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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基于高分辨率影像提取农村宅基地空间分布，可以快速、便捷获取农村宅基地

空间分布信息。【方法】文章选择黑龙江省安达市吉星岗镇作为研究区，基于高分辨率正射影

像，采用人工目视解译方法获取了研究区农村宅基地空间分布信息，并利用房地一体农村宅

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成果对其精度进行了验证。【结果】（1）吉星

岗镇共有宅基地5 897宗，总面积640.76 hm2，平均每宗宅基地面积为1 095.61 m2。（2）吉星

岗镇宅基地在空间上总体分布零散，但在行政村内分布相对紧凑，基本上以自然屯为单元，

集中分布在自然屯内某个区域。（3）吉星岗镇宅基地数量和面积总体精度分别为 81.86%、

91.87%，10个行政村宅基地数量精度在72.55%～88.47%之间，面积精度在82.94%～99.92%
之间。（4）与实测法、倾斜摄影测绘法、勘丈测绘法等方法相比，基于高分辨率正射影像，

采用人工目视解译方法获取宅基地空间信息，操作简单、成本低、工作周期短。【结论】该

文成果可为研究区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提供数据支撑，该方法为获取农村宅基地空间信

息的方式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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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农村宅基地是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和重要财产，也是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和农村社会

稳定的重要基础［1］。为切实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要求稳妥有序开展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工作，并将其作为稳妥审慎推进农村改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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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1］。及时、准确地获取宅基地基础信息数据既是当前开展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的基础工作之一，也是试点县开展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1］，

对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20年 12月 21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地区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的通知》（农办经〔2020〕 10号），要求各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地区扎实有序开展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为进一步规范开展农村宅

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于 2021年 3月 12日和 2021
年 4月 23日分别印发了《关于印发<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指南（试用版） >的
通知》（农（经综）函〔2021〕 23号）［2］和《关于印发<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技术

规程（试用版） >的通知》（农（经综）函〔2021〕 45号）［3］，这两个文件将宅基地基

础信息调查中的规模和布局划分为宅基地空间信息调查内容［1］，指出宅基地空间信息

调查可以采用图解法、实测法、倾斜摄影测绘法、勘丈测绘法等，并优先推荐图解

法。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宅基地开展了大量研究，有关宅基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宅基

地制度改革［4-7］、宅基地退出［8-10］、宅基地“三权分置”［11-13］等方面，但在宅基地空

间信息获取方面研究相对较少［14］。根据《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指南（试用

版）》和《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技术规程（试用版）》，图解法是指在高分辨率

正射影像作为数据源，配合行政区划图等，根据农村宅基地形状、纹理、分布特点

等，采用人工目视解译或软件自动处理等方式，勾绘出每宗宅基地的边界轮廓，提

取宅基地空间信息。基于高分辨率影像获取宅基地空间信息效果如何，与实测法、

倾斜摄影测绘法、勘丈测绘法等相比有何优缺点等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尚未见

报道。

为此，文章以黑龙江省安达市吉星岗镇为研究区，基于高分辨率正射影像，结合行

政区划图等资料，根据宅基地形状、纹理、分布特点等，采用人工目视解译方法获取宅

基地空间信息，并利用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以下简称房地一体工作）成果对其精度进行了验证。研究有望进一步拓展遥感技术应

用，创新农村宅基地空间信息获取方式，为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吉星岗镇位于黑龙江省安达市东端，北与安达市老虎岗镇相望，南与兰西县燎原

乡接壤，西与安达市任民镇交接，东与青冈县互助乡毗邻，南北长约 14 km，东西宽约

20 km。吉星岗镇地域面积284 km2，全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安达市土地面积最大、

海拔最高的乡镇，下辖 10个行政村，分别为吉星村、金星村、东星村、明星村、隆星

村、宝星村、和星村、巨星村、久星村和中星村（图1）。吉星岗镇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半

干旱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寒暑变化剧烈，干湿周期明显，春季干旱多风，夏季高温多

雨，秋季气温下降较快，冬季寒冷降水少。吉星岗镇年平均气温3.4℃～5.2℃，有效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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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400℃～2 600℃，无霜期130 d左右，年平均降水量400～580 mm，降水70%集

中于6～9月，年日照时数2 760 h。

1.2 数据与方法

研究以用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高分辨率正射影像作为数据源，影

像覆盖整个吉星岗镇的图像数据，空间分辨率0.2 m。基于高分辨率正射影像，叠加吉星

岗镇村级区域界线，根据农村宅基地形状、纹理、分布特点等，采用人工目视解译方式，

勾绘出每宗宅基地的边界轮廓，提取宅基地空间信息，形成宅基地图斑矢量文件，制作

宅基地空间分布图，并得到宅基地数量、面积等信息。

吉星岗镇房地一体工作以倾斜摄影法为主，对倾斜摄影有遮挡的地方辅以实测法。

该文将吉星岗镇房地一体工作成果中的宅基地空间信息作为真值，以行政村为单位，统

计宅基地数量、面积等信息，对基于高分辨率影像获得的农村宅基地进行精度验证，分

别计算数量精度和面积精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宅基地面积及空间分布

基于高分辨率正射影像，通过人工目视解译方法，获得安达市吉星岗镇宅基地数量

和面积信息（表1）。经统计，全镇共有5 897宗宅基地，10个行政村宅基地在435～1 027
宗之间，平均每个行政村约 590宗宅基地，宅基地最多的是和星村，共有 1 027宗，而

宅基地最少的是东星村，共有435宗。从宅基地面积来看，全镇宅基地面积640.76 hm2，

图1 吉星岗镇地理位置

Fig.1 Location of Jixinggang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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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行政村宅基地在 43.27～103.49 hm2之间，平均每个行政村宅基地面积约 64.08 hm2，

宅基地面积最大的是和星村（103.49 hm2），而宅基地面积最小的是中星村（43.27 hm2）。

从每宗宅基地面积来看，全镇每宗宅基地面积平均为 1 095.61 m2，10个行政村平均每

宗宅基地面积总体在 981.27～1 246.89 m2之间，平均每宗宅基地面积最大的是东星村

（1 246.89 m2），而平均每宗宅基地面积最小的是中星村（981.27 m2）。

从吉星岗镇宅基地的空间分布来看，宅基地在空间上总体分布零散，广泛分布在全

镇各个区域，南部和东部的宝星村、和星村、吉星村、东星村和金星村宅基地分布相对

紧凑一些（图2）。在每个行政村内，宅基地相对集中，基本上都是以自然屯为单元，集

中分布在自然屯内某个区域，孤立的宅基地基本上没有。

2.2 宅基地精度分析

房地一体工作成果中的宅基地空间分布与图2基本一致，其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2所
示。以房地一体工作成果中的宅基地信息作为真值，对基于高分辨率影像获得的农村宅

基地信息进行精度验证，结果如表3所示。

从数量精度上来看，基于高分辨率正射影像，通过人工目视解译方法，获得吉星岗

镇宅基地5 897宗，而房地一体工作成果中全镇宅基地共有7 204宗，全镇宅基地数量总

体精度为 81.86%，10个行政村宅基地数量精度在 72.55%～88.47%之间，精度最高的为

明星村，精度最低的为吉星村。

从面积精度上来看，基于高分辨率正射影像，通过人工目视解译方法，吉星岗镇宅

基地面积共有640.76 hm2，而房地一体工作成果中全镇宅基地面积为697.44 hm2，全镇宅

基地面积总体精度为 91.87%，10个行政村宅基地面积精度在 82.94%～99.92%之间，精

度最高的为巨星村，精度最低的为宝星村。

表1 安达市吉星岗镇宅基地描述性统计

Table 1 Statistical feature value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the Jixinggang town of Anda city

名称

宝星村

东星村

和星村

吉星村

金星村

久星村

巨星村

隆星村

明星村

中星村

吉星岗镇

数量（个）

712
435
1 027
764
500
513
554
414
537
441
5 897

最小值（m2）
107.53
328.51
200.88
106.46
329.20
203.14
111.09
286.05
239.17
185.62
106.46

最大值（m2）
17 626.93
17 691.37
24 198.89
77 835.79
21 839.79
6 171.54
10 417.95
2 992.09
9 696.81
7 778.41
77 835.79

面积（hm2）
74.59
54.24
103.49
83.71
56.54
55.52
61.29
44.19
63.91
43.27
640.76

均值（m2）
1 047.67
1 246.89
1 007.65
1 095.74
1 130.83
1 082.19
1 106.31
1 067.49
1 190.06
981.27
1 095.61

标准差

857.73
955.39
1 173.34
2 981.70
1 042.21
523.48
685.04
403.69
728.32
585.81
99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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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安达市吉星岗镇宅基地分布

Fig.2 Residential land distribution in Jixinggang town of Anda city

表2 安达市吉星岗镇房地一体工作成果中宅基地描述性统计

Table 2 Statistical feature value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for the results of confirm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the right
to house 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tegration and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use right in the Jixinggang town

of Anda city

名称

宝星村

东星村

和星村

吉星村

金星村

久星村

巨星村

隆星村

明星村

中星村

吉星岗镇

数量（个）

878
555
1 184
1 053
666
604
665
493
607
499
7 204

最小值（m2）
154.15
163.77
64.03
45.54
30.11
27.73
24.81
143.50
81.78
114.75
24.81

最大值（m2）
10 408.96
8 304.98
23 342.16
21 564.51
22 817.77
6 139.59
3 331.40
2 780.91
8 735.22
4 267.79
23 342.16

面积（hm2）
89.94
56.66
114.57
81.98
65.93
61.53
61.24
47.87
66.78
50.95
697.44

均值（m2）
1 024.39
1 020.82
967.65
778.53
990.00
1 018.66
920.90
970.89
1 100.25
1 020.95
981.30

标准差

593.56
560.92
1 007.21
868.77
988.67
516.31
461.23
446.20
633.71
510.63
6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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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该文选择安达市吉星岗镇作为研究区，基于高分辨率正射影像，采用人工目视解译

方法获取了研究区农村宅基地空间分布信息，结果表明：受传统思维束缚、地广人稀限

制、耕作半径约束等因素影响，吉星岗镇宅基地具有总体空间布局分散、村内分布相对

紧凑、平均面积较大等特点，研究结果与吕静等［15］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该文宅基地精度分析结果发现，基于高分辨率正射影像获得的全镇宅基地数量总体

精度为 81.86%，10个行政村宅基地数量精度在 72.55%～88.47%之间；全镇宅基地面积

总体精度为 91.87%，10个行政村宅基地面积精度在 82.94%～99.92%之间。该文进一步

分析发现，基于高分辨率正射影像获得的宅基地最小面积为106.46 m2，而和星村、金星

村、久星村、巨星村、明星村等宅基地最小面积均小于100 m2，说明一些面积较小的宅

基地没有被解译出来，这很可能是导致解译出来的宅基地数量要比真实值要小的重要原

因。此外，受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技术人员专业水平、地物遮挡等众多因素影响，一

些宅基地光谱信息淹没在其它地物光谱信息之中，导致约 18%的宅基地未能解译出来，

也导致宅基地面积有约8%的偏差。

与实测法、倾斜摄影法、勘丈法等相比，这3种方法虽然能够提高宅基地宗地界址

测量的精确性，可以实现宅基地宗地的三维立体量测和建模，数据精度更高、信息更全

面，但相应投入的成本高、工作周期长［1］。基于高分辨率正射影像，通过人工目视解译

方法，来获取安达市吉星岗镇宅基地空间信息，具有成本低、操作性强等特点。受种种

因素限制，本文没有对宅基地位置精度进行对比分析，其位置精度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

表3 安达市吉星岗镇及各行政村宅基地数量和面积精度分析

Table 3 Number and area accuracie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the Jixinggang town and its ten adminstrative villages

名称

宝星村

东星村

和星村

吉星村

金星村

久星村

巨星村

隆星村

明星村

中星村

吉星岗镇

数量（个）a

712
435
1 027
764
500
513
554
414
537
441
5 897

数量（个）b

878
555
1 184
1 053
666
604
665
493
607
499
7 204

数量精度（%）
81.09
78.38
86.74
72.55
75.08
84.93
83.31
83.98
88.47
88.38
81.86

面积（hm2）c
74.59
54.24
103.49
83.71
56.54
55.52
61.29
44.19
63.91
43.27
640.76

面积（hm2）d
89.94
56.66
114.57
81.98
65.93
61.53
61.24
47.87
66.78
50.95
697.44

面积精度（%）
82.94
95.74
90.33
97.88
85.75
90.23
99.92
92.33
95.69
84.94
91.87

注：a基于高分辨率影像提取的宅基地数量；b房地一体工作成果中的宅基地数量；c基于高分辨率影像提取的宅基

地面积；d房地一体工作成果中的宅基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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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析。

该文基于高分辨率正射影像，采用人工目视解译方法获得了吉星岗镇10个行政村的

宅基地空间信息，但人工目视解译方法室内工作量仍然比较大，如何从影像纹理等角度

出发实现宅基地的自动提取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尽管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不作为农

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的法律依据，但吉星岗镇宅基地数量和面积总体精度分别为

81.86%、91.87%，其数量和面积精度能否达到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目的和要求还有待进

一步评估。需要指出的是，宅基地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如能在更多区域、更

大范围对基于高分辨率正射影像来获取宅基地空间信息开展精度分析，必将得到进一步

更全面的结论。

4 结论

该文以安达市吉星岗镇为研究区域，采用人工目视解译方法从高分辨率正射影像上

获取了宅基地空间分布信息，并对宅基地解译精度进行了评估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解译获取到吉星岗镇5 897宗宅基地，总面积640.76 hm2，每宗宅基地面积平均

为 1 095.61 m2，其下辖的 10个行政村宅基地在 435～1 027宗之间，总面积在 43.27～
103.49 hm2之间，平均每宗宅基地面积总体在981.27～1 246.89 m2之间。

（2）吉星岗镇宅基地在空间上总体分布零散，行政村内宅基地分布相对紧凑，基本

上都是以自然屯为单元，集中分布在自然屯内某个区域。

（3）吉星岗镇宅基地数量和面积总体精度分别为81.86%、91.87%，10个行政村宅基

地数量精度在72.55%～88.47%之间，面积精度在82.94%～99.92%之间。

（4）采用人工目视解译方法从高分辨率正射影像上来获取宅基地空间信息，具有成

本低、操作性强的特点，但其数量和面积精度能否达到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目的和要求

还有待进一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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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sition for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based on the high-resolution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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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100121，China；2.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Planning and Engineering，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ijing 100125，China）

Abstract：［Purpose］In order to acquire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quickly
and conveniently，the Jixinggang town in the Anda city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was selected as
the study area.［Method］Based on the high-resolution image，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the study area was acquir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visual interpretation. In
addition，based on the results of confirm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the right to house 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tegration and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use right，the accuracy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as tested.［Result］Four important conclusions of this research were list as
follows. （1） There were 5 897 rural residential lands in the study area. The total area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the Jixinggang town was 640.76 hm2， and the average area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as 1 095.61 m2. （2）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s dispersed in general in the
whole region of the Jixinggang town. However，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s compacted in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villages，which mainly distributed intensively in one region of village
group. （3） The total number and area accuracie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the Jixinggang
town were 81. 86%and 91.87%respectively. The number accuracies of the ten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were between 72.55%and 88.47%， and the area accuracies of the ten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were from 82.94% to 99.92%. （4） Compared to other methods，such as field survey，
slope photography， the method for acquiring the inform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by using
the high-resolution image and the method of visual interpretation was simpler operation， lower
cost and less time.［Conclusion］The important conclusions from this research could not only
provide the data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and reform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the study area， but also would be helpful for planning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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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in this study would became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acquire the inform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ial land； high-resolution image； spatial distribution； accurac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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