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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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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院，南宁 ５３００２３）

摘要： 此前，我国自然资源实行分头管理，各要素的调查监测分别由国土、水利、农业、林业、海洋等部门组织开展，
这导致了各类要素调查监测存在数出多门、标准不一、成果矛盾和难以共享等问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对广西
自然资源全要素进行统一调查监测。 广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的构建，将为自然资源不动产登记、国土空间规
划和用途管制、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提供准确、可靠、科学和权威的自然资源基础数据。 首先，从调查监测理论
体系研究入手，研究符合广西区情的调查监测方案，并强化应急监测的作用； 再重点研究了调查监测的云平台架
构，分别从多维立体观测网络的搭建、遥感大数据的云计算、数据成果的分发服务等方面进行讨论； 然后，分析了体
系构建中涉及的主要关键技术； 最后对基于调查监测成果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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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我国属全民所有的土地、水、森林、草原、湿地、

海洋、矿产（统称“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要素
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本同属一个生命共
同体

［１］ 。 但是，以往自然资源按要素分别由各行政

机构管理，如： 原国土部门管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
水利部门管水资源，林业部门管森林资源等，导致各
类自然资源要素的调查数出多门、标准不一、成果矛

盾等问题
［２］ 。 为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
态保护修复职责，着力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管理不
到位、空间规划重叠等问题，国家自然资源部于

２０１８ 年３ 月组建成立［３］ ；同年 １１ 月，广西壮族自治

区自然资源厅成立
［４］ 。

为保障国家对广西提出的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

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
形成“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也称“三大

定位”）和“建设壮美广西” ［５］
等目标的顺利实现，需

要全面查清和及时掌握准确可靠的广西自然资源基

本情况。 根据自然资源部 ２０１８ 年初步形成的总体
工作思路

［６］
和广西自然资源厅的 ２０１９ 年工作要

求
［７］ ，需要加快构建广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

通过多方参与（即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公众参
与和社会监督）实现广西自然资源全要素的统一调
查目标，形成一套广西陆海全域的调查监测数据。
旨在为广西自然资源的不动产登记、资产评估、有偿
使用，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等提供全面、完善和权威的自然资源管理基础数据。
本文将从广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的理论体系、云平
台架构、关键技术和应用展望等方面进行研究。

１ 理论体系

１．１ 广西自然资源情况简介
１）土地资源。 广西行政区域国土面积为２３．７６

万 ｋｍ２ ，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２．５％，具有特殊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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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和空间格局，集 “老、少、边、山、库”于一
身

［８］ 。 山多地少是广西土地资源的主要特征，其
中，山地、丘陵和石山面积占总面积的 ６９．７％；平原
和台地占 ２７％； 水域面积占 ３．３％； 耕地面积为
４４２．５４万 ｈｍ２ （２０１３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人
均耕地面积约 ０．０９ ｈｍ２ 。

２）矿产资源。 广西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
特别是铝、锡等有色金属，是全国 １０ 个重点有色金
属产区之一。 全区已发现 １４５ 种矿产（占全国探明
资源储量矿种的 ４５．８％），探明储量的矿藏有 ９７
种，其中 ６４ 种储量位居全国前 １０ 位，有 １２ 种居全
国第 １ 位。 在 ４５种国民经济发展支柱性矿藏中，广
西探明资源储量的有 ３５ 种。

３）水资源。 广西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境内
河流分属珠江水系、长江水系、桂南独流入海水系和
百都河水系等 ４ 大水系，并以珠江水系为主。 ２０１４
年广西地表水资源量为１ ９７８．０６亿 ｍ３ ，地下水资源
量为４０２．９７亿ｍ３ 。 流域面积为 ２３．６７万 ｋｍ２ ，常年
径流量约 １ ９７８．１０亿 ｍ３ ，水力资源蕴藏量为 ２ １３３
万 ｋＷ。

４）海洋资源。 广西的海岸线较为曲折，全长
１ ５９５ ｋｍ，沿海有岛屿 ６５１ 个，最大的涠洲岛面积为
２４．７ ｋｍ２ ，滩涂面积约 １０ 万 ｈｍ２，其中红树林总面
积为５ ６５４ ｋｍ２ ，占全国的４０％。 广西北部湾不仅是
著名的渔场，更是世界海洋生物物种资源的宝库，生
长有已知鱼类 ５００ 多种、虾类 ２００ 多种、头足类约
５０种、蟹类 １９０多种等。

５）森林资源。 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暖湿
润、雨水丰沛、阳光充足，有利于作物生长。 全区森
林面积达 ２．２２亿 ｈｍ２ ，森林覆盖率达到 ６２．３１％，全
国排名第三。 森林活立木总蓄积量达 ７．７５ 亿 ｍ３ ，
植被生态质量和植被生态改善程度均居全国第一。
另外，人工林面积居全国第一，年木材产量占全国木
材产量的 １／３以上。 而且广西还是全国最大的水果
蔬菜等农产品基地之一。

６）自然灾害。 广西主要的自然灾害有洪涝、干
旱、泥石流和塌陷等。 广西地处亚热带地区，多云
雨，且每年 ４—９ 月份为汛期，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
上涨、引发城市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 另外，广西
石灰岩底层分布广、岩层厚、褶纹断裂发育，为典型
的岩溶地貌地区，是全国岩溶分布最广和石漠化最
严重的地区之一。
综上所述，广西地形地貌复杂，自然资源种类丰

富、分布广，天气多变，自然灾害频发。 自然资源调
查的图斑破碎分散、难以识别。 为实现对上述自然
资源的统一、高效、精细的管理，需要建立符合广西
区情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
１．２ 调查体系

自然资源调查是一项综合性强的工作，基本
思路是基于现代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结合互联网、
大数据、云平台等新技术，创新调查监测新模式，
将自然资源的类型、位置、范围、质量等信息采集
出来，形成科学、完备、权威的自然资源数据成果。
现代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是自然资源调查的基本技

术手段，提供现代测绘基准、各类遥感影像、大比
例尺地形图、平面图和高程图等基础数据。 调查
体系要解决“全”和“真”的问题： “全”一方面体现
在自然资源调查的区域和要素类型要全覆盖，必
须做到广西国土面积（陆域 ＋海域）全覆盖，不漏
不重，山水林田湖草海矿湿地等所有自然资源（地
上＋地面＋地下）要素也必须全盘考虑； 另一方面
体现在用于开展调查工作的数据种类尽可能齐

全，自然资源要素的丰富多样和分布不均决定了
调查数据种类的多样性，不仅要有光学影像、合成
孔径雷达（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Ｒａｄａｒ，ＳＡＲ）影像、多
光谱（高光谱）数据和激光雷达数据，还要有互联
网数据、物联网数据和移动终端数据等，特别要充
分利用我国的国产卫星遥感数据

［９ －１１］ 。 “真”则一
方面体现在调查数据的现势性要好，要用高时间、
高空间、高光谱分辨率的的调查数据； 另一方面体
现在调查结果的准确性要高，要采用统一科学适
用的分类标准与先进的算法模型来准确定量地描

述自然资源要素。 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
和掌握广西自然资源禀赋特点。
根据我国将构建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体系思

路
［６］ ，构建符合广西区情的“１ ＋X”型自然资源调查

体系（表 １）。 其中，“１”是“基础调查”，“X”是多项
“专业调查”，这 ２项调查中又包含“变更调查”。 再
将调查类型、调查周期、调查内容、地理底图和自然
要素等统筹联系，最终实现统一组织开展、统一法规
依据、统一调查体系、统一分类标准、统一技术规范、
统一数据平台的自然资源调查。 该体系的构建，首
先实现了自然资源基础调查本底数据来源的需求，
为不同自然资源要素开展专业调查提供了清晰、准
确的实施范围，同时通过变更调查保障了调查成果
能得到周期性更新。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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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X”型调查体系
Tab．1 Survey system of “1＋X”

序号 调查类型 调查周期／ａ 调查内容

１ 厖基础调查 １０  各类自然资源在广西陆海全域空间的水平分布调查，对山水林田湖草海矿等自然资源要素
进行统一调查，解决标准不一和空间重叠问题

２ 厖专项调查 ５  
各类自然资源要素质量和生态状况调查、地理国情调查等，特别是广西作为生态和农业优势
省区，海洋资源和有色矿产资源富集区，要更加注重对这些要素的专项调查，如： 土地利用
现状、基本农田、主要经济作物、人工林、水资源、红树林、石漠化、海岸线、有色矿山开发状况
和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等情况

３ 厖变更调查 １  
广西作为沿边沿海后发展西部地区，又是林业农业大省区，自然资源多样性丰富，各类资源
在水平分布、质量、生态状况方面存在各种变化，后期要更加注重变更调查工作开展，以保证
调查结果的现势性

１．３ 监测体系
在形成自然资源调查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自然资

源监测体系，通过开展多类型监测工作，掌握自然资
源的变化信息。 该体系要解决“变”与“快”的问题。
首先要确定“变”的重点区域和重点要素，如： 重点
区域包括城镇开发扩展区、建设中的工业园、农产品
集中种植区、自然灾害易发地区、自然保护区和生态
敏感脆弱区等； 重点要素是指林地、草地、湿地等自
然要素，以及河流湖泊与海洋、基本农田、未利用地、
主要经济作物、重大工程建设等要素。 为及时掌握

“变”的区域和要素，就要建立监测体系的快速响应
机制。 “快”就是要解决第一时间掌握任何时间、任
何地点、任何要素的任何变化的问题。 在广西，要解
决“快”的问题，就要依靠当地村干部和群众。 另
外，为确保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在每个监测
阶段中必须采用相同的机制、标准和尺度。
在完成自然资源调查基础上优化监测体系

［６］ ，
在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和地理国情监测的基础

上，构建宏观监测、常规监测、精细监测和应急监测
等 ４个监测类型（表 ２）。

表 2 监测体系
Tab．2 Monitoring system

序号 监测类型 监测周期 应用场景 数据来源

１ m宏观监测 １ ａ
针对广西多雨多云多山情况，需要综合利用多种天基和空基观
测网监测自然资源在宏观上的变化，如： 对基本农田、石漠化治
理修复、三区三线、自然保护区的监测

系列遥感卫星（光学卫星、ＳＡＲ 卫
星、视频卫星） ＋有人机 ＋ＧＮＳＳ①

２ m常规监测 １ ～３ 月
针对广西林业、农业、矿产资源丰富情况，通过合理调整和增加
监测内容与指标，及时掌握主要自然资源要素的时 －空变化，
如： 用途管制、自然资源执法监督、尾矿库的监测［１２］

系列遥感卫星（光学卫星、ＳＡＲ 卫
星、视频卫星） ＋有人机 ＋中／短航
时无人机 ＋ＧＮＳＳ

３ m精细监测 １ 周 ～１ 月
针对特定地区、重点工程和重点自然资源要素变化，如： 对重点
产业园、高标准农田、违法建设和违法用地的监测

中／短航时无人机 ＋移动智能终端
＋ＧＮＳＳ

４ m应急监测 随时
针对突发自然灾害和特殊重点自然资源要素变化，如： 对洪水
淹没地区、山体滑坡、地面塌陷的监测

有人机 ＋中／短航时无人机 ＋移动
智能终端 ＋ＧＮＳＳ

  ①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ＧＮＳＳ）。
  另外，应急监测又是一种数据快速获取的能力，
其可以存在于调查监测整个工作周期。 特别是针对
广西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和大量重点工程项目，可以
充分利用国家应急测绘保障项目南宁基地来强化应

急监测工作。

２ 云平台架构

随着天－空－地一体化对地遥感观测网、互联
网、物联网、位置服务网、泛在智能传感网等网络的
建立与完善

［１３ －１４］ ，将为广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提供
海量、多源异构、实时、准确、有价值的观测数据，意
味着调查监测进入了遥感大数据时代。 如何在遥感

大数据下实现调查监测将是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之一。 现有云平台的计算能力可能比不上高性能计
算平台

［１５］ ，但随着云平台服务架构设计、网络传输
和存储策略等方面的不断提高和完善，云平台将在
密集型计算、大数据挖掘和分发服务中发挥十分重
要的作用

［１５ －１６］ 。
要实现广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中数据来源泛在

化、数据获取实时化、数据处理自动化、信息分析智
能化、信息应用多元化、服务内容多样化、服务方式
主动化和服务主体社会化

［１６］ ，就必须要设计广西自
然资源调查监测云平台。 云平台按照“一张多维立
体智能感知网、一个云计算中心、一个分发服务系
统、一套安全保障管理体系”的总体思路进行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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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如图 １ 所示，云平台包括 ５ 大模块： ①天－
空－地一体化遥感观测网； ②云计算中心； ③数据

挖掘和评价制度； ④分发服务； ⑤政策标准和制度
安全保障体系。

图 1 云平台架构
Fig．1 Architecture of cloud platform

２．１ 天空地一体化遥感观测网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期间可利用的数据，按数据

来源可分为遥感影像数据、位置数据、社会照片和网
络视频等； 按电磁波的光谱段可分为紫外、可见光、
热红外、微波、激光等； 按数据结构可分为结构化、
半结构化、非结构化。 它们除了具备大数据的体量
巨大、类型多样、时效性强、真伪难辨和潜在价值大
等特征外

［１３］ ，还具有区域性、客观性和动态性等地
理特征； 可为调查监测提供海量、多源异构、时效性
强的遥感大数据。
广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离不开能够反映自然资

源要素基本状况的观测数据，因此，需要构建符合广
西区情的天－空－地一体化遥感观测网，如图 ２ 所
示。 该观测网要满足“多维立体”和“快速灵活”２
个核心要求。

图 2 天－空－地一体化遥感观测网

Fig．2 Integrated observation network of remote sensing

  在调查阶段，强调的是“多维立体”。 由于调查
是全域覆盖和全要素考虑，单一观测网络已不能满
足要求，需要建立多维立体的遥感观测网络，以提升
对全区域、局部地区的自主、全天时、全天候、多种观
测、多源数据获取能力。 尤其是在山地丘陵性盆地
地貌和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广西，其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导致地表覆盖类型复杂繁多、全
覆盖的光学遥感数据获取困难和调查图斑破碎分散

且难以识别。 因此，需要依靠其他观测手段作为补
充，如微波遥感、无人机遥感、地面遥感和泛在智能
传感网络等。
监测阶段强调的是“快速灵活”，就是要第一时

间掌握广西陆海全域的自然资源变化情况，这就需
要对各类观测设备进行合理科学的布设和安排。 本
文提出基于多尺度格网的观测设备布设方案，旨在
通过不同尺度格网来对自然资源监测区域进行分

级，在对应区域选取合适的观测设备和方法。 首先，
对广西陆海全域的自然资源禀赋特点、等级差异进
行分析，对重点变化和重要自然要素地区划分为小
格网，对次重要地区划分为中格网，对一般地区划分
为大格网，对广西全域定义为一个总格网。 中低空
间分辨率卫星负责中格网、大格网中宏观变化的监
测； 高空间分辨率卫星和航空摄影负责中格网、小
格网中微观变化的监测。 无人机、地面测量设备和
泛在智能成像设备则负责小格网中精细变化的监

测。 每个格网（不管是大格网、中格网、小格网）都
有相应的设备负责监测，如每个中格网和小格网都
可以布设一台消费型的无人机和地面测量设备。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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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格网需要启动监测时，就调用负责该区域的设
备，确保第一时间获得变化情况。 需要特别说明的
是，配备的彩虹－４ 无人机可负责总格网的应急监
测（测绘）工作。
２．２ 云计算中心

遥感大数据的爆炸式增长改变了传统遥感数据

的存储和管理方式。 遥感大数据存储需要结合数据
特点，建立完善的数据组织模型和存储架构。 ＴＢ／
ＰＢ级遥感大数据的存储面临 ４ 大问题［１７］ ： 数据来
源的地理位置分布广泛、数据的格式样式多样化、海
量数据的压缩比不一致、Ｉ／Ｏ 性能与高并发读写不
尽匹配。 针对上述问题，利用 ４Ｇ／５Ｇ通信网络和分
布式文件系统解决数据传输与存储，具有速度快、动
态可扩展、高可用、使用代价低、易用性和支持大规
模并行处理等特点。 随欣欣等［１８］

就利用 ＲａｓｔｅｒＣａｔ－
ａｌｏｇ栅格数据模型实现了海量遥感数据的高效存储
和快速展示。
遥感大数据处理是典型的数据密集型计算，对

传统计算平台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传统的集群
分布式平台或者超级计算处理遥感大数据时，需要
依赖硬件平台、任务划分、任务处理和节点通讯，而
数据密集型的计算又要摆脱对硬件编程模型的依

赖。 ２００６年 Ｇｏｏｇｌｅ公司首次提出了“云计算”的概
念

［１９］ 。 云计算与大数据相结合，通过虚拟化技术，
为遥感大数据的存储、处理、服务提供了新的技术手
段、解决方案和服务模式。 云计算中心主要包括平
台引擎、运行监控和管理等组件，并提供格式转换、
数据处理、影像解译、要素提取和定量描述等功能。
云计算中心通过对海量多源异构的遥感大数据

进行处理，其流程如图 ３所示。 首先，数据池的数据

图 3 遥感大数据的云计算处理流程
Fig．3 Process flow of cloud computing in remote

sensing big data

包括来自遥感对地观测数据、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各
种地面观测数据、众源地理空间数据以及其他互联
网数据等。 以上数据需要在隐私安全保护机制下进

行有效性检验和显示存储以及备份。 在预处理阶
段、对经过有效性检验的数据进行统一描述表达和
生成标准格式数据。 结合深度学习训练的模型，对
标准格式的数据进行全自动的批量预处理，得到中
间数据产品。 利用深度学习的训练模型，实现特征
要素的自动提取，序列影像的变化自动检测，变化信
息的自动分类。 再结合自然资源的要素库、指标库
和参数库，获取自然资源要素的水平分布及其变化
情况。 由于数据量大、格式多样、要素复杂、时效性
强，因此，遥感大数据的处理必定朝着自动化、实时
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２．３ 数据挖掘和评价制度

全面查清和及时掌握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为自

然资源管理提供科学的基础数据，但若要掌握自然
资源的时－空变化规律和内在逻辑关系，就必须对
海量的调查监测数据和结果进行深层次分析。 数据
挖掘是目前将“数据”变为“知识”和“规律”的重要
手段。 挖掘过程可以直接面向调查监测数据或者产
品库，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决策树、云模型、并行关
联、并行分类等算法挖掘海量数据蕴含的“知识”和
“规律”。
在获得调查监测结果和经过数据挖掘后得到

“知识”和“规律”基础上，即可构建自然资源评价指
标体系。 该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自然资源要素的定
量评价方法、预测预警模型、规则制定流程、评估监
管标准和平台构建技术等。 该体系将为创新自然资
源安全管控体系，完善国土开发适宜性和资源环境
承载力评价模型，优化生态、农业、城镇等 ３ 类空间
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城镇开
发边界线等 ３条控制线的精细划定和管控方法，建立
乡村空间规划和综合治理新模式，研制全域用途管制
规则和规划评估监管标准等提供直接的参考依据 。
２．４ 分发服务

分发服务包括数据库、统计分析可视化、共享分
发 ３个方面，是整个云平台提供数据产品服务的对
外窗口。 分发服务必须接入各级政务云和私有云，
为政府部门（由内网传送）、业务部门（由专网传送）
和社会公众（由外网传送）提供主动、智能、综合和
个性化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信息服务。 针对不同的
应用场景，又可以分为桌面端和移动端，供便捷使
用。 在数据库方面，由于此前自然资源各要素采用
的分类体系、技术标准、调查方法、地图精度、调查时
点各不相同，导致各数据库间难以共享，自然资源调
查将按照统一的数据库标准和建库规范建立互联共

享的自然资源调查数据库。 利用三维可视化技术，
未来融合 ＡＲ和 ＶＲ技术，来帮助用户理解、掌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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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在共享分发方面，鉴于自然资源数据产品具
有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首先对其进行溯
源、防伪、审核和批准； 再通过云计算、４Ｇ／５Ｇ 网络
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分发共享模式，从单纯的数据
共享升级到信息共享和主动共享，真正实现“信息
辅政”和“信息惠民”。
２．５ 政策标准和制度安全保障体系

要实现“六个统一”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必须
要有相应的政策标准保障体系贯穿于整个流程： 从
分类指标和技术流程，到数据的统一表达和处理方
法，再到分发服务等。
自然资源数据的互联共享必须通过互联网和云

平台，而它们的公开透明对自然资源数据安全产生
极大隐患，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必须建
立结合自然资源现状，集政策、标准、技术、管理和应
用为一体的安全保障体系。 在该体系中，涉密等级
不同的数据应运行于不同的网络（如： 基础数据运
行在涉密的局域网、政务数据运行在政务网、公众信
息运行在互联网）； 还要对安全管理进行专门设计，
对安全认证机制进行完善，采用分域分级防护策略，
统一实行云平台的安全保密监控与管理； 建立各种
异常情况的处理机制，建立异地容灾存贮备份机制，
并确保突发事故后以最快的速度恢复运行。

３ 亟需攻克的重点技术难题

围绕广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为实现
调查监测遥感大数据的获取存储、云计算、挖掘评
价、统计分析、共享分发等，需要重点解决天－空－
地一体化遥感观测网、突破海量多源异构遥感大数
据处理、设计政务一体化云平台等技术难题。

１）完善天－空－地一体化遥感观测网。 此前，
天基、空基、地基的遥感观测网络各自独立发展，甚
至网络内部也互不关联，还有物联网和泛在智能传
感网的加入，造成数据类型和格式千差万别，导致数
据耦合和综合利用难度加大。 要真正实现天－空－
地一体化的多维立体遥感观测网，更好地服务于自
然资源调查监测，需要解决 ２ 方面问题： 一是相互
独立的天基、空基、地基的观测网络的互联互通和各
种传感器角色定位问题； 二是遥感大数据中“多源”
和“异构”问题。 “多源”首要解决遥感影像的配准
和融合，而“异构”则首要解决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
化数据的一致性表达。

２）突破海量多源异构遥感大数据处理。 多维
立体遥感观测网络将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提供源源

不断的观测数据，单纯地增加作业人员的数量，已无

法应对数据量的急剧增加。 因此，亟需突破基于人
工智能的自然资源要素智能识别和提取技术，其中，
首要解决的问题有： ①优于 ９０％的自动分类和自动
变化检测

［２０］ ； ②基于深度学习的道路、水系、树林、
农田等主要自然资源要素的识别和提取； ③基于移
动智能终端的图片、视频和文本数据融合处理。

３）设计政务一体化云平台。 要发挥调查监测
数据成果的最大价值，关键在于数据成果的分发服
务和开放共享，而云平台是其最好的载体。 广西自
然资源调查监测云平台仍需要实现向上可接入国家

级、省级政务云，横向可接入各部门业务平台（如：
国土空间规划平台、生态环境修复平台、国土一张网
等），向下可接入市县政务云，对外要主动服务社会
大众的衣食住行，最终实现平台的纵向一体化和横
向多元化发展。 因此，亟需设计具有安全性、开放
性、可移植、可兼容和可扩展的云平台架构。

４ 应用展望

基于统一的自然资源调查成果，不仅可以摸清
广西自然资源家底，还可以据此为基础开展自然资
源的不动产登记、资产评估和有偿使用等工作。 另
外，还可以创新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应用领域，例如：
①基于调查监测成果的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
可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全生命周期进行监测和评估，
建立终身责任追究制，并与政府绩效考核挂钩，从根
源上解决规划不落地和规划频繁变更的问题； ②基
于调查监测成果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特别是在广
西漓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广西石漠化修复治理

中，可准确掌握各个生态环境因子的历史成因、空间
分布和变化趋势，为保护和修复方案的设计和落实
提供客观全面的参考依据； ③基于调查监测成果指
导自然资源管理。 根据成果的历年变化趋势，研判
和分析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或揭示其内在规

律，指导当前自然资源管理工作。

５ 结论

１）广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的构建是落实
国家对广西“三大定位”的具体措施，更是实现“建
设壮美广西”的重要举措。 在国家自然资源部的总
体工作思路框架和广西自然资源厅工作内容的基础

之上，从 ４个方面对广西自然资源的调查监测进行
研究： ①研究符合广西区情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理
论体系； ②对调查监测的云平台架构进行设计，其
中，重点突出了天－空－地一体化遥感观测网、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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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云计算、分发服务等方面； ③列举了调查
体系中亟需攻克的关键技术； ④展望了基于广西自
然资源的应用服务。

２）只有完成广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和云
平台的建设，才能实现： ①广西自然资源的智能化
调查监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解放单一繁重体力劳
动； ②算法模型的动态化建模，适应未来数据源和
应用的多样化； ③基于大数据的知识发现，变“数
据”为“知识”，透析广西自然资源的时－空变化本
质和内在逻辑关系； ④打破管理部门间的数据壁
垒，实现自然资源的互联互通，真正做到山水林田湖
海湿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一体化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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