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州市铜山区自然资源调查项目 

1 立项背景 

土地、水、森林、草原、湿地以及探明储量的矿产等自然资源是

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根本载体，是重要的资源性

资产。为加快建立自然资源调查、评价、监测制度，健全自然资源监

管体制，切实履行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职责，自然资源部和江苏省

分别印发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的方案。为落实部省相关要求，徐州市

铜山区开展了辖区内的自然资源调查工作，为建立铜山区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并监督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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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基础支撑和

产权保障。 

2 资金来源 

政府财政经费、自筹经费。 

3 建设概况 

项目建设单位为铜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项目承担单位分别为：

北京中天博地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中天吉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和江苏兰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整体设计：在第三次国土调查基础上，依据相关政策、规定，调

查辖区内土地及其承载的各类自然资源权属边界、公共管制边界、特

有属性、开发利用和保护等基本情况，明确各类自然资源的范围、位

置、类型、面积、质量、权属性质等，建立自然资源调查数据库，为

下一步铜山区自然资源监测评价以及确权登记做好准备。 



主要成果有以下几方面： 

（1）贯通了工作流程，建立了自然资源调查的工作模式和技术

方法体系。 

（2）完善补充了调查规范标准，包括：《江苏省自然资源调查分

类》、《江苏省自然资源基础调查技术导则》、《江苏省自然源调查试点

数据库标准》等。 

（3）形成了顶层设计下，集土地、水、森林、草原、湿地以及矿

产等各类自然资源调查于一体的“一套数据”。 

（4）落实矿地融合，实现矿产资源基础数据信息化管理与共享。

充分利用数据库技术、GIS 技术、三维可视化技术及互联网技术，将

矿产资源实现三维可视化管理，并与其它自然资源数据进行衔接互通。 

（5）通过卫星遥感手段实现了大范围、高分辨率影像数据的覆

盖，为后续周期性的调查监测提供了技术保障；通过无人机航空遥感

平台进行了局域化的精细调查；基于“互联网”和手持终端的调查工

具，实现了地面场景的快速举证、样点获取。利用这些先进技术，构

建“天—空—地—网”一体化的自然资源调查技术体系。 

项目分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工业用地调查、矿地融合三项内容展

开。总体实施按资料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处理、制作工作底图、调

查单元预划、自然资源调查、公共管制调查、调查成果质检、数据库

建设、成果提交等 10 个步骤进行。 

项目实施过程中始终贯彻落实“质量第一、注重实效”的方针，

严格按照技术设计及相关规范标准组织项目的实施开展。 



项目解决了概念不统一、内容有交叉、指标相矛盾等自然资源问

题，以支撑自然资源管理、政府部门应用、社会公众需求及信息化建

设为目标，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了自然资源调查成果的共享与应用： 

（1）建设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自然资源“一张网”，实现包括

涉密内网、业务网、互联网和应急通信网在内的网络联通。 

（2）建立了自然资源三维立体“一张图”，真实反应了自然地理

格局和自然资源现实状况，保障自然资源部系统、其他政府部门及社

会公众对调查监测成果的需求。 

（3）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形成对自然资源“一

张图”的分布式综合管理、应用支撑和共享服务机制。以接口服务、

数据交换、主动推送等方式，与其他政务部门业务协同；建立自然资

源调查监测成果发布机制，满足社会公众的广泛需求。通过国土空间

基础信息平台构建自然资源调查评价、政务服务、监管决策三大应用

体系。保证调查成果的准确性、时效性，提升审查的科学性、准确性，

形成了“用数据监管、用数据决策”的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