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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地理国情监测 

立项背景： 

    2018 年 5 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下达 2018 年国家地理国情监测项目生产计划和任务书的通

知》，要求本项目由原河北省地理信息局牵头。7 月，原河北省

地理信息局印发《关于下达 2018 年国家地理国情监测项目一期

任务计划的通知》，要求本项目由河北省第二测绘院负责实施。 

资金来源： 

    项目总预算为 1000 万元，其中自然资源部投入 500 万元，

河北省国土资源专项经费配套 500 万元。 

建设概况： 

    基于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三期 0.2 米高分辨率航空影

像，按城市地理国情监测内容与指标全新采集了新区 1770 平方

千米的国情监测数据，开展了新区规划实施评估、空间格局变化、

自然生态空间变化、公共设施发展和居民职住布局统计分析，形

成了专题分析报告，评价了新区建设的阶段成果和发展趋势，为

新区建设提供决策数据支撑。还开展了白洋淀发展演变监测，利

用白洋淀 2002、2008、2014、2016、2017 和 2018 年 6期影像和

地表覆盖资料，统计了地表覆盖总体情况和水域、林草植被在不

同时间段内各地表类别的面积、空间分布变化以及各地类转化情

况，展示了白洋淀发展演变过程，为生态保护修复提供监测资料。 



整体设计、技术： 

    利用 2016年 0.2m航空影像全新采集新区地理国情监测数据，

套合 2017 年和 2018 年影像对数据进行更新，经工作底图制作、

外业核实、数据整理、质量检查等环节形成三期的基础数据。而

后开展 6 项专题监测内容，评价新区建设阶段成果，研究白洋淀

植被、水域的发展变化，反映白洋淀的生态状况和历史变化特征。 

实施过程： 

    1、按照城市地理国情监测的采集指标和要求（采集最小图

斑面积是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的四分之一），采集新区地表覆盖

和地理要素采集，对照 2017 和 2018年影像对数据进行更新。新

区 2017 年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图斑数量是 7.8 万块，本项目采

集数量是 38.9 万块，采集任务量较大。 

    2、对于白洋淀的疑问图斑进行了实地调研，汇总了淀区数

据采集方法。针对地区的疑问图斑和地理要素数据，对新区全域

进行了外业核查，提高了准确度。 

    3、监测分析：①规划实施评估监测对京雄城际铁路、津石

高速、千年秀林绿化等工程进行统计分析，展现了新区设立至

2018 年底地面已启动的项目进展。②空间格局变化监测采集了

三个年度雄县、安新、容城的城区边界，分析了建成区的空间形

态、扩展指数等内容。③自然生态空间变化监测对新区城镇、农

业、生态三类用地的占比和变化进行了统计。④公共设施发展监

测展示了各等级道路、教育医疗机构及十余种基础设施的变化情



况。计算了交通枢纽、中小学和医疗机构的通达性，分析了教育

医疗机构对建设用地的覆盖度。⑤居民职住布局监测分别绘制了

就业区和居住区空间分布、就业和居住人口分布及密度图，计算

了各县的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⑥白洋淀发展演变监测介绍了

白洋淀的地貌及自然资源、历史演变、干淀现象和成因、补水情

况、水体污染和治理等，利用 6 个年度的数据分析了水域、植被

的空间分布和变化，统计了多项景观指数。最后各监测子项得出

了量化的分析结论，提出了多项有益的建议。 

质量、运行等情况： 

    经过院两级质检合格的成果，由河北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站进行了质量验收，验收合格。经过院两级质检合格的成果，

由河北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进行了质量验收，验收合格。 

    自然资源部调查监测司于 2019年 12月 3日在北京举行了项

目验收会，顺利通过了验收。项目成果经整理后完成了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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