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地表自然资源动态监测与应用示范工程 

一、立项背景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自然资源统一调查、评价、监测

制度”；五中全会提出“加强自然资源调查评价监测”。掌握地表自然

和人文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是基本国情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好支撑

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履行“两统一”职责，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

源，急需开展自然资源调查，摸清自然资源种类、数量、质量、空间

分布等，并监测其动态变化情况。 

按照《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规定，自然资源分：

地表基质层、地表覆盖层和管理层。本项目主要结合新时代自然资源

管理新要求，基于地理国情监测开展地表自然资源常规监测工程，拓

展地表覆盖层监测指标、加快监测频率，形成“月度监测、季度报告、

年度更新”的工作体系，并持续开展成果动态更新和多行业深化应用，

为政府部门和行业单位提供数据和信息支撑。 

二、资金来源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三、建设概况 

项目围绕重庆市地表自然资源现状、变化监测以及成果精细化应

用的关键环节，从政策机制、标准规范、关键技术等方面创新性的提

出面向应用的监测技术工作体系。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1、建立健全地表自然资源常态化监测政策机制建设。贯彻落实



《重庆市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管理办法》，编制《重庆市自然资源

调查监测体系实施方案》和《重庆市常规监测工作方案》，从组织管

理、职责分工、工作流程、技术要求以及经费保障等方面健全了制度

保障。 

2、推动实现一查多用。 统一自然资源分类标准，构建了我市地

表自然资源“月度监测、季度报告、年度更新”工作体系，确立自然

资源常规监测是全域全覆盖基础性监测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开展监测

成果共享和精细化应用。 

3、构建“影像采集、快速处理、变化检测、自动分类”的全流程

技术体系。开展了基于多尺度、多目标、多级特征的变化检测技术攻

关，解决了复杂山地环境下地物精准变化检测；研发了海量影像快速

处理和智能化分类软件，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实现了地表自然

资源高频次监测目标。 

4、面向行业应用需求深入开展监测成果指标分析、转换、融合

研究。一是全面开展重庆全域、主城区、区县、乡镇、村五个层级的

常态化监测，形成时序监测成果；二是编制《地理国情与国土空间规

划数据转换指南》《三调数据与国土空间规划现状用地基数转换指南》，

建立与行业专题数据转换融合的技术体系；三是面向国土空间规划、

城乡建设、生态审计、水土保持等多行业应用需求，细化监测内容和

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分析模型，确保监测成果取得实际应用效

果。 

5、持续开展动态监测和综合应用。一是完成 2018 至 2020 年全



市地理国情常态化监测，形成年度时序监测成果；二是完成 2019 至

2020年全市自然资源常规监测，形成月度、季度、年度系列监测数据；

三是完成地理国情监测数据、三调数据与国土空间规划现状用地基数

转换试点；四是完成“四山自然资源综合监测”等 20 余项专题性监

测工程。成果涵盖地表自然资源各个方面，累计生产数据超过 3000GB，

持续为政府、行业部门提供信息服务与技术支撑。 

四、项目实施 

自 2018 年开始，项目组从工作组织、技术体系、标准规范等方

面基础研究和调研工作，编制实施方案。2020 年建设完成与多个行业

应用数据融合技术体系、评价指标体系和分析评价模型。完成全市

8.24 万 km2 常规监测和多项专题监测工程，研究成果在全市国土空

间规划、城乡建设管理、多规合一、自然资源审计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利用等方面得到应用推广。项目在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的模式下，

严格执行两级检查、一级验收质检要求，成果通过重庆市测绘产品质

量检验测试中心的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