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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应急测绘 一体化综合减灾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 工作概况 

1. 任务来源 

任务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所属 TC230/SC2）行业标准及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研究及应用示范”课题“总体设计与

标准规范”。 

依托以上项目，标准起草单位编制了《自然资源应急测绘 一体化综合

减灾技术规范》。 

2. 目的意义 

我国各类突发事件频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国家相继发布了一系列重要的规划纲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 年）规划纲要》，指出强化突发事件

应急体系建设，建成与公共安全风险相匹配、覆盖应急管理全过程和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指出以信息、智能化技术应用为先导，发展国家公共

安全多功能、一体化应急保障技术，形成科学预测、有效防控与高效应急

的公共安全技术体系。《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6－2020 年）》，指出

加强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支撑能力建设，加强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发，推

进新技术应用。综合减灾智能服务将防灾减灾工作推向一体化、综合化、

智能化、精准化、快速化和新颖化，制定一体化综合减灾技术标准，规范

化综合应急传感器接入、信息采集、应急三维模型规范表达、接口集成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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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感知设备、接口类型、模型信息接入、信息处理及信息传递方式，为

综合减灾智能服务选择普适标准，提供高效便捷的信息接入、信息传输及

信息处理方式，为有效发挥服务系统的功能，亟需编制应急感知设备接入

相关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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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协作单位（参编单位）：武汉大学、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国家

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西南交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自然

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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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单位 工作内容 

1 刘纪平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项目组长，工作内容：整体协调、进度

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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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张福浩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主要参与人员，工作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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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坤旺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主要参与人员，工作内容：内容设计、

编写和意见处理。 

4 徐胜华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主要参与人员，工作内容：标准框架设

计，内容编写和意见处理。 

5 仇阿根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主要参与人员，工作内容：资料收集、

标准编写和意见处理。 

6 张静 
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

化研究所 

主要参与人员，工作内容：主要内容修

改。 

7 朱秀丽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
主要参与人员，工作内容：主要内容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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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工作过程 

1） 标准酝酿阶段 

2019 年 1月，有关一体化综合减灾技术规范编写的任务正式在中国测

绘科学研究院启动，相关单位积极开展准备工作，进行需求调研，收集国

内外高精度室内外一体化定位、组网自适应定位、应急感知设备接入、典

型灾害模型接口、应急三维模型表达等相关研究成果、文献资料和数据，

对资料进行总结、归纳、整合的基础上，起草标准编制大纲和工作计划，

完成实施方案编报工作，于 2019年 7 月完成了实施方案编报工作。 

2019 年 8月，标准编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于在北京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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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计划及任务分工。 

2） 标准立项申请阶段 

2019 年 9月至 2019 年 10月，标准编制组深入调研、进一步收集相关

资料，并进行技术试验、全面论证应急设备类型、设备数据元研究等工作，

完成了标准初稿。 

心 

8 胡亚 西南交通大学 
主要参与人员，工作内容：主要内容修

改。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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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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标准的编制工作。本标准隶属于

83项拟开展标准预研究项目之一。 

3） 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写阶段 

本标准起草采用分工协作的方式进行。2019 年 11 月-2019 年 12 月开

展应急设备类型梳理，系统平台接入数据划分。2020年 1月初，根据第一

次工作会议的分工，各章编写组分头起草章节初稿，主编单位根据各章编

写组起草的章节初稿，统稿形成标准初稿。 

2020 年 1 月 10 日，标准编制组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厦门大学举行。会

议回顾了编制组前一阶段的工作情况，讨论了标准初稿、标准涵盖的内容

范围及标准编写深度，确定了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安排。2020年 3月，各

章编写组在标准初稿的基础上，按照修订后的内容提纲编写标准第二稿。 

2020 年 5月上旬，标准编写组主要成员，参加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标准技术管理司组织的第三期标准云课公益讲座《新版 GB/T 1.1-2020

权威解读》，技术人员对新版 GB/T 1.1-2020进行了网络学习。 

在标准编制的中后期，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编制组积极利用电子邮

件、即时通信等手段，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沟通和讨论。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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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编制中认真遵循先进性、实用性、协调性和规范性等原则，并

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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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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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上的重叠，将标准的内容范围界定为高精度室内外一体化定位、组网

自适应定位、应急感知设备接入、典型灾害模型接口、应急三维模型表达

等内容。涵盖了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应急定位、模型分析、感知

接入、三维可视化等应急处置全流程技术，满足应急服务需求。 

2）突出应急处置中技术性要求，注重可操作性可实用性。满足一体化

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快速精准获取定位和感知数据、搭建六类典型灾害

模型接口、支持应急三维场景表达的需求，提供综合化、智能化应急服务。 

3）妥善处理与相关法律法规、测绘行业标准、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标准、

研究论文和专著等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现有强制性测绘行业标准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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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9425—2012、GB∕T 36378.1-2018 的要求。 

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主要依据 GB/T 

28921—2012 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GB/T 29425—2012 自然灾害救助应急

响应划分基本要求、GB∕T 36378.1-2018 传感器分类与代码 第 1 部分:物理

量传感器、GB 18894-2016-T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DB11/T 

1286-2015 城市安全运行和应急管理物联基础信息及编码规范、DB11/T 

1287-2015 城市安全运行和应急管理物联信息接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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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应急测绘 一体化综合减灾技术规范》共分 8章和 1个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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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范围 

（1）标准范围：本标准适用于一体化综合减灾信息服务的应急测绘保

障工作。 

（2）标准内容：本文件规定了自然资源应急测绘一体化综合减灾工作

中的室内外一体化定位、应急自适应组网、应急感知设备接入、典型灾害

模型集成接口及应急三维模型表达的基本技术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将与应急测绘密切相关的 10 部相关国家标准作为规范性引用

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依据一体化综合减灾应急处置流程中所涵盖的技术，定义了“应

急响应”、“定位”、“应急感知设备”、“感知设督数据元”、“自然灾害模型”、

“自然灾害模型接囗”6个术语。 

4. 室内外一体化定位 

该章列出了应急处置中室内外一体化定位技术支持的定位方式和技术

性要求。列出了室内外定位支持北斗室外定位、UWB、蓝牙定位，复杂室内

环境下室内外定位精度优于 1m；应急场景下室内定位精度优于 3m，室外定

位精度优于 1m；室外定位响应时间优于 200ms。 

5. 组网自适应定位 

该章列出了应急定位基站终端、动态应急基站终端、应急组网定位终

端、应急卫星定位终端等组网终端，并介绍了终端的技术性要求。 

6. 应急感知设备接入 

应急感知设备接入将感知设备划分为应急定位设备、气象传感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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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生命传感器、空间信息获取传感器、多媒体信息传感器、灾害专用传

感器。列出了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应急感知设备的类型，定义赶

着设备接入技术要求，并对包括以及应急感知设备分类和编码。 

7. 典型灾害模型接口 

该章规定了气象水文灾害、地质地震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生

态环境灾害 5 大类自然灾害模型的接口语义表达要求，规定了 5 类自然灾

害模型接口操作和参数内容等 

8. 应急三维模型表达 

该章列出了地震、地质灾害、洪水、城镇火灾、交通事故、建筑物倒

塌场景所包含的各类模型的表达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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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测绘行业标准共享服务平台检索，尚未有相关国际标准、他国国家

标准记录情况，因此本标准填补了国际空白。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

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五、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 行业标准作推荐性行业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实施。 

七、 贯彻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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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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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八、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标准名称修改的说明 

本标准的名称修改的理由和依据如下： 

1） 立项专家建议将《一体化综合减灾 三维模型应急表达要求标准》、

《一体化综合减灾 室内定位平台与定位业务应用的交互协议》、《一

体化综合减灾 应急测绘自然灾害模型接口语义表达规范》、《一体

化综合减灾 应急感知设备接入技术要求》合并为《自然资源应急测

绘 一体化综合减灾技术规范》。 

2） 修订组认真研究认为，以上四项标准均是面向一体化综合减灾信息服

务。普世性受到一定限制，同时此标准具有相同部分。故立项专家将

标准名称改为《自然资源应急测绘 一体化综合减灾技术规范》。 

本标准工作人员针对专家意见召开标准专家意见修订会，针对专家意

见查证资料、仔细梳理之后，一致认同专家意见。综上，本标准名称由《应

急感知设备接入技术要求》修改为《自然资源应急测绘 一体化综合减灾技

术规范》。 

2.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经济效果和社会效益 

《自然资源应急测绘 一体化综合减灾技术规范》是针对地震、洪水、

地质灾害、城镇火灾、交通事故、建筑物倒塌等自然灾害发生时灾情信息



10 

采集和传输设备的重要参考标准，并且也是综合减灾平台软硬件服务建设

的重要参考标准，对综合减灾防灾具有重要意义。 

3.其他(可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