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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为提高草地野外调查效率，广泛推进无人机在草地生物多样性调查中的应用，

根据《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于 2022年 11月提出《草地植物多样性无人机遥感调查技术规范》新标准立项建

议，并正式通过新标准立项计划。

1.2 编制过程

（1）前期研究

通过前期调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监测等相关技术文献进行了研

究，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意见》、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等重要文件和政策

法规进行了查阅，分析了当下对无人机遥感、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生物多样性调查

中进行应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确定了草地植物多样性无人机遥感调查的可行性

和有效性，为该标准的提出和立项申请提供了依据。

（2）编制调研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牵头成立了标准编制组，搜集了国内外相关政

策、法规、标准或技术资料，通过会谈座谈、查阅资料等多种方式开展调研，在

此基础上确定标准框架及思路，编制形成《草地植物多样性无人机遥感调查技术

规范》草案。

（3）标准立项

2022年 11月 25 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组织召开标准立项评审会，对立项

材料进行技术审查，经过专家论证，同意以《草地植物多样性无人机遥感调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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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范》的名称立项，并对标准下一步的研编工作提出了指导和方向。

（4）标准编制

标准编制组于 2022年 12月组织参编单位召开工作讨论会，制定了标准研编

计划，部署了工作任务及分工。2022年 12月至 2023年 3月，编制组多次召开

内部讨论会，并征求相关外部专家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研讨和修订，形成标

准征求意见稿。

（5）征求意见稿审查

2023年 3月 30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组织召开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

专家组同意标准按照建议修改完善后公开征求意见。2023年 4月中旬，编制组

按照专家建议，修改完善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 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确定了先进性、实用性等编制原则。

随着无人机技术及多种遥感载荷技术的发展，区域化、高效率的机载监测工

作已为传统地面调查，尤其是为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本

标准弥补了无人机载技术在草地植物多样性调查工作应用中的缺失，为相关技术

应用及数据管理提供了标准依据，充分体现了技术应用的先进性。

本文件对草地植物多样性调查工作流程提供了较为完善的要求，涉及到前期

准备、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参数获取、数据归档等，详细描述了各环节工作

的方法、精度、成果管理等方面的具体要求，确保了标准的实用性。

3.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标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工作流程、调查准备工

作、数据采集与预处理、植物多样性调查参数获取、成果整理与归档等 8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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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附录。标准所规定的主体工作，是对基于无人机获取的可见光影像、多光谱

影像以及激光雷达点云等一种或多种数据进行处理和计算，获得物种丰富度、频

度、高度、盖度、生物量等参数，并利用地面调查结果对参数进行验证，最终将

结果按照一定要求进行整理和归档。

主体工作具体包括：

（1）准备工作：方案设计与作业区域资料获取、无人机平台及载荷选型、

调查样地设置、飞行前准备。

（2）数据采集与预处理：机载可见光影像、机载多光谱影像、机载激光雷

达数据的采集，以及地面验证数据的采集。

（3）植物多样性调查参数获取：植物多样性参数提取（物种识别、物种丰

富度、物种频度、物种多样性指数）、植被结构参数提取（盖度、高度）、生物量

提取。

（4）成果整理与归档。

4. 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本文件涉及的无人机数据采集、地面样方调查等主要工作依托重点研发项目，

3家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鄂尔多斯市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工

作。样地涵盖了典型草原、草甸草原与荒漠草原，有充足的代表性。应用无人机

采集了植物物种、生态参数等描述生物多样性的相关数据。

5. 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本标准的内容不涉及专利。

本标准参考了如下规范性文件：

GB/T 27663-2011 全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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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9616-2020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络实时动态测量（RTK）规范

GB/T 41280 卫星遥感影像植被覆盖度产品规范

CH/T 2009-2010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

CH/T 8024-2011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技术规范

CH/Z 3001 无人机航摄安全作业基本要求

CH/Z 3005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

HJ 1168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草地生态系统野外

观测

NY/T 2998 草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

T/CECS 790-2020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工程应用技术规程

6.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说明

本文件未采用国际标准相关内容。

7. 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无重大意见分歧。

8. 标准推广应用措施及预期效果

（1）组织标准宣贯培训，争取标准颁布实施后尽快在行业推广。

（2）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开展标准的应用试点，有重点、有计划的推行

本标准。

（3）对本标准实施情况进行调查，掌握动态，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

及时解决实施中的问题，不断修改完善，提升标准水平，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合

理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9.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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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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