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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全面到来，计算机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极大地改变了人

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当前，信息化技术在土地工程领域的应用也不断深化，体现的价值不断提高，对于土地资源的充分开

发和保护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论文主要针对土地工程信息化技术的相关应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究。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arrival of the information age, computer technology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all walks of life, which has greatly changed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At present,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land engineering is also deepening, and its value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which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full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land resources.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related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land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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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化技术在土地工程项目中的应用能够有效规避传统人

力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提高土地工程项目开发的有效性和科学

性，保障土地勘测的精度，对于土地资源更加合理地使用起到

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土地工程信息化

技术的研究，科学利用土地工程信息化技术对各项工程项目提

供技术支持，促进中国土地工程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2 信息化技术在土地工程中应用的意义和价值
土地工程会涉及各种类型的数据，包括人文历史数据、

工程建设数据以及自然资源数据等。这些数据之间往往缺乏

逻辑上的联系，数据类型繁杂多样，数据量大，对数据的处

理和分析难度也比较大，通过传统的人力调研和勘察的手段

无法对大量的数据进行系统的处理和整合。利用信息技术和

大数据技术，可以更加快速和准确地对各项数据信息进行分

类、汇总、收集、处理、分析以及整合，尤其可以对这些关

联性小的数据进行准确的数学模拟，帮助人们更好地发现数

据之间的潜在联系和计算规律，帮助工作人员搭建起系统的

决策模型平台和人工智能分析系统，使得将来的数据信息可

以得到更准确地预测，并为人们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1]。

随着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的迅猛发展，土地工程行业

大数据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如何建立起系统完

善的规范标准体系以及管理制度，是影响后续土地工程项目管

理有效性和科学性的重要问题。需要根据数据获取处理的相关

规范和保密要求，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利

用大数据技术规范制定的原则，制定行之有效的土地工程信息

数据规范体系，建立数字化的标准，使得相关土地信息资源可

以得到充分的共享，同时保护好有保密需求的信息资源，保证

土地信息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地利用。另外，可以建立起物联网

远程监控系统，对土地的使用进行实时监督，及时发现土地使

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规避，保证

各项土地工程项目得以顺利科学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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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工程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3.1 在土地信息管理中的应用

土地工程信息化技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土地资源

的勘测，加强对土地信息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减少由于人为

因素所造成的失误。工作人员往往需要在土地工程项目开始

之前，对当地的环境和各项参数进行系统科学地勘察，充分

收集信息数据，并严谨分析信息数据的价值和内涵，为后续

土地工程项目建设工作提供一系列的数据参考。土地整治监

测管理系统的应用可以帮助人们更加快速地完成信息的识

别，使得土地整治项目的管理也更加智能化和信息化。人们

可以直接将各阶段收集到的信息录入到信息系统当中，借助

大数据平台完成信息的分类和处理，帮助人们快速发现信息

的有效内容并作出相应的决策，保证后续工程项目可以顺利

稳定地进行 [2]。

3.2 监测土壤环境状态
土壤环境的状态直接关系着土壤的使用类别和肥沃程

度，影响培养出来的农产品的质量。环境优良条件下生长出

来的农作物相对来说口感更好，营养价值更高，经济价值也

相应更高。而土壤贫瘠的环境下成长的作物往往不受市场的

欢迎，因此加强对土壤环境的监测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土壤

环境监测中应用信息技术，可以极大地降低人力监测的成

本，提高检测效率和检测质量。通过计算机技术进行监控，

还可以帮助人们及时掌握土壤环境的变化，结合遥感技术、

定位技术可以可视化、立体地对土壤环境进行监测。同时，

也能够帮助人们分析土壤环境变化的原因，使得人们可以采

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对土壤环境进行改善和优化，保证土壤资

源得以充分利用 [3]。

3.3 在土地开发中的应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于土地开发工作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利用信息化技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完成土地

开发工作，做好土地资源的分析，深入研究待开发区域的土

地特征。明确哪些土地是可以进行商业开发，而哪些土地需

要进行耕地保护，从而可以在保护土地资源的前提之下，更

好地适应城市的扩张，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可以利用先进

的科学仪器对土壤环境进行检测，分析土壤的酸碱度、含水

量等相关数据，为土地资源的开发提供数据参考，并利用这

些数据建立起数据库和共享平台，使得相关工作人员能够直

接利用互联网完成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4 土地工程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趋势
4.1 智能化发展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各

个行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对于土地工程信息化技术来

说，必然也会朝向智能化技术的发展道路走下去。目前，中

国城镇化率越来越高，大多数人在城镇环境中居住和工作，

农村地区人口数量越来越少。而且留在农村地区的人口年龄

普遍偏大，很多人并不能够直接从事生产，农村劳动力短缺，

直接影响到田地的耕种。目前，有很多耕地被废弃就是由于

农村劳动力不足所造成的。而如果要实现机械化作业，需要

先将土地集合成片，利用土地工程信息化技术可以对各种耕

地的情况进行勘测，帮助人们对不同土地的情况进行分析。

利用这些数据，人们可以更好地进行土地资源的设计和规

划，将小块的土地合并成大块，为后续机械化作业奠定坚实

的基础。因此，未来需要不断进行土地工程智能化发展的研

究，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利用智能化的机械设备实现田

地自主作业和自主产出，减少对人力资源的依赖。

4.2 综合化发展进程
随着土地工程项目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相应标准的日益

完善，土地工程信息化技术也会不断加快综合化发展的进

程。应用各种各样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进一步加

快土地整治工程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实现土地资源的充分利

用和合理规划。综合利用定位技术、遥感技术和检测技术以

及土壤修复技术与节水技术，能够加快土地整治工程建设目

标的实现，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促进各项建设工作可以顺

利有序地开展。

4.3 生态化发展进程
不同区域和不同环境下的土地环境特征也存在较大差

异，在进行土地资源利用和开发的过程中，不同地区需要结

合土地资源的实际情况，制定行之有效的土地整治方案和土

地利用措施。在土地工程项目中应用信息技术，可以进一步

提升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保证土地资源利用的合理性和科

学性，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未来土地工程信息化技术的发

展也会更加趋于多元化和生态化，注重在土地资源价值开发

的过程中，同时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尤其是种养资源的

保护和水资源的保护，减少对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

5 结语
综上所述，土地工程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各项地理

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支持。通过信息化技术能够帮助人

们更加快速地对各项土地数据信息进行挖掘和分析，明确数

据信息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实现数据资源的合理利用，从而

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土地资源的保护，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

率和使用质量，减少土地资源不合理的流失，加快中国现代

化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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