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
 

虚

世界自然遗产崇观与生态保护国家级综合观测站项目

运行绯护服务项目专家评
＇

巾邸见表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fi 邮 箱

职 称 手 机I心韶动加

（衬·克点年昭地碟 ＇， 由咖杜 、立拟1知响免
{' 了 飞归釭吼浏炕如狂

2.' 补切凇碍峰妫蚁归咄屿钱邱轻垃中
停归的和回归钮欣玑却直归11,'_
补心凶叫．

；翠岭钮病、节、心（．，从if.往．！判噬

斗 ， 补沪卢沪咚妇－顷贮扣硃＇ 彖，

,
A

评审结论 口不通过

名，
干
夕”

叭应过 口修改后通过

I I 
日 期

沁r . 1. 



世界自然遗产景观与生态保护国家级综合观测站项目
运行维护服务项目专家评审意见表

职 务

职 称

评审结论

签 名

单位尸＇，归才归吵
邮 箱

口通过 冈修改后通过 口不通过

日 期1为入I·7 -�7

妇喊找归）炉步,i:.•J畔喊，: 1'1 ' 由o: o -bo平？
e 彴pH释＼，协抇砌仁 io 归 ，悼 0 - q· 祝叫牙，戍

知＼叶踝吐 ， ＼响归湛吓．缸杠芍炉胚·
0). {'c心 ． 妞，加终如也如如咄呐

， 



世界自然遗产景观与生态保护国家级综合观测站项目
运行维护服务项目专家评审意见表

姓：三垃

职 务

职 ;;i三五｀｀

巨
单位 泾徇唯疡初力＼

邮 箱 IJ871呏7:zlr@钮·DJ,

手机 仿仿oor们打

＠图
｀、

l;l�I沪＼吨归哏和说从
｀`
？

心o 0 

吓钩杨\·
丿栖释＼肤归压，配卜和 IQ (如汇岍畔）．
©· 泌硝怠,, ---:、

叶心t

＼抚妇礁；柲如扣趴妇气氓）．
＠、心扛＼见、庄知归切肠归

｀伈玉\ : 7'�)11归汁屯礼扣仁怂佽. <. I . v """" J 归
扎胚\(�l i祗，A心和识＼悍然．衫述肆鹉咚
簇邸，对新�-·分心如W叽

评审结论

签 名

口通过 立＇修改后通过 口不通过

，日 期1 心(、 7 、 2

—

j
星



世界自然遗产景观与生态保护国家级综合观测站项目

运行维护服务项目专家评审意见表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单 位

邮 箱

!_!ft I 甘祁4过气

犬g

，气尸
｀ 双咽仇， 吠田归玉宁免

心钊叱 ． 飞
？、显吵、归,..i\气国心侵归
3 孽、平“五尸畴[,/ -ilz, 气向
吹觑孽国正｀｀卢研踩尧 ，叫
扣咄心辞叩卢旬扣i,,�itl

牛琵伈归抖吓＄、吓臣昧炉
、

｀｀杯

酮勹叫'.'1名憬计已笱｀｀一年 ! -te:lif� 中

吁印？心沪i!曦汪炉衫·

夕蚁裴对炒比｝蟀岭卢＄、 早，及九、田杜勹航

签 名

口通过 闪／修改后通过 口不通过

. I I 
日 期



世界自然遗产景观与生态保护国家级综合观测站项目

运行维护服务项目专家评审意见表

姓名

职务

职称

评审结论

签名

单位1于“
邮箱

手机

日 期 lo屯扫 ， 7, cQ

。





《世界自然遗产景观与生态保护国家级综合观测站项目》

专家函审意见修改说明

主要意见和建议：

一、孙治宇——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1.基于目前观测数据还较少，部分结论不能下的过死。

回复：采纳，项目组对技术资料进行了通篇自检自查，修改了项目世界自然

遗产景观与生态保护国家级综合观测站项目常规观测报告及重点观测中的部分

结论，按照观测工作实际，实事求是，去掉部分确定性过强的词语以及将观测结

论限定在本项目观测周期内。修改示例如下：（1）《世界自然遗产景观与生态保

护国家级综合观测站项目常规观测报告：蒸发散通量与常规水文水质观测》第

11 页，原内容“形成这一差异可能是由于两个湖泊属于不同的水系统”改为“犀

牛海和下季节海属于两个不同水系统”。（2）《世界自然遗产景观与生态保护国家

级综合观测站项目常规观测报告：蒸发散通量与常规水文水质观测》第 131 页

删除原内容“推测之后能恢复至震前水平”。（3）在《世界自然遗产景观与生态

保护国家级综合观测站项目重点观测报告：地质灾害》部分，目前已采集的地质

灾害监测数据多为 1年，相对于地质发展过程太过短暂，已按要求将所有结论限

定在本监测周期内。具体在报告“3.观测结果与分析”中，对裂缝、泥石流、断

裂活动与地震动的每个单独设备监测结论加上了“本监测周期”的限定。此外还

在报告“第一部分：地质灾害”-“4.观测情况总结”中，对裂缝、泥石流、断

裂活动与地震动的观测结果总结结论加上了“本监测周期”的限定。

2.有些设备到目前还未安装完毕，观测数据获取是否未完成，建议与管理局

协商是否延长合同，或对观测内容调减。

回复：采纳，此处存在勘误，在项目结题验收答辩中，项目组展示的项目完

成情况内将《世界自然遗产景观与生态保护国家级综合观测站项目重点观测报告：

地质灾害》部分的“视频摄像头”的安装调试状态写为“未安装”，是为信息滞

后所导致的，经与九寨沟管理局核实，该设备目前已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故

此处进行修正。

3.补充综合观测站实施方案：对于观测点位、频次、内容的明确要求，加以

对应观测任务完成情况。（所有专家均提到本问题，因此在此一并作答，不再重



复）

回复：采纳，根据专家意见，在两类报告各项专线任务的观测内容、观测总

结部分统一增加了对相应的观测内容的介绍，同时，每一项观测任务的点位信息

均在各专项任务的观测方法中专项予以说明。同时，在常规观测及重点观测两个

报告中均新增附件 1，即对照项目合同，对各观测专项内容的设备调试时间、计

划及实际观测频次等情况进行介绍。

以《世界自然遗产景观与生态保护国家级综合观测站项目重点观测报告：地

质灾害》部分为例，在第 7 页，观测内容处补充本专项任务的指标情况，见表

1-1：

表 1-1 报告涉及到的观测指标

观测类别 观测内容 观测指标 观测频次

震后重点观测 地质灾害
典型位点岩石裂缝、落石感知、危岩震动、崩塌、

泥石流
在线观测，1次/小时

在观测方法章节第 12 页，介绍观测点的情况，见表 1-2 及图 1-5：

（1）观测点

裂缝观测布设了 8台观测设备，设备编号与位置如表 1-2：

表 1-2 裂缝观测设备编号及分布位置

观测地点 设备编号

熊猫海东侧
Z02105K609911353

Z02105K608910348

老虎嘴（五花海对面）

Z02105K609911388

Z02105K609911393

Z02105K609911380

Z02105K609911361

下季节海
Z02105K608910277

Z02105K609711188



图 1-5 裂缝观测设备信息及分布位置示意图

（2）观测方法

设备采用张力/裂缝计，设备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精度等级: ±1mm ；

灵敏度温度影响(%F.S/10℃): ±0.05；

综合误差(%F.S) : ±0.02。

在第 95 页，观测情况总结出，补充对项目执行情况的对照总结，见表 1-8:

按本项目的观测计划和指标，项目承担单位开展了地质灾害的相关观测和研

究，根据项目需求，项目成员从前期的监测点位建议到设备运行情况检查，直到

观测报告和结题报告完成，全程积极参与，圆满完成任务，完成情况见表 1-8。

表 1-8 监测任务执行情况表

观 测

类别

观 测

内容

观测指标 观测设备 观测起始时

间

计划观测

频次

实际观测

频次

执行情况

震 后

重 点

观测

地 质

灾害

典型位点

岩石裂缝、

落石感知、

危岩震动、

崩塌、泥石

流、断裂活

地表测斜计 2020 年 9 月 1次/小时 1 次/小时

已完成震后地质灾

害观测报告和震后

观测数据库。

落石感知系统 2019 年 12 月

张力/裂缝观测 2020 年 9 月

泥石流断线报警 2020 年 9 月

泥石流远程探测雷达 2020 年 9 月

地声 2020 年 9 月



动和地震

动

3tai 2020 年 9 月

视频摄像头 2021 年 4 月

GNSS 2020 年 9 月

微动测量系统 2020 年 9 月

4.补充协助九寨沟管理局完成相关设备安装、调试和试运行工作内容，开展

的景区观测人员技术培训情况。（所有专家均提到本问题，因此在此一并作答，

不再重复）

回复：采纳，根据专家意见，在提供的技术材料内增加一份相关内容的情况

介绍文件《3-3 技术资料：设备调试、试运行及培训情况介绍》，详见该附件。

5. 建议对九寨沟人员从一起使用、数据分析和数据利用角度进行再培训，

确保项目结束后保护区人员可对设备进行正常使用和维护。

回复：采纳，根据合同约定，项目验收后，尚还有一年的后续服务期，在此

期间，将在前期培训的基础上，协同供应商，进一步加强对九寨沟管理局相关人

员的数据采集、获取及处理的后续专项培训，以确保相关人员对设备的正常使用

和维护。

二、葛文彬——四川省地质灾害研究会

1.勘误，请仔细审核文本内容：（1）P11 地下水位观测（疑似为地表水位监测）

“频率 24小时/次”应为“1次/24小时”，所附曲线为每月一次，成果与监测频率不

符；P7 H2O：0-60ppt单位有误。（2）P17 pH监测：镜海 5.62175-10.6015，长海

0-9.57824，反应仪器测试的精度高，测试数据波动大，存在不可行的原因。（3）

P19 表 7水温应标示最小值、最大值测试时间。

回复：采纳

已补充蒸散发通量和震后湖泊水质的观测点分布图。

勘误内容：（1）将《世界自然遗产景观与生态保护国家级综合观测站项目常

规观测报告：蒸发散通量与常规水文水质观测》第 7页，原“ppt”修正为“ppm”；

第 11 页，原“地下水位”修正为“地表水位”，“频率 24 小时/次”改为“1次

/24 小时”，所附曲线的监测频次显示为 1次/月，是按照分析需要将原始数据处

理而得到的，实际上原始数据的监测频次为 1次/24 小时。（2）pH 的数据已进行

更改，见第 17 页表 1-6。常规水文水质的监测全为设备自动监测，监测的数据



由设备传输进网络数据平台，平台利用传输的数据自动生成一系列基本参数和图

表，如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折线图以及柱状图。设备开始监测后需要进行

不断调试以达到最佳状态，因此从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所监测的数据属于

调试数据，其中包括正常数据和异常数据，但这些数据平台无法自动筛选，分析

时会将所有数据包含在内，因此在平台上，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越大，其形成的

基本参数的波动范围越大，如果将 pH 数据的时间缩短至一个月左右，其数值基

本保持在 8.0 左右。（3）表 1-7 水温的数据是由设备监测后直接传到数据平台，

平台再根据数据判断分析出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由于分析数据中可能包括

异常数据，因此最大值、最小值只能作为参考，此处作为平台数据展示，并根据

专家要求，对表 1-7 进行了修正，增加了测试时间描述。

2.勘误，钙华沉积监测：为长期累积过程，年沉积厚度<1.0 mm，应细化监

测位置；方法、仪器精度；周期要求。重点应为“迭水”处，因地震损毁后，对“终

积垅”养护-修复价值与作用。

回复：采纳。在《世界自然遗产景观与生态保护国家级综合观测站项目重点

观测报告》附件 2中，添加一列用于描述观测点的具体位置、水体类型和水流速

情况；在“第三部分：钙华景观与景区景观”（下同）2.1.1 中补充了年、季度

监测的周期时间；在 2.1.2 中补充了沉积厚度和 ICP 元素分析精度、XRD 分析时

的仪器参数等；在 4“观测情况总结”（1）中，补充了钙华沉积监测对于未来钙

华景观的自我修复的指导意义。

三、彭培好——成都理工大学

1. 补充湖泊面积提取的影像源情况，补充说明震后航拍影像的空间分辨率

及其匹配性。

回复：采纳，根据专家意见，在《世界自然遗产景观与生态保护国家级综合

观测站项目重点观测报告：湖泊水质、湖泊沼泽化与生态系统服务》部分第 104

页增加湖泊面积提取所用的遥感影像数据说明：本次所采用的遥感影像为下载自

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以及九寨沟管理局提供的 Landsat 遥感影像数据

（http://www.gscloud.cn/）。共用遥感影像 8景，包括 Landsat5 TM 及 Landsat7

ETM 影像。为了保证遥感影像的质量和遥感参数提取的稳定性，影像云覆盖率均



小于 10%，获取时间集中于夏季 6 -9 月，同时 ETM 数据使用去影像条带工具进

行了处理。所涉及的两种数据集中，除了热红外波段与全色波段外均为 30m 的

分辨率。此外，还涉及基础地理空间辅助数据，如行政区划及保护区边界，均来

自九寨沟管理局。

关于震后航拍影像的空间分辨率级处理方法等问题，在《世界自然遗产景观

与生态保护国家级综合观测站项目重点观测报告：湖泊水质、湖泊沼泽化与生态

系统服务》部分第101页、103-105页进行了说明：九寨沟“8.8”地震发生后，

以火花海、五花海、诺日朗群海为典型的九寨沟湖泊受损严重，据震后九寨沟管

理局对各类受损湖泊的影像测算及实测资料显示，震后各类湖泊面积累计锐减

0.13 km2。出于本项目执行期间震后世界自然遗产地内全域的中等及高清分辨率

的遥感影像缺乏的原因，为精准获取遗产地内的受损修复数据，本项目利用九寨

沟管理局提供的2018年9-10月无人机航拍高清影像，结合项目组2019年6-7月间

无人机航拍高清影像，开展了重点流域的受损修复情况统计，影像数据空间分辨

率均为0.5米。本数据为调查数据，数据精度较高，与震前本研究开展的湿地面

积调查所采用的30米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间存在较大差异，为进一步缩小震前震

后遥感影像解译过程中带来的湿地面积数据差异，本项目在执行过程中，通过如

下处理流程进行数据处理：一是对无人机航拍影像进行重采样，采样精度与震前

影像一致，为30米，同时开展几何精校正等图像预处理，使其与震前影像保持一

致；二是在图像解译过程中，以震前的湿地解译成果（2015年）以及震前影像的

321真彩色波段组合影像为基础图层，开展震后影像的湿地范围绘制，以尽可能

减少在湿地边界识别过程中的人为误差。尽管本研究针对不同影像源采取了上述

处理方法，以最大化降低因数据源不一致带来的湿地面积提取精度，但在图像重

采样、图像解译过程中依然会出现一定的数据误差，但该处理是在常规影像源无

法获取的情况下的最优方案。

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过程中，震后评估是哪一年，地灾统计的年份是

哪一年，请修正。

回复：采纳，根据专家意见，在《世界自然遗产景观与生态保护国家级综合

观测站项目重点观测报告：湖泊水质、湖泊沼泽化与生态系统服务》部分第 124

页增加了对震后评估影像的说明，增加了表述如下：地震发生后，以火花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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