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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形势下中国的自然资源管理由单资源分部门管理，转为以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发展理念和地

球系统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两统一”集中管理，不仅要综合考虑某种资源状态变化引起的其他相关资源状态的变

化，还要考虑对国土空间生态环境的影响和规划，更要考虑未来的资源状态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安全保障。因此，构

建全国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体系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有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论述了国内外现有

观测网研究特点和不足，明确了全国自然资源综合观测网络构建的基本思路与原则；提出了包括要素、技术、质控、

服务和运维五维一体的总体框架，采用自然资源综合区划与观测台站布设技术、自然资源要素耦合机理与指标选

取技术、多源数据整合与数据处理技术、模型模拟技术与自然资源综合评价4种关键技术，开展自然资源要素长期、

稳定、连续综合观测，探索自然资源各要素间的耦合关系、变化动因机制和演化趋势，解决认识自然生态变化规律、

预判发展趋势的基础数据支撑能力不足问题，服务于新形势下国家自然资源统一管理和重大资源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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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连续、稳定的定位观测是实现自然资源

综合管理的重要抓手[1]，其中建立全要素综合观测

体系，对提高认识自然资源变化规律和决策管理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网络

工程建设已经被列为中国《自然资源科技创新发展

规划纲要》中“十二大科技工程”之首，是一项具有

“战略性、基础性、紧迫性”的系统工程[3]。

目前，中国观测站网主要有中国科学院生态系

统研究网络和各单位围绕科研、业务领域的需求而

建立的其他站网，侧重科研属性，研究生态系统结

构、功能和修复等内容。在自然资源数量结构变化

方面，相关单位主要通过对自然资源几年一次的调

查和每年1~2次的监测获得；但自然资源变化动因、

演化趋势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科学预判，需要通过

对自然资源各要素长期、连续、稳定的观测，获取资

源间耦合作用过程、变化趋势和速度等关键数据。

而现有此类过程观测数据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中

国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瓶颈问题。

因此，本文试图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和“山水

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出发点，构建全国自

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体系，通过多方技术与手段融

通，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实现观测成果向管理决策

的转化，服务新形势下自然资源统一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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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野外观测站网研究现状与需

求意义
2.1 国外野外观测站网现状

资源-生态-环境观测研究站网受到许多国家

和组织的重视，如美国、英国、德国、联合国粮农组

织等主要发达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纷纷建立观测

网用以开展观测与试验研究（表 1），这些观测站网

主要有以下特点：

（1）观测尺度：重视长期连续观测和数据积累，

主要围绕区域尺度、国家尺度和全球尺度进行系统

观测研究。

（2）方法手段：采用自动化观测仪器设备开展

系统联网观测，形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立体观测，

具有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标准体系，能够实现数据共

享和多学科综合观测。

（3）运行机制：采取多部门、跨国界联合观测，

具有布设站点密集、观测与监测周期短等特点。

（4）成果应用：主要形成预警监测、综合观测、

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一体化服务功能。

2.2 国内野外观测网现状

中国高度重视野外科学观测和试验研究工作，

是世界上最早开展自然资源长期定位观测的国家

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类野外观测站约7000

个 [4]，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观测研究台站有 600 余个

（不含气象、水文等专项监测站），覆盖了农田、森

林、草原、湿地、荒漠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涉及水

土流失、泥石流、滑坡、冰川与积雪等特殊环境与灾

害多个领域，具有明显的多学科特色；在区域布局

上，基本覆盖了中国各个生态类型的区划单元。

长期多学科观测和研究，积累了大量基础数据

和资料，为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问题探索作出

了重要贡献；并在科技创新、研究领域拓展和学科

交叉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观测站已成为国

家知识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国创新人

才培养提供平台[5-7]。根据观测站所属部门、服务对

象和目的，分为部门业务观测网和综合科研观测网

两类（表2）。

（1）部门业务观测网：以部门需求为导向，由政

府部门为主导组建而成，有较为稳定的运行经费，

主要围绕服务部门职能、国家减灾防灾和公共社会

等，如地震网、气象网。

（2）综合科研观测网：以科学问题为导向，围绕

水、土、气、生等自然资源要素开展观测研究，多以

生态系统研究为重点，如生态网、高寒网等。综合

科研观测网多依托项目建站，人员、经费和观测内

容等根据项目的具体要求而定。

根据《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优化调整名单的通知》（国科发基〔2019〕218号）

数据显示，现有 97个国家级观测站，包括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农业农村部、水利部、自然资源

部、气象局、地震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业务

站44个；综合科研观测网53个，主要以综合科研观

测网为主。此外，由于现有观测网分布在多个部

门，观测数据融合难、共享难、统一管理难，数据价

表1 国外典型野外观测站网

Table 1 Typical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field observation networks

观测尺度

区域尺度

国家尺度

全球尺度

国家或组织

英国

美国

美国

德国

英国

联合国粮农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日本、美国等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世界气象

组织、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和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开始年份

1843

1933

2000

1980

1990

1996

1992

1996

1993

站网名称

洛桑试验站

Andrews 生态试验站、Hubbard Brook

试验站、Coweeta水文实验室

美国国家生态观测站网络(NEON)

森林资源调查和监测

环境变化研究监测网络(ECN)

全球陆地观测系统(GTOS)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

国际长期生态观测研究网络(ILTER)

观测（监测）内容

土壤肥力、肥料效益

生态系统

生态环境

森林资源

生态环境

生态、冰川、水文和永冻土

气候、水文循环、冰川、陆地永冻带

海洋环境现状与未来状态

生态现象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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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难以全面反映国家自然资源

态势，在支撑自然资源变化动因机制、发展趋势研

究、宏观判断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等方面还有待加

强完善。

2.3 需求意义

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基本保

障。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造和利用自然

资源史[8-10]。随着人类需求的不断增长，自然资源消

耗呈现加剧的趋势，带来了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

成为制约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障碍性因素[11-13]，如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草地荒漠化、华北平原地下水

紧缺等，以上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

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14]。同时，要遵循自然生

态系统运行规律，实施国土空间有效治理，恢复、修

复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功能区；迫切需要研究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冰川冻土变化、水平衡、生态

系统退化等变化规律及其相互影响，为自然资源重

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因此，以自然资源综合观测体系为抓手，构建

形成控制全国自然资源三级以上区划单元的自然

资源要素综合观测站网，获取资源间耦合作用过

程、变化趋势和速度等关键数据，从国家、区域、景

观等不同尺度对自然资源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预

表2 国内典型野外观测站网

Table 2 Typical field observation networks in China

观测网名称

气象监测站网

水文监测站网（地下水）

水文监测站网（地表水）

水土保持监测网

国家土壤肥力和肥料效益监

测网

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

中国数字地震台网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简

称生态网）

中国荒漠-草地生态系统观

测研究野外站联盟

黑河流域地表过程综合观

测网

高寒区地表过程与环境观测

研究网络（简称高寒网）

日地空间环境观测研究网络

地球物理观测台网

全国材料环境腐蚀试验网站

区域大气本底观测研究网络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

研究网络

中国物候观测网络

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

网络

建设单位

国家气候信息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环境监测院

水利部门

农业部门

生态环境部门和农

业部门

地震局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林业

部门、教育和农业

部门

北京师范大学和中

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林业部门

观测点（站）数量/个

41636

10168

由水文站6700余、水位站12000余、雨

量站51000余、报汛站51000余组成

175

9

由生态环境部 38880 个、农业农村部

40061个和自然资源部 1000个监测点

位组成

152

54

30

11

17

9

由专业地球物理站 500 余、地方站约

500个组成

46

10

79

39

192

主要观测内容

气象

水文

水文

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

不同温带的农业区土壤肥力

不同类型土壤

不同地震带和区域的地震监测

生态类型

荒漠化、石漠化生态系统和水土流

失治理

黑河流域地表过程

高寒区地表过程与环境变化

地球空间环境中涉及的磁层、电离

层、中高层大气以及地球磁场与重

力场

重力、地磁、测震、大地电场

大气、海水、土壤腐蚀试验

大气本底

陆地生态系统与大气间CO2、水汽、

能量通量的日、季节、年际变化观

测研究

植被类型区植物、动物和气象水文

等物候现象

森林、草原生态系统观测研究

定位

业务网

业务网

业务网

业务网

业务网

业务网

业务网

科研网

科研网

科研网

科研网

科研网

科研网

科研网

科研网

科研网

科研网

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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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预警，为管理者和决策者制定预案、响应机制、

减轻或消除风险提供科学依据，对于掌握资源现

状，预判未来状态，支撑《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总体方

案》和《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

体规划（2021—2035 年）》实施，服务山水林田湖草

整体性保护与系统性修复、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

制等领域提供科技支撑。

3 中国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网络构

建的基本思路与原则
3.1 基本思路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命运共同体”理念，以自然

资源问题和管理需求为导向，形成法规依据、观测

指标、分类标准、技术规范和数据平台统一的自然

资源要素综合观测工作机制。以自然资源科学和

地球系统科学为理论基础，建立自然资源分类标准

体系、多尺度-多要素-全天候的观测指标体系、天-
空-地立体观测技术体系；坚持合作共享，试点引

领，利用融合共建、改建升级、空白添建3种模式，构

建布局合理、体系完整的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体

系。依托自然资源“一张网”，加强智能化观测装备

自主创新和信息化建设，通过自然资源各要素动因

机制研究和耦合关系模型模拟，揭示其演变趋势，

与摸清自然资源家底的调查和跟踪掌握自然资源

变化的监测形成互补，服务自然资源统一管理，为

自然资源预测预判预警和管理决策提供科技支撑。

3.2 基本原则

3.2.1 统筹规划，分步推进

按照中国自然资源管理的科技需求，以服务解

决国家重大资源环境问题为根本出发点，综合考虑

区域代表性和基础条件，加强自然资源综合观测体

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基于当前观测网建设现状，选

取重点区域、针对区域内的重大自然资源问题，开

展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积累经验，建立示范，逐

步将成熟模式推广至全国。

3.2.2 统一标准，规范管理

按照统一的建设运维、观测指标、观测技术方

法、观测数据标准规范等内容，以期满足自然资源

管理“一张网、一张图、一个平台”的应用需求。

3.2.3 开放共享，协同合作

全面贯彻落实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加强深度合

作交流，打破行业和部门壁垒，加强科研设施、科学

数据等科技资源共享，强化与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

务平台等科技创新基地的有效衔接，形成互为补

充、协同合作的工作机制，实现观测数据、仪器设备

和基础设施等资源的联网与共享。

4 体系总体框架
聚焦服务自然资源“两统一”管理需求，瞄准解

决认识自然资源变化规律、预判发展趋势的基础数

据支撑能力不足问题，在构建覆盖全国自然资源三

级区划观测站基础上，提出了要素、技术、质控、服

务和运维体系五维一体总体框架，其中要素体系是

基础，技术体系是核心，质控体系是关键，服务体系

是根本，运维体系是保障，如图1所示。

4.1 要素体系

按照地下、地表和大气3种自然资源空间分布，

以土壤、生物、水和气候 4类资源为观测对象；从资

源种类、数量、空间特征与结构、质量、开发利用程

度及灾害、变化过程、模拟评价等方面入手，制定科

学、全面、统一的观测指标。探索自然资源统一管

理下的资源分类，建立观测指标分类规范标准。

4.2 技术体系

遵循中国自然资源地带性规律，以自然资源区

划类型为单元，分梯次、级别建设各级各类观测

站。围绕观测指标，以台站为依托，采用航天遥感、

航空遥感、地面调查和定位观测等技术方式，按照

统一标准规范和要求，探索自然资源变化规律和原

因，比对历史和现在数据，预判资源未来状态等变

化状况，通过微观与宏观尺度的观测和研究，形成

自然资源区划、分层抽样统计、天-空-地立体观测

技术、观测站布设方案和数据融合机制，完成观测

站建设标准规范。

4.3 质控体系

融合地面观测、航空遥感、航天遥感等数据，统

一标准规范、统一精度管理、统一基准原则、统一观

测要求，运用数据管理技术，构建基于台站管理的

三级质量管理体系、观测数据全过程管控体系和仪

器设备标定管理体系等，最终形成自然资源要素综

合观测质量管理体系；强化多源异构数据全过程质

量管控，依托观测数据规范、观测规程规范和搭建观

测网平台，实现自动、半自动和人工质量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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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观测数据真实、可靠、准确。

4.4 服务体系

按照公有云、私有云，运用物联网和保密安全

等技术，通过野外观测站、样地观测仪器的组网以

及观测站与数据中心的网络连接，实现各方、各类

观测数据的汇聚集成、云端存储和交换共享，形成

综合观测体系运行管理规范和数据共享机制。依

据模型模拟和智能分析技术，通过专家分析与模型

模拟，对观测数据进行深入挖掘，研究各门类自然

资源间的作用机理、变化动因机制和耦合平衡，并

对各类资源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开展资源环境承

载力评价、适宜性评价，最终形成观测成果、决策咨

询等报告，为自然资源与生态功能区划、区域自然

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提供决策支撑服务。

4.5 运维体系

运维体系是保证观测站能够正常观测和获取

准确、可靠数据的基础和前提。培养专业的运维管

理和人才团队，依照有关规范和技术要求，做好所

有仪器设备和观测场地的日常运行维护，确保观测

工作连续正常进行；探索建立稳定的运维经费机

图1 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体系总体框架

Figure 1 A general framework of natural resources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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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制度保障、基建装备等保障制度，不断完善观测

站信息化、科技化建设，确保野外观测站能够连续

观测和获取数据积累。同时，强化学术委员会、专

家团队、咨询团队、技术骨干遴选和相关规章制度，

创新工作模式，全面提升观测研究水平，服务自然

资源统一管理和咨询决策能力水平。

5 关键技术分析
按照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体系要实现覆盖

全国一、二、三级自然资源综合区划单元的思路，利

用自然资源综合区划与观测站布设技术，科学布局

三级观测站网；根据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和资源

间耦合作用过程，按照模块化设计思路，科学遴选

观测指标，开展长期、连续、稳定的野外观测和科学

试验研究；利用多源数据融合、数据分析挖掘和模

型模拟等技术，进行综合研究、科学评价，服务自然

资源统一管理，实现观测站网构建、野外观测试验

数据获取、模型模拟预测评价，形成科学认知成果

和咨询报告，为新体制下自然资源管理重大问题研

究与管理决策提供基本依据（图2）。

5.1 自然资源综合区划与观测台站布设技术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呈现显著的地带性特

征，各个地带上自然资源的类型禀赋和影响自然资

源的因素有着显著的差别[15]。因此，科学合理选取

少量、典型的观测站（点），最大限度地掌握和了解中

国自然资源的总体特征和变化趋势，需要准确科学

划分自然资源区划和优化观测站（点）布设[16-19]。

目前，中国与自然资源相关的综合自然区划[20]、

植被区划[21]、森林区划[22]、生态地理区化[23]、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24]、生物多样性热点和关键地区[25]等

研究比较深入，此类区划多侧重于生态功能或单一

资源的区域划分，对自然资源综合特征及区域间差

异涉及较少，但这些区划为下一步自然资源区划研

究奠定了基础。

观测站（点）的布设要选用合理的方法和技术，

具有科学性和代表性。很多学者在空间抽样方

面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提出了最佳采样数计算公

式、空间插值 [26-29]、交叉验证、独立验证、统计优化

方法 [30]、空间抽样理论[31-32]、空间三明治抽样[33-35]等

方法。本文在观测台站布设方法上选用了空间抽

样中的空间三明治抽样法。该方法由相互独立的

样本层、知识层和报告单元构成[35-37]，空间样本总体

的估算精度由空间分布格局、样本布设方法和统计

推断方法共同决定。在观测站（点）布设运用中具

体思路是：①根据中国自然地理综合区划，构成知

识层，结合最新的地带性自然资源分布现状和特征

划分自然资源区划，消除对象空间的异质特征；②

图2 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体系支撑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原理示意图

Figure 2 Illustration of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a natural resources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 system to support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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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年遥感地表覆盖程度情况，结合全国第三次

土地调查和森林、湿地、草原调查数据，定量构建每

个分区内的自然资源空间变异模型和分区之间的

相关模型；③根据分层异质性表面无偏最优估计方

法，将影响自然资源的关键因素地表水的水系密度

作为权重，构建自然资源观测网络优化目标公式，

再采用空间模拟退火算法，按照不同的观测站（点）

数组，形成多个观测方案，并与普通克里金方法平

均估计误差方差最小为目标进行实验 [38,39]，最终确

定观测站（点）布设方案。

目前，没有自然资源综合区划图，为检验上述

方法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本文采用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郑度院士等2006年绘制的“中国

生态地理区划图”[23]作为自然资源分异性区划图（该

区划图综合考虑了气温、水分和地貌类型等因素，

能够相对较好地刻画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异情况），

陆地采用近10年的植被覆盖影像，海岸带采用夜晚

灯光指数（一定程度上反映自然资源开发强度，自

然资源开发利用强度间接反映自然资源空间分异

区划）构建模型，通过分层异质性表面无偏最优估

计方法计算结果，综合观测覆盖范围和经济成本考

虑，最终观测站按照综合观测研究中心、一级站、二

级站、三级站的金字塔型布设，实现控制全国三级

自然资源区划，最大程度掌握中国自然资源的总体

特征和变化趋势。

5.2 自然资源要素耦合机理与指标选取技术

观测指标体系是根据一定的规范、标准，能够

更加科学全面反映观测对象特征的指标集合 [40,41]，

是实现观测对象的数据共享、科学对比研究的前提

和基础，也是野外科学观测站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

要内容。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决定辅导读

本》《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行）》《自然资

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和自然资源部职责

涉及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湿地、海域海岛等

自然资源，涵盖陆地和海洋、地上和地下。其中自

然界中，矿产资源形成和变化是百万年尺度，不适

合观测；大气的辐射、风、降雨对森林、草原、湿地、

土地资源变化影响较大，综合观测必须考虑。因

此，指标体系必须围绕可观测的自然资源，以自然

资源变化动因机制和相互间的耦合作用为基础，充

分考虑气候资源-地表覆盖资源-土地资源-地下资

源整体性、系统性，其形成和种类、数量、质量的变

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其中，水是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中最活跃、关键的因素，是整个自然资

源系统中，联系各种资源的桥梁和纽带（图3），降雨

（雪）受植被蒸腾，土地、水面蒸发，冰川升华，大气

辐射、风等因素影响；植被蒸腾、土地蒸发、水面蒸

发又受地下水、大气辐射和风影响；地下水又受降

雨，地表和植被径流，土壤的毛管、膜状、吸湿作用

渗透，地下径流等的影响。因此，按照上述4大类资

源特征和相互作用过程的可观测内容，构建自然资

源要素综合观测指标体系。

5.3 多源数据整合和数据处理技术

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

汇集自然资源要素观测科学数据，建立自然资源要

素综合观测大数据中心，开展航天观测、航空观测、

地面观测、合作共建站、部内共享等多源异构数据

汇聚整合，建立大数据中心。以大数据中心的海量

数据为基础，利用高性能计算机集群和可视化技

术，构建仿真模拟、情景决策等试验平台，对各种原

始数据进行分析、整理、计算、编辑等加工和处理，

预判自然演化不同情景并提供可视化仿真环境，产

出自然资源数量、质量变化情况和演化趋势的研判

成果，实现自然资源定量化、精准化、智慧化管理和

科学决策。

5.4 模型模拟技术与自然资源综合评价

目前，随着模型模拟技术日趋成熟和相关技术

手段的不断完善，在自然资源综合评价方面，有以

下3个方向需要深入讨论研究：

（1）自然资源间耦合关系：应用现代数据模型

模拟和智能分析等技术手段，构建自然资源大数据

分析处理技术体系，对自然资源各指标数据挖掘分

析和计算机模拟，探索自然资源各要素动因变化机

制，构建自然资源间耦合关系生命共同体认知、互

馈、调控、保护和解析知识体系，丰富地球系统科学

理论，建立生命共同体功能权衡协同模型、开发模

拟预测和资源优化配置调控模型等，产出自然资源

系统演化规律和生态环境退化机理等科学认知

成果。

（2）自然资源的演变趋势预判与模拟：开展自

然资源长期演变趋势、变率及幅度等特征预判，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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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自然资源面临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建立高精度

的风险图谱，搭建集“潜力分析-过程模拟-效益评

价”为一体的模拟系统。

（3）支撑自然资源资产考核评价：弥补中国自

然资源变化趋势和动因机制的数据不足，建立有效

的自然资源资产综合基础数据库 [42,43]，形成从数据

到指标、理论到实践，支撑探索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编制技术途径，进一步使自然资源资产考核机制

和评价内容更加丰富完善。

6 结语
构建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体系是落实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发

展理念的重要体现和现实需求，是为自然资源长期

综合观测研究工作提供思路、方法和关键技术，对

于服务自然资源定量化、精准化统一管理和国家

重大资源战略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围绕国家对自然资源管理需求，构建自然

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体系，围绕掌握大气资源、地表

覆盖资源和地下资源的数量、质量和耦合作用过程

等内容开展观测，按照自然资源区划和利用空间抽

样统计技术布设一级、二级和三级观测站，并提出

了自然资源间耦合关系、自然资源的演变趋势预判

与模拟和自然资源资产考核评价3个需要深入探讨

的观测研究方向，期望能够为全国自然资源要素综

合观测领域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由于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体系是一项长期

和重要的基础工作，实施过程中可能会有许多操作

性、技术性等方面问题需要解决；完善综合观测体

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

索、应用和总结经验，逐步丰富补充综合观测体系

内容，提高其可行性、科学性、创新性，以期为新时

代中国自然资源统一管理和解决自然资源与环境

的重大问题提供科技支撑，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决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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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s being transformed from managed by individual resources and singl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to a 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two unifications”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land,

water, forest, agricultural field, lake, and grassland life community”of the earth system science. In

this process, not only the impact on and planning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territorial

space, but also the future state of resources must be considered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major

decisions in the country.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

system of natural resource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wide natural resources observation system is

meaningful to a nation’s ecological progress. This research examined the trai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observation networks. Based on the analysis, necessity, basic

ideas, and principles of the system were developed. The framework of the observation network

includes five parts: factors, technologies, quality control, services, an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Four types of technologies are used, which include natural resources zoning and observation station

layout technique, coupling mechanism of natural resource elements and indicator selection

technique, multi- source data integration and data processing technique, and simulation technique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observation network will provide long-

term, stable, and constant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s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s of the factors of natural resources, driv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of

change, and trends. The network serves to protect and manage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ountry,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solving the global climate issues, and finally to contribute to the nation’s

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resource-related strategic decisions.

Key words：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 system; unified management; natural resources; general

framework; key technologies; security; basic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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