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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标 准 名 称：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      

项 目 编 号：        DB63JH-076-2022                          

制、修订类型：             制定                   

主要起草单位：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生态监测信息中心                       

协 作 单 位： 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归 口 单 位：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起 草 时 间：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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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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监测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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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3. 主要起草人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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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前言、第 1章

的编写

王  楠 女 工程师
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

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第 5章、附录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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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章的编写

张  华 男 助理工程师大通县东峡林场 负责第 3章的编写

丛  林 男 工程师
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

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第 4章的编写

王众娇 女 高级工程师
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

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 6.1章节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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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章节的编

写

高  磊 男 工程师
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

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 7.1章节的编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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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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中国的西部，青藏高原的腹地、青

宋振强 男 工程师
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

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 7.2章节的编

写

葛宝玉 男 高级工程师
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

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 8.1章节的编

写

周  全 男 高级工程师
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

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 8.2章节的编

写

马洪坤 男 工程师
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

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 6.3章节的编

写

王星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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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中科学

利用监测指标的

编写

程飞雁 女 工程师
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

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附录 A中保护

管理监测指标的

编写

刘  芳 女 工程师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生态监测信息中心
负责附录 B的编写

宋忠航 男 工程师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附录 C的编写

马红波 男 工程师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附录 D、参考

文献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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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省南部，包括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 3个园区，试点

区总面积为 12.31万平方千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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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兽类 62种，鸟类 196种，两栖类 7种，爬行类 5种。

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后，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调整优化体制试点范围和分区，

完整性、原真性和生物多样性得到系统保护，目前三江源国

家公园的生态系统持续好转，草地植被覆盖率上升，生物多

样性得到恢复，河水径流量、湖泊面积持续增大，湿地总面

积总体保持稳定，但生态监测指标、监测内容覆盖不全，导

致生态环境管理与评估工作缺少科学、全面的依据，制约了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管理工作。

2. 项目的意义

近十几年来，三江源区域的人类活动、自然灾害等，破

坏了该区域到的水循环的路径，造成了地表植被的破坏，影

响了三江源区域的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三江

源区域自然生态系统多样，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是长江、

黄河、澜沧江的水源地，是我国生态系统优先保护区和生态

服务功能区。因此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理保护工作，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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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涉及到一个国家公园，还涉及到青海省的整体生态保护以

及全国的生态体系平衡。需要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进

行系统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

按照青海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的部署要求，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

监测指标体系建设作为国家公园生态管理保护的基础，是青

海省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本标准将作为本省生态环保领域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通过制定该标准，明确三江源国家公园

管理局的生态监管目标，提高监管效率，为打造自然保护地

体系示范省的目标提供规范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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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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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技

术支撑。

现有的生态监测方法多样化，如何利用好各种监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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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公园生态监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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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定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明确各种监测指标与

对应的监测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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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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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申报与大纲阶段（2022 年 6 月-2022 年 12 月）

2022年 6月 30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2022

年度青海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公示》，批准了《三江

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地方标准的制定，三江源国家公

园管理局立即组织立项可行性论证研究，成立由技术负责人

任组长，由各起草单位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了规范编制组。

编制组成立后，立即召开专项会议，对近 5年来收集的

各类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深入了解一线人员及国家公园管理

局的业务需求，对今年的监测数据应用进行逐项分析，判断

其准确度及应用程度，为后续编制规范提供有力的实验数据

支撑和指导依据。同时开展技术性研究，学习国家及地方相

关规范、标准及施工方法等内容。

在广泛、认真调研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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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组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地方标准实施方

案》，并组织召开和通过了方案评审会。

2. 起草阶段（2023 年 1 月-2023 年 9 月）

起草过程严格按照工作计划进行，遵循“科学性、规范

性、一致性、可操作性”原则。全面分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

在生态监测方面的需求，系统梳理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在生态

监测方面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在充分论证分析各类监测

指标的基础上，针对规范的定位、内容、编制原则及总体思

路等关键内容进行了多次研讨，在编制组多次内部讨论和编

制单位内部审核的基础上，于 2023 年 5 月完成了《三江源

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初稿。

2023 年 5 月 17 日，规范编制组组织召开了专家技术讨

论会，与会专家就规范制定的技术思路、编制原则及文本格

式等内容充分发表了意见，并提出了规范草案（初稿）的修

改意见和建议。会后，编制组依据专家意见对规范草案进行

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形成规范草案（第二稿）。

2023 年 9 月 12 号，规范编制组再次组织召开本规范的

第一次预审会，邀请专家对规范草案的格式及内容表达进行

了审查与讨论，共 7 人，7 人同意，0 人反对，会议期间共

收到专家意见 9条，其中采纳 8条，未采纳 1条，未采纳的

原因是监测指标的监测方法无法按照技术规范的要求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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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经与专家讨论，按原方式编制。会后编制组依据专家

意见对规范（第二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后形成了规范征求意

见稿。

3. 征求意见阶段（2023 年 9 月-2023 年 10 月）

编制组于 2022年 9月至 10月向青海省气象局、青海省

林草局、青海省生态环境厅、青海省水利厅、青海省自然资

源厅等相关单位意见等 5家单位进行征求意见，并结合各单

位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后形成了规范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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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监测活动的开展应遵循以下

基本原则：

（1）科学性：采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确保监测

数据真实可靠，如实反映监测对象的实际情况；

（2）一致性：监测方法、数据、格式等统一规划、统一

标准、统一制式、统一管理，以保证监测成果的统一；

（3）规范性：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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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内容和方法应结合三江源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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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行性和易操作性。

（5）数据标准化：在分析之前，对原始数据进行一定的

处理，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无量纲、无数量级差异的标准化数

值，消除不同指标之间因属性不同而带来的影响，使结果更

具有可比性。

2. 规范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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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2）GB 50179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3）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4）GB/T 21010  土地现状分类

（5）GB/T 24708  湿地分类

（6）GB/T 33703  自动气象站观测规范

（7）GB/T 38582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8）GB/T 50138  水位观测标准

（9）GB/T 50159  河流悬移质泥沙测验规范

（10）DZ/T 0303  地质遗迹调查规范

（11）HJ 193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12）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13）HJ 1173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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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

（14）LY/T 1721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15）SL 59  河流冰情观测规范

（16）SL 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本文件分别与现行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和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均协调一致、

无冲突。

五、主要章节的说明

主要条款的说明如下：

1. 监测内容

第 5章监测内容重点说明情况如下：

基于国家公园生态监测国家标准及三江源国家公园生

态监测考核规范，本标准确定了生态状况监测指标、自然资

源监测指标、科学利用监测指标和保护管理监测指标共计四

大类必要监测的生态监测指标；由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地方特

性，现新增其他监测指标作为可选择、可扩充的监测指标项

生态监测指标分类主要参考文件为《国家公园监测规范》

（GB/T 39738）。

2. 指标解释及监测方法

附录 B指标解释及监测方法重点说明情况如下：



11

由于本标准制定的内容主要是针对生态环境监测指标，

为了更好的指导指标监测工作，在附录 B中部分指标已有成

熟可参照的行业标准，作为指标采集的规范，具体包括：附

录 B.8 水源涵养量监测方法参考 HJ 1173、LY/T 1721，附

录 B.9 防风固沙量监测方法参考 GB/T 38582、HJ 1173、LY/T 

1721，附录 B.10 固碳量监测方法参考 HJ 1173、LY/T 

1721，附录 B.12 土壤 37 项监测方法参考 HJ/T 166，附录

B.13 空气 8项监测方法参考 HJ 193，附录 B.14 水质 22项

监测方法参考 GB/T 14848和 GB3838，附录 B.15 水文 13项

监测方法参考 GB 50179、GB/T 50138、GB/T 50159、SL 59、

SL 219，附录 B.16 气象 9项监测方法参考 GB/T 33703，附

录 B.17 土地类型分类参考 GB/T 21010，附录 B.30 遗迹类

型参考 DZ/T 0303。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目前，已形成征求意见稿。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本规

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先后开展了多次项目现场调查、编制组

内部讨论会以及专家讨论会，通过了大纲评审会，并在起草

过程中多次邀请省内外长期从事生态监测的多位专家开展

了技术咨询会，形成了规范征求意见稿。在此期间，共收到

专家意见 11条，其中采纳 11条，未采纳 0条。

规范征求意见稿形成后，编制组于 2023年 9月 12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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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水旱灾害防御服务中心、中科院成都

山地所、青海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等多家单位又进行了征求

意见，并结合各单位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完善。期

间共收到征求意见 9条，其中采纳 9条，未采纳 0条。又经

广泛征求青海省气象局、青海省林草局、青海省生态环境厅、

青海省水利厅、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等相关单位意见，共收到

征求意见 21条，其中采纳 21条，未采纳 6条，未采纳的原

因主要是和依据的规范有所冲突，经与专家讨论，继续按照

原方式编制，详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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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文件相关内容的实施，标准化技术人员负责主草其他

人员参与制定贯标细则，完成后发至有关单位和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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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文件的实施能够提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工作的质

量和效率，一方面，持续性的、实时性的对国家公园进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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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监测，能够促进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

益，另一方面，提高三江源国家公园监测工作的效率，降低

人工成本，实现降本增效。

十一、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

                            标准起草小组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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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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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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原则 建议增加“数据的标准化” 赵亮 采纳

2 6 监测方法 过于简单，约定边界不清楚，可操作性不强，方法 不明确。特别提到“长期、

固定的观测站点”，观测站点在哪儿建，面积多大等信息义须约定！还有采用样

点，样线方法，那么样点数量，分布，代表性，以及样线长度多长，这些需要明

确，关键参数需要约定。

赵亮 未采纳，此次编写标准为

指标体系，而非技术规范

3 题目 题目的英文由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改为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刘迎春 采纳

4 5 监测内容 指标内容建议用表格列出 温得平 采纳

5 编制说明 增加主要起草人、起草过程中历次意见征求情况 温得平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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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录 B 公式按照标准编写 温得平

7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DB63/T 1888重复 张俊才 采纳

8 附录 B.31 遗迹类型内容应与遗产遗迹名称对应 张俊才 采纳

9 参考文件 完善参考文件格式 陈振宁 采纳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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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负责起草单位：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监测信息中心、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标准的章、条

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人员） 处理意见及理由

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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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建议改为“本文件”

青海省气象局 采纳

2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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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建议改为“本文件”

青海省气象局 采纳

3 范围 首向建议修改为“本文件规定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的术语和定义、

监测内容、监测范围、监测方法、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监测报告编制”，

即修改原则为与标准文件的条目对应，表达清楚文件的主要内容

青海省气象局 采纳

4 规范性引用文件 建议参考如下标准，同时在术语等部分进行统一：

LY/T 3189-2020 国家公园资源调查与评价规范 DB63/T 1888-2021 三江源

国家公园生态管规范 LY/T 3189-2020 国家公园资源调查与评价规范 

DB63/T1726-2018 三江源国家公园术语

DB63/T 1629-2018 三江源国家公园标准体系导则

青海省气象局 采纳

5 术语和定义

（共性问题）

术语的解释可以更简洁，“指……”“是……”等解释性词语可以省略，直

接解释含义

青海省气象局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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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术语和定义

（共性问题）

3.2、3.3、3.4.3.5、3.6与“5监测内容”中的表 5-1，以及附录 A中要素

的顺序建议保持一致。即先定义完生态状况的相关术语再定义自然资源，而

不是相互交叉混合

青海省气象局 采纳

7 术语和定义 3.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内容包括生态状况监测、自然资源监测、科学利

用监测、保护管理监测及其他监测”建议删除，该部分在“5 监测内容”中

有体现，有重复

青海省气象局 采纳

8 术语和定义 3.4 “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建议删除，该部分在“5

监测内容”中有体现，有重复

青海省气象局 采纳

9 术语和定义 3.5 “三江源国家公园物种多样性监测内容……”建议挪至 “5 监测内容”中进

行体现

青海省气象局 采纳

10 术语和定义 3.6 生态服务功能应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青海省气象局 未采纳，该名称依据为 GB/T 

39738

11 术语和定义 3.7 建议保留后半句，两句有重复 青海省气象局 采纳

12 5 监测内容 土壤 37项等指标不建议放在生态服务功能中 青海省气象局 未采纳，土壤等指标参照 GB/T 

39738放在生态服务功能内

13 5 监测内容 附录 A的表 A.1中“生态系统”作为类别不合适，建议梳理名称 青海省气象局 未采纳，该分类名称参照 GB/T 

39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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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附录 A.2景观资源 仅有景观破碎度一个指标，不全面，建议增加景观格局指数 青海省气象局 未采纳，该指标选取参照 GB/T 

39738

15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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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公式写法

青海省气象局 采纳

16 附录 B.13 PM10、PM2.5应为 PM10、PM2.5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 采纳

17 附录 B 建议在编制说明中增加指标选取依据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 未采纳，指标选取依据在标准

编制依据中已说明

18 附录 B.14 监测方法“具体参照 HJ164 和 HJ915 中的方法执 行。”地下水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164）中监测项目和分析方法，主要选择 CB/T14848，建议直接

明确为 GB/T14848 和 CB3838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 采纳

19 附录 A表 A.1 土壤监测频次建议五年一次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 采纳

20 附录 B.13 空气监测中：AQI 是评价标准，非监测指标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 采纳

21 附录 B.14 增加氟化物指标 青海省水利厅 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