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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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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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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琛、吕玉霞、张玉贤、高严、赵琪彬、谢露蓉、刘小强、刘建军、冯艳芳、汤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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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设计编制规定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的目标原则、涉及的类别，规定了设计程序及要求以及设计书的内

容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开展过程中的设计文件编制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CH/T 1004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然资源  natural resources 

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能产生经济效益，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因素和条件。 
注：本文件中主要是指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湿地、海域海岛等。 

3.2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  survey and monitor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综合利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航空航天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技术（GIS）等现代测绘地

理信息技术，通过测量、外业调查、问卷、数据、文献等手段，获得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湿地、

海域海岛等自然资源的定性化、定量化、空间化的客观信息，并监测其动向和态势的活动。 
注1：自然资源调查包括基础调查和专项调查。 
注2：自然资源监测包括常规监测、专题监测和应急监测。 

3.3 

基础调查  general survey 

国土调查 

对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湿地、海域海岛等自然资源的分布、范围、面积、权属性质等共性特

征开展的调查。 

3.4 

专项调查  special survey 

根据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湿地、海域海岛等自然资源的特性及其专业管理和宏观决策需求，

以查清其数量、质量、结构、生态功能以及其他相关信息为目的的专业性调查活动。 
注1：根据调查对象不同，专项调查可以划分为耕地资源专项调查、森林资源专项调查、草原资源专项调查、水资源专项

调查、湿地资源专项调查、海洋资源专项调查、地下资源专项调查、地表基质专项调查以及其他专项调查等。 

注2：其他专项调查等是指根据自然资源专业管理、决策和业务需要，组织开展的其他专业性自然资源调查工作，如：城

乡建设用地专项调查、野生动物专项调查、生物多样性专项调查、水土流失专项调查、海岸带侵蚀专项调查、荒漠

化和沙化石漠化专项调查以及土壤专项调查等。 

3.5 

常规监测  routine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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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一定的仪器设备，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对包括土地利用在内的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

湿地、海域海岛等自然资源的变化情况定期开展的全覆盖动态监测。 
注：技术手段包括但不限于遥感、测量、外业调查等。 

3.6 

专题监测  special monitoring 
专项监测 
借助于一定的仪器设备，通过遥感、测量、外业调查等手段，对地表覆盖和某一区域、某一类型自然资

源的特征指标进行动态跟踪，掌握地表覆盖及自然资源数量、质量等变化情况的活动。 
注：根据专题监测的类型或区域，包括地理国情监测、重点区域监测、地下水监测、海洋资源监测、生态状况监测以及其

它专题监测等。 

3.7 

应急监测  emergency monitoring 

借助于一定的仪器设备，通过遥感、测量等手段，对突发自然资源事件及时开展的不定期的监测活动。 

3.8 

项目 project 

任务 

由一组有起止日期的、相互协调的受控活动组成的独特过程，以达到符合包括时间、成本和资源的约束

条件在内的规定要求的目标。 
注1：单个项目可作为一个较大项目结构中的组成部分，且通常规定开始和结束日期； 
注2：在一些项目中，随着项目的进展，目标和范围被更新，产品或服务特性被逐步确定； 
注3：项目的输出可以是一个或几个产品（或成果）或服务单元； 

注4：项目组织通常是临时的，是根据项目的生命期而建立的； 
注5：项目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与项目规模没有必然的联系。 

[来源：GB/T 19000—2016，3.4.2，有修改] 

3.9 

设计文件 designing document 

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产品（或成果）固有特性和生产过程或体系提供规范性依据的文件。 
注：主要包括设计书（包括相应的图件等）以及相应的设计更改文件。 

3.10 

设计输入  design input 

与成果（或产品）、生产过程或生产体系要求有关的、设计输出必须满足的要求或依据的基础性资料。 
注：设计输入通常又称设计依据。 

3.11 

设计输出  design output 

设计过程的结果。 
注：设计输出的表现形式为设计文件。设计文件包括设计书、设计更改文件（或更改单）等。 

[来源：GB/T 19000—2016，3.7.5，有修改] 

3.12 

设计过程  design process 

利用设计输入实现设计输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活动。 
注1：设计过程的“预期结果”为设计文件； 

注2：设计过程通常由一组设计活动构成，主要包括设计策划、设计输入（即设计依据）、设计控制、设计输出、设计更

改（必要时）。 

[来源：GB/T 19000—2016，3.4.1，有修改]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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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评审  design review 

对设计文件实现所规定目标的适宜性、充分性或有效性的确定。 
[来源：GB/T 19000—2016，3.11.2，有修改] 

3.14 

设计验证  design verification 

通过提供客观证据对设计规定要求已得到满足的认定。 
注1：验证所需的客观证据可以是检验结果和其他形式的确定结果，如：调查监测试点、变换方法进行计算或文件评审。 

注2：为验证所进行的活动有时被称为鉴定过程。 

注3：“已验证”一词用于表明相应的状态。 

[来源：GB/T 19000—2016，3.8.12，有修改] 

3.15 

设计确认 verification 

通过提供客观证据对设计特定的预期用途或应用要求已得到满足的认定。 
注1：确认所需的客观证据可以是实验结果或其他形式的确定结果，如：变换方法进行计算或文件评审。 

注2：“已确认”一词用于表明相应的状态。 

注3：确认所使用的条件可以是实际的或是模拟的。 

[来源：GB/T 19000—2016，3.8.13，有修改] 

3.16 

设计变更文件  correcting document for technical designing 

设计更改过程中由设计人员提出、并经过评审、验证（必要时）和审批的设计文件。 
注：设计变更文件既可以是对原设计文件的更改，亦可是对原设计文件的补充。 

4 通则 

4.1  目标和总体原则 

编制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文件的目标是制定切实可行的设计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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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方案设计、严格的设计管理，可有效保

障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的质量。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宜遵循以下总体原则： 

a) 坚持先设计再实施。不宜边设计边实施、无设计就实施，避免因设计缺陷导致质量问题； 

b) 重视确定设计依据。充分收集并认真分析、充分利用调查监测区域过往相关调查监测成果（或产

品）和相关资料；对于外业调查监测，必要时进行实地勘察，并编写踏勘报告。设计依据充分、适

宜，且完整、清晰； 

c) 遵循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根据设计依据内容，充分考虑成果使用者的要求，遵循适用的法律法规

和国家、行业、地方的相关标准规范，重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d) 设计方案先考虑整体而后局部，且顾及发展需求。根据调查监测区域实际情况，考虑实施部门、组

织的资源条件（如人员的技术能力和软、硬件配置情况等），挖掘潜力，选择最适用的方案； 

e) 积极采用适用的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加强有效性验证，力争最佳的经济效益、工作成果、社

会效益； 

f) 具有可操作性。设计文件是承担部门、组织开展相关工作的指南，面向承担外业调查、内业数据获

取处理、数据建库、成果整理和服务等各个环节管理、技术人员，可操作性是确保方案顺利实施

的重要保障。 

4.2  对设计组织和设计人员要求 

4.2.1 对设计组织要求 

对设计组织要求如下： 

a) 承担设计任务的组织应根据具体设计任务类别和要求，安排适宜的设计人员和相关资源，并按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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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程序要求组织设计活动； 

b) 设计组织应对设计内容、质量负责；发现问题，应按有关程序及时处理因设计缺陷造成的质量问

题。 

4.2.2 对设计人员要求 

对设计人员要求如下： 

a) 应具有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生产实践经验，具备完成有关设计任务的能力； 

b) 应具有责任感和创新意识，了解、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等国家政策，熟悉相关国家、行业、地方相

关标准。 

c) 应了解、分析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项目任务的实际情况，并积极收集类似设计内容（或文件）执行的

有关情况，明确各项设计输入内容； 

d) 应了解、掌握相关单位的资源条件（包括人员的技术能力，软、硬件装备情况）、调查监测能力、

质量状况等基本情况； 

e) 应根据组织相关要求负责设计交底； 

f) 应根据组织相关要求参与调查监测质量问题分析和技术协调。 

5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类别 

5.1  按照设计进程划分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方案设计工作按照设计工作进程分为总体设计和技术设计： 
a) 总体设计：是对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项目进行的综合性整体设计，即对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项目实施的

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实施方案、主要成果以及组织实施保障等技术和管理措施进行的总的策划设

计。 

b) 技术设计：是对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活动的技术要求进行设计。它是在总体设计基础上，根据自然资

源调查监测活动内容进行的具体设计，是指导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生产的主要技术依据。 

5.2  按照调查监测涉及的范围级别划分 

按照范围级别分为国家级、区域级、省（市）级、县级等不同级别的技术设计。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实施方案、XX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设计、XX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设计等。 

分级实施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应保证调查监测口径统一、分类指标清晰、技术方法科学、质量要

求明确。下一级技术设计应在上一级技术设计基础上进行细化，细化的内容指标不应与上一级技术设计相关

内容指标冲突。 

5.3  按照调查监测任务性质和内容划分 

按照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任务性质和内容不同，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可划分为以下类别： 

a) 自然资源调查设计。主要包括： 

1)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设计； 

2) 自然资源专项调查设计。 

b) 自然资源监测设计。主要包括： 

1）自然资源常规监测设计； 

2）自然资源专题监测设计； 

3）自然资源应急监测设计。 

c) 数据库建设设计； 

d) 统计、分析、评价设计； 

e) 其他设计。主要包括 

1）测绘技术设计； 

2）其他相关设计。 

    根据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具体任务情况，可将上述设计类别进行整合。例如，自然资源基础调查设计可自

然资源基础调查、数据库建设，统计、分析、评价等设计内容；再例如，根据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任

务具体情况，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技术设计可整合森林、草原、湿地专项调查设计及其监测设计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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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类别见表1。 

表1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类别 

设计类别名称 备注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自然资源调查设计 自然资源基础调查设计  

自然资源专项调查设计： 

    耕地资源专项调查设计 

森林资源专项调查设计 
草原资源专项调查设计 

水资源专项调查设计 

湿地资源专项调查设计 

海洋资源专项调查设计 

地下资源专项调查设计 

地表基质专项调查设计 

其他自然资源专项调查设计等 

1）各专项调查

设计，可根据具

体情况包括部分

监测内容； 

2）各专项调查

设计，可根据专

项调查的具体情

况，进一步进行

设计分类 

自然资源监测设计 自然资源常规监测设计  

自然资源专题监测设计 

地理国情监测设计 

重点区域监测设计 

森林、草原、湿地监测设计 

地下水监测设计 

海洋与生态预警监测设计 

生态状况监测设计 

其它专题监测设计等 

 

自然资源应急监测设计  

数据库建设设计   

统计、分析、评价设计   

其他设计 测绘技术设计  

其他相关设计  

6 设计程序及要求 

6.1 设计程序通则 

设计文件是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开展的主要技术依据，也是影响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能否满足技术标准和预

期要求的关键因素。承担调查监测设计任务的组织、机构或部门应建立、实施和保持设计程序并对设计过程

进行有效控制，以确保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的顺利实施和设计输出的设计文件满足相关规定要求的适宜

性、充分性和有效性，并确保后续产品（或成果）的提供。 

承担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任务的组织、机构或部门应按照设计策划、设计输入、设计控制、设计输

出、设计更改（必要时）的程序组织并实施。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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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设计程序 

6.2  设计策划 

6.2.1 设计任务实施前，承担调查监测设计任务的组织或部门应指定设计策划负责人，对设计的各阶段及其

控制进行策划。 

6.2.2  设计策划宜考虑以下内容： 

a） 设计任务的性质、持续时间和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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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设计实施的过程阶段（包括适用的设计评审）； 

c） 所需的设计验证、确认活动； 

d） 设计过程涉及的职责和权限； 

e） 设计所需的内部、外部资源（如设备、设施、人员、经费等）； 

f） 设计过程参与人员之间接口的控制； 

g） 用户参与设计过程的需求； 

h） 对后续产品（或成果）和服务/应用提供的要求； 

i） 用户和其他相关方所期望的对设计过程的控制要求； 

j） 证实已经满足设计要求所需的成文信息。 

设计策划的具体内容按照附录A的相关规定执行。 

6.3  设计输入 

6.3.1  设计输入是设计的依据。编写设计文件前，应首先确定设计输入，设计输入的确定由设计负责人负

责并形成书面文件，并由设计策划负责人负责对其充分性和适宜性进行审核。 

6.3.2  设计输入应根据具体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项目（或任务）而定。通常情况下，调查监测设计输入宜

考虑以下内容： 

a） 对产品（或成果）、服务的功能和性能要求，如项目任务书、用户要求或合同等； 

b） 以前类似设计活动的信息，包括以前类似活动的设计文件及其实施、总结情况等； 

c） 收集的已有的调查监测产品（或成果）、服务等相关资料，项目踏勘报告等； 

d）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e） 适用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规范； 

f） 设计需满足的其他要求。 

针对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的目的，设计输入应充分、适宜、完整、清楚。 

对于相互矛盾的设计输入应予以处理、解决。 

6.3.3  设计输入及其评审的有关内容按照附录B的相关规定。 

6.4  设计控制 

6.4.1 概述 

承担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任务的组织或部门应对设计过程进行控制，以确保： 

a） 编制的设计文件内容为拟获得的结果； 

b） 实施评审活动，以评价设计文件满足要求的能力； 

c） 实施验证活动，以确保输出的设计文件成果满足设计输入的要求； 

d） 实施确认活动，以确保形成的产品（或成果）、服务能够满足规定的使用要求和预期用途； 

e） 针对评审、验证和确认过程中确定的问题采取必要措施； 

f） 上述活动形成书面记录。 

设计控制的相关内容按照附录C的相关规定执行。 

设计的评审、验证和确认具有不同目的。根据产品（或成果）、服务的具体情况，可单独或以任意组合

的方式进行。 

6.4.2 设计评审 

6.4.2.1  启动 

在设计的适当阶段，应依据设计策划的安排（见6.2）对设计文件进行评审，以确保达到规定的设计目

标。 

6.4.2.2  实施要求 

设计评审应确定评审依据、评审目的、评审内容、评审方式以及评审人员等，其主要内容和要求如下： 

a） 评审依据：设计输入的内容； 

b） 评审目的： 

1） 评价设计文件满足要求（主要是设计输入要求）的能力； 

2） 识别问题并提出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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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评审内容：送审的技术设计文件或设计更改内容及其有关说明； 

d） 依据评审的具体内容确定评审的方式，包括传递评审、会议评审以及有关负责人审核等； 

e） 参加评审人员：评审负责人、与所评审的设计阶段有关的职能部门的代表，必要时邀请的有关专家

等。 

设计评审控制的相关内容按照附录C的相关规定执行。 

6.4.3 设计验证 

6.4.3.1  启动 

为确保编制的设计文件满足输入的要求，应依据设计策划的安排（见6.2），对设计文件进行验证。 

6.4.3.2  实施要求 

6.4.3.2.1  验证方法 

根据设计文件的具体内容，设计验证的方法可选用： 

a）将设计输入要求和/或相应的评审报告与其对应的输出进行比较校检； 

b）试验、模拟或试用，根据其结果验证输出符合其输入的要求； 

c）对照类似的调查监测产品（或成果）进行验证； 

d）变换方法进行验证，如采用可替换的计算方法等； 

e）其他适用的验证方法。 

6.4.3.2.2  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工艺对设计验证的要求 

设计方案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工艺时，应对设计文件进行验证。验证宜采用试验、模拟或试用等方

法，根据其结果验证设计文件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6.4.3.2.3  设计验证控制相关内容 

设计验证控制的相关内容按照附录C的相关规定执行。 

6.4.4 设计确认 

6.4.4.1  启动 

为确保调查监测产品（或成果）满足规定的使用要求或已知的预期用途的要求，应依据设计策划的安排

（见6.2）对设计文件进行确认。 

6.4.4.2  实施要求 

设计确认活动主要内容和要求如下： 

a） 设计确认依据：主要包括设计输入内容、设计评审和验证报告等。 

b） 设计确认方法：设计文件报批之前，承担设计任务的组织、机构或部门的法人单位应对其进行全面

审核，并在设计文件和/或产品样品上签署意见并签名（或章）； 

c） 经设计确认后，设计文件一式二至四份报设计任务的委托组织/部门批准。 

设计确认控制的相关内容按照附录C的相关规定执行。 

6.5  设计输出 

6.5.1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输出应： 

a） 满足设计输入的要求； 

b） 满足后续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成果和服务提供/应用过程的需要； 

c） 包括或引用检查和验收的要求，适当时，包括接收准则； 

d） 规定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成果和服务的特性，这些特性对于其预期目的、安全和正常提供/应用是必需

的； 

6.5.2  设计输出成果包括设计文件以及相应的设计变更文件。 

6.5.3  编写设计书时，当用文字不能清楚、形象地表达其内容和要求时，可采用设计图、图表等形式表

现。 

6.6  设计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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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更改应满足： 

a） 设计文件一经批准、实施，不应随意更改； 

b） 当调查监测任务发生变化时，应对设计文件进行修改或补充； 

c） 当调查监测任务发生重大调整时，应重新编制设计文件； 

d） 承担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设计任务的组织或部门，应对设计期间以及后续所做的设计更改进行适当的

识别、评审和控制并满足输出的要求（见6.3、6.4、6.5），以确保这些更改对满足相关要求不会产

生不利影响。 

设计更改后形成设计变更文件或新的设计文件。 

7 设计书的内容和要求 

7.1  设计书基本要求 

设计书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a) 内容充分考虑不同设计类别（见第5章）的具体要求，结构满足7.3或7.4条规定； 

b) 编制程序满足第6章的规定； 

c) 结构合理、思路清晰，重点突出、内容完整。附图、附表、附件等齐全； 

d) 内容明确，文字简练。对标准或规范中已有明确规定的，一般可直接引用，并根据引用内容的具体

情况，标明所引用标准或规范名称、日期以及引用的章、条编号，且在引用文件中列出；对于作业

生产中容易混淆和忽视的问题，重点描述； 

e) 名词、术语、公式、符号、代号和计量单位等与有关法规、标准一致； 

f) 设计书的幅面、封面格式和字体、字号按照附录D的相关规定执行。 

7.2  设计书名称 

设计书名称宜满足： 

a） 任何设计书均应有名称； 

b） 设计书名称可根据具体设计类别命名。例如：总体设计书名称通常采用“项目（或任务）名称+总体

方案/实施方案/总体要求等”，技术设计书名称通常采用“项目（或任务）名称+技术设计/技术要

求/实施方案/实施细则等”； 

c） 随着项目（或任务）的进展，其目标和范围被更新，具体的项目（或任务）名称可能会被更新，设

计书的名称亦可相应更新； 

d） 分级设计的设计书名称通常采用不同的行政区域名称区分其设计级别及其关系。例如：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实施方案、XX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设计、XX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设计； 

e） 根据管理需要，设计书亦可用文件通知的形式下发。如：2021年度全国森林资源调查监测总体方案

是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1年度全国森林资源调查监测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

〔2021〕57号）下发的。 

f） 设计更改文件的名称通常由“原设计文件名称+变更文件+（编号）”。其中，编号依次为阿拉伯数

字1、2、3……。 

7.3  总体设计书 

7.3.1 概述 

总体设计书内容主要包括工作目标（或目的意义等）、主要任务（或主要工作内容等）、实施方案

（或技术路线、技术方法等）、预期成果、保障措施以及其他相关要求等。 

7.3.2 工作目标 

确定或描述项目的目标和（或）原则、目的、意义、背景、项目基础（或工作现状与存在问题）、已有

资料等相关信息。 

7.3.3 主要任务 

确定或描述项目的主要任务和/或主要工作内容/主要技术指标等相关信息。 

7.3.4 实施方案/技术路线和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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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项目实施的主要技术路线、技术方法、主要技术要求等。 

7.3.5 预期成果 

规定项目预期成果类型及其主要要求等。 

7.3.6 保障措施 

确定项目实施的进度安排、组织保障、安全保障、技术保障、质量保障措施、经费保障以及资源保障等

相关措施。 

7.3.7 其他相关要求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确定或描述相关要求或信息。根据具体需求，可在以上内容的基础上增加相关内

容。 

7.4  技术设计书 

7.4.1 概述 

技术设计书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或任务）基本情况、资料（数据）情况及利用分析、作业依据、技术方

案、保证措施、附件等。 

7.4.2 项目（或任务）基本情况 

说明项目（或任务）目标、目的意义、实施原则、主要任务、作业区情况（如范围、地理、社会、经济

等）以及其他相关信息等。 

7.4.3 资料（数据）情况及利用分析  

说明收集准备资料的名称、类型、数量、形式、主要质量情况说明和评价等；说明资料利用的可能性、

利用方案以及存在问题、注意问题等。 

7.4.4 作业依据 

说明作业中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技术性文件，或说明设计文件中引用的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技术文

件。 

7.4.5 成果（或产品）主要技术指标 

说明成果（或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或其主要内容、规格等。 

7.4.6 技术方案 

7.4.6.1  技术路线（或工艺流程） 

说明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实施的主要过程和这些过程之间输入、输出的接口关系。必要时，应结合流程图

或其他形式清晰、准确地规定出生产作业的主要过程和接口关系。 

7.4.6.2  硬件和软件配置要求 

规定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实施过程中所需的主要硬件、软件，主要包括： 

a） 规定调查监测实施过程中对主要调查监测仪器、数据处理、数据存储、数据传输网络、主要安全保

障（如交通工具、通信设施）等设备设施的要求； 

b） 规定调查监测实施过程中对主要应用软件的要求。 

7.4.6.3  技术方法、工作内容、技术和质量要求 

根据具体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任务的类型，分别说明任务实施的技术方法、工作内容、技术和质量要求

等。该内容的设计编制是技术设计书的核心。 

以基础调查，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测绘等技术设计书为例，给出了“技术方法、工作内容、技

术和质量要求”等具体内容的示例，其具体内容按照附录E的相关规定执行。 

7.4.7 主要成果（或产品）及其要求 

说明项目（或任务）提交成果（或产品）的种类、形式、数据组织及其内容、格式以及其他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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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7.4.8 保障措施 

说明保障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项目（任务）完成的进度、组织、技术、质量、安全及劳动保护等措施。 

7.4.9 其他要求/附件 

其内容包括： 

a) 需进一步说明的技术要求； 

b) 有关的设计附图、附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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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设计策划 

  

表A.1给出了设计策划的内容和要求的参考模板。 

表A.1 设计策划的内容和要求 

设计任务名称  项目编号  

委托单位  策划依据  

设计策划负责人  其他策划人员  

设计文件编制人 

总负责  技术负责  

编制人  

设计过程 负责人 时间要求 备注 

设计输入    

设

计

过

程

安

排 

设计评审    

设计验证    

设计确认    

设计输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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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设计输入和评审 

表B.1给出了设计输入和评审模板示例。 

表 B.1  设计输入和评审 

设计名称 
 设计输入

编写人 

 
时间 

 

设  

计  

输  

入  

内  

容 

序

号 
设计输入文件名称 适用性评价 备注 

1 
   

2 
   

3 
   

4 
   

5 
   

6 
   

7 
   

8 
   

 
   

 
   

 
   

输入评审 

负责人 
 参加评审人员 

 

评审意见和结论： 

 

 

 

 

 

 

 

                                          负责人：                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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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设计过程控制 

  

表C.1给出了设计过程控制的内容和要求的模板示例。 

表 C.1  设计过程控制的内容和要求 

设计文件名称  设计负责人  

 

 

 

 

 

设 

 

 

计 

 

 

评 

 

 

审 

评审依据  评审方式  

评审负责人  评审时间  

参加 

评审人员 
 

评审内容  

评审意见及结论 

 

 

设 

 

计 

 

验 

 

证 

 

是否需要验证  验证负责人  

验证方法  
验证时间 

安排 
 

验证意见及结论 

 

设 

 

计 

 

确 

 

认 

 

确认内容  确认负责人  

确认方法  确认时间  

确认意见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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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幅面、封面格式和字体、字号 

 

D.1  幅面 

设计文件采用GB/T 788规定的A系列规格纸张的A4幅面（210mm×297mm），以便于阅读、复印和保

存。 

D.2  封面格式 

D.2.1  正封面格式 

设计文件的正封面格式见图D.1。 

D.2.2  副封面格式 

设计文件的副封面格式见图D.2。以行政通知/文件形式下发的设计文件，亦可不包含副封面。 

D.3  设计书的字号和字体和行间距 

设计文件的字号和字体见表D.1。 

设计文件正文的行间距采用1.5倍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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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设计文件中的字号和字体 

序号 页别 文字内容 字号和字体 

01 
正、副封面 

名称 二号黑体 

02 其他文字 四号仿宋 

03 
目次 

目次 三号黑体 

04 目次内容 小四号宋体 

05 

各页 

章、条的编号和标题 小四号黑体 

06 图、表的标题 小四号黑体 

08 条文的注、脚注 五号宋体 

09 图和表的注、脚注 五号宋体 

10 图和表中的数字、文字 五号宋体 

11 图、表右上方关于单位的陈述 五号宋体 

12 其他内容 小四号宋体 

13 
附录 

附录编号和标题 小四号黑体 

14 附录内容 小四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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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级
a
：                                                         项目编号： 

 

 

 

 

 

 

项目（任 务）名称 

总体/技术设计 

 

 

 

 

 

 

 

 

 

 

 

设计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a
 “密级”系按国家规定划分的保密等级；根据项目（任务）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需要填写。 

 

图 D.1  设计文件正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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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名  称 

总体/技术设计书 

 

 

 

 

设计负责人： 

主要设计人： 

承担单位（盖章）： 

承担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批准单位（盖章）： 

审批意见： 

审 批 人： 

             年   月   日 

    

 

图 D.2  设计文件副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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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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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基础调查 

E.1.1  内业数据处理 

主要阐述内业数据处理各环节的技术方法、工作内容、技术和质量要求等，包括以下内容： 

a) 权属界线上图：阐述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城镇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外国有土地使用权上图的原则、方

法、要求； 

b) 线状地物勾绘：阐述线状地物处理的流程、方法等； 

c) 地类图斑提取：阐述地类图斑判读解译、边界勾绘、地类预判的原则、方法等； 

d) 外业调查核实图斑提取：阐述内业提取地类图斑、线状地物图斑进行分析、判断，提取外业调查核

实的图斑并进行分类标记的方法； 

e) 举证图斑提取：阐述内业信息提取图斑判别、选取实地举证图斑并进行分类的方法； 

f) 调查数据制作：阐述城市、建制镇、村庄范围界定的原则与方法，说明地籍调查、地名地址、城镇

村庄规划等资料的利用情况，数据转换、抽取或数字化以及制作城镇村庄内部调查底图的技术方法、

技术流程等； 

g) 外业底图制作：阐述内业信息提取数据分类、分层、外业底图配置、成果输出的流程与方法。 

E.1.2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主要阐述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各环节的技术方法、工作内容、技术和质量要求等，包括以下内容： 

a) 地类样本采集：阐述对本区域涉及的所有地类，选取典型地块，进行地类样本采集方法、要求； 

b) 地类认定：阐述地类认定的原则、标准，重要地类、特殊地类的认定，设施农用地、临时用地、动

土、可调整地类等情况的地类认定等； 

c) 图斑调查：阐述地类图斑的调绘精度、调绘方法； 

d) 新增地物补测：阐述新增地物补测的方法、精度要求； 

e) 线状地物调查：阐述线状地物调查、调绘的方法； 

f) 图斑标注：阐述耕地种植属性调查、园地细化调查、草地细化调查、工业用地细化调查及图斑标注

的情况； 

g) 图斑举证：阐述图斑举证的要求、举证照片拍摄技巧、注意事项； 

h) 图斑衔接：阐述不同类别土地利用现状图斑界线、属性衔接的原则、重点、要求和注意事项等； 

i) 调查表格填写：阐述外业调查表格（含电子表格）填写的内容、要求、注意事项； 

j) 权属界线补充调查：阐述因土地权属状况或界址发生变化等开展权属补充调查的程序、方法； 

k) 调查接边：阐述不同行政区界线两侧公路、铁路、河流等重要地物，对影像特征明显的地物界线图

斑界线，以及对其它地类、权属等属性信息接边的方法、精度要求等； 

l) 其它问题的处理：阐述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如田坎调查、海岛调查、军事用地调查等。 

E.1.3  数据库建设 

主要阐述数据库建设各环节的技术方法、工作内容、技术和质量要求等，包括以下内容： 

a) 技术方法：阐述数据库建设的技术路线、流程以及总体设计的技术方法； 

b) 数据准备：阐述对外业过程数据、成果数据、记录数据等相关数据整理的过程； 

c) 数据处理：阐述权属界线上图、碎图斑的处理方法，数据编辑、分层、检查、处理的过程，确定坡

度分级的方法； 

d) 拓扑关系构建：阐述拓扑关系构建及拓扑检查的内容和要求； 

e) 属性数据采集：阐述数据属性结构及属性数据录入，对数据校验和逻辑检查的方法； 

f) 数据入库：阐述数据库建库规范、土地调查数据库及专项数据库建设的过程、方法； 

g) 数据库质量检查：阐述数据库自检等质量检查控制的内容、方法； 

h) 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阐述按照国家及省市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建立相应数据库管理系统过程、方

法，包括系统设计、系统的功能、技术要求等。 

E.1.4  数据统计汇总与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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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各项数据统计汇总分析的要求、方法及主要成果。 

E.1.5  图件编制 

阐述图件编制的内容、比例尺、规范、技术要求、方法、工艺流程及质量控制等。 

E.2  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 

E.2.1  图斑调查监测 

主要阐述图斑调查监测的技术方法、工作内容、技术和质量要求等，主要包括： 

a) 技术方法：阐述图斑调查监测的技术方法、内容及其技术要求等； 

b) 作业流程：分别阐述调查监测底图制作、遥感区划判读、验证核实、数据更新等作业过程、内容和

技术要求； 

c) 其他相关要求：阐述其他图斑调查监测相关的技术质量要求。 

E.2.2  样地调查 

主要阐述样地调查的技术方法、工作内容、技术和质量要求等，主要包括： 

a) 技术方法：阐述样地调查的技术方法、作业内容及其技术、质量要求等，主要包括： 

1）抽样设计方法：分别阐述抽样框架、样本数量、样地设计等技术方法要求； 

2）调查方法：分别阐述实地调查、目测调查、模型估测等技术方法要求。 

b) 作业流程：分别阐述森林样地、草原样地、湿地样地调查的作业过程及其技术要求等，主要包括： 

1）森林样地：分别阐述森林样地判读、样地调查、样地属性更新等调查判定过程、内容和技术要求

等； 

2）草原样地：分别阐述草原样地设置、样地调查等调查判定过程、内容和技术要求等； 

3）湿地样地：分别阐述湿地样地设置、样地调查等调查判定过程、内容和技术要求等。 

E.2.3  统计分析 

主要阐述森林、草原、湿地资源主要统计指标的产出过程、方法和技术要求等。 

E.2.4  其他技术要求 

主要阐述除了E.2.1、E.2.2、E.2.3要求外的其他技术方法要求，主要包括： 

a) 基础数据要求：阐述对基础数据的平面坐标、高程基准、投影、分幅等基本要求，阐述对遥感影像

数据的质量要求等； 

b) 调查精度要求：分别阐述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的主要精度要求等； 

c) 主要指标精度要求： 

1）森林：分别阐述生物量、碳储量、蓄积量、林木总生长量、林木总消耗量等主要指标精度要求； 

2）草原：分别阐述草原产草量、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等主要指标精度要求； 

3）湿地：阐述湿地主要指标精度要求； 

4）其他技术指标：阐述森林、草原、湿地图斑特定情况下的技术要求和主要指标等。 

E.3  测绘 

    测绘专业技术设计书根据专业测绘活动内容的不同包括大地测量、摄影测量与遥感、野外地形数据采集

及成图、地图制图与印刷、工程测量、界线测绘、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建库等相关的专业技术设计。各专业技

术设计书内容的具体要求应符合CH/T 1004相关规定。 

 

  



TD/T ×××× —20×× 
 

        

 
21 

参 考 文 献 

 

 

[1] GB/T 788-1999  图书和杂志开本及其幅面尺寸  

[2] GB/T 12763（所有部分） 海洋调查规范 

[3] GB 17378（所有部分） 海洋监测规范 

[4] GB/T 19000—2016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5] GB/T 19001—2016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6] GB/T 25875—2010  草原蝗虫宜生区划分与监测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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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DZ/T 0283-2015  地面沉降调查与监测规范 

[9] NY/T 1233-2006  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10] NY/T 2998-2016  草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 

[11] SL 373-2007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12] TD/T 1055-2019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13]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自然资发〔2020〕15号） 

[14]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质量管理导则（试行）(自然资办发〔2021〕49号)  

[15] 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总体方案（国土调查办发〔2018〕1号） 

[16]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实施方案（国土调查办发〔2018〕18号） 

[17] 自然资源标准体系（自然资办发〔2022〕18号） 

[18] 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试行)，国家林业局，2008年12月 

[19] 全国湿地资源调查与监测技术规程（试行）（林湿发[2008]265号） 

[20] 2022年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工作方案（自然资发〔2022〕65号） 

[21] 2022年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技术方案（自然资发〔2022〕65号） 

[22] 森林、草原、湿地野外调查监测安全手册（自然资发〔2022〕65号） 

[23] 关于开展2021年度全国森林资源调查监测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57号） 

 

 

http://zxd.sacinfo.org.cn/default/com.sac.tpms.core.common.detailForSearch.projectDetailInfo.flow?projectID=2622&stage=stdstore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173e0e40m20w0660t42408s0f3441505
http://gi.mnr.gov.cn/202204/P020220402615561256410.wps
http://gi.mnr.gov.cn/202204/P020220402648789216411.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