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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设计编制规定》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任务类型众多，要求各不相同。如基础调查监测、各种专

项调查监测（如森林资源调查监测、国土调查监测、海洋调查监测）等。自然资

源调查监测的技术设计是开展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的主要技术依据，也是影响自然

资源调查监测成果的关键因素。为保障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任务的顺利实施，确保

成果质量满足相关要求，在相关任务实施之前，应首先开展相关的技术设计，形

成相关的技术设计文件，从而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的开展提供依据和指导。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

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60号），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设计编制规

定》列入年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TC93/SC6 的行业标

准制修订计划，标准性质为行业推荐性标准，标准计划号为 202116001。 

2.制定背景 

标准作为生产实施、产品验收、组织管理和应用服务的基本依据，有利于实

现最佳秩序、促进共同效益，引领新技术的发展，推动产品的广泛应用，并统一

提升服务水平。目前，自然资源部组建后，国土、森林、海洋等领域技术设计的

编写各单位仍沿用原来的习惯，未进行统一。目前，项目组搜集了土地、地矿、

海洋、测绘、森林、草原、湿地和水资源等行业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相关技术标准

共计 170余项标准，技术设计的要求分散于各个标准，并没有专门针对自然资源

调查监测技术设计进行规范的标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设计编制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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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有利于土地、地矿、海洋、测绘、森林、草原、湿地和水资源等行业以及

国家、省级、地方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设计规范化，促进技术设计要求的明确，

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的开展提供指导和支撑。 

3.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1）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牵头，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国

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共

同参与编写。 

2）主要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所做主要工作 

1 黄琛 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负责标准第 4 章、第 7 章等内

容的编写、修改、完善以及标准整体内容通

稿和协调以及标准的实验验证工作。负责标

准审查材料准备。 

2 吕玉霞 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负责标准项目实施方案的落实，组织项目组

讨论确定标准整体内容，并负责标准部分内

容的编写以及标准的整体内容通稿、修改和

协调。 

3 张玉贤 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负责标准相关资料的收集、分析和整理，参

与标准内容编制、修改和标准的整体统稿完

善。 

4 高严 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负责标准资料的分析、整理和统计，参与标

准第 6 章、附录 E 等内容的编写、修改、完

善以及标准整体内容统稿和协调。 

5 赵琪彬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 
参与标准整体内容讨论、修改和完善，负责

附录 E相关内容的确定和编制、完善。 

6 谢露蓉 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参与确定标准整体内容确定，整体把握标准

质量。 

7 刘小强 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负责标准整体架构思路的确定、标准内容的

审核以及标准整体整体质量把关。 

8 刘建军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参与标准整体内容讨论、修改和完善，负责

附录 E相关内容的确定和编制、完善。 

9 冯艳芳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参与标准整体内容讨论、修改和完善，负责

附录 E相关内容的确定和编制、完善。 

10 汤海荣 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 参与标准整体内容讨论、修改和完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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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相关内容的确定和编制、完善。 

4.主要起草过程 

1）立项启动 

2021年 4月，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提出了行业标准《自然资源调查

监测技术设计编制规定》的立项申报。2021 年 10 月，自然资源部下发《自然资

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的通知》（自然资

办发〔2021〕60号），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设计编制规定》列入年全国自

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TC 93/SC 6 的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

标准性质为行业推荐性标准，标准计划号为 202116001。 

2）起草阶段 

（1）资料收集与分析 

标准立项后，成立了标准编写课题组，对土地、地矿、海洋、测绘、森林、

草原、湿地和水资源等行业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相关技术标准 170 余项和 20 余份

技术设计进行了收集与分析，形成标准的预研报告，并经讨论形成了标准的框架。 

（2）标准草案编制 

2021年 4—9月，项目组根据下达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设计规定 基础

调查》（预研）标准项目任务，积极收集资料，编制了该预研标准的标准草案。 

2021 年 10 月-12 月，项目组根据自然资源部下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 2021 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60

号）文件中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设计编制规定》列入年全国自然资源与国

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TC93/SC6 的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及时调整项目

组工作计划和标准研究思路。根据新下达的标准任务名称，重新确立标准化工作

思路和工作内容。重新研究起草《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设计编制规定》标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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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编写、完善标准编制说明和项目预研报告。 

根据前期的资料搜集和调研分析，在前期预研工作的基础上，课题组根据框

架分工，于 2022年 4月完成本标准的草案的起草和编制。 

（3）召开标准编制启动会，并对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2022 年 5 月 12 日，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组

织召开《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设计编制规定》行业标准制定启动会暨研编组第

一次会议。来自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中国地质调

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 4家参编单位的专家及研究所项目研

编组共 10 人参加会议。会上，牵头组织单位首先汇报了标准的项目背景、前期

研究、草案内容、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等。随后与会人员对标准草案章节结构、

技术设计程序、设计内容、典型示例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提出了相关

建议，最终就标准编写大纲、技术设计类别、技术设计编制主要内容等方面达成

共识。 

项目组根据项目启动会相关意见，并通过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分析和整理，

对标准草案文本内容进行多轮的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并着手标准

的意见征求工作。 

（4）召开标准征求意见稿内部审查会 

2022年 11月 25日，根据《自然资源标准化管理办法》和相关标委会秘书处

要求，组织召开了征求意见稿专家线上审查会议。会议邀请了北京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委员会、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参加。专家组听取了项目组关于该征求意见

稿编制工作汇报，经过质询和讨论，形成了审查意见。审查组专家一致同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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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审查。目前项目组按照专家审查意见（附后）对标准进行了

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现根据标准制定程序，进一步广泛征求

相关单位和专家意见。请相关单位和专家对标准内容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

议。 

二、 编制原则和确主要内容定论据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认真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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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起草。在此基础上，主要

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 

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搜集了 GB/T 19000 族标准和大量现行的自然资源调查

监测领域的相关标准和技术设计文件。标准的制定以质量管理体系相关标准中产

品和服务的设计和开发的相关要求为理论依据，结合实际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的标

准和设计活动，按照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设计的相关要求进行标准的编写。 

2）通用性 

标准的适用范围包括全部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任务，内容涉及自然资源调查

（包括基础调查和专项调查）和自然资源监测（包括常规监测、专题监测和应急

监测）等等。从行政管理上来看，设计文件的编制设计国家、省、市、县等自然

资源调查监测项目设计文件的编写。标准涉及的对象和内容非常广泛。标准内容

的编写需要关注整个自然资源调查技术设计通用的内容，结合自然资源基础调查

监测和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湿地、海域海岛等专项调查监测任务技术

设计文件编制经验和要求，旨在形成的标准文件能够为全国范围自然资源调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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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设计提供通用的模板、规范和指导。 

3）实用性 

标准编制充分考虑目前具体自然资源基础调查监测和各项专项调查监测设

计的具体要求和相关标准、规范的相关规定，便于指导具体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任

务设计书的编写。 

4）协调性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中关于设计的有关要

求，并参考了与基础调查、各项专业调查监测方面的相关技术规范、标准中涉及

设计的要求，并与其相关要求保持协调。例如，标准的编制充分考虑了 GB/T 19001

—2016/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GB/T 19000—2016/ISO 9000:2015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等相关国际标准的要求，同时与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

系构建总体方案（自然资发〔2020〕15号）、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质量管理导则（试

行）(自然资办发〔2021〕49 号)、自然资源标准体系（自然资办发〔2022〕18

号）等相关自然资源政策文件要求保持一致，同时还充分考虑了《地质调查项目

设计书编写要求》、GB/T 24255 《沙化土地监测技术规程》、CH/T 1004-2005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DZ/T 0256-2014《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规范》（1:250000）、

GB/T 12763 《海洋调查规范》（所有部分）、GB 17378《海洋监测规范》（所

有部分）、DB/T 4336-2021《水文地质调查规范》（1：50000）、DB32/T 2168-2012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等标准规范的相关内容和要求。 

2.标准内容编制的主要依据 

本标准中编写过程中，充分参考了下列资料： 

1)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自然资发〔2020〕15号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173e0e40m20w0660t42408s0f344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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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质量管理导则》（试行） 

3) GB/T 19000—2016/ISO 9000:2015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4) 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5) 地质调查项目设计书编写要求 

6) GB/T 12763 海洋调查规范（所有部分） 

7) GB 17378 海洋监测规范（所有部分） 

8) GB/T 24255 沙化土地监测技术规程 

9) DZ/T 0256-2014 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规范 （1:250000） 

10) DB/T 4336-2021 水文地质调查规范 （1：50000） 

11) CH/T 1004-2005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 

12) DB32/T 2168-2012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13) 福建省县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技术设计书编制规范 

14)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地表覆盖信息提取专业技术设计书等等。 

3.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关于部分术语和定义的确定 

根据《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自然资发〔2020〕15号）等

相关资料内容和要求，编写确定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基础调查、专项调查、常

规监测、专题监测、应急监测等一组术语及其定义。 

根据 GB/T 19000—2016/ISO 9000:2015《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等相关内容和要求，编写确

定了项目、设计文件、设计输入、设计输出、设计过程、设计评审、设计验证、

设计确认、设计更改文件等一组术语及其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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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标准征求意见稿的专家会上，专家提出增加“自然资源”的术语和

定义，项目组在查阅的相关资料后，综合我国《宪法》第九条、《自然资源调查

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自然资源的定义等，进行了定义

描述。 

2）充分设计控制程序和要求的确定 

标准编制过程中，项目组充分借鉴、吸收和继承国际质量管理体系中关于产

品设计与研发质量控制思想和要求。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充分考虑 GB/T 

19000—2016/ISO 9000:2015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等有关质量管理体系方面的标准的有关概念、术

语、设计与开发以及质量保证等方面的要求，确定和编制了标准第 6章“设计程

序及要求”的内容和要求，分别从设计策划、设计输入、设计控制（评审、验证、

确认）、设计输出、设计更改等过程提出了要求，力求本标准相关内容的编写满

足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中关于产品设计与研发质量控制思想和要求，从而确保

技术设计成果的质量要求。 

3）关于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类别的确定 

标准分别按照设计进程、调查监测涉及的范围级别和调查监测任务性质和内

容三种方式明确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类别，同时对于一些包含内容比较广泛

的技术设计给出了其整合其他相关设计内容的说明。其主要依据如下： 

按照调查监测任务性质和内容划分设计类别的依据：该类别的划分主要依据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自然资发〔2020〕15号。该总体方案中

确定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工作内容包括自然资源调查（分为基础调查和专项调

查）、自然资源监测（常规监测、专题监测和应急监测）、数据库建设、分析评



9 
 

价、成果及应用五个方面。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类别应充分考虑该总体方案中

关于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的工作内容。同时由于“成果及应用”设计内容已经在前

四项任务的设计内容中做出了规定，故该分类不再单独列出。 

按照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进程和涉及的范围级别划分设计类别的依据：该两种

设计类别的划分都是基于当前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项目设计的实际情况确定的。按

照进程确定设计类别主要根据我国国土基础调查以及各专项设计的具体情况，区

分总体设计与后续技术设计的差异和相互关系，从而使标准内容具有更好的适用

性和指导性例如目前在国土调查和森林资源专项调查等实施过程中，其设计往往

是首先部署总体设计方案，而后再进一步确定项目实施的技术方案或技术规程

等，不同进程的设计在内容上存在差异，通过区分总体设计与后续技术设计的差

异和相互关系，从而使标准内容具有更好的适用性和指导性，因此确定了总体设

计和技术设计的不同类别，并在标准的第七章“设计书的内容和要求”中，分别

对总体设计书和技术设计书提出了不同要求；同时，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实施过

程中，由于涉及全国、省（市）、县等不同范围级别的实施部署，技术设计存在

着国家级、区域级、省（市）级、县级等不同级别。同时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不同

级别的设计内容之间，也需要在相关内容和指标上进行规范和协调，因此根据调

查监测涉及的范围级别划分设计类别，希望能够指导和统一协调国家、省（市）、

县不同级别的设计内容和指标。另外在标准征求意见稿的专家会上，专家提出目

前还存在按照区域进行调查监测的情况，比如青藏高原森林监测，增加了区域级

类别。 

4）关于总体设计书和技术设计书内容的确定 

在确定总体设计书和技术设计书内容过程中，项目组充分参考、吸收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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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相关技术设计方案、设计书和技术规范要求。标准在起草过

程中，搜集分析了土地、地矿、海洋、测绘、森林、草原、湿地和水资源等行业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相关技术标准共计 174项，测绘技术设计标准 1项。其中，土

地资源调查监测相关技术标准 8 项，地矿资源调查监测相关技术标准 55 项，海

洋资源调查监测相关技术标准 47项，测绘行业相关技术标准 11项，森林资源调

查监测相关技术标准 19 项，草原资源调查监测相关技术标准 8 项，湿地资源调

查监测相关技术标准 4 项，水资源资源调查监测相关技术标准 23 项。同时还充

分参考了基础调查设计相关成果（如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总体方案、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实施方案、TDT 1055-2019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森林、草

原、湿地调查监测设计相关成果（如 2022 年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技

术方案、2022 年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工作专班、2022 年全国森林、

草原、湿地调查监测安全手册），矿产资源调查监测设计成果（如矿产资源国情

调查实施方案、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技术要求）以及各省（市）、县自然资源调查

监测相关的设计书等。标准内容编制过程，还充分考虑已有 DB32/T 2168-2012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CH/T 1004-2005测绘技术设计规定、地质调查

项目设计书编写要求、GB/T 12763 海洋调查规范（所有部分）、GB 17378 海洋

监测规范（所有部分）等有关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设计方面标准的有关内容和

要求，力求本标准相关内容的编写与现有技术设计成果以及相关标准之间达到最

大的融合。 

5）关于附录 E“技术设计书中‘技术方法、工作内容、技术和质量要求’内

容典型示例”的确定 

标准附录“E.1 基础调查”主要依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实施方案、T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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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2019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等相关资料综合整理编制；附录“E.2

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主要依据 2022 年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

技术方案相关内容编制。 

三、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规定的设计程序和设计书内容等要求，在测绘领域已经得到了实验验

证，证明是科学、有效、可行的。同时标准是在综合归纳、总结自然资源调查监

测各类设计文件、规范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规范和指导当前自然资源调查监测

技术设计工作，提高技术设计质量，保证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成果符合技术标准和

满足预期要求，并获得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四、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

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关于设计程序的相关规定与 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质量

管理体系 要求》内容保持一致，而该国际质量体系标准经过国际和国内大量企

业的认证实施证明其是有效、可行的。 

五、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

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经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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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协调，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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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暂不涉及专利。 

九、 实施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

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为使本标准能被准确、一致理解，并得到实际的广泛应用，建议本标准在颁

布实施后，开展相应的标准宣贯和培训工作，使标准使用单位和人员正确理解标

准的技术内容和相关要求。 

编写组将根据有关安排，积极做好标准的宣贯培训工作。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在 2022年 5月 12日召开的标准编制项目组启动会上，专家认为本标准内容

不仅仅局限于技术设计文件的编制，同时还规定了技术设计的过程以及各过程控

制的有关要求，因此提出删去标准名称中“编制”两个字的意见和建议。 

项目组经过讨论分析，建议将标准名称由《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设计编制

规定》修改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设计规定》，理由如下： 

（1）更符合《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标准体系》的规定 

2021年 1月自然资源部发布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标准体系》的标准明细表

中，“100 通用类标准”中有“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设计要求”，去掉目前标

准项目名称中的“编制”，更加符合《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标准体系》； 

（2）标准名称的修改不影响标准的整体结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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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的修改并不影响标准的整体结构和内容，不影响原标准项目的任务

内容。但是通过修改标准名称，可以使标准名称更加符合标准所规定的内容。因

为标准内容除了规定标准技术设计文件编制的相关要求外，还对设计目标、原则、

设计人员、设计的程序、过程和控制要求等提出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