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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 工作概况

1. 任务来源、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1) 任务来源

农业行业标准《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技术规范》是依据《农业农村部办

公厅关于下达2018年农业国家、行业标准制定和修订项目任务的通知》（农办质

[2018]20号）的计划编制。本标准由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提出并归口，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负责起草。

(2) 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标准承担单位（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2. 主要工作过程

(1) 立项启动阶段

本标准获得农业农村部立项批准后，承担单位积极开展启动准备工作。2018

年6月，标准项目启动，成立编制小组，明确了目标任务，确定了编写技术方案

与分工，制定了工作进度计划，初步拟定了标准框架内容。

(2) 起草编制阶段

2018年7月-12月，编制组收集分析了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以及科研文献，起

草了标准草稿。2019年1月-2020年11月，根据农业农村部遥感应用中心开展的农

作物面积提取、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监测和农作物遥感监测制图业务运行工作，

经反复论证、分析和验证，多次修改，形成了标准初稿。2020年12月-2022年12

月，编制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多次较为充分的沟通和讨论，对标准的内容架构及

适用范围等做了细致的研究，修改并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 征求意见及处理阶段

2023年2月，标准编制组采用邮件的形式面向遥感卫星研制单位、高等院校、

研究单位、国家及地方农业遥感应用单位的专家开展了意见征求。截至2023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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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共收到28家单位33位专家的总计209条反馈意见。编制组逐条认真讨论了

专家意见，其中采纳198条，部分采纳1条，未采纳10条。

3.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承担工作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所做主要工作

1 刘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

本标准主编。负责组织标准编制大纲、

主要内容及征集意见的讨论、修改，以

及标准文本的统稿、定稿等工作。

2 高建孟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

负责标准主要内容的编写，参与修改，

并负责起草标准编制说明。

3 季富华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

负责标准主要内容的编写，参与修改，

并负责起草标准编制说明。

4 王利民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
负责标准主要内容的编写，参与修改。

5 杨福刚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
标准编写/数据源选择测试

6 李映祥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
标准编写/数据源选择测试

7 滕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
标准编写/数据源选择测试

8 李丹丹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
标准编写/数据源选择测试

二、 编制原则和依据

1. 标准编制原则

基于国内外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的相关技术研究成果，遵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参考GB/T 13989《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NY/T 3527-2019 《农作物种植面积遥感监测规范》、NY/T 4151-2022 《农业遥

感监测无人机影像预处理技术规范》、NY/T 4150-2022 《农业遥感监测专题制

图技术规范》等标准的相关内容，遵从科学性、针对性、适用性、可行性的原则，

形成了《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技术规范》农业行业标准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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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编制依据

(1) 项目成果和已有标准

农业农村部“国家农情遥感监测业务运行系统”是从1998年开始运行的业务

系统，而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监测以及监测结果制图是运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标准制定是在其中的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技术流程总结基础上，结合“十

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民用部分）”中的应用系统

项目“高分农业遥感监测与评估示范系统先期攻关”、“高分农业遥感监测与评

估示范系统（一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作物生长与生产力卫星遥感监

测预测”等的科研成果，以及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相关的文献资料、相关国

家和行业标准等编制的。

现行的农作物空间分布监测和制图方面的标准共有10项（表2），其中5项标

准为自然灾害领域专题制图标准，剩余5项标准全部为针对烟草的田间分布和种

植布局标准，均未涉及到农作物空间分布的遥感监测和制图的内容。不足以对全

国及农业行业资源、农情遥感监测业务形成规范性的参考。

表 1现行农作物空间分布和作物布局方面的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部门 实施日期 状态

GB/T
28923.1-2012

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产

品制作要求 第1部分：分

类、编码与制图

民政部 2013-02-01 现行

GB/T
28923.2-2012

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产

品制作要求 第2部分：监

测专题图产品

全国标准样品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3-02-01 现行

GB/T
28923.3-2012

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产

品制作要求 第3部分：风

险评估专题图产品

全国标准样品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3-02-01 现行

GB/T
28923.4-2012

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产

品制作要求 第4部分：损

失评估专题图产品

全国标准样品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3-02-01 现行

GB/T
28923.5-2012

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产

品制作要求 第5部分：救

助与恢复重建评估专题

图产品

全国标准样品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3-02-01 现行

DB522200/T
49-2018

烤烟种植布局要求
铜仁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8-12-06 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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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53/T
277.29-2008

陆良优质烤烟综合标准

第29部分：生产区划布局

与轮作制度

云南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2009-04-01 现行

DB53/T
251.8-2008

大理优质烤烟综合标准

第8部分：烤烟品种布局

与种子管理规程

云南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2008-08-01 现行

DB53/T
327.6-2010

白肋烟 品种布局与种苗

管理

云南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2011-02-01 现行

DB53/T
327.2-2010

白肋烟 烟田规划与布局
云南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2011-02-01 现行

(2) 实际验证

将上述业务运行流程、研究课题和标准中，有关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的

目标农作物确定、目标农作物遥感识别、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获取、制图模板设

计、符号配置、地图整饰和专题图的输出等内容进行了文献分析、成果总结和实

际验证。结合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的业务情况，确定了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

制图的技术流程，包括监测任务和监测时间确定、遥感数据选择与数据预处理、

农作物空间分布信息提取、农作物空间分布专题制图等内容。监测任务和监测时

间确定包括确定目标农作物以及根据目标农作物的生育时期、自然分布等信息确

定监测时间和监测区域；遥感数据选择与数据预处理重点对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

监测所需的数据源及其预处理过程进行了说明；农作物空间分布信息提取包括样

本获取、农作物信息提取、提取结果精度评价；农作物空间分布专题制图规定了

制图模板设计、符号配置和地图整饰等内容。

(3) 服务经验和专家意见

根据标准起草人以及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专家多年的业务服务经验，编

制了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技术规范，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

三、 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指标或要求确定的依据

《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技术规范》共分10章正文以及参考文献。包括第

1章范围、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3章术语和定义、第4章缩略语、第5章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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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第6章技术流程、第7章制图任务确定、第8章数据选择与预处理、第9章农

作物空间分布信息提取、第10章农作物空间分布专题制图以及最后的参考文献。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指标或要求确定的依据说明如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的基本要求、技术流程、制图任务确

定、数据选择与预处理、农作物空间分布信息提取和农作物空间分布专题制图等

内容。本文件适用于基于光学遥感数据的农作物空间分布制图。

需要特别指出，本标准是在《农作物种植面积遥感监测规范》和《农业遥感

监测专题制图技术规范》两个标准的基础上开展的，是面向实际业务开展的工程

性标准。《农作物种植面积遥感监测规范》和《农业遥感监测专题制图技术规范》

更侧重于具体的方法的说明，而本标准则是将上述两种基础方法进行有机结合，

实现对农作物空间分布的信息提取和空间制图的全流程覆盖。

(2) 规范性性引用文件

在充分获取当前国内已有的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监测和遥感制图相关标准

的基础上，根据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的自身特点及技术流程需要，参考了相

关领域的标准，包括《GB/T 13989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NY/T

3527-2019 农作物种植面积遥感监测规范》、《NY/T 4151-2022 农业遥感监测

无人机影像预处理技术规范》、《NY/T 4150-2022 农业遥感监测专题制图技术

规范》等。

其中，《GB/T 13989-201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主要是参考

其基本比例尺的定义及分幅要求。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监测成果的尺度可大至全

球级别，小则可以为地块尺度，可参考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的各比例尺地图的

分幅标准，对监测成果进行分幅和编号，同时也方便与传统的地形图、正射影像

图等资料进行比对分析等。

《NY/T 3527-2019 农作物种植面积遥感监测规范》规定了基于遥感影像进

行农作物识别和面积提取的方法和步骤，包括数据获取与处理、农作物遥感分类

识别、精度验证、农作物种植面积量算和统计等内容，可以对农作物空间分布遥

感制图过程中的农作物遥感监测内容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NY/T 4151-2022 农业遥感监测无人机影像预处理技术规范》规定了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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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影像数据预处理的方法和步骤，包括数据获取与筛选、辐射定标、几何校正、

产品生产、质量检查、报告编写等内容，可以对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过程中

的无人机影像预处理内容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NY/T 4150-2022 农业遥感监测专题制图技术规范》规定了农业遥感监测

专题制图的基本要求、技术流程、专题图内容确定、专题图制作、专题图输出及

质量检查等内容，可以对农作物空间分布的遥感制图工作提供必要的参考。

(3) 术语和定义

术语和定义包含了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常用到的专业术语，包括农作物、

农作物空间分布、农作物生育时期、遥感、像元、目视判读共6个专业名词。对

于已存在其他相关国家标准中的定义，则直接进行引用或修改后引用，对于部分

尚未在其他标准中定义的专业术语，则通过查阅相关专业论文、词典等资料，并

结合专业知识进行定义，并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最终确定。

(4) 缩略语

本标准给出了2个缩略语，包括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和通用

横轴墨卡托投影（UTM）。缩略语包括了在标准中出现的，经常用到但是没有

明确的专业术语，或者是本行业常用的缩略语，符合专业性、准确性、简洁性的

要求。

(5) 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规定了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中对于空间基准、分幅和编号等的

要求。这些要求是需要在进行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之前进行明确规定，同时，

也是保障不同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成果之间通用性的重要保证。

(a) 空间基准

空间基准包括了参考大地基准、高程基准和投影方式四大类内容。其中大地

基准要求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CGCS2000是测绘编制国家

基本比例尺地图的基础，经国务院批准，我国自2008年7月1日起启用CGCS2000，

到2018年全面完成CGCS2000转换工作，因此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成果的大

地基准应当与CGCS2000保持一致，确保成果的空间一致性和通用性。

高程基准要求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根据《国务院关于启用“1985国家高

程基准”的批复》，同意启用新的国家高程基准面数据，即“1985国家高程基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6%9C%AC%E6%AF%94%E4%BE%8B%E5%B0%BA%E5%9C%B0%E5%9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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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全国新的统一的高程控制系统，应当符合国家对高程基准的规定，确保成

果的可靠性，同时也与国家基础比例尺的地形图保持一致。

投影方式要求省级及以上尺度宜采用阿尔伯斯投影，省级以下尺度宜采用高

斯-克吕格或UTM投影。阿尔伯斯投影的特点是，在该投影下，所有地区的面积

均与地球上相同地区的面积保持一致，这就保证了大尺度情况面积统计时，图上

测量面积与地面实际面积无差别，确保面积属性的准确性。如果使用高斯-克吕

格或UTM投影，在离中央经线较远的地区可能存在较大的变形，造成图上面积

的误差。对于省级及以下尺度的空间分布制图，则可以采用高斯-克吕格或UTM

投影，这是由于高斯-克吕格和UTM投影无角度变形、图形保持相似，可以在确

保图上面积变形较小的前提下，确保图上作物耕地地块等地物与实际的形状保持

一致。

(b) 分幅与编号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GB/T 13989-2012）规定了1:500、

1:1 000、1:2 000、1:5 000、1:10 000、1:25 000、1:50 000、 1:100 000、1:200 000、

1:500 000、1:1 000 000共11个比例尺的分幅和编号标准，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

图的制图比例尺应当与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保持一致，确保成果的通用性、准确

性。

(6) 技术流程

依据1998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国家农情遥感监测业务运行系统”农作物空间

分布遥感制图工作的多年试验与对比分析，参考相关的科研成果、文献资料等，

确定了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的流程。

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流程包括监测任务确定、数据选择与预处理、农作

物空间分布信息提取、农作物空间分布专题制图等内容，技术流程可参照图1开

展。监测任务确定包括确定目标农作物以及根据目标农作物的生育时期、自然分

布等信息确定制图区域和明确目标农作物；数据选择与预处理重点对农作物空间

分布遥感监测所需的数据源及其预处理过程进行了说明；农作物空间分布信息提

取包括样本获取、农作物农作物识别与分类、分类信息拼接和提取结果精度评价

等内容；农作物空间分布专题制图规定了配色原则、符号配置和地图整饰、专题

图输出及质量检查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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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技术流程

(7) 制图任务确定

制图任务确定的内容包括确定制图区域和明确目标农作物等。

(a) 确定监测区域

应根据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任务要求，确定制图区域的范围。监测范围

按照行政区划可以分为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和县级等，也可以根据农作物的自

然地理区域（如华北平原等）来确定农作物遥感制图区域范围。当制图区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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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农作物类别差异较大时，应先对制图区域进行分区，使每个分区中的农作

物类别相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的类别差异较大是指某类农作物仅在制图

区域中某一部分种植，在其他部分则很少种植，进行分区可以降低分类过程中的

种类数量，从而降低分类任务的复杂度并提升分类精度。以河北省为例，河北北

部（长城以北）种植的玉米主要为春玉米，而河北南部种植的玉米则主要为夏玉

米。若以河北省为制图区域，则需要根据南北的种植差异进行分区处理。此种南

北部农作物种类差异在江苏省和安徽省也表现的较为突出。

(b) 确定目标农作物

根据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任务要求，确定制图区域内或每个分区内目标

农作物的种类。

(8) 遥感数据选择与数据预处理

(a) 遥感数据选择

基本要求：

遥感数据选择的基本要求应按照NY/T 3527-2019 中7.1.1的规定执行。

空间分辨率要求：

遥感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应根据目标农作物的地块大小、监测范围大小、监测

精度综合确定，既要保证破碎地块农作物的准确识别，又要防止过高的空间分辨

率和过大的监测范围导致的数据量激增和空间范围无法覆盖的问题。遥感数据空

间分辨率应优于30m，省级以下尺度或目标农作物地块破碎，遥感数据空间分辨

率宜优于8m。

波段要求：

遥感数据波段应根据目标农作物与其他农作物、背景地物之间的光谱差异程

度确定，宜选择具有红边、黄边等波段的遥感数据。

时相要求：

应选择目标农作物与其他农作物、背景地物之间的遥感影像特征差异应显著

的时相，主要农作物遥感监测最佳时间可参见NY/T 3527-2019附录A。
(b) 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主要包括辐射定标、大气校正和几何校正等步骤，应按照

NY/T3527-2019 中7.1.2的要求执行。对于低空无人机获取的数据预处理，应按

照NY/T 4151-2022的要求执行。



10

(c) 其他数据

其他数据宜包括制图区域行政区划图、数字高程模型图、农作物不同生育时

期资料。

(9) 农作物空间分布信息提取

目标农作物、监测区域确定后，需要基于遥感影像对农作物的空间分布信息

进行提取。农作物空间分布信息提取过程包括样本获取、农作物识别与分类、分

类信息拼接、提取结果精度评价四个部分。

(a) 样本获取

样本获取主要包括样本数量与布局、样类别及本获取方式等内容，应按照

NY/T3527-2019 中7.2的规定执行。

获取的样本宜按照7:3的比例随机划分为训练样本和验证样本。

(b) 农作物识别与分类

农作物信息提取要求如下：农作物信息提取应选择监督分类、非监督分类、

目视判读、面向对象等分类方法或组合，具体内容和要求应按照NY/T3527-2019

执行。也可结合监测区域内的耕地地块数据，得到地块级别的作物空间分布。

(c) 分类信息拼接

农作物空间分布提取过程中，如果多类目标农作物逐类提取，应进行不同农

作物分类结果拼接。拼接前应通过人工目视判读的方法进行检查，确保拼接后分

类结果的单像元或同质对象的属性唯一性。当单景影像无法覆盖监测区域时，多

景卫星影像分别获取的分类结果应要进行空间拼接，并通过人工目视判读的方法

对拼接线两侧分类结果的差异进行修正。

需要指出的是，当监测面积较大（省级及省级以上尺度）时，通常需要针对

单景影像进行作物提取，然后将提取结果进行空间拼接。这样处理可以降低数据

处理量，降低对硬件设备的运算压力。当监测面积较小（省级以下尺度）时，可

以根据影像分辨率、影像幅宽等综合判断，在拼接后文件大小不超过软硬件处理

能力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先对影像进行拼接（需要通过“匀色”等步骤降低影像

拼接处的接边），然后对拼接后的影像进行整体分类。

(d) 提取结果精度评价

采用总体精度作为农作物空间分布提取结果精度评价指标。基于验证样本按

照如下公式计算总体精度，单一目标农作物总体精度应不低于95%，多类目标农

作物逐类进行精度评价，每一类农作物的总体精度应不低于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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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c——总体精度；

k ——类别的数量加1；
p ——样本的总数；

pii——遥感分类为i类而实测类别也为i类的样本数目。

(10) 农作物空间分布制图

(a) 配色原则

目标农作物的符号应醒目、明显，非目标农作物区域宜采用灰色等颜色显示，

农作物空间分布制图配色原则应按照NY/T 4150-2022 第8章的要求执行。

(b) 符号配置

当目标农作物种类多于1种时，不同农作物之间的符号差异要明显；农作物

空间分布制图的符号配置应按照NY/T 4150-2022 第8章的要求执行。

(c) 地图整饰

农作物空间分布制图的地图整饰的要求应按照NY/T 4150-2022 第8章的要

求执行。

(d) 专题图输出及质量检查

根据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任务要求，按照NY/T 4150-2022中7.4的规定

确定成图比例尺和成图分辨率，农作物空间分布制图的专题图输出及质量检查应

按照NY/T 4150-2022第9章的要求执行。

(e) 其他要求

当某种目标作物在空间上呈现零星分布时，应挑选典型区域进行放大展示，

并制作专题附图；农作物空间分布专题制图后，还应提取不同农作物的面积信息，

并形成农作物面积统计表，作为专题图的附表。

2. 标准的符合性和一致性

(1) 标准的符合性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以及相关

的法律法规，没有出现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发生冲突的条款。

(2) 标准的一致性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与现行相关标准之间在技术指标方面的一致

性或协调性。这些标准包括《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GB/T 13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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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GB/T 14950）等、《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GB/T

20257）、《地图学术语》（GB/T 16820）、《农作物种植面积遥感监测规范》

（NY/T 3529）、《农业遥感监测无人机影像预处理技术规范》（NY/T 4151）、

《农业遥感监测专题制图技术规范》（NY/T 4150）等。

3.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四、 标准应用实例

1. 确定目标农作物

冬小麦

2. 确定监测区域

冬小麦分布在我国的暖温带及北、中、南亚热带，主要受温度和降水变化的

影响，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北方区域包括北部区冬麦区、

黄淮冬麦区2个亚区，南方部分包括长江中下游冬麦区、西南冬麦区和华南冬麦

区3个亚区，不同区域冬小麦具有不同的种植环境及生长规律。全国31个省（市、

区）中，除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海南和青海6省（区）没有种植外，

其他各省区都有分布。本次应用示例从上述区域中选取了14个主产省为研究区，

开展冬小麦种植区空间制图应用。涉及的省（市、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

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新疆、湖北、安徽、江苏、四川和重庆，区域

内冬小麦种植面积占全国冬小麦总面积的95.8%。

3. 确定监测时间

根据冬小麦在我国的主要物候期，以及不同时期光谱特征，最佳监测时间确

定为3月至5月。

4. 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监测

采用冬小麦面积指数WWAI（Winter wheat area index）方法对全国范围的冬

小麦进行识别和空间分布遥感监测，获得了2014年全国冬小麦主产区冬小麦种植

区空间分布。其他通用分类方法如随机森林（RF）和支持向量机（SVM）也可

以用于冬小麦空间分布的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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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农作物空间分布制图

(1) 制图模板

全球尺度监测制图模板如下图所示。

图 2 全球尺度监测制图模板示例

(2) 符号配置

离散分类符号、连续值分类符号和等级符号示例分别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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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离散值分类符号示例

(3) 地图整饰

地图整饰中的指北针样式、比例尺样式及图例边框样式示例分别如下图所示。

图 4 指北针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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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比例尺样式（左）与图例边框样式（右）

(4) 专题图输出及质量检查

全国尺度上，冬小麦空间分布遥感制图示例如下所示：

图 6 中国冬小麦种植区空间分布(2014年)

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经济效果和社会效益

本文件规定了监测任务和监测时间确定、遥感数据选择与数据预处理、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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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空间分布信息提取、农作物空间分布专题制图等内容，不仅有助于农作物空间

分布遥感制图流程和成果的统一，而且对于农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产品生产工

作起到规范化、标准化的作用。本标准的颁布实施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同时将提升农业工程遥感监测的保障能力，进而为种植业生产安全和粮食

安全做出贡献。

2. 贯彻行业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颁布实施后，编制组将根据农业农村部的安排，积极做好标准的宣贯

培训等工作。为发挥本标准的作用，建议今后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时，

认真做好与本标准之间的协调。

3.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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