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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文基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监测国家试点'一查多用(技术研究任务!以实现一次综合调查%衔接多个自然

资源专项调查和多部门用途为目的!通过对已有土地分类和&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行,)等分析研究!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基础上!通过细化部分地类的方式!制订形成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监测'一

查多用(分类标准$ 通过对'一查多用(分类标准的验证!证实其既可实现用地用海分类%国土调查等分类之间的相

互转换!又能快速提供专项资源调查图层!实现与专项调查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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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然资源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本"-#

$

在当前重视自然资源综合管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的新形势下!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分类标

准对实现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

$ 构建国土调查与专项调查相

互衔接的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体系!实现对耕地%

水流%森林%草原%荒地%滩涂等所有自然生态空间统

一调查管理!解决以往各类调查监测数据不统一%不

一致等问题!实现 '一套数据%一查多用%一个出

口(

"9#

!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提供翔实%准确%客观

的地理信息数据"% &'#是十分必要的$ 为加快建立自

然资源统一调查%评价%监测制度!根据&自然资源

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要求!"#"- 年 " 月自

然资源部选取江苏作为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监测试点

区域!开展'一查多用(基础调查技术方法与流程研

究等$ 研究内容主要是通过确定多个分类指标%实

施一次调查%衔接多个专项调查$ 要实现此目的!自

然资源调查首先应建立一整套分类代码指标体系!

作为基础调查与专项调查的纽带"*#

!以实现不同分

类体系间代码相互转化$ 通过对自然资源各业务系

统和各专项调查的需求分析!结合自然资源部系统

内相关工作要求!鉴于&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

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以下称'用地用海

分类(,能够适用于自然资源管理全过程!具有分类

指标细!覆盖范围广!通用性强等特征"1#

!以及对

&林草湿数据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

调(,数据对接融合技术指南)等文件要求分析研

究!确定以&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为基底细分部分地

类!以对接用地用海分类为目的!实现与用地用海分

类%'三调(分类的相互转换!从而有效衔接各业务

系统和专项调查$

-!分类分析及设计思路

-0-!已有地类分析

为了系统地设计'一查多用(分类!达到'一查

多用(的目的!对自然资源系统常用的分类进行了

重点分析研究$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共分为 -" 个一级类%*$

个二级类!该分类秉持满足生态用地保护需求%明确

新兴产业用地类型%兼顾监管部门管理需求的思路!

统筹国土建设%利用%整顿和保护为目标$ 主要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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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土地调查%规划%审批%供给%整治%执法%评价%统

计%登记及信息化管理等工作": &-##

$

'三调(分类主要以&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为基

础!对部分用地进行归并或细化而进行的工作分类$

该工作分类主要为'三调(设计使用!对园地%林地

等地类进行了细分!对商业服务业用地%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等地类进行了归并$ 通过

验证该分类满足了'三调(的需求!但对部分地类归

并较多!无法满足规划部门的需求$

用地用海分类适用于国土空间调查%国土规划%

用途管制!并延伸到土地审批%不动产登记等工作$

该指南用地用海分类共有 "9 个一级类%-#' 个二级

类及 $: 个三级类$

经过以上分析可知!以上分类体系!既存在着应

用方向不一致%含义概念不统一等差异!也存在着相

互继承%相互交叉的情况$ 具体分析如下-

-,'三调(分类是为响应'三调(工作任务的要

求!以&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为基础进行编制$ '三

调(分类保持了土地分类中的 -" 个一级类不变$

在差异性方面!'三调(分类独列了湿地类型!并对

部分分类进行了归并$

",'三调(分类与用地用海分类在分类标准的

规则%内容等方面的理念有着统一性!同时在地类类

型%地名内涵等方面都保持了一致$

由此可知!现有的关于自然资源系统分类中!每

种分类都有其应用的局限性!都无法满足'一查多

用(的需求$ 而针对分类涉及的了国土%规划%调查

等多方面的方向应用!设计一套能够与自然资源系

统各应用相互衔接%相互转换的分类!从而来满足

'一查多用(的综合调查需求!是非常有必要的$

-0"!$一查多用%分类设计思路

'一查多用(分类设计继承&土地利用现状分

类)的基本分类体系!保留其编码形式!参照'三调(

分类和用地用海分类进行地类细化!形成'一查多

用(调查分类$ 分类设计思路如图 - 所示$

图 !"分类设计思路

$'()!"*0-6-1'(59:7+56/7+11':'/+.'95

!!分类设计采用一级%二级 " 个基本分类层次!在

二级分类基础上进行细化分类$ 一级%二级分类分别

采用 "位数字编码!形成从左至右分别为一级类和二

级类的 9位数字编码!如'#-#-('-"#$($ 对于陆域分

类!按'#-(+'-"(的 -"个一级类!保持与&土地利用

现状分类)一级类编码完全相同!前 9 位*二级类,编

码范围也不超出&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二级类编码

范围%且编码完全对应一致!分类定义内涵也基本沿

用$ 对于分析需细化的地类!在二级类 9 位编码后

加 " 个字符*分类名称的中文拼音缩写,!如对其他

林地细化'疏林(!代码设计为'#$#*+Y($ 同时!按

照地表地下用海全覆盖要求!参照用地用海分类的

分类划分!在分类体系中增加一级类'-$ 用海%-9

地下空间(" 个分类!共设计一级类 -9 个$

"!分类制订

"0-!制订原则

-,延续性与稳定性$ 通过对已有调查分类分

析!鉴于'三调(分类%用地用海分类等均与&土地利

用现状分类)有密不可分关系!为保证'一查多用(

调查工作延续性与稳定性!结合用地用海分类和

&林草湿数据与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对接融合

技术指南)*以下称'融合技术指南(,相关要求!对

'一查多用(分类标准制订思路以&土地利用现状分

类)为基础分类!在此基础上进行细化%整合等处理$

",继承性与适用性$ '一查多用(分类标准的

制订!坚持继承与适用原则$ 考虑调查人员对已有

各类调查作业习惯和已有土地分类的熟悉度!分类

的编制充分吸收&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三调(分

类%用地用海分类以及其他专项调查要求!以继承性

与适用性为原则!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基础上!

完全继承'一级类(和大部分'二级类($ 参照用地

用海分类%融合技术指南以及专项调查的需求对部

分'二级类(进行细化$ 作业人员只需对细化地类

加以理解!其余继承的分类只需按已有调查规程操

作即可!作业人员理解上手较快!适用性较强$

$,衔接性与可扩展性$ 按照'一查多用(的研

究内容!实现一次调查!衔接多个专项调查的要求$

制订的调查分类能够充分衔接专项调查和自然资源

系统多个业务需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结合自然资

源部相关文件要求!在保证细化后的分类能够充分

与'三调(分类%用地用海分类相互转换的基础上!

按照融合技术指南要求!对林地等地类进行细化!做

到与业务系统和专项调查的衔接$ 为确保分类能适

应多地区多需求的需要!分类细化设计原则在二级

类基础上设计细化分类!如需对'#%#* 其他商服用

地(细化!细化后'#%#*g2!康体商服用地(的地类!

既体现主代码又能根据需要扩展新地类!分类设计

具备良好的可扩展性$

/%'"/



自!然!资!源!遥!感 "#"$ 年

"0"!分类与细化

"0"0-!专项资源衔接细化

-,耕地草地资源$ 按照&"#"- 年度自然监测工

作方案)%融合技术指南等文件要求对耕地%草地等

资源专项调查监测以及对耕地%林草湿等管理的要

求$ '一查多用(分类中'#- 耕地%#9 草地(直接继

承&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 耕地%#9 草地(一级

类及其二级地类不变!不做细化即可满足耕地%草地

专项调查衔接$

",森林资源$ 对照&林地分类)%森林资源管理

'一张图(数据成果!为与有利于专项自然资源调查

的边界划分和资源类型确认!对林地中'#$#% 灌木

林地(细分为'特殊灌木林地 *#$#%2+,(和'一般灌

木林地*#$#%b.,(. '其他林地(*#$#*, 细分为'疏

林地*#$#*+Y,(%'人工造林未成林地*#$#*e(,(%

'封 育 地 未 成 林 地 * #$#*)b,(% ' 采 伐 迹 地

*#$#*4),(% '火烧迹地 *#$#*J+,(% '其他迹地

*#$#*/7,(% ' 苗 圃 * #$#*5G,(% ' 其 他 林 地

*#$#*d2,(1 个细化地类$

$,湿地资源$ 在'三调(分类中!湿地类型是在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的基础上!通过调取整合形成

的单独的一级类$ 而在湿地专项调查中!湿地的概

念范围要远远大于'三调(中湿地概念的范围$ 因

此!本文设计的'一查多用(工作分类不将湿地单独

列为一类!而在实际调查中通过注记等方式标注其

湿地类型属性$

"0"0"!用地用海分类衔接细化

参照用地用海分类中 '与0三调1工作分类对

接(表!对&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与用地用海分类定

义进行分析!对 " 种分类存在内涵不一致%有交叉对

应关系的进行区分$

-,一对多细化$ 充分分析用地用海分类内容!

参照指南中'附件 $ 与0三调1工作分类对接(表!在

继承土地分类 '#%(+'#:(一级类!保留二级类编

码规则基础!为了与用地用海分类衔接!满足分类对

国土空间规划等业务的支撑!对'#%#*!#1#:!#1-#!

#:#'!-##9!-##%!-##'!-##1!-"#"(等地类进行细

化!确保与用地用海分类转换!如表 - 所示$

表 !"$DE%&$!&%一对多细化表!部分"

*+<)!"*0-,-:'5-2-5.9:'DE(+'!&( *3+,.,

需细化地类 细化后地类 用地用海分类

编号 类别 编号 类别 二级类 三级类

#%#* 其他商服用地

#%#*g2 康体商服用地 #:#$ 娱乐康体用地 #:#$#" 康体用地

#%#*(b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 商业用地 #:#-#%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d2 其他商服用地 #:#9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

#1#: 公用设施用地

#1#:(+ 供水用地 -$#- 供水用地 +

#1#:G+ 排水用地 -$#" 排水用地 +

4 4 4 4 +

#1-# 公园与绿地

#1-#(b 公园绿地 -9#- 公园绿地 +

#1-#)J 防护绿地 -9#" 防护绿地 +

#1-#(4 广场用地 -9#$ 广场用地 +

#:#'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A( 文物古迹用地 -%#9 文物古迹用地 +

#:#'d2

其他风景名胜设施

用地
-%#* 其他特殊用地 +

-##9 城镇村道路用地
-##948 城镇道路用地 -"#* 城镇道路用地 +

-##9P4 村庄内部道路用地 #'#- 乡村道路用地 #'#-#" 村庄内部道路用地

-##%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gb 公路客运场站

-##%(/ 公共交通场站

-##%24 公共停车场

-##%d2 其他场站用地

-"#1 交通场站用地

-"#: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1#-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

-"#1#"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1#$ 社会停车场用地

-##' 农村道路
-##'47 村道用地 #'#- 乡村道路用地 #'#-#- 村道用地

-##'2/ 田间道 "$#$ 田间道

-##1 港口码头用地

-##1gb 港口客运场站

-##1Y7 港口轮渡场站

-##1d2 其他港口码头

-"#1 交通场站用地

-"#9 港口码头用地

-"#1#-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

-"#1#"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

-"#" 设施农用地

-"#"88 种植设施建设用地 #'#" 种植设施建设用地 +

-"#"4d 畜禽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 畜禽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

-"#"+4 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9 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

#1#$ 教育用地

#1#$(7 高等教育用地

#1#$87 中等职业教育用地

#1#$8c 中小学用地

#1#$b? 幼儿园用地

#1#$d2 其他教育用地

#1#9 教育用地

#1#9#- 高等教育用地

#1#9#" 中等职业教育用地

#1#9#$ 中小学用地

#1#9#9 幼儿园用地

#1#9#% 其他教育用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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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需细化地类 细化后地类 用地用海分类

编号 类别 编号 类别 二级类 三级类

#1#% 医疗卫生用地

#1#%bb 医院用地

#1#%/4

基层医疗卫生设施

用地

#1#%(( 公共卫生用地

#1#' 医疗卫生用地

#1#'#- 医院用地

#1#'#"

基层医疗卫生设施

用地

#1#'#$ 公共卫生用地

#1#' 社会福利用地

#1#'YP 老年人社会福利用地

#1#'?2 儿童社会福利用地

#1#'4/ 残疾人社会福利用地

#1#'d2 其他社会福利用地

#1#* 社会福利用地

#1#*#- 老年人社会福利用地

#1#*#" 儿童社会福利用地

#1#*#$ 残疾人社会福利用地

#1#*#9 其他社会福利用地

#1#* 文化设施用地
#1#*2+ 图书与展览用地

#1#*AJ 文化活动用地
#1#$ 文化用地

#1#$#- 图书与展览用地

#1#$#" 文化活动用地

#1#1 体育用地
#1#14( 体育场馆用地

#1#1cY 体育训练用地
#1#% 体育用地

#1#%#- 体育场馆用地

#1#%#" 体育训练用地

!!",定义内涵不一致细化$ 对照土地分类与用

地用海分类中分类定义分析!对定义间包含被包含

关系等进行梳理$ 如 '仓储用地*#'#9,(中已含储

备库用地!但用地用海分类中单独分类!故需细化将

'#'#9(细化'#'#94.($ 为使制订的分类能与用地

用海分类相互转换!需将'仓储用地*#'#9,%铁路用

地*-##-,%轨道交通用地*-##",%沟渠*--#*,(进

行细化!如表 " 所示$

表 &"定义内涵不一致细化表

*+<)&"F-:'5'.'959:'5/951'1.-5./95.-5.,-:'5-2-5..+<7-

需细化地类 细化后地类 用地用海分类

编号 类别 编号 类别 二级类 三级类

#'#9 仓储用地 #'#94. 储备库用地 --#" 储备库用地 +

-##- 铁路用地 -##-2Y 铁路场站 -"#1 交通场站用地 -"#1#-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

-##" 轨道交通用地 -##"(7 轨道交通场站 -"#1 交通场站用地 -"#1#"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 沟渠 --#*(d 干渠 -$-- 干渠 +

!!$,特殊地类处理$ 对照用地用海分类对'工业

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和农村宅基地(

等三级类定义和调查要求!根据厂矿规模%居住规模

以及公共环境等因素将这些地类细化为如'工业用

地一级%工业用地二级%工业用地三级(等!涉及到

此类分类直接在已有分类后扩展细化'b/!?/!+/(

等$ 如'工业用地*#'#-,(细化成'#'#-b/!#'#-?/!

#'#-+/(便可实施$

从用地用海分类对'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9,(定义分析!

这 " 项地类涉及土地分类中'#%!#*!#1(等地类!需

对涉及到的地类进行细化!如表 $ 所示$

表 ="特殊地类处理细分表

*+<)="G3-/'+7/7+1114<6';'1'95.+<7-

需细化地类 细化后地类 用地用海分类

编号 类别 编号 类别 编号 类别

#%#- 零售商业用地
#%#-48 城镇社区小型超市 #*#"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P4 农村商店 #*#9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 其他商服用地 #%#*P4 农机服务站等 #*#9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 农村宅基地 #*#"P4 宗祠用地 #*#9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 机关团体用地
#1#-48 城镇社区服务站 #*#"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P4 农村社区服务站和村委会 #*#9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 医疗卫生用地
#1#%48 社区卫生服务站 #*#"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P4 农村卫生服务站 #*#9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 社会福利用地
#1#'48 城镇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P4 农村社区托儿所 #*#9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 文化设施用地
#1#*48 城镇文化活动站 #*#"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P4 农村社区文化活动室 #*#9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1 体育用地
#1#148 城镇小型综合体育场地 #*#"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1P4 农村小型体育活动场地 #*#9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 公用设施用地 #1#:P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 #*#9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0$!空间覆盖与资源统筹

根据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属性!科学划分国土

范围内地表%地上%地下所有空间资源类型!坚持横

向空间陆海统筹!纵向空间地上地下统筹!做到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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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不重不漏%空间结构相对独立完整$ 由于土地

利分类只对土地分类未涉及用海地类!为使地表地

下全覆盖!参照用地用海分类!直接沿用其涉及的用

海%地下空间二级类的分类及定义!在'一查多用(

分类设计中将'用海%地下空间(一级类设计成'用

海*-$,(' 个和'地下空间*-9,(9 个!在此基础上!

分别设计'用海(二级类 -' 个!'地下空间(二级类 $

个!如表 9 所示$

表 H"用海分类设计

*+<)H"*0-6-1'(59:7+56/7+11':'/+.'959:1-+ 7+56

'一查多用(分类 用地用海分类

一级类 二级类 细化地类 一级类 二级类

-$ 用海

-$#- 渔业用海

-$#" 工矿通信用海

4 4

-$#-bb 渔业基础设施用海

4 4

-$#"b2 盐田用海

4 4

4 4

-1 渔业用海

-: 工矿通信用海

4 4

-1#- 渔业基础设施用海

4 4

-:#" 盐田用海

4 4

4 4

-9 地下空间
-9#-

地下交通运输设

施
-9#-ec 地下人行通道 i(-"

地下交通运输设

施
i(-"-# 地下人行通道

4 4 4 4 4 4 4 4

$!分类验证

$0-!验证区域概况

本次验证区域位于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 盱眙

县位于江苏省西部!淮安市南端$ 鉴于验证区需涉

及各类资源和细化分类等需求!验证区选取了盱眙

县官滩镇%天泉湖镇%桂五镇和淮河镇 9 个镇共计

*"%0$ VI

"

$ 具体如图 " 所示$

图 &"试点区域示意图

$'()&"G/0-2+.'/6'+(,+29:3'79.+,-+

$0"!分类调查与衔接

$0"0-!分类调查

选取验证区内'三调(数据成果和优于 - I高

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采用'一查多用(分类进行综

合调查内业解译-

!

对无变化直接沿用'三调(分类

如'#-#-(等.

"

对无变化但需细化的地类参照影像

和相关资料进行细化如'#%J-(需按'一查多用(分

类表细化成'#%#-+#%#'!#%#*g2(等.

#

对有变化

的图斑需进行修改调整!如涉及细化的地类还需进

行细化.

$

对内业判定不清或细化不了的图斑!需

进行外业核查!结合外业核查和补充调查进行细化$

由于验证区内未涉及海域!同时考虑到地下空间调

查中其难度较大%验证周期较长等问题!此次验证中

对'用海%地下空间(分类的适宜性暂未得到有效验

证!后期还需进一步验证完善$ 在外业核查结束!经

过数据编辑%数据入库%质量检查等工作!形成'一

查多用(综合调查成果数据库$

$0"0"!与"三调#分类和用地用海分类衔接

'一查多用(分类设计原则继承&土地利用现状

分类)!在此基础上进行细化而成$ 而'三调(分类

本身也是基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归并部分地类

形成的$ 同时!在分类设计时的细化设计目的也是

为了与用地用海分类衔接$ 通过'一查多用(分类

与 '三调(分类%用地用海分类对应关系!如表 % 所

表 E"$一查多用%分类与$三调%分类'用地用海分类对应关系!部分"

*+<)E"*0-,-7+.'9510'3+295( 6-1'(519:7+56/7+11':'/+.'95*3+,.,

'一查多用(分类 '三调(分类 用地用海分类

一级类 二级类 含义及细化分类 一级类 二级类 一级类 二级类

#$

林

地

#$#- 乔木林地

#$#" 竹林地

#$#$ 红树林地

#$#9 森林沼泽

+

+

+

+

#$ 林地

## 湿地

#$#- 乔木林地

#$#" 竹林地

#$#$ 红树林地

#$#9 森林沼泽

#$ 林地

#% 湿地

#$#- 乔木林地

#$#" 竹林地

#%#* 红树林地

#%#- 森林沼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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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查多用(分类 '三调(分类 用地用海分类

一级类 二级类 含义及细化分类 一级类 二级类 一级类 二级类

#$

林

地

#$#% 灌木林地

#$#' 灌丛沼泽

#$#* 其他林地

#$#%2+ 特殊灌木林地

#$#%b. 一般灌木林地

+

#$#*+Y 疏林地

#$#*e( 人工造林未成林地

#$#*)b 封育地未成林地

#$#*4) 采伐迹地

#$#*J+ 火烧迹地

#$#*/7 其他迹地

#$#*5G 苗圃

#$#*d2 其他林地

#$ 林地

## 湿地

#$ 林地

#$#% 灌木林地

#$#' 灌丛沼泽

#$#* 其他林地

#$ 林地

#% 湿地

#$ 林地

#$#$ 灌木林地

#%#" 灌丛沼泽

#$#9 其他林地

示!可以实现'一查多用(综合调查成果数据库与

'三调(%用地用海数据双向互转$

$0"0$!与专项调查衔接

按照&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

要求!专项调查主要涉及耕地资源%森林资源%草资

源%水资源%湿地资源%海洋资源等!要进行相关专项

调查需要提供对应的准确位置和范围的图斑供专业

队伍进行专项调查!利用'一查多用(综合调查数据

库!通过'一查多用(分类选取转换!可形成'耕地%

森林%草%水%湿地%海洋(等专项调查的范围图层!

提供专项调查与之相衔接$

$0$!成果应用

依据'一查多用(分类进行自然资源综合调查!

建立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一查多用(成果数据库$

以该数据库为数据源提取数据为相关业务的开展提

供数据支撑$

$0$0-!国土空间规划

将成果数据中的数据通过'一查多用(工作分

类与用地用海分类转换关系!进行数据转换!得到以

用地用海分类为体系的空间规划数据!同时结合举

证照片%遥感影像等数据形成相关数据包!以支撑国

土空间规划工作$

$0$0"!国土变更

在'一查多用(数据库中提取出变化图斑范围%

地类属性变化等信息!按照'一查多用(工作分类与

'三调(分类转换规则!可以得到国土变更的变化信

息源!同时结合举证照片%遥感影像数据等作为支撑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集$

$0$0$!林草湿调查

在'一查多用(数据库中提取自然资源空间利

用分类中林草湿相关类的图斑!作为林草湿专项调

查监测的图斑范围$ 提取出专项资源解译为'林草

湿资源(的非相关地类图斑!作为专项调查监测时

补充新增地类的核实范围$ 通过'一查多用(林草

湿相关地类和林草湿专项调查资源分类转换关系!

将其转换为专项调查地类$ 结合图斑所在区域的遥

感影像数据%数字正射影像*DÈEZ;C=BZN=ON=Z=I;O!

7X5,数据%三维实景模型以及举证照片等信息!形

成林草湿专项调查监测基底数据集$ 图 $ 为森林专

项调查衔接应用流程图$

图 ="森林专项调查衔接应用流程图

$'()="$79C/0+,.9:/955-/.'95+56+337'/+.'959::9,-1.13-/'+7'5;-1.'(+.'95

9!结论

本文通过'一查多用(分类体系研究!在充分吸

收已有自然资源系统常用分类设计思路的基础上!

结合自然资源系统内'多用(需求!以细化地类的方

式!形成了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监测'一查多用(分类

体系$ 通过实地验证!虽然由于地类细化给内业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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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和外业调查增加了一定的工作量!但数据成果在

后期应用%衔接方面节约大量时间!节省大量成本$

数据成果可与'三调(%用地用海等分类间无缝转

换!可有效衔接林草湿等专项调查!实现'一查多

用(的目标$ '一查多用(分类体系研究成果有效保

障了此次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工程项目实施!为同类

调查开展实施提供了一种新的分类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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