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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作业人员安全规范》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2017 年 12 月 28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国标委综合

〔2017〕128 号文发布《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17 年第四批国

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正式批准国家标准计划项目：测绘

作业人员安全规范，编号为 20173976-Q-466。 

2. 目的意义 

    原国家测绘局于 1997 年 3月 26 日印发施行了部门规章《测

绘安全生产规程》，实施十年后，在 2008 年发布强制性行业标准

CH 1016-2008《测绘作业人员安全规范》，代替了原部门规章。 

    强制性行业标准 CH 1016-2008 的实施对保障测绘职工在生

产经营活动中的安全、加强测绘生产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促进测

绘事业安全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 年经过强制性标准精简整合工作，《关于印发强制性标

准整合精简结论的通知》（国标委综合函【2017】4 号）明确，

强制性行业标准 CH 1016-2008的结论为修订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由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项目。 

强制性行业标准 CH 1016-2008 实施十多年来，我国测绘事

业发展迅速，测绘行业单位逐步发展壮大，测绘从业人员增长迅

速，测绘作业范围场所越来越广，从陆地到海洋，从国内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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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生产安全管理和监督出现了许多新形势、新特点，使得该行

业强标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测绘生产安全管理和监督的要

求。国家也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019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2018 年）、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2019 年)等新版法律法规，

迫切需要尽快制订强制性国家标准，规范和推动测绘事业产业发

展。 

    重新制定测绘安全标准，用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形式发布执

行，用以规范测绘作业人员安全生产行为，从技术的层面给予具

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对于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方针，保障测绘

职工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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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单位）：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协作单位（参编单位）：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自然资源部

第一大地测量队、自然资源部第一地形测量队、自然资源部第二

地形测量队、自然资源部第一遥感测绘院等。 

2）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所做主要工作 

1  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

研究所 

主编。负责组织标准编制大纲、

主要内容及征集意见的讨论、修

改及标准文本的统稿定稿等工

作，起草总则、术语及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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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 

2  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
研究所 

副主编。协助组织标准编制大

纲、主要内容及征集意见的讨

论、修改、定稿等工作，起草总

则及总体要求等内容 

3  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

研究所 

起草主要内容及征集意见的讨

论、修改、定稿等工作 

4  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 参加讨论 

5  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

量队 

起草高原高寒测量、国外测绘 

等内容，参加讨论 

6  自然资源部第一地形测

量队 

起草地铁测绘、雪崩逃生等内

容，参加讨论 

7  自然资源部第二地形测

量队 

起草文物测量、路面移动测量、

无人机测绘等内容，参加讨论 

8  自然资源部第一遥感测

绘院 

起草内业测量、无人机测绘等内

容，参加讨论 

    

4. 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启动 

2018 年 3 月本标准主编单位申请立项，并按规定提交了强

标预研报告。 

本标准获得立项批准后，主编单位积极开展启动准备工作，

收集分析相关资料，起草标准编制大纲和工作计划，于 2018 年

3 月完成了实施方案编报工作。 

2018 年 4月 24 日，标准编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西

安召开。会议对标准的主要内容、编制工作方式等进行了讨论，

确定了标准内容提纲及时间计划。 

2）起草阶段 

本标准起草采用主编单位起草初稿，其他参编单位分工协作

补充讨论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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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月下旬开始，编制组进一步收集相关资料。 

2019 年 3 月，召开了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内参编单位的工

作会议，讨论了初稿内容，建议根据各参编单位工作项目的侧重

进行分工，各参编单位根据分工补充相关内容章节初稿。 

2019 年 4 月，主编单位先后走访了五地十多家测绘单位，

包括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及下属地形队、遥感院及后勤中心，浙江测

绘地理信息局及下属一院、二院，浙江煤炭地质局及下属综合物

探测量队，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中心，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及

下属大地测量队、地理信息制图院、地形测量队、航测遥感院、

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测绘技术服务中

心等。课题组就测绘人员安全涉及的外业出测、交通、饮食、作

业环境，以及内业作业场所、消防、操作等方方面面与各单位分

管安全和标准工作的行政人员、技术人员、科研人员进行了面对

面的交流，了解并收集到相关测绘生产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措

施、应急预案等资料，尤其是新型测绘技术手段如无人机测绘，

特殊环境测绘如应急测绘、地铁监测、地下有限空间测绘、极地

测绘、海洋测绘等在测绘人员作业安全方面应注意的问题及应对

措施，并探讨了是否增加特殊环境和情况下对测绘作业人员进行

心理疏导相关条款的问题。通过针对性地调研，搜集掌握了大量

一手资料。 

2019 年 9 月主编单位根据搜集的资料及陕西测绘地理信息

局各参编单位提供的资料起草形成了初稿。 

2020 年 6月经主编单位统稿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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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月 10 日，标准编制组在西安召开了标准征求意见

稿讨论会。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国土测绘处、自然资源部第一大

地测量队、自然资源部第一地形测量队、自然资源部第二地形测

量队、自然资源部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遥感

测绘院、自然资源部第一地理信息制图院、自然资源部陕西基础

地理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陕西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等有关

单位负责安全生产的专家参加了讨论会。与会专家结合本单位测

绘生产实践和安全管理经验，对《测绘作业人员安全规范》提出

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讨论内容涵盖交通、饮食、作业环境

等多个方面，不仅包括地铁作业、极地测绘、机场作业、文物测

绘等特殊环境下的测绘作业安全，还涉及应急测绘、移动测量、

采用无人机测绘等新型测绘技术手段作业时应注意的安全问题，

为标准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丰富的依据。 

会后，课题组按照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形成标

准征求意见稿进行全国意见征求。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中认真遵循了先进性、实用性、协调性和规范性

等原则，并重点把握了以下几个方面： 

1）做好标准内容界定。经多次研究讨论，为避免与现行其

他有关标准内容上较大的重叠，将标准的内容范围界定为测绘生

产主要工序和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涉及人身安全和健康的危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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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而规定应采取的防范和应急措施。基本不涉及或较少涉及管

理、设备、数据、资料、财产等的安全要求。 

2）突出了测绘行业服务面广的特点，注重可操作性。紧跟

测绘技术发展和业务面的拓宽，在原行标以基础测绘服务为主的

情况下，补充了水域作业、南北极测绘、机场作业、文物测绘及

地铁监测等作业场景及新技术手段如应急测绘、无人机测量、航

空测量、移动测量、精密工程测量等测绘生产主要工序和环境中

可能存在的涉及人身安全和健康的危害因素，及应采取的防范和

应急措施。体现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精神。基本不

涉及或较少涉及管理、设备、数据、资料、财产等的安全要求。 

3）妥善处理与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测绘地理信息和

城乡建设行业标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现有强制性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中强制性条文之间的有机衔接。 

4）注重编写质量，尽可能做到科学、严谨、实用，标准体

例及文本编写严格执行 GB 1.1 的要求。 

2． 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主要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技术依据如下： 

[1] GB/T 20000.4-2003 标准化工作指南第4部分：标准中涉及

安全的内容 

[2]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

导则 

[3] AQ/T 9007-2011 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演练指南 

[4] CH/Z 3001-2010 《无人机航摄安全作业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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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绘、岩土专业野外作业安全手册》，广州市城市规划勘

察设计研究院 

[6] 草原防火条例（2008年） 

[7] 森林防火条例（2008年）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019年）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14年）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011年）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2015年）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04年）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8年）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  

[17] 中国低空空域使用管理规定 

[18]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2019年) 

[19] 《野外地质调查安全手册》2004年地质出版社出版，中国

地质调查局 

三、 主要内容 

《测绘作业人员安全规范》共分 8章：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测绘生产中与人身安全相关的安全管理、安全

防范及应急处理的要求。适用于测绘生产中作业人员的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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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防范。 

安全生产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方针，是全国一切经济部门

和生产企业的头等大事，关系到广大干部职工的生命和财产安

全。 

 测绘生产有其特殊性，外业生产中的可能存在的危害主要

有：环境危害（如天气、温度、辐射和气压、不安全的地理条件

等），生物危害（如病毒、细菌、真菌和寄生虫等），设备危害（设

备有缺陷、未进行安全防护等）以及不安全的工作习惯（如无安

全保障的高空作业、在雪山作业未带雪镜）等；内业生产中的危

害主要为工作场所可能存在的不安全（如设备老化、未进行安全

防护）、不健康（如吸烟）等隐患以及不安全的工作习惯（不当

的机械操作、带电操作）等。 

本标准是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充分考虑测绘生产

主要工序和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涉及人身安全和健康的危害因素，

而规定应采取的防范和应急措施。体现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的精神。基本不涉及或较少涉及管理、设备、数据、资料、

财产等的安全要求。 

2．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列出安全、测绘生产单位、测绘作业单位、测绘作业

人员 4 个术语，并对其进行了定义。其中，测绘生产单位指的

是测绘生产法人单位。测绘作业人员指测绘生产单位的各类工作

人员。 



10 

 

3． 总则 

该章从测绘生产单位的安全制度、安全费用支出、保险、装

备、培训、信息化管理手段、安全管理细则、安全员、安全意识

等方面对测绘作业人员安全提出总体要求。 

4． 内业生产 

内业生产分为作业场所和安全操作两个部分。依据各参编单

位及调研单位收集的资料，对原有测绘行业标准相应部分内容进

行了补充和调整。 

5． 外业生产 

测绘外业工作分四个部分，规定了以下方面的内容： 

5.1 出测前准备  

5.2行车  

5.3 饮食  

5.4住宿  

6． 外业作业环境 

    随着测绘技术发展和业务面的拓宽，测绘外业作业环境更加

多样复杂，因此补充了多种作业场景下人员安全管理的要求，总

体如下： 

    6.1 一般要求  

6.2 城镇地区  

6.3 铁路、公路区域  

6.4 沙漠、戈壁纵深地区 

6.5 沼泽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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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人烟稀少地区或草原、林区  

6.7 高原、高寒地区  

6.8 涉水、渡河  

6.9 水域作业  

6.10 地下有限空间作业  

6.11 高空作业 

6.12 地铁作业 

6.13 南北极地区  

6.14 机场作业 

6.15 文物测绘 

7． 测绘技术 

对于近些年来出现的新型测绘技术对测绘作业人员的安全保

障提出了要求。 

7.1 一般要求  

7.2 应急测绘  

7.3 无人机测量  

7.4 航空测量  

7.5 移动测量 

7.6 精密工程测量  

8． 安全事故应急处置 

  本标准第 8 章补充了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一般原则及 9 种安

全事故应急处置的方式方法。 

8.1 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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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食品卫生  

8.3 交通事故  

8.4 触电  

8.5 动物伤害  

8.6 高空坠落  

8.7 中暑  

8.8 雪崩  

8.9 火灾  

8.10 山洪泥石流  

具体内容主要参考了相关单位的野外作业安全手册、《野外

地质调查安全手册》及外业标准化管理指南等资料。 

与测绘行业标准《测绘作业人员安全规范》相比较，新增及

较大修订内容如下： 

3总则一章中增加了安全费用支出、购买保险、进行培训、

增设信息化管理手段、设置安全员等内容。 

4内业生产一章增加了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器材

设施等要求。 

5外业生产一章中5.1出测前准备增加了制定安全生产预案

及配备统一安全管理系统要求。 

6外业作业环境一章中6.1一般要求中增加了“进入单位、居

民宅院进行测绘时，应先出示相关证件，说明情况得到允许后再

作业。”、“在高压输电线路、电网等区域作业时，严禁使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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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的标尺、测杆、棱镜支杆等。” “涉外（境外）测绘时，

应携带相应工作证件。严禁未经批准外出或作业。外出或作业时，

须专业人员陪护，并配备通讯设备。” 的内容。 

6.9水域作业 

除原有内容外新增了海上码头、港口作业、海上航行作业等

安全要求。 

新增了6.12地铁作业、6.13南北极地区、6.14机场作业、6.15

文物测绘。 

第7章测绘技术所涉及的内容全是新增的，包括应急测绘、

无人机测量、航空测量、移动测量、精密工程测量等。 

第 8章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全是新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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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标准的符合性和一致性 

1）标准的符合性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行业标准管理办

法》、《自然资源标准化管理办法》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标准的一致性 

本标准与国内测绘行业标准《测绘作业人员安全规范》保持

一致，且有补充。 

2．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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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3．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通过多种方式查询，未发现其他国家有为相同目的制定的

相同内容的标准。 

是对国内测绘行业标准《测绘作业人员安全规范》的补充

提升。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经在全国标准信息服务平台网上查询，未见与本标准

内容雷同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本标准未与其他强制性国家标准、强制性测绘标准存在矛

盾。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 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 

八、 贯彻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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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暂略。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测绘行业标准《测绘作业人员安全规范》

建议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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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主要技术内容变化依据： 

该标准从强制性行业标准提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时，主要对

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适应测绘地理信息转型发展和科技

变化对测绘工作影响，呼应国家机构改革变化增加适应机构改革

后职责要求，删除了不适宜技术发展的要求，补充了多种作业场

景下人员安全管理的要求以及极地测绘和海洋测绘等部分内容。 

极地测绘内容主要是2019年4月，课题组赴中国南极测绘研

究中心调研，与十多位参与过南北极测绘的老师一起交流。根据

他们参与测绘科考实际经验提出的对测绘安全作业方面的认识、

要求或举措增加相应内容。 

海洋测绘部分内容纳入水域相关内容，主要内容根据2019

年4月在浙江测绘与地理信息局、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及海南

测绘与地理信息局调研的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整理形成。 

与部行业管理衔接情况： 

目前该标准内容涵盖全部测绘地理外业作业领域，是在原基

础上经过调研整理、研究讨论等修改原不适宜条款并新增部分新

作业环境或技术方法形成，新增和修订内容是在原有强制性行业

标准内容上基于有关专家或单位实际经验总结凝练形成，能够有

效规范和指导相应从业单位及人员在从事测量、测绘工作中的安

全保护相关工作，适用于全部相关测绘单位，该标准的出台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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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加强部相关安全管理职能，并可作为以后相关监督检查的依

据。 

该标准修订中先后在全国多地、多单位进行调研和征求意

见，但属于编制中征求意见，按标准计划时间，急需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征求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对内容进一步修改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