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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主城生态保护区建设情况调查及综合管理系统建设     

"一、立项背景 

    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以及对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有关批示精神，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大力提升城市品

质，强力推进生态保护区综合整治，重庆市勘测院受重庆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及相关违法建筑整治主管部门委托，开展了重庆市

主城生态保护区建设情况调查及系统建设工程，覆盖主城“四山”

管制范围、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及违法建筑增量

考核重点区域，总面积约为 6000 平方公里。 

二、项目经费 

    项目总金费 3204.486 万元，均由业主单位投入。 

三、项目特色 

    1、精心组织，首次实现主城生态保护区全域建设情况逐户

调查。 

    2、大胆创新，将测绘高新技术引入自然资源内外业一体化

作业体系。 

    3、精益求精，搭建了生态保护区多终端集成应用综合管理

系统。 

四、项目成效 



    项目开展了重庆主城生态保护区全域建设情况调查和违法

建筑研判，承担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测

绘保障，完成了主城区年度违法监测遥感监测，构建了建设情况

本底数据库，研发了综合管理平台，为重庆主城生态保护区违法

建筑整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保障，为自然资源综合管理和

科学利用奠定了基础。 

    项目累计获软件著作权 2 项，发明专利授权 4 项，实用新型

专利 1 项，另有 1 项专利申请已获受理。 

五、新技术方法 

    1、形成了一套多元技术综合利用的建设情况调查体系 

    利用航空航天遥感、低空无人机、地面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

基于多源多时相遥感影像、多源多尺度实景三维模型及数字地形

图、规划竣工图、房产地籍测绘成果等资料开展建设情况调查，

总结构建了生态保护区多尺度建设情况调查技术体系（包含 4 项

专利技术：一种无人机螺旋浆高稳定性整流罩装置、基于三维实

景模型的建筑物变化自动检测方法及其系统、同架次变航高无人

机遥感影像获取及处理、基于倾斜摄影技术的违法建筑快速巡查

测量方法），实现了生态保护区建设情况的快速全面摸底调查，

对进一步加深遥感高新技术在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中应用具有重

大意义。 

    2、形成了一套智能化高可靠性建筑物自动识别技术 

    发明了“一种建筑物主体高程信息获取方法（授权专利）”，



实现了基于多源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的建筑物高程轮廓提取、主

体高程获取，扭转了目前传统测绘手段建筑物高程信息缺乏的应

用局限；首创了“基于三维实景模型的建筑变化监测技术（受理

专利）”和“基于全信息自适应违法建筑研判方法”，减少了人

工排查的工作量和错漏率。 

    3、自主研发了多终端集成应用的综合管理平台 

    摒弃了传统调查工作内外业分开作业模式，设计并研发了多

终端集成的综合管理系统及移动 APP，内外业无缝衔接，实现了

对生态保护区建设情况全流程、可视化、动态化的发现、识别、

调查、跟踪、处置、管理，为全过程监督生态保护区执法工作提

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软件著作权：违法建筑巡查报告制作系

统、违法建筑综合管理平台）。 

六、组织实施 

    项目管理科学，分工明确，对各子项工程进行缜密计划，多

工序并行作业，项目所有子项工程均按计划完成。 

七、质量及运行情况 

    经甲方验收，项目成果覆盖范围广、信息全、效果好，达到

了预期目标。项目成果已成功应用于违法建筑专项治理、国土空

间规划建设、生态保护修复等各个领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