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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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监测信息中心、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忠航、董逵才、靳代樱、王剑、马红波、牛泽鹏、吴向楠、张拯宁、侯利波、

艾宇、李媛、刘绍波、尹贵增、李积润、谢文斌、王岳、温得平、魏茂盛、周含笑。

本文件由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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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国家公园卫星“通导遥”综合监管体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卫星“通导遥”综合监管的基本原则、体系架构、技术指标要求、综

合应用、成果评价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园区内基于“通导遥”技术的综合监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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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9841.4《卫星定位个人位置信息服务系统第 4 部分：终端通用规范》

HJ 1156《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HJ 1172《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质量评估》

DB63/T 993《三江源生态监测技术规范》

DB63/T 1991《自然资源卫片执法监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三江源国家公园

本文件中三江源国家公园指2021年正式建园后的区域，包括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3个园区，

面积为19.07万平方公里，涉及治多、曲麻莱、玛多、杂多四县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辖区域。

3.2　

卫星“通导遥”

本文件中卫星“通导遥”指利用卫星进行通信、导航定位、遥感应用。

4　体系架构

4.1　体系架构组成

三江源国家公园卫星“通导遥”综合监管体系架构由数据来源层、数据传输层、数据分析层、应用

服务层、信息安全管理组成，总体监管体系框架见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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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江源国家公园卫星“通导遥”综合监管体系架构

4.2　数据来源层

构成三江源国家公园卫星“通导遥”综合监管体系数据来源包括卫星遥感数据和卫星导航数据。

a) 卫星遥感数据为“被动卫星遥感数据”和“主动卫星遥感数据”，被动卫星遥感数据以国产高

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为主用于监测各类生态指标，在大范围宏观角度对园区进行监测，为园

区监管提供生态基础数据。主动卫星遥感数据以 SAR 卫星数据为主用于对地震、泥石流、雪

崩等各类自然灾害进行监测，为各类应急指挥、巡护提供目标区域地理信息。

b) 卫星导航数据包括园区北斗终端设备的卫星定位、导航轨迹等数据。

4.3　数据传输层

利用卫星通信手段实现三江源国家公园通信信号全覆盖。

a) 高通量卫星通信：依托中星、亚太高通量卫星资源，为园区巡护人员、车辆、监测站点配备

高通量便携卫星站、背负站、固定站等设备，实现园区各类监测数据、巡护数据、应急通信

数据的传输。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各监管部门

卫星遥感

数据来源

光学卫星 SAR卫星

卫星导航

北斗卫星

数据传输

数据存储 空间地理信息库

高通量卫星通信 北斗短报文通信

遥感专题库 综合信息库

数据分析 遥感影像智能解译 位置智能分析 通信智能监测

应用服务 生态管护 行政执法 生物多样性监测

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处理

…

低轨卫星通信

信息安
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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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低轨卫星通信：依托低轨卫星资源，为园区人员、车辆配置低轨卫星通信终端设备，实现园

区各类监测数据、巡护数据、应急通信数据的传输。

c) 北斗短报文通信：利用北斗卫星资源，为园区工作人员、车辆配备北斗终端设备，实现园区

监测信息传输和应急通信服务。

4.4　数据存储层

数据存储层对卫星遥感、卫星定位、卫星轨迹等各类业务应用数据，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进行数据清

洗治理，统一接入与分类存储，形成空间地理信息库、遥感专题库、综合信息库，可以在各业务应用系

统之间共享。

4.5　数据分析层

数据分析层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面向国家公园监管需求的“通导遥”数据应

用场景，为国家公园监管提供数据综合分析服务，实现对遥感影像、定位导航、通信资源等各类数据的

智能化提取、统计分析和资源自动调节配置。

4.6　应用服务层

应用服务层包括面向国家公园管理局、园区管委会、管护站、生态管护员、行政执法员等对象监管

业务需求的应用系统，以及面向行业主管部门、研究机构的数据交换、共享与发布服务。

a) 业务应用系统包括生态管护系统、行政执法系统、生物多样性监测系统等。

b) 国家公园卫星“通导遥”监管数据共享交换发布服务，通过建立数据共享服务机制，实现与

行业主管部门数据协同，利用卫星通信网、政务外网、互联网实现与各园区管理部门监测数

据获取与共享。

4.7　信息安全管理

三江源国家公园卫星“通导遥”综合监管信息安全管理涵盖数据传输、存储、分析与应用各个层级，

包括物理硬件安全和系统软件安全。

a) 物理硬件安全，通信线路的安全、物理设备的安全、机房的安全等。通信线路的可靠性（线

路备份、网管软件、传输介质）；硬件设备安全性（替换设备、拆卸设备、增加设备），设备

的备份，防灾害能力、抗干扰能力；设备的运行环境（温度、湿度、烟尘），不间断电源保障

等。

b) 系统软件安全。网络方面的安全，安全工具包括防火墙系统、入侵检测系统等；操作系统的

安全，包括身份认证、访问控制、安全配置、病毒查杀等；应用软件和业务数据的安全，包

括数据库软件、Web服务，防病毒软件等。

5　综合监管技术指标

5.1　卫星遥感

卫星遥感监测针对国家公园生态管护、行政执法、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业务，选取适宜分辨率的遥感

数据，利用人工目视解译、计算机人工智能识别方法，对自然资源、生态状况、环境变化等进行大尺度、

周期性动态监测。

a) 生态管护、行政执法、生物多样性监测等工作底图的选择以 1:100000 地形图和

1:100000DEM(或 DRG)数据为主，根据监测需求也可选用大比例尺地形图和 DEM（或 DRG）

数据，应按照 DB 63/ T993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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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人类活动卫星遥感监测影像数据准备和处理、人类活动变化信息提取、数据生产、报告编制

等应按照 HJ 1156-2021 执行。

c) 土地利用/覆被卫星遥感监测，应选取中分辨率（10 米-50 米）、高分辨率（﹤10 米以下）分

辨率影像，针对特定需求优化遥感数据的选择，重点区域可选取多信息源融合后的影像，影

像时相的选择上以 7 月-9 月为最佳，单景影像中云层覆盖应少于 10％，按照 DB63/T 993 标

准。土地利用/覆被一级与二级分类应按照 GB/T 21010 执行。

d) 生态系统质量评估以卫星遥感生态参数（植被覆盖度、叶面积指数、总初级生产力）作为指

标，针对国家公园内重点关注区域的生态系统状况，实现大尺度、周期性监测，监测技术流

程、方法、质量分级等应按照 HJ 1172 执行。

5.2　卫星通信

在园区无运营商信号覆盖区域配备卫星通信设备，包括卫星便携站、卫星背负站、固定站、动中通、

静中通、北斗终端等设备，实现监管数据传输。卫星通信需具备分时传输结合 QoS 功能进行业务等级

划分能力，自适应编码调制(ACM)技术。通信产品关键部件及通信协议需要使用国产化产品。

a) 日常办公：各监测点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电话、传真等数据交互及日常上网等低速率

业务需求，平均每个监测站点上行与下行带宽均不低于 580Kbps 传输速率。

b) 监测数据：监测站点将各类监测数据传输至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高清监测视频上行与下

行带宽不低于约 4Mbps 传输速率，音频、照片及传感器数据上行与下行带宽不低于约 1Mbps
传输速率。

c) 应急调度：监测点、监测巡护车辆及野外作业人员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进行视频会议，

各终端带宽不低于上行 4Mbps 传输速率，下行 4Mbps 传输速率。北斗短报文通信具备广播

模式、动态分组管理模式、点对点短报文通信模式 3 类通信模式。

5.3　卫星导航

园区巡护人员和车辆配备北斗终端设备，具备北斗卫星导航、位置定位、北斗短报文通信、轨迹追

踪等功能。

a) 人员定位导航：快速定位目标位置，规划路线，引导人员和车辆直达目的地，参考 GB/T 
29841.4 标准。定位位置与实际位置的偏差应小于 10 米，测速精度优于 0.2 米/秒、授时精度

优于 20 纳秒。

b) 终端位置监控：手持机或车载终端具备 RD 短报文通信功能，通过北斗短报文实现当前位置

信息的上报，获取经纬度、方向、速度信息，实现前端终端实时位置的跟踪监控。

6　综合应用

6.1　生态管护

6.1.1　生态管护流程

生态管护通过卫星遥感对园区内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要素进行监管，利用卫星通信及导航设备，

将管护任务下发到各生态管护员，进行核查、处置和反馈。生态管护流程参照附录 A。

6.1.2　人类活动图斑解译

影像判读标志：根据监测单元自然地带、地形地貌、植被类型、土地利用等情况，结合实地调查建

立监测单元典型地类解译标志。

人类活动图斑勾绘：采用遥感影像自动识别与人工判别的方法，对比分析不同时相的纹理、色调、

位置、形状、范围，进行全面排查和判读，沿影像特征发生变化的区域边界，准确勾绘成闭合图斑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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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地表变化图斑信息，建立监测图斑矢量数据层及属性表，按照 DB63/T 1991 执行。

6.1.3　核查任务下发

将人类活动图斑坐标和属性信息下发到北斗巡护手持终端，并利用导航设备规划最佳核查路径。

6.1.4　变化图斑核查

人类活动图斑核查人员对现场情况进行核查、处置和反馈。核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a) 核查记录：记录图斑编号、中心点坐标，是否违法、实测面积等；

b) 核查举证：搜集举证照片、举证视频、实测数据等；

c) 事件上报：利用卫星通信设备，将核查信息反馈至管理部门。

6.1.5　生态分析与评估

根据人类活动监测图斑变化情况，对监测区域生态环境变化及驱动因素做出分析和评估，包括监测

图斑变化情况、变化原因及影响因素等内容。

6.2　行政执法

6.2.1　行政执法流程

行政执法以高分辨率遥感数据为核心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大面积监测，识别有影响的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活动、生态破坏事件违法行为案件图斑。利用卫星通信及导航设备，将执法任务下发到各行政执法

人员，进行核查、处置和反馈。行政执法流程参照附录 B。
6.2.2　案件图斑提取

根据上报的违法事件所发生的地点、范围、将位置信息空间化为经纬度坐标，提取案件图斑。

6.2.3　疑似违法图斑合法性判定

三江源国家公园疑似违法图斑合法性判定、疑似违法图斑地类分析、疑似违法图斑小影像制作等，

按照 DB63/T 1991 执行。

6.2.4　执法任务下发

将执法任务信息、案件图斑坐标信息下发到行政执法终端，并利用导航设备规划最佳执法路径。

6.2.5　现场调查执法

疑似违法图斑核查人员对现场情况进行核查、处置，利用卫星通信设备，将调查记录和举证材料反

馈至相关执法部门，按照 DB63/T 1991 执行。

6.2.6　执法案件整改校核

采用内、外业分析、重点核查等方式，基于长时间序列遥感影像数据，叠加对比分析，开展案件整

改与校核。

6.3　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

利用园区专业监测仪器设备，包括北斗定位终端、视频采集终端、红外相机等开展旗舰物种生活习

性监测，运用卫星遥感数据开展旗舰物种栖息地监测，依托卫星通信网络，将监测数据进行实时回传。

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流程参照附录C。

7　考核与评价

7.1　“通导遥”综合应用成果报告

国家公园各级管理部门根据卫星“通导遥”应用情况，编制年度成果报告，包含卫星遥感监测频次、

面积、解译精度等；卫星通信的网络覆盖情况、应用频次、传输数据量等；卫星导航的里程、定位精度，

短报文数据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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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专家组考核评价

专家组根据各项考核指标的相关凭证以及各管理部门提交的应用成果报告，采用会议评价法，形成

评价报告，提交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由管理局反馈给下属管理机构，根据评价报告，分析并提出相

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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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生态管护流程

A.1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流程图

图 A.1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流程图

人类活动图斑
解译

核查任务下发

变化图斑核查

处置和反馈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多期高分辨率
卫星遥感影像

北斗卫星导航路径规划

手持终端信息回传

照片
视频

卫星通信网络支撑

生态分析与评估

判断生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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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行政执法流程

B.1 三江源国家公园行政执法流程图

图 B.1三江源国家公园行政执法流程图

疑似案件图斑识别

任务下发

现场执法

案件追溯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高分辨率
卫星遥感影像

北斗卫星导航路径规划

手持终端信息回传

历史卫星遥感影像

照片
视频

卫星通信网络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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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流程

C.1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流程图

图 C.1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流程图

人类活动图斑
解译

核查任务下发

变化图斑核查

处置和反馈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多期高分辨率
卫星遥感影像

北斗卫星导航路径规划

手持终端信息回传

照片
视频

卫星通信网络支撑

生态分析与评估

判断生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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