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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 .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

本文件由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

本文件由江苏省自然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土地资源调查中心 、南京国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宇箭 、薛红琳 、闫保银 、鲍桂叶 、崔立 、石林曦 、彭慧 、刘立国 、王燕 、管佳 、王昕 、 
朱聪明 、谢克云 。



1

DB32/T  4772—2024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然资源基础调查的目的与任务 、总体原则与要求 、准备工作 、资料收集与处理 、内业 
解译判读 、工作底图制作 、外业调查 、内业数据处理 、数据库建设 、数据汇总及图件编制 、报告编制等 。

本文件适用于自然资源基础调查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  ，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

GB/T 13989— 201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GB 35650— 201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测绘基本技术规定

CH/T 9009 .2— 2010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5 000、1∶10 000、1∶25 000、1∶50 000、1∶100 000 数 
字高程模型

HY/T 070— 2022    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规范

TD/T 1055— 2019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3.1

自然资源  natural resources

现实存在 、有使用价值 、可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祉的自然要素的总和 。

3.2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  natural resource basic survey

以地表覆盖为基础 ，查清各类自然资源体投射在地表的分布 、范围 、面积，以及开发利用与保护等基 
本情况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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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陆海空间资源  land and sea space resources

陆地 、海洋范围内按照不同用途分类形成的空间 。

3.4

森林资源  forest resources

以多年生木本植物为主体的乔木林 、竹林 、灌木林等 。

3.5

草资源  grass resources

以草本植物为主体的天然和人工植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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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水资源  water resources

可资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  。

注：包括淡水和咸水 、液态水和固态水 、地表水和地下水 。

3.7

湿地资源  wetland resources

具有显著生态功能的自然或者人工的 、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地带 、水域 。

注：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六米的海域，水田以及用于养殖的人工的水域和滩涂除外  。

4    目的与任务

4.1     目的

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 ，履行自然资源部门“两统一 ”职责（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 
职责和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依据统一的自然资源调查分类，依法组织  
开展自然资源调查工作，查清辖区内各类自然资源“家底 ”和变化情况，为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逐步实 
现山水林田湖草的整体保护 、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保障生态安全提供基础支撑，为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提供服务保障 。

4.2    任务

4.2.1    陆海空间资源调查 。依据陆地空间 、海洋空间的主要配置利用方式 、经营特点和覆盖特征等因素， 
对陆地 、海洋的用途进行归纳 、划分，反映国土空间利用的基本功能 。

4.2.2    实物性资源调查 。查清水资源 、森林资源 、草资源和湿地资源等投射在地表的分布和范围，以及开 
发利用与保护等基本情况，利用现代测量 、信息网络等技术手段，掌握最基本的自然资源本底状况和共性 
特征 。

4.2.3    数据库建设 。建立自然资源基础调查数据库 。

4.2.4    成果汇总 。包括数据汇总 、成果分析以及数据成果制作 、图件编制等工作 。

5    总体原则

5.1    依法依规，查清本底

按照统一的自然资源分类体系和数据标准 ，依法依规组织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 ，查清各类自然资 
源的分布 、范围 、面积和权属，掌握自然资源本底状况，加快形成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 。

5.2    统一组织，分工负责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应坚持统一总体设计和规划，统一制度和机制建设，统一标准和指标设计，统一组 
织实施和质量控制，统一数据成果管理应用，统一信息发布和共享服务 。 同时，根据省与市县事权责任划 
分的相关规定，做好任务分工与统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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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统筹部署，分步实施

科学制定自然资源调查工作计划，统筹安排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工作 。坚持试点先行，逐步积累经验， 
有条不紊，分步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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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充分继承，现状为准

充分利用已有调查成果 ，兼顾分类体系 ，以保证自然资源调查与已有调查工作的衔接 。调查成果与 
实地现状若存在明显变化，应坚持实事求是 、现状为准 。

6    基本要求

6.1    基础调查分类

6.1.1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陆海空间资源分类 、实物性资源分类和湿地资源索引表等，按附录 A 执行 。其 
中，陆海空间资源分类中一级类 01 至 12 为陆地空间资源，一级类 13 至 23 为海洋空间资源 。

6.1.2    水资源 、森林资源 、草资源等实物性资源与陆海空间资源的对应关系索引表，按附录 B 执行 。

6.1.3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图式应符合附录 C 的规定 。

6.2    调查精度

6.2.1    调查比例尺

调查比例尺不小于 1∶5 000。

6.2.2    影像分辨率

采用优于 1 m 分辨率的遥感影像 。

6.2.3    最小上图面积

各类自然资源的最小上图面积如下：

a ）  陆海空间资源：建设用地实地面积 200 m2，对于有更高管理需求的地区，建设用地可适当提高调 
查精度；农用地实地面积 400 m2；其他地类实地面积 600 m2；海洋资源面积 600 m2。

b）  水资源：水库水 、水塘水 、其他地表水实地面积 400 m2，河流水 、湖泊水实地面积 600 m2。 
c ）  森林资源：400 m2。

d）  草资源：400 m2。

e ）  湿地资源：600 m2。

6.2.4    采集误差

以遥感影像为基础的采集误差，明显界线≤图上 0 .3 mm，不明显界线≤图上 1 .0 mm 。

6.2.5    补测精度

陆表范围内补测地物点相对于临近明显地物点的距离中误差  ，平地  、丘陵地  、山地应分别符合  
TD/T 1055— 2019 的有关要求 。海域范围内补测精度应满足 HY/T 070— 2022 中有关规定 。最大误差 
不超过 2 倍中误差 。

6.3    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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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坐标系统

采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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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高程基准

采用“1985 国家高程基准”。

6.3.3    投影方式

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按 3°分带 。

6.3.4    分幅及编号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各比例尺标准分幅及编号应符合  GB/T 13989— 2012 的规定  。标准分幅采用国  
际 1∶1 000 000 地图分幅标准 ，各比例尺标准分幅图均按规定的经差和纬差划分 ，采用经 、纬度分幅 。标 
准分幅图编号均以 1∶1 000 000 地形图编号为基础采用行列编号方法 。

6.3.5    计量单位

长度单位采用米（m），保留 1 位小数 ；面积计算单位采用平方米（m2），保留 2 位小数 ；面积统计汇总 
单位采用公顷（hm2）或亩，保留 4 位小数 。

注：1 亩 = 667m2。

6.4    作业步骤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作业步骤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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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作业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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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准备工作

7.1    技术准备

各地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编写本地区的技术设计书 。 内容包括调查区基本概况 、目标任务 、技术路  
线与工作流程 、调查准备工作 、资料收集与处理 、内业解译判读 、工作底图制作 、外业调查 、内业数据处理 、 
数据库建设 、成果质量控制 、调查主要成果 、计划进度安排 、组织实施等 。

7.2    人员准备

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分工协作，合力推进，切实做好人员准备工作 。在开展基础调查前，组织参加调 
查的人员培训 ，明确调查任务和主要内容 、统一分类标准和成果要求 、规范作业程序和调查方法 、确定调 
查原则和工作纪律，保证调查工作进度，确保调查成果质量 。

7.3    仪器准备

主要包括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接收机 、全站仪 、电脑 、打印机 、复印机 、绘图仪等仪器设备 。

8    资料收集与处理

8.1    资料收集

从自然资源 、林业和草原 、水利 、农业农村 、生态环境等部门收集已有自然资源调查相关资料，优先收 
集最新的数字化成果 。

a ）  控制资料：收集测区境内及周围的高等级控制点，用于倾斜摄影测量和各种资料的坐标转换 。

b）  基础资料：包括行政区域界线 、权属界线等界线资料 ；最新航空 、航天遥感图件和数据等遥感资 
料；数字高程模型 、大比例尺数字地形图 、地名等基础地理信息资料 。

c ）  专项资料：包括国土变更调查 、森林资源连续清查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 、草地资源清查 、水资 
源调查评价 、全国水利普查 、全国海洋经济调查 、海籍调查 、湿地资源调查 、林草湿调查监测 、城 
市国土空间监测等资料 。

d）  公共管制资料：包括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 、自然保护地 、河湖及水利工程 
管理界线等 。

8.2    资料处理

8.2.1    数字正射影像（DOM）制作

8.2.1.1    航空 DOM 制作

8.2.1.1.1    影像定位

数字正射影像数据起始点为左上角像元中心点 。数据的栅格坐标位于像元中心点，影像值是每一个 
栅格中心代表的值 。

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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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1.2    影像调色

在测区内分别挑选 3 张不同地类（农田 、居民地 、水域）的航片进行色彩 、饱和度 、亮度 、对比度的调 
整，需做到直方图较为均匀，呈正态分布，层次丰富，不失真，不过分鲜艳，视觉效果佳，这 3 张航片作为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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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调色参照片 。生产过程中根据具体地类挑选不同参照片进行调色 ，色调需趋近参照片 ，缩小相邻影像 
间的色调差异，从而保证测区所有影像的色调平衡 。

8.2.1.1.3    正射影像纠正

影像纠正应保证像片之间有足够的重叠区进行镶嵌 。测区采用隔片纠正，但居民地密集区应采用逐 
片纠正 。架空桥的桥面如与两端路基产生错位，则桥面应进行投影改正使其与路面吻合 。

8.2.1.1.4    正射影像镶嵌

影像镶嵌要求如下 。

a ）  在相邻两片中间选取，尽量避开建筑物 、工矿设施 、道路等线状地物 。如道路贯穿整个重叠区域 
无法避开时 ，尽量沿道路边线选取拼接线 ，在道路边线选取时尽量避开路灯 、汽车 、电杆等点状 
地物；拼接线直接穿过道路时呈垂直道路方向选取 。

b）  在横向 、纵向拼接线选取时需做到拼接线与拼接线相接 、呈网状表示 。 画拼接线时严禁横穿面 
状和线状地物，需从颜色反差较大的地方画线，绕过影像拼接处模糊 、不清晰 、变形 、拉花等不符 
合精度的影像 。不压盖房屋 、道路等线状地物，注意查改高层建筑物 、高架桥的变形 。

c ）  拼接线选取时保持线圆滑的同时，应注意结点不要太密集，避免发生拓扑错误 。 
d）  正射影像镶嵌后，需对图幅进行颜色修正等一系列工作 。

8.2.1.2    航天 DOM 制作

8.2.1.2.1    平面控制

平面控制点采用 GNSS 接收机等仪器实测 ，或从分辨率 、比例尺优于预校正遥感影像的已有高分辨 
率 DOM 、地形图上采集 。平面位置精度按照 GB 35650— 2017 执行 。

8.2.1.2.2    高程控制

采用近期相应比例尺数字高程模型（DEM）为高程控制 。DEM 应满足 CH/T 9009 .2— 2010 中有关 
规定 。

8.2.1.2.3    图像处理

图像处理步骤如下：

a ）  根据数据获取情况，以单景影像 、条带影像或区域影像为单元，采用物理模型或有理函数模型进  
行几何纠正  。重采样方法采用双线性内插或三次卷积，重采样像元大小根据原始影像分辨率  ，  
按 0 .5 m 的倍数就近采样 。

b）  影像要求纹理清晰 、色调均匀 ，无重影和模糊等现象 ，地物层次丰富 、边界明显 。融合或多光谱 
影像模拟自然真彩色，真实反映当时地类光谱特征 。

c ）  重叠区影像纹理应一致 。 当影像时相相同或相近时 ，要求整体光谱特征一致 ；时相差距较大的 
影像，允许存在光谱差异，但镶嵌或接边处应过渡自然，同一地块光谱特征应一致 。

8.2.1.3    DOM 制作单元

8.2.1.2
8.2.1.3


7

DOM 以县级辖区为制作单元 ，按照外扩不少于 50 个像素 、沿最小外接矩形裁切 。根据县级辖区内 
影像间镶嵌和接边情况，通过镶嵌线 、接边线及外围县级行政界线组成的若干矢量闭合面，并在每个闭合 
面内记录所使用影像的基本属性信息，以此制作 DOM 信息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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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其他资料处理

8.2.2.1    处理方式

由于各类自然资源已有调查成果资料格式存在差异 ，缺乏统一空间参考 ，针对已有资料情况采用不 
同技术方法进行数据处理 ，最大程度利用已有各类自然资源相关调查成果 。对于电子数据 ，采用数据转 
换方式实现图形及属性数据入库 ，数据转换包括坐标系转换 、格式转换等步骤 ；对于纸质图件 ，采用扫描 
矢量化的方式实现图形数据入库，包括扫描 、几何纠正 、矢量化采集等步骤；对于纸质调查表格数据，采用 
数据录入的方式实现属性数据入库  。

8.2.2.2    统一坐标系

各类自然资源已有成果所采用的坐标系主要包括 1954 年北京坐标系 、1980 西安坐标系 、2000 国家 
大地坐标系 、地方坐标系等 ，为便于后期各类自然资源数据之间叠加分析 ，将坐标系统一转换到 2000 国 
家大地坐标系 。坐标系转换采用四参数 、七参数等转换方法进行转换 。

8.2.2.3    统一数据格式

各类自然资源已有成果数据格式各异 ，为便于后期各类自然资源数据之间叠加分析 ，应将数据格式 
进行统一 。

8.2.2.4    扫描矢量化

先将图件扫描生成数字栅格图（扫描影像图），然后利用矢量化软件对数字栅格图进行几何纠正  、屏  
幕矢量化，形成各类自然资源的空间范围数据 。

8.2.2.5    数据录入

依据纸质调查表格，逐项录入各类自然资源对应的调查信息，主要包括类型 、数量 、面积等 。

9    内业解译判读

9.1    判读要求

内业解译判读需采集自然资源范围 、分类 、面积 、权属等 ，其中陆海空间资源分类应符合 A .2 的要    
求，实物性资源分类应符合 A .4 的要求 。陆地空间资源利用三调成果，并对“0101 ”“0404 ”“0701 ”“08H2 ” 
“ 0809 ”“0810 ”“09 ”“1005 ”“1104 ”“1109 ”进行细化 ；海洋空间资源参考海籍调查成果 ，叠加最新遥感影像    
重新解译 。对于内业解译过程中发现的基础数据与最新遥感影像不一致的 ，结合城市国土空间监测 、林    
草湿监测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进行数据更新 。

实物性资源中 ，水资源 、森林资源 、草资源通过代码转换将陆海空间资源分别转为各资源图斑 ，结合 
最新遥感影像及各类资源的专项数据进行重新解译，原则上各类资源的图斑范围与陆地空间资源图斑范 
围相同的 ，实物性资源图斑界线与陆地空间资源图斑界线保持一致 。实物性资源分类按照 A .4 执行 ，实 
物性资源与陆海空间资源对应关系索引表按附录  B 执行  。湿地资源通过对陆海空间资源进行代码索  
引 ，结合湿地专项数据进行重新解译 ，湿地资源索引表按 A .5 执行 。 自然资源权属信息的调查通过收集 
各自然资源部门已有各类资源的权属信息，交由地方主管部门核对后整合到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信息中 。

9.2    判读方法

8.2.2.1
8.2.2.2
8.2.2.3
8.2.2.4
8.2.2.5


8

影像判读方法有计算机自动识别 、人工判读两种方式，有条件地区采取计算机自动识别法，一般地区 
采用人工判读法 。常见的人工判读法有直判法 、对比法 、邻比法 、推理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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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直判法：直接运用解译标志确定地物存在和属性的方法 。一般针对形状独特 、色调特征明显的 
地物，如道路 、河流 、建筑物等 。

b）  对比法：与该地区已知的资料对比 ，或与实地对比来识别地物属性 ；通过对遥感影像不同波段 、 
不同时相的对比分析，识别地物的性质和发展变化规律 。

c ）  邻比法：局部影像解译标志不明显 ，纹理细节模糊 ，与相邻影像进行比较 ，将邻区的解译标志或 
纹理细节延伸 、引入，然后进行解译的方法 。

d）  推理法：根据地学规律，分析地物之间的内在必然分布规律，由某种地物推断出另一种地物的存 
在及属性 。

9.3    内业判读

9.3.1    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分类自然资源影像特点 ，结合实地调查情况 ，建立包含所有自然资源类型的解 
译标志样本库 。

9.3.2    基于解译标志样本库，分别选用适合的影像判读方法，结合三调等其他已有调查资料，在最新高分 
辨率 DOM 基础上，采用人机交互的方式，对图斑进行综合分析，准确勾绘图斑边界 、判定图斑分类，形成 
初步调查数据 。

9.4    权属界线上图

9.4.1    将收集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和城镇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外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成果 、自然资源 
相关权属调查成果绘制到自然资源初步调查数据上  。

9.4.2    在权属界线上图过程中，因成图精度等客观因素，部分界线与遥感影像产生位移的，根据协议书等 
相关权源资料对其位置进行调整，并提交相关部门进行审核 。

10    工作底图制作

以高分辨率 DOM 为基础，套合三调成果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内业解译判读数据 、自然资源管理数据 
等成果，形成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工作底图 。工作底图主要内容包括：

a ）  道路 、河流 、村庄等地名注记；

b）  高分辨率 DOM；

c ）  内业解译判读数据：包括海洋空间资源 、水资源 、森林资源 、草资源 、湿地资源等；

d）   自然资源管理数据：包括行政界线 、自然资源权属界线 、国土空间规划“三线”、自然保护地 、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和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界线  。

11    外业调查

对内业解译判读形成的初步调查数据进行外业核实和补充调查  。将内业提取形成的初步调查数据  
导入数字调绘设备中 ，采用“互联网+ ”调查方式开展自然资源外业核实和补充调查 。对于实地分类 、边 
界与内业解译判读信息一致的 ，无需重新调绘 ，直接标记 ，记录相关调查信息 ，具体按附录 D 执行 ；对于 
实地分类 、边界与内业解译判读信息不一致的 ，进行实地调绘 ；对于影像未能反映的新增自然资源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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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补测法或简易补测法进行补测  。权属界线存在争议的或与实际权属状况不一致的，由属地自
然资源 部门组织权属界线涉及的权利人进行实地补充调查确认，权属争议确实无法解决的，可以划定争
议区 。

12    内业数据处理

以外业调查资料为依据，对初步调查数据进行图形和属性的编辑处理，形成自然资源基础调查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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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库建设

13.1    基本内容

主要包括定位基础 、境界与政区 、地貌等基础地理要素；陆海空间资源 、森林资源 、草资源 、水资源 、湿 
地资源等自然资源基础调查要素；自然资源权属界线 、国土空间规划“三线 ”要素 、城市控制线要素等自然 
资源管理数据 。

13.2    总体要求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数据库建设应严格执行数据库标准 、数据库建设规范 、数据质量标准等技术要求， 
主要步骤包括数据库建设方案设计 、基础数据准备与处理 、图形和属性数据采集 、数据接边 、拓扑关系构  
建 、面积计算 、数据检查与入库等 。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数据库建设完成后，按照数据汇交要求逐级上交并  
检查 。

13.3    技术方法

13.3.1    图形数据采集

13.3.1.1    根据外业调查结果 ，结合内业资料进行图形矢量化工作 ，形成全区域所有调查要素的数字化成 
果 。对于电子化外业数据，外业采集要素在导入数据库的过程中不得有要素丢漏和位置偏移的情况 。

13.3.1.2 图形数据按照规定内容采集 。

13.3.1.3 要素采集界线与调查界线的移位不应大于图上 0 .2 mm 。

13.3.1.4 数据应分层采集，并保持各层要素叠加后协调一致 。

13.3.1.5 公共边只需矢量化一次，其他层采用拷贝方法生成，保证各层数据完整性 。

13.3.1.6 数据采集 、编辑完成后 ，应使线条光滑 、严格相接 、不应有多余悬挂线 。所有数据层内应建立拓

扑关系，相关数据层间应建立层间拓扑关系 。

13.3.2    拓扑关系构建

检查要素在图层内 、图层间的相互关系，并进行拓扑处理，建立拓扑结构 。

13.3.3    属性数据采集

按规定的数据结构输入属性数据，并进行校验和逻辑错误检查 。

13.3.4    三维模型构建

有条件地区以 DEM 、DOM 为基础 ，结合倾斜摄影三维建模 、三维激光雷达 、人工建模等技术 ，构建 
各类自然资源的三维模型 。通过模型裁切 、镶嵌，将各类三维自然资源模型进行融合，形成全要素实景三 
维自然资源场景  。利用三维自然资源场景展示各类自然资源的三维立体空间分布情况，通过三维空间分 
析计算各类自然资源的斜面积 、坡度 、坡向等属性 。

13.3.1.1
13.3.1.2
13.3.1.3
13.3.1.4
13.3.1.5
1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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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汇总及图件编制

利用自然资源基础调查数据库进行自然资源面积分类统计和汇总 ，汇总表样式具体按附录 E 执行 ； 
对成果数据进行分析，形成数据分析报告；以自然资源基础调查数据库为基础，编制自然资源基础调查系  
列专题图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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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报告编制

15.1    工作报告

主要包括调查区域的自然 、经济 、社会等基本概况，以及调查的目的 、意义 、目标 、任务，组织实施与保 
障措施，完成的主要成果，经验与体会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等内容 。

15.2    技术报告

主要包括调查的技术路线与技术方法 、工艺流程 、质量检查及保障措施，调查中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 
法，应用新技术及效果等内容 。

15.3    数据库建设报告

主要包括数据库建设流程 、软硬件配置 、数据库内容与功能 、维护与更新等内容 。

15.4    成果分析报告

主 要 包 括 各 类 自 然 资 源 的 数 量 、分 布 、利 用 、保 护 状 况 ，合 理 利 用 自 然 资 源 的 政 策 、措 施 与 建 议 等 
内容 。

报告编制要求具体按附录 F 执行 。

16    主要成果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主要成果如下：

a ）  技术设计书；

b）  调查底图及相关调查记录表（簿）；

c ）  权属调查有关成果；

d）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数据库；

e ）  成果质量检查报告 、表格等；

f）   自然资源面积汇总表；

g ）  自然资源现状分布图 、分幅图等；

h）  工作报告 、技术报告 、数据库建设报告 、成果分析报告及有关专题报告等 。

17    成果检查

17.1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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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调查成果按照规定格式组织提交检查 ，检查程序包括县级自检 、市级复查 、省级预检与验收 ，具 
体文件组织结构按附录 G 执行 。

17.2    检查内容

调查成果检查包括以下内容：

a ）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工作底图 、外业调查记录表等；

b）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数据库结构 、内容 、精度 、逻辑关系等；

c ）  统计汇总数据 、各类图件及文字报告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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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检查要求

17.3.1    县级自检

县级对调查成果进行 100% 全面自检 。

17.3.2    市级复查

市级组织对县级调查成果进行检查和汇总 ，在县级自检的基础上 ，重点检查调查成果的完整性和规 
范性 。

17.3.3    省级预检与验收

省级组织对调查成果进行预检，全面检查调查成果质量 。预检合格后，组织成果验收 。

18    成果资料归档

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要求，对调查过程中形成的图 、表 、文档 、数据库等成果资料及时进行整理归档 。



附  录  A

（规范性）

自然资源调查分类

表 A .1 为地表基质资源分类，表 A .2 为陆海空间资源分类，表 A .3 为地下空间资源分类，表 A .4 为实物性资源分类，表 A .5 为湿地资源索引表 。

表 A.1    地表基质资源分类和编码

一级类 二级类 含义

指由一种或几种矿物和天然玻璃组成的，具有稳定外形的固态集合体

SS0101 火成岩 指岩浆侵入地壳或喷出地表经冷却固结而成的岩石，又称岩浆岩

SS0102 沉积岩
指在地壳表层条件下，由风化作用 、生物作用 、火山作用及其他地质营力下改造的物质，经搬运 、沉积、成岩等一系列地 
质作用形成的岩石SS01 岩石

SS0103 变质岩
指在变质作用条件下，使地壳中已经存在的岩石（可以是火成岩 、沉积岩及早已形成的变质岩）变成具有新的矿物组合 
及结构 、构造等特征的岩石

指平均粒径≥2  mm且<256  mm 的岩石或矿物碎屑物

SS0201 粗砾 指平均粒径≥64 mm且<256  mm 的砾石

SS0202 中砾 指平均粒径≥8  mm且<64  mm 的砾石
SS02 砾石

SS0203 细砾 指平均粒径 ≥ 2  mm且 <  8 mm 的砾石

指平均粒径≥4 μm且<2 mm 的岩石或矿物碎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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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0301 粗砂 指平均粒径≥0 .5  mm且<2 mm 的砂

SS0302 中砂 指平均粒径≥0 .25 mm且<0 .5 mm 的砂

SS0303 细砂 指平均粒径≥63 μm且<0 .25 mm 的砂

SS03 砂

SS0304 粉砂 指平均粒径≥4 μm且<63 μm 的砂

指位于地球表层的一个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多孔物质层

SS0401 铁铝土 指具有富铝化 、富铁铝化和富铁化作用的土壤SS04 土壤

SS0402 淋溶土 指湿润土壤水分状况下，石灰充分淋溶，具有明显黏粒淋溶和淀积的土壤



表 A.1    地表基质资源分类和编码（续）

一级类 二级类 含义

SS0403 半淋溶土 指既有淋溶又有碳酸钙淀积的土壤

SS0404 钙层土 指我国温带和暖温带草原和干草原植被下，表层具有明显的腐殖质积累和土体中具有碳酸钙（镁）富积的土壤

SS0405 干旱土 指发育在干旱水分条件下具有干旱表层和任一表下层的土壤

SS0406 漠土 指发育于干旱少雨 、植被稀疏的荒漠地区的土壤

SS0407 初育土
指土壤发育程度微弱  ，土壤剖面层次分异不明显  ，母质特征显著  ，土壤保持相对的幼年阶段  ，并明显区别于地带性土  
壤的土壤

SS0408 半水成土 指直接受地下水浸润和土层暂时滞水的土壤

SS0409 水成土 在地面积水或土层长期呈水分饱和状态  、生长喜湿与耐湿植被条件下形成的土壤

SS0410 盐碱土 指土壤含有可溶性盐类，而且盐分浓度较高，对植物生长直接造成抑制作用或危害的土壤

SS0411 人为土 指自然土壤经人类活动的影响改变了原来土壤的成土过程而获得新特性的土壤

SS04 土壤

SS0412 高山土 指青藏高原和与之类似海拔，高山垂直带最上部，在森林郁闭线以上或无林高山带的土壤

指呈褐红色 、棕红色，含有丰富的海洋生物，形成于深海环境的黏土

SS0501 褐色黏土 指深海中生物碎屑含量少于  30% 的红棕色极细黏土SS05
深海黏 

土

SS0502 其他深海黏土 指上述以外的其他深海黏土

指钙质或硅质生物遗骸物质占  30% 以上的深海微细颗粒软质淤泥

SS0601 钙质软泥 指钙质生物遗骸物质含量大于 30% 的软质淤泥

SS0602 硅质软泥 指硅质生物遗体含量大于 30% 的软质淤泥
SS06 软泥

SS0603 其他软泥 指上述以外的其他软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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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陆海空间资源分类和编码

一级类 二级类 含义

指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粮 、棉 、油 、糖 、蔬菜 、饲草饲料等农作物为主，每年可以种植一季及以上（含以一年一季以上的耕种方式 

种植多年生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 、复垦 、整理地，休闲地（含轮歇地 、休耕地）；以及间有零星果树 、桑树或其他树木的 

耕地；包括南方宽度<1 .0 m，北方宽度<2 .0 m 固定的沟 、渠 、路和地坎（埂）；包括直接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的温室 、大棚 、地膜  

等保温 、保湿设施用地

指用于种植水稻 、莲藕等水生农作物的耕地 。包括实行水生 、旱生农作物轮种的耕地

010101 一般水田 指用于种植水稻 、莲藕等水生农作物的耕地，不包括稻蟹混养等特殊用地0101 水田

010102 混合种植水田 指采用虾稻共生等种植技术混合养殖虾 、蟹等的水田

0102 水浇地 指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在一般年景能正常灌溉，种植旱生农作物（含蔬菜）的耕地 。包括种植蔬菜的非工厂化的大棚用地

01 耕地

0103 旱地 指无灌溉设施，主要靠天然降水种植旱生农作物的耕地，包括没有灌溉设施，仅靠引洪淤灌的耕地

指种植以采集果 、叶 、根 、茎 、汁等为主的集约经营的多年生木本和草本作物，覆盖度>50% 或每亩株数大于合理株数 70% 的 
土地  。包括用于育苗的土地

0201 果园 指种植果树的园地

0202 茶园 指种植茶树的园地

0203 橡胶园 指种植橡胶树的园地

0204 油料园地 指种植油茶 、油棕 、橄榄和文冠果等木本油料作物的园地

02 园地

0205 其他园地 指种植桑树 、可可 、咖啡 、花椒 、胡椒 、药材等其他多年生作物的园地

指生长乔木 、竹类 、灌木的土地 。包括自然生长干果等林木的土地，不包括生长林木的湿地，城镇 、村庄范围内的绿化林木用 
地，铁路 、公路征地范围内的林木，以及河流 、沟渠的护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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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 乔木林地 指乔木郁闭度≥0 .2 的林地，不包括森林沼泽

0302 竹林地 指生长竹类植物，郁闭度≥0 .2 的林地

0304 森林沼泽 指以乔木森林植物为优势群落 、郁闭度≥0 .2 的淡水沼泽

0305 灌木林地 指灌木覆盖度≥40% 的林地，不包括灌丛沼泽

03 林地

0306 灌丛沼泽 指以灌丛植物为优势群落的淡水沼泽



表 A.2    陆海空间资源分类和编码（续）

一级类 二级类 含义

03 林地 0307 其他林地
包括疏林地（树木郁闭度≥0 .1、<0 .2 的林地）、未成林地 、迹地 、苗圃等林地和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用于培育 、贮存种子苗木等 
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设施用地

指生长草本植物为主的土地

0401 天然牧草地 指以天然草本植物为主，用于放牧或割草的草地，包括实施禁牧措施的草地，不包括沼泽草地

0402 沼泽草地 指以天然草本植物为主的沼泽化的低地草甸 、高寒草甸

0403 人工牧草地 指人工种植牧草的草地

指树木郁闭度<0 .1，表层为土质，不用于放牧的草地

040401 绿化草地 指在城镇 、村庄范围外，由栽种的草本植物覆盖的地表，包括人工种植的草皮等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040402 其他草地 除绿化草地以外的其他草地

指主要用于商业 、服务业的土地

05H1 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指主要用于零售 、批发 、餐饮 、旅馆 、商务金融 、娱乐及其他商服的土地

05

商业服务  
业用地

0508
物流仓储

用地

指用于物资储备 、中转 、配送等场所的用地，包括物流仓储设施 、配送中心 、转运中心等

指主要用于工业 、采矿等生产的土地

0601 工业用地 指工业生产 、产品加工制造 、机械和设备修理，及直接为工业生产等服务的附属设施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指采矿 、采石 、采砂（沙）场，砖瓦窑等地面生产用地，排土（石）及尾矿堆放地，不包括盐田
06 工矿用地

0603 盐田 指用于生产盐的土地，包括晒盐场所 、盐池及附属设施用地

指主要用于人们生活居住的房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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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城镇用于生活居住的各类房屋用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不含配套的商业服务设施等用地

070101 商品住房 指商品住房所占的建设用地

07 住宅用地

0701
城镇住宅

用地
070102 保障性住房 指保障性住房所占的建设用地



表 A.2    陆海空间资源分类和编码（续）

一级类 二级类 含义

07 住宅用地 0702 农村宅基地 指农村用于生活居住的宅基地

指用于机关团体 、新闻出版 、科教文卫 、公用设施等的土地

08H1
机关团体

新闻出版用地
指用于党政机关 、社会团体 、群众自治组织，广播电台 、电视台 、电影厂 、报社 、杂志社 、通讯社 、出版社等的用地

指用于各类教育，独立的科研 、勘察 、研发 、设计 、检验检测 、技术推广 、环境评估与监测 、科普等科研事业单位，医疗 、保健 、卫   

生 、防疫 、康复和急救设施，为社会提供福利和慈善服务的设施，图书 、展览等公共文化活动设施，体育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 

用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08H201 文化艺术场馆
指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文化艺术机构，包括公共图书馆 、展览馆 、博物馆 、科技馆 、美 
术馆 、纪念馆 、档案馆等

08H211 高等院校
指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 ，包括大学 、学院 、高等职业学校 、高等专科学校 、成人高 
校等

08H212 中等职业学校
指经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批准设立，实施全日制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包 
括公办和民办的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职业高中 、技工学校等

08H213 中小学 含小学 、初级中学 、高级中学 、9 年一贯制学校 、12 年一贯制学校 、完全中学

08H214 幼儿园 指学龄前儿童的看护 、教育机构

08H215 特殊教育学校
由政府 、企业事业组织 、社会团体 、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的专门对残 
疾儿童 、青少年实施教育的机构

08H221 医院
指诊断 、治疗 、预防保健与紧急救治各类疾病患者并设立住院床位的医疗场所，包 
括综合医院 、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 、民族医院 、各类专科医院 、护理医院等

08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08H2

科教文卫

用地

08H221A 方舱医院 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为应对短期内大量患者的医疗需求而建设的医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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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H222 社区卫生服务设施
指负责为辖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括常见病 、慢性病 、多发病诊治）的 
场所，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站等

08H223 养老设施
指提供老年人居住 、康复 、保健的养老设施，包括养老院（老人院）、老年公寓 、护老 
院 、护养院 、敬老院 、托老所 、老年人服务中心等



表 A.2    陆海空间资源分类和编码（续）

一级类 二级类 含义

08H224
社区文化活动设施

指由政府主办 、以满足社区群众文化需求为目标的多功能 、综合性的公益性文化 

设施，包括文化馆（群众艺术馆）、文化站 、工人文化宫 、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

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 、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文化 

活动站）、公共剧场等

08H225 体育场馆
指对社会公众开放并提供各类服务的室内外体育场馆 、游泳场馆 、大中型多功能 
运动场馆 、全民健身中心等

08H226 儿童社会福利设施
指为孤儿 、农村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提供居住 、抚养 、照护等服务 
的儿童福利院 、孤儿院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等

08H2

科教文卫

用地

08H227 残疾人福利设施
指为残疾人提供居住 、康复 、护养等服务的残疾人福利院 、残疾人康复中心 、残疾 
人综合服务中心

指用于城乡基础设施的用地 。包括供水 、排水 、污水处理 、供电 、供热 、供气 、邮政 、电信 、消防 、环卫 、公用设施维修等用地

080901 消防站 指专职消防队及其技术装备集结待命的专用场所

080902 自来水厂 指对原水进行水质净化处理，使水质达到生活饮用标准的净水 、配水场所

080903 污水处理厂 指对污水进行净化处理，使水质达到某种排放要求的场所

080904 垃圾集中处理设施
指对垃圾进行集中处理的场所，包括生活垃圾收集站 、生活垃圾转运站 、垃圾处理 
及处置设施等

080905 邮政局（所） 指邮政中心局 、邮政支局（所）、邮件处理中心等

0809

公用设施

用地

080906 供热厂
指由锅炉加热的水转化为有压的热能（热水 、蒸汽）再通过热力站，供用户使用的 
工厂

08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指城镇 、村庄范围内的公园 、动物园 、植物园 、街心花园 、广场和用于休憩 、美化环境及防护的绿化用地

D
B32/T  4772

—
2024

18



0810A 广场用地 指城镇 、村庄范围内的广场用地

0810 公园与绿地

081001 公园
指向公众开放，以休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 、景观 、文教 、体育和应急避险等功能， 
有一定服务设施的公园 、动物园 、植物园 、街心花园等



表 A.2    陆海空间资源分类和编码（续）

一级类 二级类 含义

08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0810 公园与绿地 081002 绿地

指公园 、广场以外，用于美化环境及防护的绿化用地 。具有卫生 、隔离 、安全 、生态 

防护功能，游人不宜进入的归为此类，如卫生隔离带 、道路防护绿地 、城市高压走   

廊绿地等

指用于军事设施 、涉外 、宗教 、监教 、殡葬 、风景名胜等的土地

09 特殊用地

090001 殡葬设施 指公墓 、陵园 、殡仪馆 、火葬场 、骨灰存放处等集中管理的殡葬设施

指用于运输通行的地面线路 、场站等的土地 。包括民用机场 、汽车客货运场站 、港口 、码头 、地面运输管道和各种道路以及轨道 
交通用地

1001 铁路用地 指用于铁道线路及场站的用地 。包括征地范围内的路堤 、路堑 、道沟 、桥梁 、林木等用地

1002
轨道交通

用地

指用于轻轨 、现代有轨电车 、单轨等轨道交通用地，以及场站的用地

1003 公路用地 指用于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的用地 。包括征地范围内的路堤、路堑、道沟、桥梁、汽车停靠站、林木及直接为其服务的附属用地

1004
城镇村

道路用地

指城镇 、村庄范围内公用道路及行道树用地，包括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专用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及其交叉口等

指城镇 、村庄范围内交通服务设施用地，包括公交枢纽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公路长途客运站 、公共交通场站 、公共停车场（含设 

有充电桩的停车场）、停车楼 、教练场等用地，不包括交通指挥中心 、交通队用地

100501 公共停车场 指道路范围以外专辟的供社会车辆停放的空地或广场

100502 停车楼 指专门为停放车辆而修建的固定建筑物10

交通运输  
用地

1005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100503 对外交通场站 指铁路客货运站 、公路长途客运站 、港口客运码头及其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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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04 公共交通场站
指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及附属设施，公共汽（电）车首末站 、停车场（库）、保养 
场，出租汽车场站设施等，以及轮渡 、缆车 、索道等的地面部分及其附属设施

1006 农村道路
在农村范围内，南方宽度≥1 .0 m、≤8 .0 m，北方宽度≥2 .0 m、≤8 .0 m，用于村间 、田间交通运输，并在国家公路网络体系之外， 

以服务于农村农业生产为主要用途的道路（含机耕道）

1007 机场用地 指用于民用机场 、军民合用机场的用地



表 A.2    陆海空间资源分类和编码（续）

一级类 二级类 含义

1008
港口码头

用地

指用于人工修建的客运 、货运 、捕捞及工程 、工作船舶停靠的场所及其附属建筑物的用地，不包括常水位以下部分

10

交通运输  
用地

1009
管道运输

用地

指用于运输煤炭 、矿石 、石油 、天然气等管道及其相应附属设施的地上部分用地

指陆表水域，滩涂 、沟渠 、沼泽 、水工建筑物等用地 。不包括滞洪区和已垦滩涂中的耕地 、园地 、林地 、城镇 、村庄 、道路等用地

1101 河流水面 指天然形成或人工开挖河流常水位岸线之间的水面，不包括被堤坝拦截后形成的水库区段水面

1102 湖泊水面 指天然形成的积水区常水位岸线所围成的水面

1103 水库水面 指人工拦截汇集而成的总设计库容≥10 万  m 3  的水库正常蓄水位岸线所围成的水面

指人工开挖或天然形成的蓄水量<10 万  m 3  的坑塘常水位岸线所围成的水面

110401 养殖坑塘 指人工开挖或天然形成的专门用于水产养殖的水面1104 坑塘水面

110402 一般坑塘 除养殖坑塘以外的其他坑塘

1106 内陆滩涂
指河流 、湖泊常水位至洪水位间的滩地；时令湖 、河洪水位以下的滩地；水库 、坑塘的正常蓄水位与洪水位间的滩地 。包括海岛 
的内陆滩地  。不包括已利用的滩地

1107 沟渠 指人工修建，南方宽度≥1 .0 m、北方宽度≥2 .0 m 用于引 、排 、灌的渠道，包括渠槽 、渠堤 、护路林及小型泵站

1108 沼泽地
指经常积水或渍水 ，一般生长湿生植物的土地 。包括草本沼泽 、苔藓沼泽 、内陆盐沼等 。不包括森林沼泽 、灌丛沼泽和沼泽 
草地

指人工修建的闸 、坝 、堤路林 、水电厂房 、扬水站等常水位岸线以上的建（构）筑物用地

111

水域及水

利设施

用地

1109
水工建筑

用地 110901 水电站
指将水能转换为电能的综合工程设施，一般包括由挡水 、泄水建筑物形成的水库 
和水电站引水系统 、发电厂房 、机电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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