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测绘学会团体标准

《实景三维 低空空域管控服务技术规程》

（CSGPC ***-20**）

编 制 说 明

《实景三维 低空空域管控服务技术规程》编制组

二 O 二五年四月一日



目 录

一、工作简况 ............................................................................1

（一）任务来源 ................................................................ 1

（二）目的意义 ................................................................ 1

（三）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 3

（四）主要工作过程 ........................................................ 3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 4

（一）编制原则 ................................................................ 4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 4

三、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

预期的经济效果 ........................................................................6

四、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 8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8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 8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 8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 8



1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测绘学会《关于中国测绘学会 2023 年团体标

准（第一批）立项的公告》，团体标准《实景三维 低空空

域管控服务技术规程》被列入计划。

（二）目的意义

随着通航事业的高速发展，面向无人机应用的低空空域

资源和开发能力研究已成为我国不可或缺的发展战略，在经

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

前低空通航面临飞行活动计划实施困难和飞行安全难以把

控的痛点：首先，目前飞行空域的划设和使用缺乏统一管理，

增加了组织实施低空通航飞行活动的难度；其次，低空空域

环境复杂，限制低空飞行器安全飞行的自然要素或人文地理

要素较多，且当前的导航地图主要是目视航图，数据缺乏时

效性和可读性；加之我国低空通航专业人才稀缺，许多从业

人员缺乏专业培训，致使低空空域内不明空情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以激光扫描、移动测量和倾斜摄影测量等为

代表的三维数据获取手段快速发展催生了大规模、高精度、

高密度、高效率的实时三维数据采集，大幅降低了三维数据

应用建设成本。以实景三维作为“新基建”的时空基底支撑

中国数字化建设，赋能各行业及低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已

成为时代潮流。中国民航局原局长李家祥在 2022 年中国（湖

南）首届智慧通航大会上指出“通用航空必须适应时代要求、

适应行业发展需求、适应技术发展趋势，迈出数字化转型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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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走出一条智慧化发展的新路”。面对通航如何插上“智

慧”之翼，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

资源部“实景三维中国建设”专家组组长陈军认为：“实景

三维中国建设为通用航空开辟了一个新的广阔应用市场，通

航企业、无人机企业应该把握机会，对接国家重大工程，实

现行业发展和企业成长双丰收”。

实景三维作为能把原来的二维、静态、抽象的导航地图

变成三维、动态、实景的可视化低空通航系统的国家重要新

型基础设施，可助力我国低空空域管控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与

智慧化发展，同时为实景三维成果带来新的应用空间和发展

机遇。从长远看，基于实景三维的低空空域发展滞后将成为

阻碍我国迈向通航强国道路上的巨大阻碍，首当其冲的痛点

则是缺乏一套管控服务技术规程，使数据和技术缺少规范性

和可重用性，制约了低空通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实景三维

应用的进一步拓展。因此，有必要借鉴现有其他行业或属性

的技术规程，将实景三维的时空信息特征赋予低空空域管理，

建立一套基于实景三维的低空空域管控服务技术规程，为相

关知识服务产品提供技术标准。

本标准将以国内有关标准规范为参考依据，结合实景三

维中国建设、低空空域管理及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的

实际需求，规定以实景三维为基础的低空空域管控服务总体

要求、数据内容与组织、更新与质量控制、服务系统架构与

运行环境、系统功能与接口、安全保障与运维等，促进实景

三维低空空域管控服务数据的标准处理与技术的共享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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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1.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主编单位：湖南省第一测绘院、北京帝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参编单位：暂略。

2.主要起草人及承担工作

暂略。

（四）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标准任务的各阶段工作要

求，组织了广泛调研，并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参与标准研

讨的专家来自一线的管理人员、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研

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等，对标准内容进行多次修改和完善，

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主要编制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

段：

1.立项启动

在标准计划《关于中国测绘学会 2023 年团体标准（第

一批）立项的公告》文件下达后，湖南省第一测绘院等主

参编单位技术骨干成立标准工作组，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

召开工作组启动会，启动会对标准大纲、进度计划及分工

进行讨论，确定了编制大纲、编制计划，明确了分工。

2.起草阶段

主参编单位根据启动会确定的编制大纲、编制计划和

编制分工，各章参编单位参考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及地方

标准完成分工内容，于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4 月开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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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调研、网上研讨及部分章节起草。

2024 年 5 月初形成初稿，主编单位进行内部讨论后，

于 5 月 21 日下发各参编单位进行讨论，在总结各参编单

位意见的基础上对初稿进行了完善修改。

2024 年 9 月 10 日主编单位召开工作组全体会议，对

初稿进行再次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并于 9 月 12 日前往

湖南省通用航空发展有限公司开展标准验证研讨，修改完

善后于 2024 年 9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文件编制遵循科学性、实用性和规范性的原则，注

重标准的可操作性。

1.科学性原则

从技术发展现状出发，构建标准框架，编制具体要求，

有效保证了技术内容的科学性。

2.实用性原则

起草过程中调研了生产及应用单位的实际情况与具

体需求，从实用角度出发，保证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

3.规范性原则

严格按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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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本文

件的内容，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编制主要参考以下标准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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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B/T 13989-201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2）GB/T 14268-2008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更新规范

3）GB/T 17798 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

4）GB/T 20269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

5）GB/T 20270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6）GB/T 20271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

求

7）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

求

8）GB/T 28827.1 信息技术服务运行维护第 1 部分：通用

要求

9）GB/T 32924-2016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安全预警指

南

10）GB/T 33183 基础地理信息 1:50000 地形要素数据规

范

11）GB/T 33462 基础地理信息 1:10000 地形要素数据规

范

12）GB/T 33474-2016 物联网 参考体系结构

13）GB/T 36635-2018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安全监测基

本要求与实施指南

14）GB/T 37971 信息安全技术智慧城市安全体系框架

15）GB/T 7859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16）CH/T 1032 归档测绘文件质量要求

17）CH/T 1045 测绘地理信息档案著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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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CH/T 3026-2023 实景三维数据倾斜摄影测量技术规

程

19）CH/T 8024-2011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技术规范

20）CH/T 9008.3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500、1:1000、

1:2000 数字正射影像图 CH/T 9009.2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5000、1:10000、1:25000、1:50000、1:100000 数字高程模

型

21）CH/T 9009.3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1:5000、1:10000、

1:25000、1:50000、1:100 000 数字正射影像图

22）CH/T 9015-2012 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产品规范

23）MH/T 5065.1-2023 通用机场选址技术指南第 1 部分：

跑道型机场

24）MH∕T 4052-2021 通用航空飞行动态数据传输规范

25）基础地理实体数据成果规范（试行）

26）地理场景数据成果规范（试行）

三、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

预期的经济效果

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是面向新时期测绘地理信息事业，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新定位、新需求的对传统基

础测绘业务的转型升级，可为数字中国提供统一的空间定位

框架和分析基础，是数字政府、数字经济重要的战略性数据

资源和生产要素，目前已经纳入“十四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

用规划。2022 年 2 月，自然资源部更是明确了到 2025 年实

现 50%以及到 2035 年实现 80%的政府决策、生产调度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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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规划可通过线上实景三维空间完成的两期建设目标。对于

低空空域管控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等而言，实景

三维有潜力且必将在其中产生极为关键的作用。例如，可基

于精确的实景三维数据与空地一体协同管控与监测平台，对

低空空域进行精细化管理，合理规划和使用低空空域资源等；

通过融合多源数据（如气象、电磁等）并结合实时监测等分

析及预测静态障碍物（如地形、建筑物等）和动态障碍物（如

飞行器），帮助低空通航更好地规划航路，避免飞行器碰撞

飞行障碍物，保证低空通航的安全。

本标准的制定具备广泛的应用前景：1）低空空域数字

化转型与智慧化发展的需求：低空空域开放后，因各类航飞

器材、飞行空域划设和使用缺乏统一管理与目视航图缺乏时

效性和可读性，军地民尚未实现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等问题，

导致“飞不起来”和“飞得不安全”等问题日渐突出。本标准的

制定有助于低空空域管控服务数据的标准化和技术的规范

化，助力其数字化转型与智慧化发展，解决相关痛点问题。

2）低空空域精细化管理的需求：低空空域是我国通航活动

的主要区域，随着无人机与低空产业的迅速发展，其资源的

稀缺性、重要性与市场的紧迫需求间的冲突日益严重。本标

准的制定可为低空空域资源的精细化管理、合理规划和高效

利用等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撑。3）低空飞行服务保障的需求：

低空空域环境复杂，影响飞行安全的动态障碍物和静态障碍

物均比较繁多，因缺乏有效的服务保障体系等，导致飞行器

碰撞或坠落造成经济损失的现象频繁发生。本标准的制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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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空飞行的观察、量测、分析、研判及模拟等提供准确的

数据依据和技术支撑，满足低空飞行服务与安全保障的需求。

四、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和行业标准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标准编制组

2025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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