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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ituation	of	 the	 level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en	seriously	damage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come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people	 for	a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is	a	very	important	 link.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can	have	the	help	of	
more	advanced	technological	mea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ecolog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timization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project	of	Shaanxi	Province,	and	analyzes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path	of	 territorial	spac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the	new	period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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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信息化建设路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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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形势下，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环境提出
的客观要求。而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进行信息
化建设，可以借助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质量，促进人类与生态的和谐发展。基于此，论文重点结合陕
西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大数据中心优化与应用研究项目的实施情况，对新时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信息化建设路径进行了详
细的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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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信息化建设，不仅可以对现

有的生态修复领域治理体系进行完善，还可以明显提升生态

修复治理能力，促进生态修复的现代化发展。自然资源部在

2020 年印发的《关于开展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

作的通知》中更是指出，要根据各省份的自然资源实际情况，

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信息化建设。但是，如何加强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的信息化建设，高效达成生态修复目标，为生

态文明社会的建设打好基础，却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2 新时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内涵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得以正常开展的理论基础，来源

于恢复生态学。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主要工作内容主要包含

国土空间生态的以下四方面修复：第一生态安全格局修复，

第二生态基础网络修复，第三生态景观修复，第四要素综合

修复等 [1]。将具体的生态修复对象和工程措施为参照，可以

将新时期下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分为八类：第一类是矿

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工程，第二类是水环境和湿地生态修复

工程，第三类是海洋海岛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第四类是生

物多样性和景观生态修复工程，第五类是国土综合整治修复

工程，第六类是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第七类是退化

污染废弃地生态修复工程，第八类是城乡居住地生态修复等。

3 新时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

在新时期下，要想做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信息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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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需要在人性化原则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对

各类国土资源规划数据信息进行全面、细致的整合与处理。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要对生态利

益予以兼顾，并将生态利益作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信息化建

设的基础。工作人员在制定国土空间规划方案的时候，应当

确保不会对周边的生态环境产生破坏，应当在全方位了解周

边生态环境现状及资源承载能力大小的基础上，对国土空间

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对相关自然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利用

和开发。一旦发现某一区域的生态系统被破坏，就要采取相

应的生态保护措施和生态修复措施。为了保证国土空间资源

得到充分的应用，建议引入分区管理模式。其次，要遵循以

人为本的原则。尤其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不仅要对

规划区域的位置、区域内居民的日常活动等情况进行全面的

了解，还要做好相关数据的整合与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

在准确把握规划区域空间特征与表现的基础上，提升国土空

间规划的科学合理性，使区域内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得到满

足 [2]。最后，在实际的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中，还需要利用网

络渠道，对规划区域内居民的意见和建议予以关注，并根据

实际情况优化国土空间规划放哪，提升国土空间规划方案的

科学合理性。

在陕西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大数据中心优化与应用研

究项目的实施中，工作人员应当以《大数据平台》建设为依

托，分析平台建设中的计算、存储、云服务、地理信息等关

键性技术，从系统架构、业务逻辑、关键性技术等方面入手，

分析自然资源相关云平台关键技术的落地和应用，进一步推

动自然资源信息化整体发展。

4 新时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信息化建设主要
内容

4.1 一套标准
结合国家制定的相关标准，行业给出的各种规范和标

准，在准确把握规划区域生态管理现状的基础上，进行生态

修复标准体系的构建，并确保这一生态修复标准体系包含以

下三方面内容：第一生态修复数据标准，第二信息化建设标

准，第三安全管理标准等。

4.2 形成规划图集
在参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规

划成果图、基础分析图的生成，然后制定出针对性的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方案。参照这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方案，进行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图集的创建，就可以为接下来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4.3 生态修复规划管理平台
在数据中心的基础上，对植被、水质、土壤、海岸线

以及土地利用等方面分布与演变趋势进行分析，找准生态脆

弱点，然后进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重大工程规划、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规划和专题规划的编制。之后，再绘制

专门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路线图 [3]。为了打造全面、系统的

生态修复工程布局，需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确定最终的

生态修复工程类型。例如，针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域，可以选

择使用系统修复工程；针对乡村地区，可以选择使用土地综

合整治工程；针对矿产集中开发区，则可以选择使用矿山生

态修复工程；而针对海岸海域，建议选择使用海洋生态修复

工程。

4.4 动态监测
在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中，构建一套完善的监测系统，

可以对实际的规划运行情况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并为相关管

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支持。国土空间规划监测工作的开

展，主要涉及审批监测、用地变化监测以及目标指标监测等

内容。工作人员需要在获取指标数据之后，将其与目标值进

行对比分析，并根据对比分析结果，发现规划工作中的常见

问题，然后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优化规划方案 [4]。另

外，工作人员还可以利用非接触式的探测技术，例如遥感技

术等，做好国土空间的区分与阶段性的动态监测工作，保证

国土空间管控目标的有效实现。

4.5 定期评估
一直以来，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评估，都是先参照长

期监测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相关模型的构建，然后在利用

这一数理模型评估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施情况。但是，这种评

估模式，并没有考虑到大数据对国土空间建成环境评价的影

响。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还需要将大数据技术与定期评

估工作融合在一起，利用大数据技术保证国土空间规划的科

学合理性。

5 新时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信息化建设路径

5.1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信息化建设目标
陕西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大数据中心优化与应用研究

项目的实施目标，是通过《陕西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大数据

平台》运行及优化，开展生态修复数据资源整合，梳理优化

生态修复业务流程，实现“一张图”呈现、全流程管理及多

部门共享，促进生态修复业务全程监管。业务方面，对山水

林田湖草沙、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矿山生态修复、土地复垦

项目进行全方位监管，方便管理人员宏观把控整体项目进

度，推动国土空间数据“共建、共用、互联、共享”。

5.2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信息化建设条件
在网络基础环境方面，公司依托中国电信天翼云（专

属云网），结合大数据平台系统功能部署一套软硬件网络环

境，和具有物理隔离的内部局域网络系统，同时拥有专业的

遥感图像批处理和信息解译软硬件环境，具有完备的软硬件

技术支撑条件。

在应用服务方面，通过《陕西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大

数据平台》扩展功能可以面向自然资源、水利、林业、住建、

灾害应急、交通、水土保持等方向的空间技术服务项目，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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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空间大数据平台的应用领域。

在安全保密方面，平台使用单位具备健全的网络和信

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数据中心可提供专用光纤等畅通的数

据访问链路可以保证数据安全。

5.3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信息化建设技术流程
①需求调研。完成自然资源厅部门的信息化建设现状、

业务监管需求进行全面调研及各部门对时空信息数据的应

用需求，为平台设计、建设提供参考。

②前期准备。收集参考文献，分析和总结国内外与自

然资源监管、信息化建设、地理信息技术、云平台等有关的

技术路线，在熟悉基础数据的情况下归纳用户的需求，为整

个系统建设做出规划。

③方案编制。根据需求调研的结果，开展项目实施方

案和项目设计方案的编制工作。

④标准编制。在进行方案设计的同时，根据自然资源

部门及矿山企业对数据以及软硬件应用的需求，开展数据标

准、软件规范等内容的编制。

⑤平台建设阶段。依据项目设计方案，分模块逐步开

展平台软件体系研发工作。

⑥运行维护及同步优化。在平台试运行期间，将持续

对建设成果进行技术维护，包括数据更新、软硬件及网络维

护、应用技术支持、用户培训等，收集用户反馈意见。

⑦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基于平台建设和实施，针对

平台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关键性技术、技术路线、整体框架、

行业内应用进行讨论分析，探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管理与

实践，为矿山生态修复行业、矿山监测及各类自然资源相关

业务云平台的建设提供支撑。

5.4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信息化建设关键体系
①省、市、县、企业四级动态监测体系。以陕西省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大数据平台》及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预

警系统为核心建立陕西省内的省、市、县、企业四级动态监

测体系、监测网络、系统平台、基础建设、标准建设，为全

国生态修复提供示范效应。省、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用

户通过统一开户后登录《大数据平台》，完成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项目上报、审核、管理等业务流程。生产矿山企业通过

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预警系统进行注册并完成开户，通过

该系统完成项目管理数据的上传。同时，生产矿山应按照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复垦方案的要求，落实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工作，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预警系统将实现各级用户监测

数据存储和上传。

①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预警系统。利用物联感知技

术，通过空天地一体化的传感网络，包括卫星遥感、三维倾

斜摄影、视频检测、物联网监测设备、智能移动终端等，实

现对矿山地质环境和生态系统透彻的感知，获取及时、准确、

持续、全面的数据，实时监测项目相关信息，重点监测矿山

修复影响范围内的土壤、植被和水等各项指标的变化，对土

壤－植被－水耦合系统进行风险评估预警。同时，收集底线

管控、生态环境和项目实施指标数据，可视化展示矿山环境

变化及项目进程信息；设立指标预警功能，并支持指标异常

溯源，为项目整改提供依据。

6 新时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信息化建设发展
策略

6.1 整合信息平台
在整合信息凭条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借助资源卡

片管理工作中的相关方法，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分类，并

保证信息平台的完善性。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便利地完

成数据信息的自定义分类工作。在生态修复信息化建设过程

中，所有的数据信息，包含私有信息和公用信息，都需要尽

可能地满足精细化管理的相关需求。如果自然资源信息发生

变化，系统就会将变动信息自动显示出来，并提醒工作人员

采取处理措施。如果已经完成了自然资源变更报告单的填

写，但是却发现自然资源信息的变更，对其他文档的有效应

用产生了影响，那么就需要将自然资源变更信息传输到信息

平台，以报告单辅助材料的形式呈现。

6.2 大数据实现全覆盖
大数据管理平台的应用，可以对生态修复一体化数据

信息进行全面覆盖，并在文件管理、分布式云存储等模式下，

完成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大数据管理平台的使用功能非常

丰富，既包含基本性的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等功能，也具

有成果数据集显示、检索查询、统计分析、更新维护等功能。

再加上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发布技术的支持，大数据管理平

台还可以更好地完成数据管理、数据交换、数据共享、数据

统一分发等功能。这些功能的存在，均为用户更好地使用数

据提供了保证。

7 结语

在新时期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信息化建设，不仅

可以为生态修复工作效率与质量的提升提供保证，还可以更

好地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在未来

的一段时间内，要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信息化建设

的研究与应用，借助信息化的手段，有效攻克各大生态修复

难点和重点，为人类提供一个环境美丽、生态良好的生存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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