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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测科函【2016】49号《关于下达2016年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标准项

目计划的通知》的要求，《湖泊流域生态监测技术规范》列入2016年测绘

地理信息行业标准项目计划。项目依托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公益科研专

项“卫星遥感与地面传感网一体化的湖泊流域地理国情监测关键技术研

究”，开展行业标准编制工作。 

2. 目的意义 

湖泊水域与流域植被是湖泊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传统的湖泊流域

监测以实地采样测量，结合在河口湖口等关键节点设置观测站为主，囿于

成本，实地采样的时间分辨率低、观测站点虽然能持续观测但点位分布稀

疏。近年来，随着无线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和多源遥感平台的日益丰富，构

建空天地一体化的传感网对湖泊流域进行动态监测成为现实。各式环境监

测传感器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部署，用来可持续感知和获取时空分辨率越

来越高的湖泊流域变化过程的实时观测数据。但之前的标准编制受制于遥

感影像分辨率低、监测目标单一、指标获取技术相对落后等问题，对于湖

泊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综合监测开展的不多，还没形成一套科学、实

用的遥感监测技术规范。依托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公益科研专项“卫星遥

感与地面传感网一体化的湖泊流域地理国情监测关键技术研究”，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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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业文件编制工作。 

3. 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1） 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承担单位：江西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协作单位：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江

西省遥感信息系统中心。 

2）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廖明伟负责总体统筹，刘海负责撰写统稿，廖明、钟滨、严竞新负责

方法研究，甘田红、解修平、吴桐负责形式审查，陈晓玲、方圣辉、史文

中负责内容审查，廖永皓、方豫负责图件制作。 

4. 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启动 

主编单位和参编单位的技术和科研人员长年深入参与了生态监测的技

术和管理工作，参与完成了《电子地图数据分级与表达规范》、《电子地

图制作规程》、《低丘缓坡调查技术规定》、《低丘缓坡评价技术规定》、

《基本地理状况调查技术规定》等规范的编写。  

承担了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公益科研专项“卫星遥感与地面传感网

一体化的湖泊流域地理国情监测关键技术研究”以及第一次江西省地理国

情普查工作以及全省数据库建设工作。针对湖泊流域地理特点，分析流域

生态观测传感网、地基实地调查与实验室分析手段对参数的获取能力，结

合常用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以常用的SAR、MODIS、TM/ETM+、HJ-1A/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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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一号卫星传感器等为主要数据源，在多源数据支持下的大气校正处理

基础上，建立生态环境参数如空气质量（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植被指

数、叶面积指数、土壤含水量、降水量、蒸散发量和水文水质相关参数等

遥感定量反演算法，并利用现场实测与实验室分析等方法对遥感反演参数

进行真实性检验。 

前期的工作积累，为项目的立项启动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标准立

项后，成立了由主编和参编单位人员构成的编写组，开始编写准备工作。 

2）起草阶段 

2017年1月，主要编写人员开始准备标准编写所需资料。 

2017年6月，构思标准框架、调研。 

2017年12月，主要编制人员完成标准初稿，并在武汉大学邀请相关专

家召开了研讨会，对标准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 

2018年3月，主要编制人员完成了标准修改稿，并在西安召开会议，邀

请各方面专家，对修改后的标准进行了再一次的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 

2018年6月，主要编写人员完成了标准的再次修改，课题组有关人员多

次进行沟通讨论。 

2018年9月，完善修改讨论稿形成征求意见稿。 

3）征求意见 

2018年9月，秘书处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测绘标准化工作委员会56名委

员专家发送了征求意见稿，并在中国测绘地理信息标准网进行公开征求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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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依据征求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收到《征求意见稿》

后回函的单位或专家数26个，其中8个单位无意见。共返回意见：137条，

其中采纳124条，部分采纳1条，未采纳12条。 

2020年8月，标准完善稿再次征求专家意见，并依据专家意见再次对标

准进行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 

4）送审阶段 

2020年9月，参加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标准审查会，评审专家建议将名称

由《湖泊流域生态监测技术规范》修改为《湖泊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

变化监测技术规范》，并进一步提出了修改意见33条件。 

5）报批阶段 

2020年10月，依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报批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科学性与系统性：《湖泊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技术规范》

的编制，以科学理论为依据，遵循测绘科学、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

等的原理。编写组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当前国内外针对湖泊水域面积及

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现状作了全面的了解，对标准涉及的技术流程、方

法、技术要求等进行了系统、科学的研究，保证了标准的科学性。 

规范性：《湖泊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技术规范》的编制

认真参照了《标准化工作导则》，并且认真分析了已有相关标准规范的编

写风格、内容编排以及结构组织方式。基于以上分析，并考虑本规范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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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对本标准的内容在规范性方面做出了合理安排。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湖泊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技术规

范》的编制是在大量调研国内外相关湖泊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

测理论及方法基础上，结合已有较成熟的方法，充分考虑生产方案的可操

作性的前提下形成的技术方案。因此，本标准具有指导生产实践的特点，

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全面性与通用性：《湖泊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技术规范》

根据目前湖泊流域遥感监测涉及指标较多的特点，本标准提取出比较通用

且易于计算操作的指标。监测内容、方法及质量评价方法尽可能全面、具

体，无重大漏项。 

2. 主要内容 

标准规定了湖泊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技术规范的技术设

计、数据准备、数据预处理、信息提取、精度验证、分析计算、成果制作

等方面，标准分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湖泊水域

面积监测、流域植被覆盖监测、附录、参考文献共8个部分。 

标准正文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范围 

该部分规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该部分规定了引用的技术标准。  



6 
 

3）术语和定义 

该部分定义了本标准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基本术语。 

4）总则 

该部分明确了空间基准、数据源、数据处理、其他应用处理以及成果

要求。 

5）湖泊水域面积监测 

该部分内容包括湖泊水域面积监测的监测内容、技术路线、监测方法、

质量控制及成果提交五个方面。 

6）流域植被覆盖监测 

该部分内容包括流域植被覆盖监测的监测内容、技术路线、监测方法、

质量控制及成果提交五个方面。 

7）附录  

该部分对湖泊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图图样进行规范。 

8）参考文献 

该部分列出了应用参考的重要文献标准。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在已有工作成果的基础上，紧密围绕项目需求，对标准规范编写的具

体内容进行研究，详细分析标准规范要求。统筹安排任务进度，通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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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专家咨询等方式为编制标准规范提供指导；对需要编制的标准规范

内容进行统筹安排，制定实施时间进度安排，循序渐进完成各项任务。分

阶段设定节点，按照制定初稿、讨论稿、审查稿，每一阶段成果召开专家

咨询会，充分参考专家意见，修改完善阶段成果，为下一步工作打下扎实

基础。从系统调研、资料收集至提交研究成果的各环节，均系统分析，详

细研究，逐步完成成果。 

对于标准各项主要技术内容指标，则是在参考已有国家标准以及国内

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标准依托项目的研究成果进行确定。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

况。 

目前国际上开展了针对湖泊流域的研究工作，并发布了一些相关技术

方法和标准，但是多侧重于单一的某方面，尚未在湖泊水域面积与流域植

被覆盖变化监测方面形成技术规范。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是在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约束下，为开展湖泊水域

面积与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工作的提供指导规范。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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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适用于淡水湖泊水域面积与流域植被覆被监测，咸水湖泊流域

相应监测可参照执行。 

目前全国还没有关于湖泊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技术规范

标准，建立湖泊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技术规范是从源头和根

本上保障湖泊流域遥感监测的重要方法之一，建议本标准通过审定后尽快

发布。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为保证《规范》的有效实施，建议相关部门加强技术与方法的培训，

保证湖泊水域面积与流域植被覆被监测遵循一致的标准。有条件地区可根

据实际情况，在规定的监测内容基础上开展相关补充，为湖泊流域的监测

监管提供有效支撑。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1. 名称变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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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根据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下达2016年测绘行业标准项目的通

知》（测科函〔2016〕49号），由江西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承担技术指导

性文件《湖泊流域生态监测技术规范》的编制工作。该项目以国家测绘地

理信息局公益科研专项“卫星遥感与地面传感网一体化的湖泊流域地理国

情监测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编号：201512026）”为依托，开展相关研究及

技术指导性文件的编制工作。 

公益科研专项“卫星遥感与地面传感网一体化的湖泊流域地理国情监

测关键技术研究”项目于 2017 年 11 月通过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验收。项

目紧密围绕地理国情框架下生态环境传感网动态监测的核心研究内容，系

统研究对地观测传感器网络理论方法技术及其在生态环境等地理国情动态

监测中的应用。项目构建了鄱阳湖区天地一体化地理国情信息传感网集成

监测平台；研发了地理国情要素提取方案、管理系统及国情信息特征库；

建立了省级生态环境网络化集成处理平台；研发了鄱阳湖流域环境参数遥

感反演及计算分析模型；完成了鄱阳湖区生态环境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协

调综合评价；形成了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指标产品及其生产规范；搭建了鄱

阳湖区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服务平台。项目的空天地一体化地理国情监测技

术成果，已在省级国土资源部门、审计署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审计

组、洱海流域管理局、江西省气象台、测绘地理信息部门、应急保障部门

等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已在气象灾害监测、城市空间格局变化监测、粮食

主产区资源分布与利用监测、长江经济带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监测、南

昌市地形沉降监测等项目提供应用服务且效果良好，产生了重要的应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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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2）名称变更原因 

一是公益科研专项研究成果的实际需要。“卫星遥感与地面传感网一

体化的湖泊流域地理国情监测关键技术研究”项目主要围绕流域生态环境

天地传感网动态监测的核心技术，研究对地观测传感器组网技术及其生态

环境地理国情监测关键技术，并在鄱阳湖流域实现示范应用。《湖泊流域

生态监测技术规范》原计划在对项目成果总结的基础上，编制以遥感为主

要数据源，针对湖泊流域地理国情监测信息为主要监测对象的技术规范。

地理国情监测最重要的信息是地表覆盖，在科研专项研究过程中，明确在

湖泊流域最重要的信息为水面与植被，根据科研专项实际研究成果，承担

单位建议将名称变更为“湖泊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从而

更真实的体现项目研究成果，不过分夸大，进一步加强该技术指导性文件

的针对性。 

二是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的需要。生态监测的范围很广，一方面在监测

尺度方面，涉及到宏观到微观各种尺度；另一方面，在监测内容方面，包

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相对应的环境等方面。在公益科研专项研究进

程中得出遥感等空间信息技术，在监测尺度方面，优势在于宏观监测，在

监测内容方面，优势在于植物与环境监测，对于全方位的生态监测有许多

不足，从技术指导性文件的可操作性与实用性出发，建议将名称变更为“湖

泊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 

三是落实审查会专家意见。征求意见稿在征求意见时，部分专家提出

生态监测涉及范围较大，建议更精准的定位规范的监测范围。标准审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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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专家进一步提出，标准的监测范围需要准确界定，并在和规范编制课

题组讨论后，建议将名称由《湖泊流域生态监测技术规范》修改为《湖泊

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技术规范》。 

2. 研究意义 

本规范为湖泊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

规范，能有效提高相关单位针对湖泊水域面积及流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的

能力，加强区域间评估结果的可比性，为我国湖泊流域保护政策的制定提

供科学依据，有效促进我国湖泊流域保护政策的贯彻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