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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资源管理的新型基础测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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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实景三维中国建设的要求，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服务于自然资源业务，满足自然资源和国士空间治理科学

化、精准化、三维化等方面的需求，同时,切实发挥实景三维中国作为“统一底图”的作用，提供国家地理时空基底。本文

针对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相关应用领域和场景，从基础测绘数据、自然资源应用、地理实体的平台功能及应用案例出

发，对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应用、国土空间保护与合理利用、地质环境与防灾减灾应用、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应用等，进行了基

于自然资源管理的新型基础测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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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stic 3D China, the new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Realistic 

3D serve the natural resources business, meeting the needs of scientific, precise and 3D governanc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national 

space. At the same time, it effectively plays the role of Realistic 3D China as a "unified base map" and provides a national geographical 

spatiotemporal basi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fields and scenarios of new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real-life 

3D, starting from the platform functions and application cases of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data, natural resource applications and 

geographical entities. It explores new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based o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cluding natural resource 

survey and monitoring applications, land space protection and reasonable utilization, ge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applications, and natural resource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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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实景三维中国是真实、立体、时序化反映和表达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的时空信息,是数字中国整体框架构建的核心要素

和重要内容。基于实景三维中国的自然资源与地理空间数据

库,作为国家基础数据库和新型生产要素,赋能各行各业、服

务千家万户、支撑社会治理。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推动

实景三维数据与自然资源业务深度融合，满足自然资源和国

士空间治理科学化、精准化、三维化等方面的需求。同时,要

切实发挥实景三维中国作为“统一底图”的作用,进一步加强

客户挖掘、需求对接、应用拓展、链条延伸, 为数字经济、

数字政务、数字社会提供时空基底。

针对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相关应用领域和场景，从

基础测绘数据、自然资源应用、地理实体的平台功能及应

用案例出发，本文进行基于自然资源管理的新型基础测绘

探究。

1  自然资源管理中的新型基础测绘数据

根据自然资源管理及国土空间规划管控体系的要求，自

然资源管理部门需要精确掌握自然资源的空间位置、分布特

征以及变化规律，从而履行好自然资源监管职能。因此自然

资源管理部门对其所需的业务数据提出了要求，即自然资源

准确的空间位置信息、内容丰富完整的权属信息、科学合理

的分类体系以及基于地理实体数据的应用方式[1]。根据《实

景三维中国建设总体实施方案（2023—2025年）》的要求，

建设任务包括地形级、城市级、部件级实景三维建设，物联

感知数据接入与融合，在线系统与支撑环境建设。地形级实

景三维聚焦宏观层面，重点对生态空间（农业、生态空间）

实现数字映射，是城市级和部件级实景三维的承载基础；城

市级实景三维聚焦中观层面，重点对生产和生活空间（城镇

空间）实现数字映射；部件级实景三维聚焦微观层面，重点

满足专业化、个性化应用需求，是城市级实景三维的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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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表达。新型基础测绘满足自然资源“两统一”职责，服

务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确权登记、空间规划体系建立、生态

环境修复等管理领域；同时要继续继承基础测绘在传统城市

建设、交通水利等方面的基础性需求，同时为数字政府各项

决策提供支撑[2]。通过地理空间大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的耦

合协同，可以实现生产、生活要素供给与需求在时空上快

捷、精准、智能匹配，促进传统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和国土利

用空间拓展延伸，实现生产模式重构、生活方式转型、城乡

治理智慧，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

2  基于自然资源管理的新型基础测绘应用场景

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支撑自然资源立体化管理，在

自然资源管理领域，可在实景三维中叠加国土调查现状数据

及耕地保护线、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区界线、水源地保护线

等规划保护界线，更真实地掌握“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空间

体量和变化趋势，实现国土空间和自然资源的立体监管。

2.1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应用

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方面，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可

以赋能自然资源调查和确权更加科学、高效。在统一的实景

三维产品基础上，将三维地形、专题地图层和精细三维模型

数据进行整合，可以构建全要素三维可视化场景，真实展示

该区域的山、林、田、湖、草、沙等风貌，实现自然资源多

源数据集成到全要素三维可视化管理[3-5]。

2.1.1  调查可视化

在国土资源调查、违建监测方面，新型基础测绘与实

景三维可以赋能自然资源调查和确权更加科学、高效。在土

地调研方面，利用实景三维可测量、直观、逼真的特点，对

内部行业进行逐一验证，提高行业内部准确性，无需大量的

外业调查和举证，减少外业举证量；对于真正需要实地验证

的地图点，可以更方便地确定验证路径和三维场景中位置角

度，从而缩短工作时间，保障成果质量。在城镇违建监测方

面，实景三维技术可以快捷、科学的获取构（建）筑物加

层、扩建等违法情况，大大减少执法人员现场取证的工作

量，提供执法效率。

2.1.2  自然资源动态监测

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产品可以更为直观地对河流、

森林、草原、湿地、滩涂等所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清晰界

定，为严守耕地红线、实施自然资源调查、日常监测及土地

整治提供支撑，便于进行立体计算和监测分析。结合多时相

的DSM数据，可实现自动化的对比分析，第一时间发现地表

的高程变化，辅助自然资源动态监测，解决各类自然资源在

平面空间上存在重叠的问题，如矿产资源与其他自然资源的

重叠、乱采乱挖、批而未建设用地调查、城镇违建等，大大

减少执法人员现场取证的工作量，提供执法效率。

2.1.3  耕地资源调查监测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多样性是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

特点之一，利用实景三维技术，可以直观地分析和测量各种

自然资源坡度。例如，将耕地数据叠加到三维数据上，直接

读取耕地坡度信息，为耕地分类定级提供依据。其次，将耕

地和定级数据用三维数据进行叠加后，如果耕地坡度与定级

数据不一致，可以找出差异范围，从而辅助耕地定级调查，

还可根据坡度对退耕还林、还草等项目进行辅助，这在耕地

调查、耕地等级评价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大部分

耕地以山坡旱地为主的地区，存在一定的广种薄收、倒山种

地的自然经济方式，宜农地资源不足是其本质特征。可在三

维地形建模成果中叠加自然资源数据，并对其中的宜农地资

源进行坡度分析，检查现有和新调入的基本农田是否符合国

家对基本农田用地地形坡度不大于25度或土面坡度不大于15

度的要求。还可以对待退耕还林的土地进行监管，避免部分

地区以退耕还林为名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基本农田纳

入退耕范围。

2.1.4  林业资源调查监测

借助倾斜摄影、激光雷达等多种方式，从空中和地面

多维度、多层次获取林草信息，既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

数据获取能力的尝试，也是对卫星遥感数据的重要补充，可

以极大地改善传统外业调查精度低、时效性差等问题。通过

建设林业三维，全景式真实展现自然资源在地理空间的分

布，直观、立体、清晰地展示出特定范围的地形地貌、立地

条件、地类、树种分布以及生长状况等基础信息，实现山、

林要素的三维空间一体化，为有效解决“在哪造”、“造什

么”、“怎么造”、“怎么管”等管理决策提供精细化、数

字化支撑，从技术层面助力森林防火、湿地保护、动植物

保护等森林资源的管理维度升级，为科学国土绿化的规划设

计、工程实施及后期效果评估提供精准的基础资料，也将为

森林病虫害监测、松材线虫疫木识别和林草湿综合监测评价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为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林草信息化建设

做出有益探索，有效提升县域治理、生态保护等领域的治理

能力和管理水平。

2.2  国土空间保护与合理利用

立足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统筹考虑各类国土空间要素的

合理利用及保护需求，实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范围、要素和

类型全覆盖。

以流域用途管制为例，在三维环境中可以利用DSM数据

直接显示出流域范围、表面积、方位等。通过多时相DSM，

反映出流域周围植被、建筑等信息变化，然后与土地利用状

况数据进行叠加，为流域空间治理提供依据。

2.3  地质环境与防灾减灾应用

利用钻孔资料、地质图、地形图、剖面图等多元信息

进行多源数据整合三维建模，实现三维地灾管理、分析与监

测。在构建三维地质灾害数据库基础上，任意切割制作地质

剖面图、平面图等，并对地质灾害体局部或者全面的面积和

体积计算，为地质灾害的发生、演变提供决策依据。

在三维场景中建立地质灾害监测分析模型，实现地质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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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事前、事中、事后的闭环式处理，事前可以进行地质灾害

风险的评估预测，事中可以实现地质灾害的精准救援，事后

可以进行地质灾害灾损评估和事故复盘。

2.4  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应用

通过调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三维数据和功能服务，

多角度统计分析各区域自然资源违法行为数量、面积、类型

等，提供基于不同时相的倾斜摄影模型，三维地形数据和三

维点云数据等进行比较，提供将规划和界线数据套合三维环

境，通过查看指标比对，准确确定自然资源违法占用情况。

通过自然资源执法监察三维应用与设定的巡查计划对比，判

定是否按照计划实施巡查；跟踪巡查及其他渠道发现的各类

自然资源违法行为后续处置情况。

3  新时代背景下新型基础测绘发展

3.1  构建完善的产品服务体系

在当前的新型基础测绘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根据

社会的需求不断的更新和完善，在多元化需求的基础上保证

服务水平，提高产品的丰富性。首先按照用户的需求开发提

供位置服务方式，形成全球时空基准服务。其次是将管理模

式按需分级，细化分层，根据实际情况以及需求构建大数据

平台，在其他业务需要的基础上提供地图产品。

3.2  构建健全的技术标准体系

在自然资源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创新新兴技术测绘

工作形式和技术，根据不同类型的需求创设多样化的产品，

实现创新性的生产作业模式，充分发挥信息化的优势来为了

未来新型基础测绘体系提供技术支撑，首先要求能够具备全

球高精度的时空基准服务能力，其次是可以按需实时获取各

要素的地理信息能力。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能够真正的发

挥现代技术的优势加强云计算和大数据的优势，实现向智能

化转向，提高数据处理效果和质量。根据实际情况构建技术

标准体系，关注共性问题，做好个性化服务。

结束语

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应用广泛，在自然资源和规划

管理领域，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

与开发利用、耕地保护、生态修复、体检评估与执法监督、

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各个业务方向都提供了支撑，赋

能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工作。同时遍布了智慧规划、智慧园

区、智慧管网、智慧应急、智慧文旅等诸多领域，涉及城乡

建设和管理的方方面面，支撑各个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

社会公众进行分析、共商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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