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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土地调查作为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目的是

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基础上，全面细化和完善全国土

地利用基础数据，使国家能直接掌握翔实准确的全国土地利

用现状和土地资源变化情况，三调是对“已有内容的细化、

变化内容的更新、新增内容的补充”。 FME 作为一款空间

数据转换处理系统，有许多成熟的空间 ETL 解决方案，在三

调中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基础数据的处理上，FME 能做的很多，首先是坐标系统

的转换，二调的西安 80 坐标系数据，需要整体转换到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国土数据人，是从二调

开始才知道 FME 是一个可以转多种格式和坐标的软件。 其

次是地类代码的转变，需要将原来的土地分类，细化对应到

新的三调工作分类上来。这两项工作，已经有不少文章介绍

过了，此处不再赘述，我主要谈一下我对线状地物图斑化的

一些思考。 

三调和二调有个比较大的区别在于线状地物的处理方

法，二调的要求是“线状地物宽度小于图上 2mm 的，调绘

中心线，用单线符号表示，称为单线线状地物”，三调规程(征

求意见稿)则要求“铁路、公路、农村道路、河流和沟渠等线

状地物以图斑方式调查”，也就是说只要够上图面积的线状



地物，就需要按照图斑调查。 

根据“已有内容细化”的原则，最经济实用的方法无疑

是将二调的线状地物进行图斑化操作，这样一方面是节省时

间和成本，另一方面是扣除图斑化后线状地物后的图斑地类

面积和原来图斑净面积差别不会特别大。具体到 FME 怎么

来处理呢，关键转换器是 Bufferer，也就是缓冲区方式将线

扩面。Bufferer 有三种模式，如图所示： 

 

显然我们需要使用的是 None 模式，我先用 Buffer 转换

器建立简单的缓冲区方法看看效果： 



 

从实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简单地缓冲构面方法并不能

满足要求。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缓冲区相互重叠

压盖，二是尾端与地类界线相交处存在着不及或过头的地方，

也就是说在线状地物的端口处，和地类图斑相交的地方，形

成了一些斜角，这样既不美观也产生了数据碎片和尖锐角。 

对于第一种情况，关于线状地物发生交会时，三调规程

是这样要求的：  



 

拿常见的农村道路和沟渠来说，一般都是农村道路在上，

沟渠位于下方，依据规则，农村道路可以连续表示，而需要

将沟渠在农村道路接头处断开。 

对于第二种情况，根据以往处理数据的经验，需要将数

据与地类边线综合处理一下既能满足数据库要求，又能保证

图面美观。需要处理掉这些问题，就需要一套流程来配合处

理，模板略图如下： 

 

整体思路分三步走，第一步将后期需要考虑综合处理的



线提取出来，也就是流程图内的预处理；第二步将需要缓冲

的按照“KD”字段进行缓冲处理，依据优先级来进行压盖

处理；第三步将缓冲面和地类图斑叠加后进行综合取舍、融

合处理。这样出来的结果就能满足要求了，模板运行结果如

下： 

 

线状地物图斑化后，会导致图斑数量急剧增加，好处就

是面积相对原来要准确一些，也不会出现面积为负数的情况

了。实际上南京市在二调时就没有线状地物，所有的农村道

路和沟渠都是以图斑方式存在的，这样就导致了南京有些比

较大的区，每年在做年度变更数据维护时，比较艰难。近年



来，随着计算机硬件技术和 GIS 技术的迅速发展，处理速度

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或许这也是三调线状地物图斑化能全面

铺开的原因之一吧。 

FME 目前是我主要的技术工具之一，她能快速完成许多

类型的任务，就拿此次介绍的线状地物构面来说，我从开始

写模板到调试结果合格，用时不到一个小时。她以所见即所

得的方式，迅速、直观地告诉我们结果，这不正是我们需要

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