地利用规

划中，结合智能算法来加快识别土地类型、分析土地利用

变化趋势，从而为规划者提供更精细的土地利用信息。不

仅如此，地理信息技术还支持多尺度、多层次的规划分析，

注意对不同尺度数据的整合，让规划者可以在国家层面、

区域层面和城市层面进行跨尺度的规划分析，从而帮助制

定更全局性的规划战略，充分考虑地理信息在不同尺度上

的影响，进而提升规划决策的整体性
[4]
。 

4.2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区分 

首先要重视建立健全的地籍信息管理体系，利用整合

各类测绘技术建立高精度的地理信息数据库，实现土地界

址的准确标定，与此同时应借助先进的遥感技术获取多源

数据，对地块进行全面、精细地监测与勘测，以此来保障

地籍信息的及时更新，从而防范土地权属混淆的风险。其

次应该注意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应明

确定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地位，规范土地权属的

转让、变更等程序，从而保障土地的法律归属明确，同时

还要建立健全土地登记制度，将测绘的结果与法定登记挂

钩，使得实地测绘成果能够被有效记录和监管。再次要做

到强化监管力度，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建立起高效的

土地监管平台，实现对土地使用情况的实时监测，使用监

测手段对土地使用行为进行追踪，及时发现不符合规划要

求的情况并依法进行纠正，从而防止土地使用与所有权不

符的情况发生。此外还要做到推动信息共享与协同工作，

建立起政府、测绘机构、土地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

制，让各方能够及时获取最新的地理信息数据，通过协同

工作实现各部门间信息的无缝衔接，以此来提高土地权属

管理的协同效率，进一步保障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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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最后也要注意提升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通过开展

培训与考核来让从业人员具备高水平的测绘技术和法律

法规知识，从而提高其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判定中的专

业素养，重视规范的从业人员队伍来有效提升测绘地理信

息技术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实际应用效果，以此来减少因

人为原因引发的土地权属混淆
[5]
。 

4.3 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管理 

利用测绘技术来做好对耕地的全面监测与调查，准确

获取土地利用的基础数据，利用遥感技术获取大范围、高

分辨率的土地信息，以便能够对耕地进行精准地分类和评

估，为科学制定耕地保护政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同时

还应当通过法律手段规定对于耕地的特殊保护政策，明确

划定禁止开垦的区域并规定在特定条件下的耕地占用审

批程序，以此来建立起健全的建设用地管理制度，使得对

于建设用地的规范管理和科学利用得到保障。另外要重视

利用测绘技术来绘制详细的土地利用规划图，让各类土地

的功能定位和合理利用方式得到明确，在规划编制的过程

中充分考虑土地的生态环境、气候条件等因素，进而让规

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更加明显。而且还要注意利用精准的

测绘技术来做好土地使用权的明确划分，避免不合理的占

用和使用，在土地使用权划分中要注意使用不同类型土地

的使用期限和用途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保障建设用地的

合理利用。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建立政府、测绘机构、

土地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让各方能够及时获取

最新的地理信息数据，通过协同工作实现各部门间信息的

无缝衔接，进而提高建设用地管理的协同效率。最后要重

视利用地理信息技术构建一个高效的土地监管平台，进而

让土地可以根据情况完成实时监测，重视通过监测手段来对

建设用地行为进行追踪，从而及时发现不符合规划要求的情

况并依法进行纠正，防止建设用地的滥用和不当利用
[6]
。 

4.4 国土空间规划设计 

测绘技术应用于国土空间规划设计中，就要注意借助

测绘技术制定详细的总体规划图，从而让各类土地的功能

定位和合理利用方式都得到保障，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将各

项规划内容融合进一张完整的规划图，以此来形成对国土

空间的整体把控，在规划目标的制定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

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多个因素，进

而保障规划的综合性和可持续性。同时还要注意结合测绘

技术制定各类专项规划，特别是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生

态保护规划等，这需要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实现各项规划内

容的空间分析与整合，结合专项规划，把国土空间规划的

总体目标具体细化，从而形成可操作的实施方案。此外还

要注意明确各类土地的合理利用方式，同时划定不同区域

的用地性质，在规划设计中应该综合考虑土地的自然条件、

生态环境、社会需求等多个方面来做到对用地的科学性的

提高，结合精细的土地利用规划做好对国土空间的有序管

理和科学利用。此外还要重视建立政府、测绘机构、规划

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让各方能够及时获取最新的地

理信息数据，在协同工作的前提下做好各部门间信息的无

缝衔接，从而提高规划设计的协同效率。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的应

用为规划决策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思路，重视研究技术

问题、数据质量、安全隐私等方面的问题，发现这一技术

在今后的工作中还有很大的潜力。技术提供了高精度的地

理数据，而且还拓展了规划者对空间关系的理解，使规划

决策更为科学和智能。然而也要注意数据一致性和隐私保

护，因此就需要跨学科的协同努力来共同推动技术的发展

与规划的智能化。今后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希

望可以更高效地解决这些挑战，使其更好地为国土空间规

划服务并促进可持续发展，从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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