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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测绘基本技术要求》编制说明 
 

一、 工作概况 

1. 任务来源、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1.1 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规程编制情况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

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全国各省市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自然灾害

的影响。测绘地理信息在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作用和位置日

益凸显甚至不可或缺，但测绘地理信息部门现有设备和能力不足以支撑应

急现场信息的快速获取与服务保障，无法有效实现规划目标满足应急指挥

和应急救援等相关工作需要，为了全面提高我国应急保障能力，最大限度

保障确保人民群众财产与生命安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6 年 12

月批复《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初步设计

方案，主要建设内容为航空应急测绘、应急现场勘测、应急快速集成处理

与分发服务以及应急测绘地理信息资源共享等，以及 13 项项目规程。《应

急测绘 基本技术要求》是项目规程之一，任务周期为 2017 年 9月-2018年

12月，编制承担单位为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协作单位为自然资源部第

一大地测量队、自然资源部黑龙江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四川测绘地理信息

局测绘技术服务中心。规程规定了：依据应急测绘基本技术流程，从数据

采集、处理、服务和共享等应急测绘实施工作的基本技术要求。规程由编

制单位起草，征求了 31个省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项目相关参与单位的

意见，经编制单位修改完善，于 2019 年 8月通过了项目办公室组织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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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广泛应用于项目的建设。 

1.2 行业标准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2017 修订)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

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对工作需要，及时提供地图、基

础地理信息数据等测绘成果，做好遥感监测、导航定位等应急测绘保障工

作。《国家测绘应急保障预案》指出：测绘应急保障的核心任务是为国家应

对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

件高效有序地提供地图、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公共地理信息服务平台等测

绘成果，根据需要开展遥感监测、导航定位、地图制作等技术服务。科学

救灾，测绘先行。应急测绘保障工作是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和综合防灾

减灾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十三五”规划》提出

了“建立健全应急测绘保障服务体制机制，形成反应迅速、运转高效、协

调有序的专业化应急测绘保障体系，全面提升应急测绘综合保障服务能力”

的总体要求，并将“应急测绘”列为测绘地理信息事业新时期公益性保障

服务体系的“五大业务”之一。《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应急测

绘保障工作的通知》提出：应急测绘是为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提供地理信息

和现代测绘技术的基础支撑，是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指挥决策和抢险救灾的保障和依据。目前，各地机构改革基本到位，各

地区各单位要按照“连续、稳定、转换、创新”的要求，进一步做好应急

测绘保障工作。 

2019 年 11月，自然资源部下达了 2019年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自然

资办发[2019]49 号）本标准的任务编号为 201932014。参编单位为国家基

础地理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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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技术服务中心、自然资源部黑龙江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武汉大学、中国

测绘科学研究院。 

2. 主要工作过程 

2.1 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规程编制工作过程 

本标准编写工作于 2017年 9月正式启动，2018年 9月完成初稿编制，

主要编制过程如下： 

1）资料搜集、整理：2017 年 9 月-2017 年 12 月，该阶段制定计划、

正式成立规程课题组，完成相关资料搜集及整理。 

2）规程编制阶段：2018年 1月-2018 年 6月，该阶段完成了规程草案

的编制。 

3）内部讨论阶段：2018 年 7 月-2018 年 11 月，该阶段先后开展了规

程在项目组等内部讨论和修订工作，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4）征求意见阶段：2018 年 12月，邀请了 5名行业专家征求意见，共

收到意见 78条，采纳 30条，部分采纳 5条，未采纳 43条。 

5）评审修改阶段：2019年 8月，项目办公室组织专家评审，提出意见

4 条，采纳 4条，部分采纳 0条，未采纳 0条。 

2.2 行业标准工作过程 

根据自然资源部 2019 年 5 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征集 2019 年度

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建议的函》，标准编写组前期项目标准工作的

基础上，完成了《应急测绘基本技术要求_申报书》以及《应急测绘基本技

术要求》草案，并提交指定的系统中。 

2019 年 6-7月，自然资源部科技司、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研究所等标

准主管单位组织了标准立项专家评审。2019 年 10 月，自然资源部发布

“2019 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公示稿)”明确行业标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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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 

2019 年 8月，完成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规程验收工作。 

2019 年 11月，自然资源部下达了 2019年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自然

资办发[2019]49号），要求在 2020年完成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本标准的任

务编号为 201932014，标准名称为“应急测绘基础技术要求”，名称中间的

空格被删除了。所属的 TC/SC为 TC230/SC2（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下的测绘分技术委员会）。 

2020 年 1月-7月，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相关要求，对项目规程进行修改和完善。 

在原来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规程的基础上，为确保读者理

解标准，增加了术语和定义、缩略语和航天应急测绘信息获取等三个章节。 

并对有关专家意见进行讨论和处理，处理了引用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有关技术要求。增加了列项的引导语 如“应急测绘灾后专题制图成

果主要有以下5种：” 

2020 年 8月，参编单位相关人员内部讨论。 

2020 年 10月，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3.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项目的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工作内容见下表。 

编号 姓名 工作内容 

1 王中祥 负责技术设计、整体协调、进度安排、资料收集。 

2 武  昊 负责总体技术研究，标准编写和资料收集。 

3 朱  杰 资料收集、标准编写和意见处理。 

4 朱秀丽 资料收集、标准编写和意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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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编制原则和依据 

1. 编制原则 

（1）科学性 

本标准是在充分参考和借鉴目前相关应急测绘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应

急测绘保障工作实际，通过充分论证形成的，以确保标准的科学性。 

（2）协调性 

应急项目办函[2017]18号文启动了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规

程 13项，分别为： 

序号 项目标准名称 验收完成时限 

1 应急测绘 术语 2018 年 6 月 

2 应急测绘 基本技术要求 2018 年 12 月 

3 应急测绘 数据交换格式标准 2018 年 12 月 

4 固定翼无人机航空应急测绘影像获取技术标准 2018 年 10 月 

5 无人直升机航空应急测绘影像获取技术标准 2018 年 10 月 

6 应急测绘 传感器检定与安装 2018 年 6 月 

5 王陈哲 资料收集、标准编写和意见处理。 

6 周兴霞 资料收集、标准编写和意见处理。 

7 毕  凯 资料收集、标准编写和意见处理。 

8 刘小强 资料收集、标准编写和意见处理。 

9 杨爱玲 资料收集、标准编写和意见处理。 

10 邵远征 资料收集、标准编写和意见处理。 

11 宁小刚 资料收集、标准编写和意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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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急测绘 基准损毁检测与恢复建设技术标准 2018 年 6 月 

8 应急测绘 遥感影像快速处理标准 2018 年 12 月 

9 应急测绘 灾情样本影像制作与灾情信息解译技术标准 2018 年 12 月 

10 应急测绘 野外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2018 年 4 月 

11 应急测绘 设备安全管理规定 2018 年 6 月 

12 应急测绘 测绘协同作业管理标准 2019 年 6 月 

13 应急测绘 成果资料归档管理规定 2018 年 12 月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与其他 12项同步制定标准进行了协调一致，以确保

标准的协调性。 

除了与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规程的协调，本标准在转行业

标准过程中还与 GB/T 35634-2017 公共服务电子地图瓦片数据规范、CH/Z 

3001-2016《无人机航摄安全作业基本要求》、CH/Z 3071-2015《地面三维

激光扫描作业技术标准》等国家行业标准进行了协调。 

（3）全面性 

作为应急测绘基本技术要求的标准规范，不仅要考虑过程的全流程、

还要考虑涉及的技术方法全面性，在项目规程的基础上增加了航天应急测

绘信息获取的内容等。 

2. 编制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广泛收集了相关的资料，作为本标准制定的参

考和借鉴依据，主要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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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B/T 14911-2008 测绘基本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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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4）CH/Z 3001-2016《无人机航摄安全作业基本要求》 

（5）CH/Z 3071-2015《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作业技术标准》 

（6）《国家测绘应急保障预案》 

三、 主要内容说明 

1. 标准主要内容指标或要求确定的依据 

本标准共分 10章： 

1）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在实施应急测绘保障工作中的基本规定及应急

测绘数据采集、处理和服务等基本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国家测绘应

急保障预案》中定义的保障任务，即为国家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高效有序地提供测绘成果和

技术服务的过程。 

2）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引用了GB/T 35634-2017 公共服务电子地

图瓦片数据规范文件。 

3）术语和定义及缩略语：虽然本标准中使用的术语已在《应急测绘 术

语》等其他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 12个规程中进行了定义，考虑

本标准是先行发布的行业标准，因此增加了相关有利于本标准理解的术语

和缩略语。 

4）通则：从应急测绘成果、时效性要求、主要技术流程等三个方面规

定了应急测绘的主要技术要求。其中，应急测绘成果包括：应急地图、应

急测绘数据和应急服务平台。时效性要求主要是按照国家应急规划和突发

事件处理的过程阶段，规定了在每个阶段提供的成果内容及其时效性指标。

主要技术流程主要是围绕突发事件处置对应急测绘成果的需求，按照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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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测绘信息获取、航空应急测绘信息获取、应急现场勘测信息获取、应

急测绘数据快速处理、应急测绘快速制图、应急测绘快速服务、应急测绘

快速共享等七个主要环节规定了需要开展应急测绘保障工作。 

5）航天应急测绘信息获取：：具体规定了航天遥感信息获取环节的主

要成果、时效性要求和实施过程。 

6）航空应急测绘信息获取：具体规定了航空应急测绘信息获取环节的

主要成果、时效性要求和实施过程。 

7）应急现场勘测信息获取：具体规定了应急现场勘测信息获取环节的

主要成果、时效性要求和实施过程。 

8）应急测绘数据快速处理：具体规定了应急测绘数据快速处理环节的

主要成果、时效性要求和实施过程。 

9）应急测绘快速制图：具体规定了应急测绘快速制图环节的主要成果、

时效性要求和实施过程。 

10）应急测绘快速服务：具体规定了应急测绘快速服务环节的主要成

果、时效性要求和实施过程。 

11）应急测绘快速共享：具体规定了应急测绘快速共享环节的主要成

果、时效性要求和实施过程。 

2.标准的符合性和一致性 

2.1标准的符合性 

本标准不违背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 

2.2标准的一致性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与现行相关标准和项目其他标准之间

在技术指标方面的一致性或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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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四、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