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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调土地调查工作的探讨 
                  --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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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调查是全面清查土地资源利用现状的一项国情调查。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资源变更日益频繁,本文基于对深汕

特别合作区的土地调查技术研究,对第三次土地调查的新技术、新要求及调查中的关键技术进行分析总结。 

[关键词] 内业预判；外业举证；细化调查；问题与分析 

 

引言 

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真实准确的掌握我国土地利

用现状基础数据,对进一步完善土地资源管理,科学、合理的

规划土地资源空间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深汕特别

合作区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最东端,西部、北部与惠州市惠东

县接壤,东部与汕尾市海丰县接壤,距离深圳60公里,辖区总

面积468.3平方公里,下辖鹅埠、鲘门、小漠、赤石四镇。深

圳市政府为全面查清深汕特别合作区土地资源利用现状及

土地权属状况,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以下简称“二调”)

的基础成果上,对已有的内容进行细化,变化的内容进行更

新,新增的内容进行补充的全方位调查。在初始库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深汕特别合作区2018年高分影像,结合地理国情普

查成果数据、农村地籍调查成果数据及林地变更调查等已有

成果,通过内业对数据处理、分析、对比、解释等工作。按

照《深圳市调查监测用地分类对照转换表》完成深圳市监测

地类的转换。形成的土地利用现状分布图、数据统计等于一

体的矢量数据库。 

1 内业预判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为满足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的

需要,根据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要求,本次调查由省级统

一组织完成对全省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初始库(以下简称

“初始库”)的建设工作,初始库充分利深汕特别合作区2016

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库中的地类属性,结合国家下发影像和国

家提取的不一致图斑,通过对地类边界和属性信息的提取,

在内业进行地类预判,减少外业核查工作量,有利于加快作

业进度。初始库完成后按县(市、区)整理下发,作为本次调

查基础和依据。 

2 农村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开展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是全面查清土地利用现状的重

要手段。在开展调查前,对深汕特别合作区所涉及的地类,

选取地类单一、特征明显的典型地块,进行地类样本采集工

作,保持样本影像特征和实地利用特征的一致性,规范和统

一土地分类标准。针对第三次土地调查的新特点,本次调查

采用综合调绘法,即内业对初始库中的一般核查和重点核查

图斑通过内业解释后,外业采用“政务网+”内外业一体化技

术,依托深圳市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举证软件,以实地现状

认定地类为原则,对每个初始库中下发的图斑地类、边界等

内容逐一外业实地核实、修正、补充调查,开展在线举证工

作。实现了内外业工作的无缝衔接。 

根据省下发的初始库,深汕特别合作区共11985个图斑,

其中一般核查图斑5086个,重点核查图斑6899个。根据深圳

市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总体方案要求,对下发每个的图斑地

类及边界进行了外业实地逐一核实。对于无法到达的区域图

斑,采用无人机+外业调查举证系统,进行外业举证。 

开展在线外业调查举证时,举证软件会通过GPS定位功

能来记录作业员行走的作业轨迹、实地坐标、拍摄点方向、

拍摄时间、实地照片及图斑举证说明等综合信息的加密举证

数据包,通过政务网上报致省级外业调查举证系统。 

外业调查举证工作主要是对初始库中标注出来一般核

查图斑和重点核查图斑实地核实和举证工作。对于一般图斑

外业调查,实地地类、边界与初始库信息一致的,外业核实并

补充完善相关信息。对于重点核查图斑都需外业核实、拍照

举证并完善相关信息。当图斑地类一级类发生时,需实地拍

照举证；耕地类二级地类发生变化时,需实地拍照及举证。

实地边界与初始库中边界信息不一致时,根据影像纹理特征

结合实地情况够在判别图斑边界的,利用平板电脑上APP中

的草图标绘功能,现场在APP上绘制其边界草图、加注草图标

注点,现场记录分割图斑地类等信息并分别拍照举证,内业

进行矢量处理,转绘图斑地类等相关信息；对影像纹理不明

显和新增地类的图斑,在外业进行标注,内业利用收集已有

的相关测绘资料数据,能够内业绘制其边界的,通过内业处

理后再进行外业核实；根据收集的资料仍然无法确定其边界

的,外业采用了RTK、全站仪等测量技术,外业实地对地类边

界进行数据采集,内业根据矢量化数据,对图斑进行分割处

理并转绘图斑地类等相关信息。 

本次调查对永久性基本农田范围以外的耕地,参考有关

资料,根据耕地理位置和条件,对河道、湖区、林区等范围内

耕地进行细化调查,标注出相应属性,夯实了耕地数量、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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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基础。 

3 城镇村庄内部土地利用现状细化调查 

城镇村庄内部土地利用现状细化调查,采用深汕特别合

作区2018年0.1米高分影像图,参照省级下发初始库中城镇

村划定的范围,结合深汕特别合作区不动产登记成果、农村

地籍调查数据、城乡规划数据、地理国情等数据通过内业对

数据预处理、转换、提取等,勾绘出以城镇村内部交通运输

用地、公园与绿地、河流等为框架的土地地用现状图。遵循

低精度成果服从高精度成果原则,按照工作分类,将土地利

用类型相同地宗地进行合并。对于多种用途的宗地按其主要

用途调查,对于超大宗地按照不同用途划分图斑；对于没有

相关参考数据信息的地区,按影像纹理特征勾绘图斑范围,

并通过外业对图斑逐一调查,核实、修正、补充图斑地类信

息；对于实地与内业预判边界、地类一致的,现场确认并完

善相关信息；对于实地与内业预判地类不一致的,以图斑实

际用途为准；对于实地与内业预判边界不一致的,以实地实

际边界为准对其边界进行修正。 

4 现状问题与分析 

由于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在开展全覆盖的地籍调查和土

地总登记工作,三调中不再开展土地权属调查。截至三调统

一时点该区土地登记数据库中国有土地使用权界线在三调

国土调查数据库中上图。 

通过外业全面核查后,此次三调共调查地类图斑 12689

个,其中一般核查图斑 4898 个,重点核查图斑 7791 个。通过

数据对比分析,存在以下现状： 

4.1耕地面积大量减少与年度变更数据库数据存在较大

差异。本次调查,依据相关规定并结合现状,认定的耕地较

2016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库耕地存在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国

民经济建设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企业的大幅增加的

影响。 

4.2 耕地内部末级地类变化大,耕地类二级地类发生变

化时,外业调查处理方式。数据显示,深汕特别合作区耕地末

级地类量大,水田、旱地面积大幅减少,水浇地面积增加。主

要原因是年度变更库中地类认定与三调标准不一致而导致。

根据《广东省第三次全国调查举证成果省级审核方案》(以

下简称“审核方案”)的要求“原始数据库地类为水田,地方

调查为水浇地、旱地,原则上审核不通过；原数据库地类为

水浇地,地方调查为旱地,原则上审核不通过”,即耕地类的

图斑不能降级进行调查。但三调各级要求“求真归真”客观

准确、事实求是地进行调查。本次调查,耕地类二级地类发

生变化时,外业采用询问结合现状举证方式。对于已多年种

植的,按现状地类调查；临时种植的,按原地类进行调查,并

在外业记录中对地类发生变化情况详细说明。 

4.3关于推土区图斑认定相对存疑。根据审核方案要求,

此类图斑按“推土区”上报,并单独建立图层,后续建立数据

库时,按照 2106 年度变更数据库原始地类上报。经核查,此

次深汕特别合作区调查为“推土区”的地类图斑共计 464 个,

面积为6.25平方公里,其中有178个图斑(面积1.32平方公

里)在 2016 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库中显示为“耕地”,建议此

类图斑在统一时点更新工作前,重新对该类图斑进行补充更

新调查。 

5 结束语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距今已过去 10 年,随着国民经济

的迅速发展,二调及年度变更数据已满足不了当下国民经济

对土地资源开发的需求,城乡建设用地供需关系矛盾突出。

第三次国土调查对全面查清土地资源利用现状及土地权属

状况、核定我国的耕地实际保有量、科学合理的规划土地资

源空间、提高用地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提升国土精

准化管理、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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