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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吉林省林业信息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顾寒琳、王牧原、王公博、程莹、靳军、高雪菘、郑鹏思、谢远飞、张斯达、

孙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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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信息化监测系统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自然保护地信息化监测系统的总体架构、前端感知、网络传输、数据管理和监测控制。 

本标准适用于自然保护地信息化监测系统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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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798  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 

GB/T 28443  导航电子地图图形符号 

GB/T 37025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174-2017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464  视频显示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CH/Z 9001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技术规范 

LY/T 1662.2  数字林业标准与规范 第2部分：林业数字矢量基础地理数据标准 

LY/T 1662.3  数字林业标准与规范 第3部分：卫星遥感影像数据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然保护地信息化监测系统  information monitoring system of nature reserves 

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对自然保护地各项因子、干扰和灾害数量、质量性状、利用状况及其变化方面

的监控和测定，反映自然保护地的资源信息时空动态变化过程的监测系统。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SNMP: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4G: 第四代的移动信息系统 (the 4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5G: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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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体架构 

总体架构图见图1。 

 

图1  

6 前端感知 

6.1 遥感卫星监测 

应符合LY/T 1662.3中的规定。 

6.2 无人机监测 

应具备以下功能： 

a) 信息采集与投放； 

b) 无人机主体、导航、有效载荷、现场控制、数据链、发放回收； 

c) 控制权移交； 

d) 一对多、多对一的地面站通信； 

e) 更换、搭载光学成像、测绘、投放、中继多种类型载荷。 

6.3 地面视频监控 

6.3.1 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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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备以下功能： 

a) 烟火、人员、车辆、生产工具、动植物分类识别与报警功能和人脸识别； 

b) 与遥感卫星、无人机、巡护系统融合的图像联动接力监控与管理； 

c) 关键路口流量统计； 

d) 自动触发拍摄、无线传输、图像抓拍、本地存储、声音采集、模拟动物发音、远程唤醒； 

e) 具有人、车、生产工具分类识别能力的识别前置。 

6.3.2 部署要求 

6.3.2.1 动保监测相机应主要部署在动物定居区域、经常出现区域、视野较为开阔的区域和相对重点

监测区域（如水源地、山洞等）。 

6.3.2.2 人员、车辆、生产工具监测相机应部署在道路及人员经常出现区域。 

6.4 生态因子物联网采集 

6.4.1 功能要求 

应具备以下功能： 

a) 风速、风向、温度、湿度、气压、降水量、辐射度、气象能见度、日照时数、蒸发、地温、冻

土、地面状态 13 个气象因子采集上传； 

b) 水文水质因子采集上传； 

c) 土壤因子采集上传； 

d) 物联网关管理功能，网关数据传输应符合 GB/T 37025 中的规定。 

6.4.2 部署要求 

生态因子物联网采集设备的部署位置应保证周边环境开阔，保证设备的感应面通风不受遮阴。周边

10 m范围内不宜有障碍物。 

6.5 智能应用移动终端 

应具备以下功能： 

a) 资源调查； 

b) 野生动物保护； 

c) 知识库； 

d) 信息通信与指挥。 

6.6 供备电 

6.6.1 供电距离较近时（如小于 1.5 公里）宜采用交流市电直接供电。 

6.6.2 供电距离较远(如大于 2～4 公里)且用电负载较轻时宜采用太阳能或风光互补自然能发电方式。 

6.6.3 根据实际情况，可将直流远供作为备选供电方式。 

6.7 防雷接地 

应符合GB 50057和GB 50343中的规定。 

6.8 监测塔 

6.8.1 应满足前端感知设备安装和维护人员安全作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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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监测塔应优先改造利用现有的防火塔、信号塔。 

7 网络传输 

7.1 融合通信专有网络 

应支持以下网络类型： 

a) 有线网络； 

b) 无线网络； 

c) 卫星网络； 

d) 微波网络。 

7.2 通信网络管理 

应具备以下功能： 

a) 分类别监控有线综合网络、无线综合网络、卫星通信网络、地面微波网络各个网元工作状态； 

b) 分类别的对各网元进行配置管理、故障告警、测试跟踪、软件升级； 

c) 分布式部署与多支多域管理； 

d) 集群通信与管理； 

e) 网络资产管理； 

f) SNMP 协议获取设备信息、性能数据和告警数据，集中统一管理； 

g) 对必要的网元设备软件版本更新、配置文件保存。 

8 数据存储 

8.1 基本存储 

应具备以下功能： 

a) 数据入库、更新、数据整合、数据质检、数据维护； 

b) 数据分类、统计、分析，以及增删改等数据分析、编辑与图表输出。 

8.2 地理空间信息存储 

应符合GB/T 17798、GB/T 28443、CH/H 9001和LY／T 1662.2中的规定。 

8.3 数据运行管理 

应具备以下功能资产配置管理、集中监控管理、运维服务管理、综合管理功能。 

9 监测控制 

9.1 监测控制中心 

监测控制中心的选址、建设应符合GB 50174-2017中B类数据中心的规定。 

9.2 资源动态监测 

9.2.1 高空资源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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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备以下功能： 

a) 对采集自然保护地的森林、草原、湿地、土地、建筑、水源、湖泊、地质、景观生物和干扰信

息进行数据导入、分类、对比分析； 

b) 自然保护地的资源征占用、流转、确权、报批管理； 

c) 运用遥感卫星、无人机与地面视频监控系统、巡护系统形成天、空、地联动；  

d) 自然保护地的执法管理； 

e) 资源数据分析、展示、图表输出。 

9.2.2 生态因子监测与预警 

应具备以下功能： 

a) 对采集的生态因子进行动态分类、全区域分析，具有图表显示、输出功能；  

b) 周期性自动分析与报表。 

9.3 野生动物监测 

应具备以下功能： 

a) 野生动物野外种群、种类信息采集、数据导入； 

b) 野生动物资源数据查询、展示、图表输出； 

c) 实现野生动物监控前端设备（野保摄像机）安全带宽策略管理。 

9.4 植物监测 

应具备以下的功能： 

a) 对森林、草原、湿地实时监测； 

b) 对古树名木等重点保护物种监测； 

c) 植物资源数据查询、展示、图表输出。 

9.5 智能巡护管理 

应具备以下功能： 

a) 记录移动终端的位置信息，和终端持有者信息； 

b) 巡护数据管理和巡护轨迹管理； 

c) 灾害或紧急情况时，可以发出告警。 

9.6 视频显示 

应符合GB 50464中的规定。 

9.7 信息发布 

应具备以下功能： 

a) 对自然保护地的动态资讯、法律法规和科普宣传信息进行分类； 

b) 栏目编辑； 

c) 实施视频转码与发布； 

d) 最新资讯、公告、信息快报、政策法规和科普知识发布。 

9.8 外部系统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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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能够提供二次开发接口，支持外部系统接入。宜选择的外部系统有气象系统、交通系统、应急管

理系统、医疗系统、环保系统、金融系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