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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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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提出.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湖

南省种质资源保护与良种繁育中心、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资源保护与利用处.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庆文、王旭、杨星星、张思娟、乔卫华、王云高、郑晓明、张丽芳、卢永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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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无人机监测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监测中无人机应用技术的内容、技术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利用无人机对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的设施、目标物种分布、伴生植物及生境等变

化情况进行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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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１６６８　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建设技术规范

NY/T１６６９　农业野生植物调查技术规范

NY/T２２１６　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监测预警技术规程

３　术语定义

NY/T１６６８、NY/T１６６９和 NY/T２２１６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设施监测　facilitymonitoring
对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的隔离设施、监测设施、排灌设施、消防设施、道路等进行跟踪调查和评

价分析.

３２
资源监测　resourcesmonitoring
对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内的目标物种、伴生植物进行定期观测、跟踪调查和评价分析.

３３
环境监测　environmentmonitoring
对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内及其周边影响目标物种生长的环境因素进行跟踪调查和评价分析.

３４
目标物种　targetspecies
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内确定被保护的农业野生植物物种.

３５
伴生植物　associatedplants
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内除目标物种外的其他植物物种.

３６
样方　quadrat
在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内随机选择用于调查资源和生态环境信息的代表性地块.

４　监测内容与方法

４１　设施监测

４１１　监测内容

包括保护点隔离设施、监测设施、排灌设施、消防设施、管护设备、标志碑、标志牌、道路和工作区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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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况.

４１２　监测方法

４１２１　初始信息获取

保护点建成后,按照各项设施的定位信息,绕飞拍摄或定点拍摄各项设施的照片和视频,作为初始信

息储存.

４１２２　定期监测

定期(如每月)按照初始拍摄路线或点位信息进行飞行和拍摄,遇特殊情况(如恶劣天气、火灾、地震、
洪涝灾害等)后及时飞行和拍摄,作为监测信息储存.

４１２３　信息分析

对每次获得的监测信息与初始信息进行比对和分析,评价设施变化情况.

４２　资源监测

４２１　监测内容

包括保护点内被保护目标物种分布及生长状况、伴生植物数量及生长状况等变化情况.

４２２　监测方法

４２２１　初始信息获取

保护点建成后,按照保护点分布图以S型线或对角线设置１５~２０个样方,每个样方面积按草本植

物５m×５m、木本植物１０m×１０m 设置,必要时在特殊地理位置或目标物种具有特殊特性的区域增加

特定样方.按照设置的样方范围确定定位信息,利用无人机定点拍摄每个样方的照片和视频,作为初始信

息储存.

４２２２　定期监测

定期(如６个月)按照４２２１确定的样方定位信息,利用无人机在相同的点位以４２２１中相同的

方式(飞行高度、拍摄角度等)拍摄每个样方的照片和视频,遇特殊情况(如恶劣天气、火灾、地震、洪涝灾害

等)后及时飞行和拍摄,作为监测信息储存.

４２２３　信息分析

对每次获得的监测信息与初始信息进行比对和分析,评价目标物种和伴生植物的变化情况.

４３　环境监测

４３１　监测内容

包括保护点内和保护点外５００m 范围内可能影响被保护目标物种正常生长繁殖的环境因素等变化

情况,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水源破坏、水土流失、森林火灾、外来物种入侵等.

４３２　监测方法

４３２１　初始信息获取

保护点建成后,对保护点周边５００m 范围内的村庄、工矿企业、水流、湖泊、湿地、森林、道路等进行全

域拍摄,通过视频确定现有影响被保护目标物种正常生长繁殖的环境因素,作为初始信息储存.

４３２２　定期监测

定期(如３个月)按照４３２１的拍摄方式进行一次全域拍摄,遇特殊情况(如恶劣天气、火灾、地震、
洪涝灾害等)或人工接收到某些环境因素变化情况后,及时飞行和拍摄,作为监测信息储存.

４３２３　信息分析

对每次获得的监测信息与初始信息进行比对和分析,评价相关环境因素的变化情况.

５　无人机作业

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的要求,参考CH/Z３００５的规定执行.

６　监测信息分析与报告

６１　监测信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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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　人工分析

对无人机拍摄获得的初始信息和监测信息分类进行比较,初步判断设施、资源和环境有无变化.

６１２　图像识别分析

对发现有变化的监测项,利用图像识别系统进行精准比较,判断变化的显著程度,分析造成变化的可

能原因.

６１３　现场查看确认

对监测中有明显变化的,应及时到现场进行人工查看,找出变化原因.

６２　报告

每次监测后,无论是否存在变化均应形成监测报告,内容包括监测时间、监测位置(点位)、监测内容、
出现的主要变化、造成变化的可能原因以及建议采取的措施等.

７　档案管理

所有与无人机监测的资料均应按照保护点相关规定进行归档管理,归档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航摄仪检校参数;

b) 航摄原始数据;

c) 航片 POS文件;

d) 飞行记录表复印件或扫描件;

e) 监测附表以及无人机监测的报表等;

f) 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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