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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规划测绘中的应用

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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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模式的到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进入人们的生活，这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都

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尤其是地理信息在城市测绘中的系统化应用。城市测绘作为一种典型的管理，收集信息方式极其

复杂，因此在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的大背景下，对相关信息整理就要将地理信息系统和城市测绘技术紧密结合。本文对

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规划测绘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城市测绘；应用

引言：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对城

市地理信息采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城市规划中，

地理信息的采集为后续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于此，文章以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展开阐述，并基于

该系统产生的城市规划测绘进行探究。*

1 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规划管理中的应用目标

多项数据结合

在城市规划管理过程，无论是针对相关制度的建

设、行政区域的规划还是相关行政区域内的人口迁移，

都需要实现对大量数据的综合结合。因此为了能够确保

规划方案的科学性、精准性与完整性，需要实现多项数

据的共同结合，唯有如此才可以保障地理信息系统在

城市规划过程发挥应有的作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过

程，可以在技术层面上建立二维和三维地图之后，将当

前的城市行政区域各类道路以及其他的硬件设施乃至于

人口信息，展示所有的图片中。今后，无论是在规划方

案的制定还是管理方案的设定，都可以根据这类技术可

实现对所有信息的收集和利用。

信息精准处理

在城市规划管理过程，需要使用大量的信息且所有

信息都必须经过精准化的处理，唯有如此才保证所取得

的结果具科学性与合理性。在地理信息系统的运行过

程，其除了具备信息的数据能力和记录能力，还具备独

有的数据库，并且可通过多个图层的叠加使用，让所有

信息得到了更好的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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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规划管理中的应用方案

城市数据分析

数据的分析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地理信息的分

析，另一个是针对人口信息的分析。针对地理信息处

理，主要是依托于地理信息系统，直接借助目前已经开

发出的三维地图和二维地图，将城市内所有设施以及其

他的地理环境信息进行综合性的展现。比如，针对某个

行政区域的划分，就直接在地图层面上将分割线上的各

类设施以及整体的区域环境进行分割处理之后，将该区

域内所有的设施进行进一步的建模，从而形成三维地

图。对于所产生的人口信息，主要是根据当地的户籍资

料，分析某个区域内的人口总含量，之后该信息存储到

数据库内，并且数据库可以直接和地图系统进行关联，

最终获得了当前城市不同区域内的所有参数，并在后续

的城市规划管理中，就可以直接从地图层面上分析各类

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的后续规划模式，乃至于对行政区

的调整，同时分析现有人口的变更情况。

城市设施管理

设施的管理过程，可以通过地理信息系统，直接实

现对所有设施数量、设备覆盖方案和铺排效果的持续化

了解，之后根据硬件设施的后续代表含义，对相关的设

备处理模式进行整理。比如在城市的规划中，一个预先

设定的目标是在某个区域内建立新的地标性建筑，那么

就需要研究该地标性建筑的占地面积，并分析该建筑物

对周边建筑物规划整体性以及硬件设施方面所造成的影

响。如果发现负面影响过大且这类影响可以直接在地图

层面上显示时，那么就可以认定该区域不适合于地标建

设；如果发现该建筑的商业用途以及观赏性用途可以为

该区域带来更多的人员吸引效果，且被吸引的人员可能

会对整个区域产生一定的黏性时，那么可以初步认定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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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有建设必要。

规划决策模拟

城市的规划管理过程，如果只是具备了一个方案之

后立即实施，那么很可能会由于对一些因素考虑不周而

导致相关的规划方案在后期的长远运行过程出现极其严

重的风险和问题。因此需要在各类方案的规划过程，经

过有效的模拟工作，得到最佳的方案效果。在地理信息

系统的运行过程，除了可以直接分析现有的各类城市数

据，也可以通过相关设施的铺排与更新，实现对相关信

息的进一步协调，那么就可以利用该方案对城市的规划

管理效果进行模拟。如某城市准备从原有的重工业城市

转变成轻工业城市，那么原有的重机械加工厂需要大量

搬迁到其他城市，或者对运行位置进行分散和转移。在

该初步方案设定后，就可以在地理信息系统上通过采用

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将这类参数与模型带入地理信息

系统；再分析相关的重工业厂区位置转移以及搬迁后且

轻工业厂区建成时，对从业者的吸引效果及人员在城市

内部的分散情况；最后得到方案实施后人口数量增长情

况、相关区域的人员密集度、对于城市整体GDP的带

动情况、城市的后期发展潜能等。当然还需要采用各类

智能化设施直接监管目前整个重工业区内的空气污染情

况，以及轻工业发展过程对环境带来的积极带动作用，

最终充分权衡利弊，以分析该规划管理方案可否落地。

3 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规划管理中的应用要点

精度保障要点

在数据精度的保障过程，要实现对地理信息系统版

本号以及运行原理的全面了解，同时在所有的城市规划

信息现有参数录入和跟进过程，无论是对于已经建立的

模型，还是对于相关的地理信息，都需要经过持续完善

性的跟踪，之后才可以全面保障最终所取得的参数具有

良好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针对其中一些关键性的数据，

比如不同区域内的户籍信息、人口密集度以及现有的硬

件设置数量等，可以建立专业化监管机制，从而让所有

的人员在该过程中，使各类信息的处理质量提高，唯有

如此才可以保障最终所输入数据库内的各类参数具备良

好的监督保障效果。

信息跟进要点

在信息的跟进过程中，要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实现所

有信息的收集、利用和整合。比如针对整个城市空间内

的地理环境变动情况，需要依托于信息跟进技术，实现

针对该城市当前发展过程中所有信息的革新和升级。同

时，如果发现相关的信息在使用过程出现了问题，那么

需要根据该项技术的运行原理以及当前所取得的各类数

据，对相关的参数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唯有如此才可以

保证所有的信息在处理方法和跟进方案上，防范由于信

息的精度不足而给出错误的规划方案。

方案处理要点

方案处理要点的具体处理过程，除了要能够在城市规

划过程采用地理信息技术实现对相关方案的预测，还需要

在相关方案落地一段时间后，通过对该方案的全面分析，

研究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如果发现未能达到应有的作用，

则可以根据已经设定的方案以及其他的管理因素，对相关

的方案处理模式进行进一步的革新，从而避免在城市的规

划和建设过程出现不可调整的错误和问题。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市规划管理过程，针对地理信息系统

的应用过程，需要实现对相关参数的记录、分析和使

用，同时针对各类信息的利用模式和处理效果进行跟

进，根据相关信息的处理方法对相关的要素进行充分保

障。在具体的应用阶段，需要实现所有信息的跟踪处理

与研究，之后保障所有的规划和设计方案经过了该系统

的预期验证，并分析新的结果，并进行跟进之后才可正

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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