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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国土空间规划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其核心在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协调生态、生产、生活三

大空间功能。本文探讨了国土空间规划与地理信息管理的深度融合，阐述了地理信息调查、规划编制、实景三维建设

等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作用，强调其对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和区域发展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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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tool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its 

core being to optimize the pattern of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and coordinate the 

three major spatial functions of ecology, production, and lif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laborating on the role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nvestigation, planning formulation, and real-time 3D construction in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emphasizing their support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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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土空间规划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它通过系统性布局和统筹安排，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协调生态、生产、生活

三大空间功能。地理信息管理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技术支撑，其核心内容涵盖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分析与应用，通过整合多源数据

与先进技术，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精准、高效的空间决策支持。近年来，实景三维建设的兴起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推

动了国土空间规划向智能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同时，相关政策如《关于全面推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的通知》，也为地理信息管理技术

的发展和实景三维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这些政策不仅明确了实景三维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还强调了地理信息在国土空间

规划中的重要作用，为推动国土空间规划与地理信息管理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政策依据。

一、国土空间规划与地理信息管理的理论基础

（一）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概念与框架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对而国土空间进行系

统性布局和统筹安排的战略性工作。其核心目标是优化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格局，协调生态、生产、生活三大空间功能，实现资源

高效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平衡。国土空间规划按照“五级三类”体

系构建，即国家、省、市、县、乡镇五个层级，以及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三类规划类型 [1]。总体规划侧重宏观战略，

详细规划聚焦具体实施，专项规划则针对特定领域（如生态修

复、交通布局等）提供专业指导。规划编制需遵循“生态优先、

底线管控、多规合一”的原则，通过科学分析和公众参与，形成

具有法律效力的空间蓝图，为国土开发、保护与修复提供依据。

（二）地理信息管理的核心内容与技术体系

地理信息管理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技术支撑，其核心内容

包括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分析与应用。数据采集涵盖土地利

用现状、自然资源属性、生态环境指标等多源信息，通过遥感、

无人机、地面调查等手段实现 [2]。数据存储与管理采用空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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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技术，确保数据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地理信息系统（GIS）是地

理信息管理的核心技术，能够实现空间数据的可视化、分析与建

模，支持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空间布局优化、资源承载力评估等工

作。此外，遥感技术用于动态监测土地利用变化，大数据技术则

为规划决策提供数据驱动的智能化支持。地理信息管理通过整合

多源数据与先进技术，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精准、高效的空间决

策支持，推动国土空间治理的科学化与智能化 [3]。

二、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地理信息调查

（一）地理信息调查的内容与方法

地理信息调查是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环节，其内容涵盖土地

利用现状、自然资源属性、生态环境特征以及人文社会经济数据

等多个维度 [4]。土地利用现状调查通过实地测绘与遥感影像解译

相结合，获取土地覆盖类型、用途分类及空间分布特征；自然资

源调查则聚焦于水资源、森林、矿产等要素的存量与质量评估，

为资源开发与保护提供依据。生态环境调查重点关注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生物多样性及环境承载力，识别生态敏感区与脆弱区。

人文社会经济数据采集涉及人口分布、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现状

等，反映区域发展需求与空间利用效率。调查方法综合运用遥感

技术获取大面积连续数据，无人机技术实现高分辨率局部补充，

地面调查校验数据准确性，抽样调查优化统计精度。多源数据融

合技术确保调查结果的全面性与可靠性，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精

准的本底数据支撑。

（二）地理信息调查的技术与工具

地理信息调查的技术与工具体系以遥感、 地理信息系统

（GIS）、全球定位系统（GPS）为核心，辅以无人机、激光雷达

等新兴技术，形成多维度、高精度的数据采集与处理能力 [5]。遥

感技术通过卫星与航空平台获取大面积影像数据，支持土地利用

分类与变化检测；无人机技术以其灵活性与高分辨率，适用于小

范围精细调查与动态监测。激光雷达技术通过点云数据生成数字

高程模型，为地形地貌分析提供基础。GIS平台整合多源数据，实

现空间分析、数据存储与可视化表达，支持调查成果的标准化管

理 [6]。数据处理流程中，影像预处理技术消除噪声与几何畸变，

分类算法提升解译精度，空间插值方法优化连续性数据生成。调

查工具的协同应用确保数据采集的高效性与准确性，技术体系的

持续迭代进一步推动地理信息调查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

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动态更新的时空数据基础。

三、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地理信息规划与决策支持

（一）地理信息在规划编制中的应用

1.数据整合与空间分析

地理信息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的应用首先体现在数据整合

与空间分析环节。多源数据整合通过标准化处理与空间配准，将

遥感影像、地形地貌、土地利用现状及社会经济数据等异构数据

集统一至同一空间参考系，形成完整的国土空间信息底板。空间

分析技术在此基础上发挥核心作用，缓冲区分析可识别生态敏感

区与服务覆盖范围，叠加分析则用于评估土地适宜性与资源承载

力，网络分析支持交通可达性与廊道优化。数据整合与空间分析

的协同作用，不仅提升规划编制的科学性，还为生态红线划定、

建设用地布局及专项规划提供量化依据。地理信息系统（GIS）平

台通过算法优化与模型构建，实现复杂空间关系的精准解析，确

保规划方案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7]。

2.规划方案的可视化与模拟

规划方案的可视化与模拟是地理信息在规划编制中的另一关

键应用。三维建模技术结合地形数据与建筑信息，生成直观的实

景三维模型，支持规划方案的空间展示与公众参与。动态模拟技

术通过参数化调整，对不同规划情景进行模拟推演，如城市扩张

模拟、生态流量变化预测及灾害风险评估。可视化与模拟的结合

不仅增强规划方案的可理解性，还为方案比选与优化提供科学依

据。基于地理信息的模拟结果可量化评估规划方案的环境影响与

经济效益，辅助决策者识别潜在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实现

规划方案的科学编制与高效实施 [8]。

（二）地理信息在规划实施中的监测与评估

1.实施过程中的动态监测

地理信息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中的动态监测功能，通过实时

数据采集与更新，确保规划执行的精准性与适应性。遥感技术与

无人机监测提供高频率、高分辨率的影像数据，用于土地利用变

化检测与违法建设识别。物联网传感器网络则实时采集生态指

标、交通流量及环境质量等动态数据，构建全方位的监测体系。

地理信息系统（GIS）平台整合多源监测数据，通过时空分析技术

识别规划实施偏差，支持及时调整。动态监测体系的构建不仅提

高规划执行的透明度，还为后续评估提供连续的数据支持，确保

国土空间规划在动态环境中保持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2.规划效果的评估与反馈

规划效果的评估与反馈机制依托地理信息实现量化分析与持

续优化。评估模型基于多指标体系，综合考量生态、经济与社会

效益，通过空间分析技术量化规划实施后的土地利用效率、生态

系统服务提升及社会公平性改善 [9]。地理信息平台支持评估结果

的可视化表达，直观呈现规划成效与问题区域。反馈机制通过将

评估结果嵌入规划调整流程，实现规划方案的动态迭代。基于地

理信息的评估与反馈体系，不仅确保规划目标的达成，还推动国

土空间治理向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

水平保护提供科学支撑。

四、实景三维建设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

（一）实景三维建设的技术框架与流程

1.实景三维数据采集与处理

实景三维数据采集是构建三维模型的基础环节，通常采用倾

斜摄影、激光扫描和无人机技术等手段获取高质量的三维空间数

据。倾斜摄影通过多角度拍摄生成高分辨率的三维点云数据，激

光扫描则通过发射激光束精确测量目标物体的几何形状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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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技术则结合高清摄像设备快速获取大范围地理数据，尤其

适用于复杂地形和难以到达的区域。数据处理阶段，专业软件对

采集的图像和点云数据进行拼接、过滤和整合，生成三维模型的

原始数据。处理过程中，特征点提取与匹配技术用于空间配准，

确保不同数据源在统一坐标系下的准确性与一致性。

2.实景三维模型的构建与优化

实景三维模型的构建基于处理后的数据，通过三维建模软件

生成精确的三维模型。模型构建过程中，制作者可根据需求对模

型进行细节调整，以提高精度和视觉效果。模型优化阶段，通过

纹理调整、缺陷修复和轻量化处理，提升模型的可视化效果和应

用效率。轻量化技术通过减少数据量和优化存储结构，确保模型

在不同平台上的高效运行，同时支持多源数据的无缝融合 [10]。

（二）实景三维建设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实践

1.实景三维在规划编制中的应用

实景三维模型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其

直观性和精确性能够支持规划方案的可视化与模拟，为生态红线

划定、建设用地布局和专项规划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实景三维模

型，规划者可以动态模拟城市扩张、生态流量变化及灾害风险，

量化评估规划方案的环境影响与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提升

规划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2.实景三维在规划实施中的应用

在规划实施阶段，实景三维模型通过动态监测和实时更新，

为规划执行提供精准支持。模型结合物联网传感器网络，实时采

集生态指标、交通流量及环境质量等动态数据，构建全方位的监

测体系。通过时空分析技术，模型能够识别规划实施偏差，支持

及时调整，确保规划目标的达成。

（三）实景三维建设的挑战与未来发展方向

1.技术瓶颈与解决方案

实景三维建设面临多项技术瓶颈，包括数据精度验证困难、

多源数据融合复杂性及海量数据的存储与管理挑战。针对这些问

题，改进融合技术方法、统一数据融合的空间精度匹配与接边方

法，以及规范数据轻量化处理成为关键解决方案。此外，智能化

测绘技术的发展为解决这些瓶颈提供了新的思路，如通过“大算

力 +大数据 +大模型”构建高效的时空基础设施。

2.实景三维建设的未来趋势

未来，实景三维建设将向智能化、融合化和泛在化方向发

展。智能化测绘技术将推动实景三维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转型，形

成全链条的测绘装备研发体系，支撑新型时空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融合化发展将实现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精准定

位与动态获取，构建权威统一的三维数字空间。泛在化应用则通

过无处不在的时空连接和无时不用的时空计算，为国土空间规划

提供高品质数据及高水平服务。

五、总结

地理信息全流程管理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贯

穿调查、规划与实景三维建设的全过程。地理信息调查为规划提

供精准的本底数据，涵盖土地利用现状、自然资源属性及社会经

济要素，通过多源数据融合与空间分析技术，确保规划编制的科

学性。实景三维建设作为新兴技术手段，在规划编制中提供直观

的可视化支持与动态模拟能力，在规划实施中实现动态监测与效

果评估，推动国土空间治理向智能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地理信

息管理的系统性应用，不仅提升了国土空间规划的精准性与适应

性，还为生态保护、资源利用与区域发展提供了量化依据，构建

了支撑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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