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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理国情监测变化信息数据，其主要就是通过提取空间

内存在的地理数据中地理国境监测结果，并对所提取的数据

进行处理与分析，从而准确地找出其具体变化趋势、变化量和

变化的频率，并对这些变化信息中所包括的地理信息、社会

信息等进行挖掘，从而更加全面地发映出资源、环境、生态的

变化规律和发展规律等相关信息，以此来实现地理国情监测

数据的应用效果，使其能够充分地发挥出作用与价值。

2 变化信息数据的概述

所谓地理国情监测变化信息数据，主要指的就是监测矢

量数据后，比较地表情况所反映出来的信息所发生的各种变

化，而后利用行业资料与专题资料，在根据采集的要求，获取

更加准确的地理信息数据。通常情况下，主要分为地理国情要

素变化数据与地表覆盖变化数据 2 种。地表覆盖变化数据主

要体现的就是林草的覆盖、种植的土地、道路、铁路、房屋建

筑、人工堆掘地、水域、裸露地表与荒漠以及构筑物八个类型

的地表覆盖位置、覆盖范围以及覆盖类型所发生的具体变化。

对于地理国情要素所发生的变化数据而言，其能够全面地反

映出水域、构筑物、地理单元以及道路这 4个类型的位置与属

性变化情况。与地表覆盖的数据进行比较，国情要素的数据提

取时间则更加短[1]，而且数据量也更小，但是他所具有的变化

类型、图层更多，所以，在进行这方面数据的提取时，需要与

多个实体并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提取，同时，也要确保所提

取的地理信息的准确性，并对其制定严格的标准。

决策的正确性会直接影响到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

通过研究地理国情监测变化信息数据，能够对特定区域内

的水文状况、土地资源、地区内相关条件、基础设施等地表

变化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问题，辅助后期

问题解决，从而为科学性的发展与规划提供准确的数据信

息凭证。

3 地理国情监测变化信息的提取

3.1 信息提取的内容与方法

对于地表覆盖数据的提取来说，其主要提取 4个方面的

内容：淤原来图斑在边缘的位置所出现的此消彼长的一种空

间变化；于原有图斑中所新形成的、与周围类型不同的新增变

化；盂原有图斑在发生变化区域中所出现的灭失变化；榆原有

图斑不发生位置变化的同时发生的属性变化。

对于国情要素数据的提取来说，其主要包括 3个方面的

内容：淤原有地理要素分布的位置与范围所发生的位置变化；

于要素出现灭失、新增、部分改变的删除与新增变化；盂位置

保持不变，但属性出现变化的属性变化，在这其中，删除、新增

以及位置变化都是空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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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信息提取的具体流程

3.2.1 数据的采集与整合

收集任务区内时效性高、数据质量可靠的资料和数据，并

将有效数据图层进行保留与整合。

3.2.2 提取与识别变化信息

对于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来说，其具有非常明显的空间属

性，应采用统计分析、空间分析、拓扑分析以及叠加分析对数

据信息进行比较，从而确立变化区内图斑要素的变化情况，而

后再按照次序从属性变化、空间变化以及属性与空间的同时变

化进行信息的提取。首先，确定要素和图斑之间的空间位置具

有的对应关系，将空间位置中与其相对应的图斑提取出来，而

后将属性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变化图斑进行识别与提取。其次，

空间变化就是利用点和面的空间连接，提取与数据空间位置不

匹配的图斑，在经过拓扑检查后，将空间位置中的灭失、新增以

及位移的图斑进行确定，而后再对相同属性、相同特征的变化

情况和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最后，空间与属性同时出现变化，则

需要对同时发生空间变化和属性变化的图斑进行识别，而后再

结合数据信息，将空间与属性均发生变化的图斑提取出来。

3.2.3 筛查与整合变化信息

将经过识别后提取出的变化要素与数据信息进行叠加，

将识别后的变化要素进行提取后，应与数据信息进行叠加，而

后在使用行业资料和高分影响数据，使用方法来筛查变化图

斑和变化要素之间具有的关联性。

4 质量控制的具体内容

首先，应该调试硬件与软件，并检查专业技术设计、方案

等的具体准备情况以及信息提取工作人员的组织情况。其次，

应对实施过程中技术标准的具体执行情况进行抽查，对数据

处理结果进行抽检，同时检查质检问题修改情况、质检复查情

况以及相关记录的完整性情况。最后，应检查所提取成果的数

据的完整性、数据的时点、逻辑一致性、属性正确性、附件质量

以及图形质量的正确性进行检查。

5 结语

总而言之，可以直接将地理国情信息数据用于实体之间

的连接，这样一来就能够确保信息提取的有效性。同时，也要

在进行数据处理时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以此来确保数

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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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全面分析检查地类与影像等测绘成

果的准确性。在实际内业检查过程中，监理部门通过全国统一

的数据库质量检验软件，采取软件检验为主，人工检验为辅的

方式进行质量检验工作，最大限度地保障检验的有效性。

3.2 外业检查

将测绘成果与外业调查人员收集汇总得来的外业成果进

行对比调查，进而检验测绘结果的地类认定、图斑边界，属性

标准等内容是否与外业调查结果保持一致[2]。

3.3 旁站检查

旁站检查需要监理人员在测绘实施过程中对相关工作人

员进行实施的监督检查，确保监理人员能够尽早发现测绘成

果中所存在的问题，早发现早解决，避免后续再进行返工，提

高监理工作所能够发挥出的实际效果。

3.4 首件产品检查

所谓首件产品，其并不只是单指首个测绘成果，而是指每

一个阶段实施中一定数量的样品。通常来说，监理人员需要对

每个阶段的前 3~5 件测绘成果进行质量检查，确定测绘成果

的质量符合项目规定以后，才能够进行该阶段后续的测绘工

作。若是在检查过程中监理人员发现有不合格的情况，那么便

需要快速地寻找出问题的根源，制订出相应的解决办法，防止

后续工作再次发生该问题，提高测绘质量[3]。

3.5 过程检查及最终成果检查

过程检查及最终成果检查，顾名思义，监理人员需要在测

绘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和实施结束以后，结合自身的工作内容

以及项目质量要求，对所有测绘成果进行全面检查。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过程中，测绘监理的应

用不仅可以有效地保障测绘成果的质量，还可以控制测绘进

度，降低测绘成果，确保测绘项目能够有序进行，对于测绘项

目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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