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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标

准

解

读

一、目的和意义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的规定和国家测绘局有关文件精神，

增强测绘应急保障能力，提高基础

地理空间信息获取和动态更新能力，

使测绘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

本标准规定了无人机航摄安全作业的要求、作业流程、主要工作内容和

方法、安全保障措施等，有助于提升无人机航摄的管理和操控水平、提

高无人机应用的安全性和作业效率，为全国范围的推广工作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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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标

准

解

读

二、安全作业的重要性

本标准以保障无人机航摄安全为核心，

对航摄作业的工作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规定，

侧重于规范航摄安全作业的行为。

 无人机属于航空器，具有高使用风险性。

 无人机的不规范使用会危及国家和公共安全。

 飞行事故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以及较大的经济损失。

需要高度重视无人机航摄安全作业，规避无人机应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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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管制协调与申报

人员操控技能与培训

航摄作业行为与规范

系统设备质量与选型

执行国家测绘局相关管理规定

执行本标准

CH/Z 3002 - 2010
《无人机航摄系统技术要求》

第
一
部
分

标

准

解

读

三、保障安全的主要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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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标

准

解

读

四、技术与应用现状

无人机航摄系统软硬件技术难点不断突破，已达到实用化阶段，

成为航空遥感的重要补充手段，在测绘及其他众多领域得到应用。

在实际应用中，与安全相关的一些问题急待解决

认识程度不够、准备不充足，对应用中遇到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解决方案。

技术骨干缺乏、操作不规范，为无人机航摄安全作业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设备集成化、工程化不高，产品缺少严格的专业检测和充分的实地验证。

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取得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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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标

准

解

读

五、标准使用说明

 基本按照无人机航摄作业流程规定工作内容和方法；

 “保障措施”和“设备使用与维护”比较重要，单独设条款规定；

 生产厂商和应用单位应结合自身情况，按照标准基本要求，编制《规

范》（或《手册》），进一步细化安全作业的工作内容和方法；

 “阶段工作总结”是指采用例会制，在飞行结束当天，及时整理记录、

资料等，对工作情况进行讲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安排后续工作。

 “设备使用时间统计表”和“事故调查表” ，在应用时对格式和内容

可以进行调整，但设备的使用时间统计、事故后的调查工作不可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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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1. 范 围

 规定了无人机航摄安全作业的技术准备、实地踏勘与场地选择、飞行检查与监

控、保障措施、设备使用与维护等工作内容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以固定翼轻型无人机航摄系统为设备的无人机航摄作业，旋翼无

人机航摄作业和无人飞艇航摄作业可参照执行。

“固定翼轻型无人机航摄系统”在本标准“引言”中进行了定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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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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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标

准

内

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CH/Z 3005-2010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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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3. 术语和定义

3.1

无人机 unmanned air vehicle

一种由动力驱动、机上无人驾驶、

可重复使用的航空器，具有遥控、

半自主、自主三种飞行控制方式。

3.2

无人机航摄系统 unmanned air vehicle aerial photography system

以无人机为飞行平台、以影像传感器为任务设备的航空遥感影像获取系统。

3.3

安全 safety

不出事故，没有危害、不受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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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4. 技术准备

4.1  资料收集

目

的

收
集
内
容

确定设备能否适应摄区环境；

判断是否具备空域条件；

用于航摄技术设计；

制定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

图件与影像资料（地形图、规划图、卫星影像、航摄影像等）；

地形地貌、气候条件；

机场、重要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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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4. 技术准备

4.2.1  基本要求(与安全相关)

设计飞行高度：应高于摄区和航路上最高点100m以上。

设计总航程：应小于无人机能到达的最远航程。

4.2 技术设计

4.2.2  航摄设计

根据地面分辨率、航摄范围的要求，

航摄时间、航线布设、影像重叠度、

分区等按照CH/Z 3005相关要求执行。

目
的

避免无人机撞山；

避免因燃油耗尽造成飞行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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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4. 技术准备

4.3.1  设备器材选用

根据航摄任务性质和工作内容，选择所需的设备器材，其规格型号、数量和

技术性能指标应满足航摄任务的要求。

4.3  设备器材

4.3.2  设备检查与调试

对选用的设备进行检查和调试， 使其处于正常状态。

设备性能指标要满足航摄项目要求

设备器材及备品、备件准备要充足
目
的

利用单位已有的良好环境条件，在出发前完成检查、调试、维修、

保养等工作 ，达到 “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的状态。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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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5. 实地踏勘与场地选取

5.1.1  实地信息采集

地形地貌、植被；周边机场、重要设施、城镇布局、道路交通、人口密度等信息。

5.1  实地踏勘

5.1.2  现场测量坐标

测量并记录起降场地（待定）和重要目标的坐标位置。

为起降场地的选取、航线规划以及

应急预案制定等工作提供资料。
目
的

为无人机航摄飞行确定起飞点高程坐标，以计算相对飞行高。

无人机紧急迫降时，避开地面的重要设施、人口密集区。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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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5. 实地踏勘与场地选取

5.2.1  常规航摄场地选取

5.2  场地选取

5.2.2  应急航摄场地选取

选取条件：与常规航摄相比，起降场地条件可适当放宽。

保障安全飞行，避免无谓损失；

便于航摄作业，提高工作效率。
目
的

为确保完成应急测绘任务，必要时，设备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目
的

起降阶段事故发生率最高，
选场工作要充分重视。说明

遥感无人机

数据处理及传输

地面监控站

流动监控站

场地选取规定参见标准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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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6. 飞行检查与操控

6.1  飞行前检查

确保无人机在系统设备没有任何故障或隐患的情况下起飞。

要
点

野外应用环境恶劣，设备性能和质量还达不到免检水平。

系统组成复杂、连接多，任何小的纰漏都可能造成飞行事故。

避免因个人的疏忽和失误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

说
明

每次起飞之前，须仔细检查系统设备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目
的

须按照检查内容逐项检查并记录；

飞行平台及其机载设备的关键部件须重点检查；

每项内容须2名作业员同时检查、或交叉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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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无人机 发动机 飞 控 任务设备 监控站 遥控器 弹射架 降落伞

型 号

编 号

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6. 飞行检查与操控

6.1  飞行前检查

6.1.1 设备使用记录

用于统计设备使用时间，避免因设备超期使用带来的安全隐患。

便于掌握各设备的使用、维修、保养、以及更新、调试等情况。
目
的

静态检查 着车检查通电检查

本标准中的检查项目和内容，是根据目前设备的技术现状和特和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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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6. 飞行检查与操控

6.1  飞行前检查

6.1.2  地面站设备检查

6.1.3  任务设备检查

6.1.4  飞行平台检查

6.1.5  燃油和电池检查

6.1.6  弹射架检查

检
查
项
目
和
内
容

参
见
标
准
正
文

要

点

输入飞控的设计数据；

设备的接插件部位；

供电、供油系统；

易损、易老化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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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6. 飞行检查与操控

6.1  飞行前检查

6.1.10  关联性检查

6.1.9   附设设备检查

6.1.7  通电检查

6.1.8  发动机启动后检查
检查项目和内容参见标准正文

要

点

通电检查前，先确认各接插件连接正常，禁止带电插拔；

着车状态下，注意观察发动机振动对机载设备的影响。

注意使用时间、海拔高度等因素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对增加的设备，按其组成和特点，参照本标准制定检查项目和内容。

对有问题的设备，在排除故障后，应再次检查与其关联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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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6. 飞行检查与操控

6.2  飞行监控

6.2.1   起飞阶段操控

6.2.2  飞行模式切换

6.2.3  视距内飞行监控

6.2.4  视距外飞行监控

6.2.5  降落阶段操控

要

点

⑴ 各岗位操作员职责分工应明确、相互联络方式应规范；

⑵ 各岗位均确认设备工作状态正常时，无人机才能起飞；

⑶ 在起飞点上空设置检查航线，最后检查无人机飞行状态；

⑷ 无人机空中飞行阶段，应密切监控，随时准备应急干预。

各
阶
段
注
意
事
项

参
见
标
准
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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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6. 飞行检查与操控

6.3  飞行后检查

6.3.1  飞行平台检查

6.3.2 油量电量检查

6.3.3 机载设备检查

6.3.4 存储数据检查

说

明

⑴ 每次飞行产生的冲击和振动，有可能对无人机及机载设备产生影响，

飞行后检查，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并快速处理。

⑵ 有利于及时发现无人机及机载设备受使用环境的影响情况，以决定是

否改变飞行设计方案、或对无人机设备进行调整。

⑶ 有利于及时发现航摄成果是否合格，以决定是否重摄补摄。

检
查
项
目
和
内
容

参
见
标
准
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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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7. 阶段工作总结

7.1 飞行记录整理

7.2 飞行资料整理

7.3 航摄作业小结

说

明

⑴ 应采用例会方式，对航摄飞行日当天进行阶段性工作总结。

⑵ 通过整理飞行检查记录，对未填写的内容进行补充、完善。

⑶ 对飞行资料整理，有利于影像数据的及时移交、快速处理。

⑷ 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后续航摄作业的安全性、工作效率。

工作总结内容参见标准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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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8. 成果整理与验收

航摄成果的整理与验收按照 CH/Z 3005的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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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9. 保障措施

9.1  操作人员

9.1.1  一般要求

操作人员需经过专业培训、并通过有关部门的技能考核。

设备的检查、使用、维护应按照操作岗位分工负责，由具备相应资格、

有实践经验、能力较强的操作人员承担。

9.1.2  岗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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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9. 保障措施

9.2  环境条件

无人机航摄系统设备不适应环境条件时，应暂停或取消航摄飞行作业。

a) 海拔高度；

b) 地形地貌条件；

c) 地面和空中的风向风速；

d) 环境温度；

e) 环境湿度；

f) 空气含尘量；

g) 电磁环境和雷电；

h) 起降场地地面尘土情况；

i）气象条件（云高、云量、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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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9. 保障措施

9.3  飞行现场管理

要 点

⑴ 统一指挥、专人负责；

⑵ 设置必要的安全警戒标志；

⑶ 设备摆放整齐、人员站位合理、相互联络及时、联络方式规范。

⑷ 无人机起飞、降落时，须清场，随时观察周围人、车的动向。

⑸ 根据飞行场地的地形地貌条件，采用最安全、最可靠的起降方式。

飞行现场管理规定参见标准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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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9. 保障措施

9.4  飞行检查记录编制

要

点

⑴ 根据系统的设备配置和特点，根据本标准的基本要求和有关资料，

编制相应的《飞行检查记录》；

⑵ 飞行检查记录应全面、内容和格式简明扼要，便于飞行现场使用。

9.5  应急预案的制定

要

点

⑴ 制定应急预案时，须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

⑵ 应急措施要可行、装备要齐全、手段要充分；

⑶ 出现重大事故，应调动各方面的人力、物力，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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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9. 保障措施

9.6  设备使用时间统计

a) 无人机飞行平台使用时间统计表（见附录A）；

b) 飞控使用时间统计表（见附录B）；

c) 发动机使用时间统计表（见附录C）；

d) 数码相机使用时间统计表（见附录D）；

e) 接收机使用时间统计表（见附录E）；

f) 舵机使用时间统计表（见附录F）；

g) 电池使用时间统计表（见附录G）。

说

明

⑴ 主要设备、部件须统计使用时间、并建立更新、维修、保养档案；

⑵ 可以参照附录中给定的统计表格式，自行设计使用时间统计表；

⑶ 主要设备、部件使用时间统计，来源于飞行检查记录等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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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标

准

内

容

10. 设备使用维护

10.1  设备使用

10.2  定期保养

10.3  设备装箱

10.4  设备运输

10.5  设备贮放

设
备
使
用
维
护
规
定

参
见
标
准
正
文

要

点

⑴ 使用、保养、装箱、运输、贮放各环节均须注意设备的保护；

⑵ 对于设备中的易损部件，在使用、检查时应格外注意；

⑶ 重视设备和部件损坏后的及时维修、以及维修后的测试工作；

⑷ 设备保护措施应因地制宜、专人负责、并建立设备使用维护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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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

勤学苦练 规范操作

保障安全 提高效益



31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