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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2022 年 6 月 30 日，由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申请地方

标准的立项，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2022年度青海

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公示》，批准《三江源国家公园

卫星“通导遥”综合监管体系技术规范》地方标准的制定。

2. 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监测信息中心

协作单位：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3. 主要起草人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宋忠航 男 高级工程师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前言、第 1章、

5.1章节的编写

董逵才 男 工程师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生态监测信息中心
负责第 3章的编写

靳代樱 男 主任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生态监测信息中心

负责第 4.1、4.2

章节的编写

王剑 男 研究员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第 2 章、4.3

章节的编写

马红波 男 工程师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第 4.4、4.5

章节的编写

牛泽鹏 男 工程师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第 4.6、4.7

章节的编写

吴向楠 男 高级工程师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负 责 第 6.1.1 、

6.1.2章节的编写

张拯宁 男 研究员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负 责 第 6.1.3 、

6.1.4章节的编写

侯利波 男 工程师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第 6.1.5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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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1. 项目的背景

2016年 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

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拉开了中国建立国家公园体

制实践探索的序幕。2016 年 4 月 13 日，青海省委省政府正

式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 年 9 月 30 日，国务

院批复同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公园名单。

编写

艾宇 女 高级工程师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负 责 第 6.2.1 、

6.2.2章节的编写

李媛 女 工程师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负 责 第 6.2.3 、

6.2.4章节的编写

刘绍波 男 高级工程师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第 6.2.5章节

的编写

尹贵增 男 高级工程师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第 6.2.6章节

的编写

李积闰 男 工程师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生态监测信息中心

负责第 6.3章节的

编写

谢文斌 男 工程师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生态监测信息中心

负责第 7.1章节的

编写

王岳 男 工程师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生态监测信息中心

负责第 7.2章节的

编写

温得平 男 高级工程师
青海省水旱灾害防御服

务中心

负责附录 A、附录 B

的编写

魏茂盛 男 工程师
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

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附录 C的编写

周含笑 男 工程师
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

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参考文献的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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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中国的西部，青藏高原的腹地、青

海省南部，包括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 3个园区，园区

总面积为 19.07 万平方千米，以山原和高山峡谷地貌为主，

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地质成土过程年轻，冻融侵蚀作用

强烈，土壤质地粗，以高山草甸土为主；园区共有维管束植

物 760 种，分属 50 科 241 属；野生陆生脊椎动物 270 种，

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69 种，包括雪豹、藏羚羊、野牦牛、

藏野驴白唇鹿等。

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面

积最大、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

富集，注重对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实行的是

最严格的自然保护地监测与管理。由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地理

条件复杂、气候恶劣、自然条件严酷，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

为生态环境监测带来了诸多挑战和困难。传统的三江源国家

公园监测以地面监测站点所构建的监测网为主，站点分散于

园区各个乡镇，点位稀少且距离较远，无法实现全域监测，

通信手段缺失也影响日常管理效能。除生态监测站点外，园

区 17211名生态管护员也是园区重要监测力量，但在生态管

护工作中，野外作业人员往往处在无人区，没有地面通信网

覆盖，对作业人员的工作及人身安全造成巨大的影响和隐患。

因此，传统监测模式已越来越无法满足三江源国家公园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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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与系统的监测目标要求，如何在地域广阔、人口稀少、

地面监测能力匮乏条件下开展全方位的综合监测与保护，成

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建

立一套适合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形地貌、气候和生态环境现状

特点的卫星“通导遥”综合监管体系技术规范，从而为量化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监测管理目标，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通

导遥”监管提供科学规范的依据，推进国家公园管理的信息

化，现代化水平，为我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础。

2. 项目的意义

三江源国家公园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我国范围最大的

国家公园，其面积达 19.07万平方公里，地域广阔且分布大

量无人区、人烟稀少、自然地理条件十分复杂恶劣。林、草、

水、人类活动等众多要素监测涉及范围达几万平方公里，传

统监管模式一直无法解决监测范围小、效率低、信息无法传

输等困扰很久的难题。在三江源地区构建卫星“通导遥”综

合监测体系，可有效助力三江源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利用卫

星遥感实现对三江源全域、全天候、全天时的监测；借助通

信卫星为三江源无电无网区域提供稳定实时的信号传输；通

过北斗卫星为日常定位、导航和短报文通信提供支撑。目前

通过制定三江源国家公园卫星“通导遥”标准能全面提升三

江源国家公园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保护、管理水平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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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并助力其成为我国管理高效、科技创新的国家公园示范

标杆。

3. 项目的必要性

2021年 7月《国家公园监测规范 GB/T 39728-2020》开

始实施，2021 年 10 月，我国正式设立包括三江源国家公园

在内的五个国家公园。国家公园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体质建

设的重要内容，对国家公园进行体系化、标准化的监测指标

构建，是进行国家公园生态管理的基础要求，如何针对三江

源国家公园的特点，结合“通导遥”监测技术手段的应用，

实现对三江源整体、全面、标准化的监管，建立完善的国家

公园“通导遥”监管技术应用体系，是国家公园管理单位-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履行生态保护管理工作的基础内容。

三江源国家公园现已建成多样化的生态监测方法和相

关业务系统，如何结合各种监测技术手段和业务系统，相互

配合，为国家公园的生态监测提供多样化、体系化的监测方

法和监测数据，形成合理、规范的生态监测、执法、保护、

治理的业务流程，是国家公园生态监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制定国家公园卫星“通导遥”综合监管技术规范，明确

各种监测指标与对应的监测方法、监测流程，可以有效地利

用当前的各种监测技术，提高国家公园的监管效率和监管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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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监测相关的研究项目，可为

三江源的生态系统保护提供配套的标准规范，为三江源国家

公园大数据中心提供数据来源和标准。该标准作为新修标准，

属于地方标准修订项目，纳入地方标准立项范畴。

三、主要起草过程

资料搜集和现场调研。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监测

信息中心已开展了一系列利用卫星“通导遥”技术支撑三江

源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的相关工作，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卫星

通信系统建设项目、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大数据中心建设

（一期）、（二期）和（三期）等相关项目研究以及国家公

园试点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通过资料搜集和现场调查，了解

三江源国家公园卫星“通导遥”建设和应用现状，重点包括

卫星“通导遥”技术先进性、建设成本、对生态监测发挥效

益、便利性及辅助管理等方面。

技术研讨。结合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特点及自

然环境恶劣地理区位特征，围绕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监测管理

要求和三江源局的职能职责，从卫星技术契合三江源国家公

园生态环境监测需求和提高生态监测效率的角度，研讨提出

卫星“通导遥”应具备的技术特点和建设要求。在此基础上，

研究确定标准的提纲。

组织草案编写。根据研讨确定的提纲，起草形成标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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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征求意见。首先组织行业专家对标准草案进行预审，邀

请了 5名通信、遥感等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草案评审，预审会

上专家提出 5条意见建议，全部采纳，整改完成后，评审组

同意通过标准草案评审。预审完成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

局生态监测信息中心又广泛征求行业单位以及利益相关方

的意见建议，共收到 9条意见建议，其中 8条意见建议采纳，

1 条意见标准起草小组内部讨论决定不予采纳，根据相关意

见完成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

送审。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后，按照相关规定，

整理相关材料送审。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

的关系

1. 规范编制的原则

三江源国家公园卫星‘通导遥’综合监管体系技术规范

的编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科学性：采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确保监管

的内容具备真实性、可靠性。指标应反映三江源国家公园生

态环境的特征指标的概念和物理意义要明确，指标之间相对

独立，指标的测定、计算和分析方法要规范。

（2）层次性：三江源国家公园卫星“通导遥”综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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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应根据目标和对象划分层次，

进行逐项细化分解，明确具体监管指标的量化表示和获取方

法，最终形成技术方法体系；

（3）规范性：监管采用的技术应参照已正式发布的标准

或规范，运用的方法应为行业内成熟的监测方法；

（4）可操作性：监管的内容、方法和流程应结合三江源

国家公园实际，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行性和易操作性。

2. 规范编制依据

根据编制标准的程序，在制定本标准之前，起草单位组

织专业研究人员，通过文献调研、利益相关方访谈、现行标

准制定和实施情况调研和分析等工作程序和方法，开展了关

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卫星“通导遥”支撑生态环境监测保护的

研究工作。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信息化监测水平以

及自然保护地科技化监测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等问题的分

析研究，结合《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的目标定位和

任务要求，编制组认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卫星“通导遥”综

合监管体系的标准化建设，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标准化建设

和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其核心工作是基于卫星高精尖技术

助力三江源国家公园开展更为高效、精准、智能的监测与保

护，对技术路线、指标及具体应用过程的标准化提出要求和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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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监测信息中心与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的卫星“通导遥”系统建设

及应用的相关技术参数研究及测试结果，以及《标准化工作

导则》（第 1、2 部分）（GB/T 1.1-2020；GB/T 1.2-2009）、

《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和要求》（GB/T 13016-2009）、《三

江源国家公园标准体系导则》（DB63/T1629-2018）、《三

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的要求，本标准确定了三江源国家

公园卫星“通导遥”综合监管体系技术规范的内容，包括范

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体系架构、综合监管技

术指标要求、综合应用和考核与评价等内容。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引用和依据的相关文件及技术规范

如下：

（1）GB/T 21010《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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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HJ 1156《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4）HJ 1172《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

系统质量评估》

（5）DB63/T 993《三江源生态监测技术规范》

（6）DB63/T 1991《自然资源卫片执法监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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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等法律法规，满足国家质检总局

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发布的《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2 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

（GB/T1.2-2009）、《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 部分：标准化

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GB/T20000.1、GB/T 20000，1-

2002，ISO/IEC Guide 2:1996,MOD）等标准的规定和要求。

符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

体制总体方案》、《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三

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及《三江源国家公园标准体系导

则》（DB63/T1629-2018）的规定，与相关要求相一致。

五、主要章节的说明

主要章节的说明如下：

1. 体系架构

第 4章体系架构重点说明情况如下：

详细描述了本标准规范体系架构组成，从数据来源层、

数据传输层、数据分析层、应用服务层等四个层面，规定了

卫星“通导遥”数据来源、传输、分析、应用的总体技术框

架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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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监管技术指标

第 5章综合监管技术指标要求重点说明情况如下：

本章节参照已有成熟的行业标准，详细规定了卫星通信、

卫星导航、卫星遥感技术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行政

执法、生态监测、日常管理中的指标内容与技术参数。

3. 综合应用

第 6章综合应用重点说明情况如下：

基于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标准及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

测等相关标准规范，本章节规定了卫星“通导遥”技术在三

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行政执法、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

等业务领域的应用场景与流程与方法，以实现“通导遥”各

类监测方法的体系化、综合化的应用，指导生态监管的智能

化、信息化目标。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监测信息中心组织行业专

家在管理局进行预审，并同时下发了《关于征求<三江源国

家公园卫星“通导遥”综合监管体系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意见建议的函》，广泛征求行业专家及省自然资源厅、省生

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林业草原局等相关行业部门的意见

和建议。其中预审会议，专家提出意见建议 5条，采用了 5

条建议，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修改，具体内容见附件 1。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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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标准征求行业意见，收到 9条意见建议，采用了 8条建议，

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修改，青海气象局提出的“该部分内容

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有交叉，建议统一”这 1

条建议未采纳，因为两个标准相互独立，隶属不同应用场景，

不宜共用同一要求做标准，具体内容附件 2。在所有收到的

修改意见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七、采用标准情况说明

无。

八、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该标准规范技术人员负责规范相关内容的实施，三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部门具体业务人员参与制定贯标细则，完成后

发至相关单位和部门，适时组织标准宣贯，使相关人员拥有

标准、了解标准、熟悉标准，执行标准。

九、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本文件的实施能够提升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综合监管

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完善监管内容、规范化监管业务流程，

保障持续性、实时性、全面性的对国家公园进行全面监管，

促进三江源绿水青山建设，持续发挥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

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全面提高三江源国家公园监管工作效

益，整体降低人力成本，最终实现降本增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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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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起草小组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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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预审意见汇总表

负责起草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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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标准条款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专家 处理意见和理由

1 4体系架构
增加对“通导遥”综合监管体系的数据安全

防护标准要求。
孙胜民 采纳，按建议增加相关内容

2 封面

封面格式按照建议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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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王少华 采纳，按标准修改相关格式

3

5.2卫星通信

c）应急调度

明确带宽上下行速率 饶润祥 采纳，明确上下行带宽速率

4 4体系架构 缺少数据安全要求 张春旭 采纳，补偿相关内容

5 附录

建议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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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

李润奎 采纳，按标准要求进行格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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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

序号 标准条款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专家 处理意见和理

由

1 3.1术语和定义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也定义了“三江源国家公

园”，建议两个定义统一。
青海省气象局

同意采纳，已同

《三江源国家公

园生态监测指

标》中描述进行

了统一。

2 4体系框架

该章下面直接写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卫星····..”应该是

“悬置段”，建议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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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悬置段”修改为

“条”。

青海省气象局

同意采纳，按要

求将“悬置段”

修改为“条”。

3 4.1数据来源层

对卫星遥感数据的分类，是否可以将“光学卫星”和“SAR 卫

星”分为“被动卫星遥感”和“主动卫星遥感”，因为 SAR 是星

载合成孔径雷达，还有其他的微波遥感可以进行自然灾害监测，

而这一类卫星又不属于可见光遥感，因此建议在卫星分类上分类

方式统一且包含性更明确。

青海省气象局

同意采纳，按要

求对卫星遥感数

据进行分类的优

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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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1卫星遥感
该部分内容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有交叉，建议统

一。
青海省气象局

未采纳，两个标

准相互独立，隶

属不同应用场

景，不宜共用同

一要求做标准。

5 5.3

对人员定位导航的指标描述中，要求“测速精度优于 0.2 米/

秒、授时精度优于 20 纳秒。”建议参照北斗系统当前基本导航

服务性能指标确定相关指标。

青海省自然资源厅

同意采纳，按当

前北斗基本导航

服务性能确定相

关指标。

6 6综合应用

基于卫星“通导遥'····..”应该是“悬置段”，建议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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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悬置段”修改为“条”。

青海省气象局

同意采纳，按要

求将“悬置段”

修改为“条”。

7 6.1.1生态管护流程

图 2中“多期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与标准文件中的卫星遥感

等不能统一，而且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是指高时间分辨率?高空

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没有定义清楚，建议前后再统一一下。

青海省气象局

同意采纳，对高

分辨率卫星遥感

影像进行界定和

统一描述。

8 6.1.2人类活动图斑解译 也提到了遥感影像，建议与整个文件统一，哪种遥感影像? 青海省气象局
同意采纳，在遥

感影像选择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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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文件进行统一

描述和说明。

9 附录
当前附录空白；图 2、图 3、图 4均为流程类信息，可以作为资料

性附录。
青海省气象局

同意采纳，对附

录进行调整，将

相关图增加到资

料性附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