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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设计技术规定  ×××》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1） “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设计技术规定是环境保护部“国家环境信息与统计能

力项目”中 27 项技术标准规范之一。 

“国家环境信息与统计能力建设”项目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节能减排工作部

署为指导，以实现“十一五”期间重点污染物减排的目标指标为紧要任务，围绕建立与完善

“科学的减排指标体系、准确的减排监测体系、严格的减排考核体系”的要求，加强数据传

输、共享和应用能力、业务应用支撑能力、统计基础能力等环保信息化能力的建设，为实现

“十一五”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目标奠定基础。为了更好的完成项目建设，大力推进污

染物减排“三大体系”建设，夯实环境保护的基石，需要改进统计方法，完善统计制度，必

须制定一系列的标准规定。 

（2） 标准制（修）订项目的承担单位如下：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河北省环境信息中心、北京北方数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2 工作过程 
任务下达后，标准编制组进行了初步的资料搜集和分析工作，并参考国家标准《地理信

息 图示表达》（GB/T 24355-2009）、《专题图信息分类与代码》（GB/T 18317-2009），以及国

土资源部制定的《土地专题图图式》等等相关国内外的标准文献，结合《重点污染源空间数

据库及管理平台建设项目_专题图制作原则》、其他环保行业项目中制定的规范，以及河北环

境信息中心的减排业务综合分析，2010 年 1 月 25日在环保部信息中心的组织下，与环保部

相关专家进行了调研，深入讨论了标准制定方案及内容，在吸取了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后，

于 2010 年 3 月完成了了《“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设计技术规定开题报告》，并通过会议

审查。 

2010 年 3 月 9 日，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在环保部会议室主持召开了《“减排综合数据

库”专题图设计技术规定开题报告》论证会。根据专家审查意见，为配合《“减排综合数据

库”专题图设计技术规定》的有效实施，本规定编制范围增加了“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

生成技术规定，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的分类、内容、图式符号。 

2010 年 4 月 23 日，编制组邀请中国测绘出版社、中国测绘研究院的专题图设计专家进

行了专题图设计技术研讨，在交流中，编制组认真学习了中国测绘出版社、中国测绘研究院

获奖专题图集的设计思路、技术，听取了专家对专题图设计技术的意见和建议。 

2010年 6月 3日在内蒙古举办了“全国环境信息与统计能力建设项目标准规范研讨会”，

在与到会各位专家的探讨中，编制组对标准编制工作的重大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积

极与到会专家交流标准编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共同探讨了解决的办法。 

2010 年 6 月 10 日，在环保部信息中心的主持下，编制组参加了资源信息组的视频讨论

会议，在会议中，标准编制组认真学习了部信息中心数据组、环统能力项目总集成数据组到

会专家对资源信息组标准编制的要求，同时更深入明确了标准编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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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编制组根据各方专家的意见，结合其他行业的专题图制作标准，

并参考了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于 2010年 6 月完成了《“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设

计技术规定（征求意见稿）》和《“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设计技术规定（编制说明）》，计

划在广泛征求意见后，根据意见反馈和修改，形成送审稿和编制说明。 

2 制（修）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国家及环保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随着全球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越来越认识

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对环境保护所起的重要作用。 

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基础，开发应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共享，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转型或改进决策管理的历史性进程。随着信息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化日

益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力量。充分认识深入推进环境信息化建设，

在加强环境保护、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当中的重要作用，对驾驭信息化，以信息化

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信息化正在全球范围内向更深的层次、更广泛深入推进，

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作为生产的要素，进入再生产的全过程，给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推动传统经济向新兴经济的转型，信息化水平越来越

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

中也提出建设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信息系统，要求完善信息发布制度，促进环境信息共享。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要求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

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就要求环保部门必须更迅速、更深入的了解、掌握节能减排的信息

动态。 
然而减排信息其信息量庞大、种类复杂，对这些信息的表现传统方式一般采用表格、统

计图的方式进行展示，这种表现方式形式单一、不直观，更不符合我国构建数据环保体系的

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3S”技术、地图学、计算机制图学和统计学等技术的

发展，将环境信息与基础地理信息相结合，制作内容丰富、直观、美观的专题图已经成为专

题信息展现的一种发展趋势。 

基于计算机、GIS、数据库等技术的专题制图方法与周期长、更新慢的传统的手工制图

方式相比，利用 GIS 建立起地图数据库，可以达到一次投入、多次产出的效果。它不仅可以

为用户输出全要素地形图，而且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分层输出各种专题图，如污染源分布图、

大气质量功能区划图等等。GIS 的制图方法比传统的人工绘图方法要灵活得多，在基础电子

地图上，通过加入相关的专题数据就可迅速制作出各种环境专题图。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从符

号和颜色库中进行选择，使之更好地突出专题效果和特性。 

目前，全国近 30 个省级环保局及一百多个城市环保部门都已经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

软件和相应的硬件设施，大部分省市已经建立环境基础数据库和减排综合数据库，在 GIS

平台上制作各种各样的专题图。但由于环境保护行业没有统一的专题图设计规范，致使这些

专题图存在设计风格各异、数据基础不统一、图式风格各异、制图数学基础不一致等问题，

给节能减排信息科学性展现、共享等造成一定的影响。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

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的贯彻落实，节能减排工作的深入开展，

会有更多的节能减排信息发布，要有更多节能减排信息制作成专题图展示在人们面前。为了

更好的实现减排专题图设计规范化，基于统一规划、统一规范、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原则

来制定一个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设计技术规定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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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行环保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将减排综合数据库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制定基于 GIS 的减排专题图标准在国内外均

属空白。但是，国内外其他行业有较多可参考的专题图制作标准： 

2000 年俄罗斯公布了《数字地形图：一般要求》（51605-2000）、《数字地形图：数字制

图信息分类及编码系统——一般要求》（51606-2000）、《数字地形图：数字制图信息数字描

述准则——一般要求》（51607-2000）、《数字地形图：质量要求》（51608-2000）等一系列的

地图制图标准，对地图的制图信息、要素分类的顺序及其属性、要素、属性及其属性值的编

码准则、制图信息的拓扑性及其综述、要素类型及其属性的描述、数字地形图质量元素、地

形图的质量评估等等方面做了规定。 

国际标准化组织地理信息技术委员会（ISO/TC211）于 2005 年公布了《地理信息 图示

表达》（ISO 19117:2005）标准，采用人们易于理解的形式来定义描述地理信息图示的表达

方式，定义表达的方式并不涉及图示标准的具体内容，只需考虑如何定义颜色线型、线宽、

字符串和花纹等，所定义的表达方式可设定较广的范围。 

目前国内也存在较多制图规范和标准，有各行业通用的的制图规范和标准，如《公共地

理信息通用地图符号》（GB/T 24354-2009）、《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GB/T 

12343）、《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GB/T 20257）、《专题图信息分类与代码》（GB/T 

18317-2009）、《地理信息 图示表达》（GB/T 24355-2009）（依据 ISO 19117:2005 转化的国

家标准）、《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 13923-2006）,也有行业专题图制作标准

如《车载导航电子地图产品规范》（GB/T 20267-2006）、国土资源部制定的《土地专题图图

式》、建设部制定的《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规范》（CJJ 100-2004）、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的《导航电子地图图形符号》、公安部制定的《城市警用地理信息专题图与地图版式》

（GA/T531-2005）等。 

纵观国内外有关制图标准，可以看出制图规范已经由原来的基础性规范向行业化、具体

化、专业化方向发展。随着环境保护的力度加大，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越来越深，关注程

度也越来越高，将会有更多类型的环保数据需要制作专题图展示在人们面前，因此制定更加

适合于环保行业的专题图制作规范必定成为科学发展、社会经济需求的必然趋势，《“减排

综合数据库”专题图设计技术规定》是其中之一  

3 编制的依据与原则 

3.1 编制的依据 
将减排综合数据库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制定基于 GIS 的减排专题图标准在国内外均

属空白。 然而参考《地理信息 图示表达》（ISO 19117:2005）标准，通过研究标准中图示的

表达方式，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即可编制适用于自己的一整套具体标准或将已有的标准用统一

定义的表达方式改写，这就给各个行业制定本行业的专题图标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给制

作“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设计标准提供了基础。 

3.2 编制的原则 
（1） 科学性、成熟和实用性： 

专题图的内容反映的是某专门的主题，目的在于揭示某一特定现象的分布规律。因此专

题图既要反映地理环境各要素的质量特征、数量特征和动态变化，又要反映人类和自然环境

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2） 完整性： 

专题图作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一种地图展现形式，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以科学研究

成果和实地调查成果为资料而编制的，因此它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但由于人们对于复杂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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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人文、经济现象的认识不可能完全一致，观点各异，因此在编制专题图过程中对各

种研究成果及资料还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同一幅图上不能把具有不同学术观点的

各种研究成果及结论都放映在一起。在制作之前需要研究决定以何种成果为基础，务必使观

点一致。 

（3） 合理性、易用性： 

在分类上既要以相关学科的分类为标准，又要根据实际的用途要求，对原有的分类进一

步的实用化。 

在表示数量型专题图中，要强调符号、图表的可读性和可量度性。 

专题内容和指标的制定应满足具体部门的要求。 

4 主要技术内容 

4.1 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定规定了“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的设计原则、专题图分类、制作方

法、质量控制要求、输出和成果归档等。 

适用于基于减排综合数据进行的专题图设计和编制，并可以作为 “减排综合数

据库”专题图设计评审和成果验收的参考。。 

4.2 结构框架 
（1） 本技术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适用范围：概述了本技术规定的适用范围。 

第二章为术语定义：列出了在本技术规定中出现的相关术语及其定义。 

第三章为“减排综合数据库”主要内容：概述了“减排综合数据库”的主要内容。 

第四章为专题图制作原则：规定了“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的制作原则。 

第五章为“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制作分类：列出了“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的

分类方法。 

第六章为专题图制作方法和图式符号：规定了专题图的制作方法、图示符号。 

第七章为“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制作：详细描述了专题图的制作流程和制作步骤。 

第八章为“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质量控制要求：明确规定了专题图的质量控制要

求。 

第九章为专题图输出：明确规定了专题图的图集印刷、存储格式等内容。 

第十章为专题图成果归档：规定了专题图的归档管理方法。 

4.3 术语和定义 
标准在直接引用《环境信息术语》（HJ/T 416—2007）的基础上，补充了与本技术规定

相关的术语如“减排综合数据库”等等，便于技术规定条文的理解。 

4.4 一般原则 
为提供一种能完全与实际生产相结合的专题图分类方法，技术规定在从减排业务角度考

虑专题图分类的同时，也结合减排专题图制作的实际情况，从区域、流域、比例尺等方面规

定了专题图的分类方式，规定了业务、地域、比例尺相结合的综合分类方法。 

减排业务涉及数据广泛，数据形式多样，各个专题图制作单位数据也各不相同，要制定

合理的专题图分类，必须了解清楚减排数据的涵盖的范围和种类，编制组经过多方调研，初

步了解到涉及减排数据的内容如下： 

表 1 工业污染排放及处理情况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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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情况 —   其中：燃料燃烧过程中去除量 吨 

1.工业锅炉数 台/蒸吨         生产工艺过程中去除量 吨 

  其中:烟尘排放达标的 台/蒸吨   其中：当年新增设施去除量 吨 

       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的 台/蒸吨 5.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2.工业炉窑数 座   其中：燃料燃烧过程中排放量 吨 

  其中：烟尘排放达标 座         其中：排放达标量 吨 

        二氧化硫排放达标 座   其中：生产工艺过程中排放量 吨 

3.污水排放口数 个   其中：排放达标量 吨 

  其中：直排海的污水排放口

数 
个 6.氮氧化物去除量 吨 

4.废水污染物在线监测仪器 套 7.氮氧化物排放量 吨 

5.废气污染物在线监测仪器 套    其中：排放达标量 吨 

二、工业废水 — 8.烟尘去除量 吨 

1.废水治理设施数 套 9.烟尘排放量 吨 

2.废水治理设施处理能力 万吨/日 其中：排放达标量 吨 

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10.工业粉尘去除量 吨 

4.工业废水处理量 万吨 11.工业粉尘排放量 吨 

5.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其中：排放达标量 吨 

  其中：直接排入海的 万吨 四、工业固体废物 — 

排入污水处理厂的 万吨 1.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万吨 

6.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 万吨 （1）危险废物 吨 

7.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 （2）冶炼废渣 万吨 

8.工业废水中污染物去除量 — （3）粉煤灰 万吨 

（1）化学需氧量 吨 （4）炉渣 万吨 

其中：当年新增设施去除的 吨 （5）煤矸石 万吨 

（2）氨氮 吨 （6）尾矿 万吨 

（3）石油类  吨 （7）放射性废物 万吨 

（4）挥发酚 吨 （8）脱硫石膏 万吨 

（5）氰化物 吨 （9）其他废物 万吨 

9.工业废水中污染物排放量 — 2.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万吨 

（1）化学需氧量 吨 （1）危险废物 吨 

（2）氨氮 吨 （2）冶炼废渣 万吨 

（3）石油类 吨 （3）粉煤灰 万吨 

（4）挥发酚 吨 （4）炉渣 万吨 

（5）氰化物 吨 （5）煤矸石 万吨 

（6）砷 吨 （6）尾矿 万吨 

（7）铅 吨 （7）脱硫石膏 万吨 

（8）汞 吨 （8）其他废物 万吨 

（9）镉 吨      其中：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 万吨 

（10）六价铬 吨 3.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三、工业废气 — 4.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 万吨 

1.工业废气排放量 
万标立方

米 
  其中：危险废物贮存量 吨 

  其中：燃料燃烧过程中排放

量 

万标立方

米 
5.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 万吨 

        生产工艺过程中排 万标立方   其中：危险废物处置量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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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 米 

2.废气治理设施数 套       其中：送往集中处置场处置量 吨 

  其中：脱硫设施数 套   其中：处置往年贮存量 万吨 

3.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 
万标立方

米/时 
6.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万吨 

  其中：脱硫设施脱硫能力 吨/时   其中：危险废物排放量 吨 

4.二氧化硫去除量 吨     

 

表 2 危险废物集中处置情况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1.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厂数 座 填埋量 吨 

其中：当年新增的 座 其中：处置工业危险废物量 吨 

2.危险废物实际处置能力 吨/日 处置医疗废物量 吨 

其中：焚烧处置能力 吨/日 处置其他危险废物量 吨 

填埋处置能力 吨/日 4.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 吨 

其中：当年新增焚烧处置能力 吨/日 5.焚烧残渣流向 — 

当年新增填埋处置能力 吨/日 （1）焚烧残渣量 吨 

3.危险废物处置量 吨 （2）焚烧残渣利用量 吨 

其中：焚烧量 吨 （3）焚烧残渣填埋量 吨 

 

表 3 城市污水处理情况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1.城镇污水处理厂数 座   其中：当年新增的 吨/日 

  其中：当年新增的 座 7.污水年处理量 万吨 

2.城镇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

能力 
万吨/日   其中：处理工业废水量 万吨 

  其中：当年新增的 万吨/日         污水再生利用量 万吨 

3.工业废水处理厂数 座 8.化学需氧量去除量 吨 

  其中：当年新增的 座 9.氨氮去除量 吨 

4.工业废水处理厂废水处理

能力 
吨/日 10.总磷去除量 吨 

  其中：当年新增的 吨/日 11.污泥产生量 吨 

5.其他污水集中处理装置数 座 12.污泥处置量 吨 

  其中：当年新增的 座 13.污泥利用量 吨 

6.其他集中处理装置处理能

力 
吨/日 14.污泥排放量 吨 

 

表 4 医院污染排放及处理情况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1.废水处理设施数 套 7.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吨 

2.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万吨/日 8.氨氮排放量 吨 

3.医疗废物处理设施数 套 9.医疗废物产生量 吨 

4.用水量 万吨 10.医疗废物处置量 吨 

5.废水处理量 万吨 其中：送往集中处置厂处置量 吨 

6.废水排放量 万吨 11.放射源数 枚 

其中：达标排放量 万吨 其中：集中管理的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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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处理废水产生污泥量 万吨 12.退役放射源数 枚 

 

表 5 生活污染及处理情况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一、基本情况 — 
5.城镇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产生

系数 
克/人.日 

1.人口总数 万人 
6.城镇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产生

量 
吨 

  其中：城镇常住人口数 万人 7.污水处理厂去除生活污水中COD量 吨 

2.煤炭消费总量 万吨 
8.城镇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

量 
吨 

  其中：工业煤炭消费量 万吨 9.城镇生活污水中氨氮产生系数 克/人.日 

        生活及其他煤炭消

费量 
万吨 10.城镇生活污水中氨氮产生量 吨 

3.生活及其他煤炭含硫率 % 
11.污水处理厂去除生活污水中氨氮

量 
吨 

4.生活及其他煤炭灰份 % 12.城镇生活污水中氨氮排放量 吨 

二、污染排放情况 — 13.生活及其他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1.城镇生活污水排放系数 
千克/人.

日 
14.生活及其他烟尘排放量 吨 

2.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 万吨 15.生活及其他氮氧化物排放量 吨 

3.城镇生活污水处理量 万吨 其中：公路交通氮氧化物排放量 吨 

4.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     

 

表 6 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情况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1.汇总工业企业数 个         燃料燃烧废气治理项目 个 

2.本年施工项目总数 个         工艺废气治理项目 个 

  其中：工业废水治理项目 个         工业固体废物治理项目 个 

        燃料燃烧废气治理

项目 
个         噪声治理项目 个 

        工艺废气治理项目 个         电磁辐射治理项目 个 

        工业固体废物治理

项目 
个         放射性治理项目 个 

        噪声治理项目 个         污染搬迁治理项目 个 

        电磁辐射治理项目 个         其他治理项目 个 

        放射性治理项目 个 
4.本年竣工项目设计或新增处理能

力 
— 

        污染搬迁治理项目 个   其中：治理废水 吨/日 

        其他治理项目 个         治理废气 
万标立方

米/时 

3.本年竣工项目数 个         治理固体废物 吨/日 

  其中：工业废水治理项目 个     

 

表 7 环境监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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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一、环境监测仪器 － 省控断面 个 

1.环境监测仪器数量 台（套） 其中：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套 

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 市控断面 个 

1.环境空气监测点位 个 其中：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套 

点位类型 背景点 
五、集中式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

测 
－ 

 

其中：国控监

测点位 

农村点 个 
1.开展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的城

市数 
个 

城市点 个 2.被监测的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数量 个 

个 个 
3.被监测的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取水

量 
万吨/年 

其中：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套 六、近岸海域环境监测 － 

省控监测点位 个 1.近岸海域监测点位 个 

其中：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套 2.开展近岸海域监测的监测站数 个 

市控监测点位 个 其中：近岸海域海水水质监测 个 

其中：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套 近岸海域沉积物监测 个 

2.空气质量监测报告 － 近岸海域海洋生物监测 个 

其中：日报和预报城市数 个 
其中：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自动监测

系统 
个 

日报城市数 个 七、环境噪声监测 － 

周报城市数 个 1.开展环境噪声监测的监测站数 个 

三、酸雨监测 － 其中：区域环境噪声监测 个 

1.酸雨监测点位 个 道路交通噪声监测 个 

其中：城区点 个 功能区环境噪声监测 个 

郊区点 个 2.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 套 

其中：自动采样点位 个 八、污染源监测 － 

2.开展酸雨监测的监测站数 个 
1.开展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的重点企

业数量 
个 

其中：开展降水酸度监测的监

测站数 
个 其中：国控重点源 个 

开展阴阳离子组分监测的监

测站 
个 省控重点源 个 

六、沙尘暴监测 － 市控重点源 个 

1.沙尘暴监测点位 个 
2.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保监测项目

数量 
个 

2.开展沙尘暴监测的监测站

数 
个 其中：国家级 个 

其中：激光雷达监测 套 省级 个 

四、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 个 市级 个 

其中：省界断面 个 九、开展生态监测的监测站数 个 

其中：国控断面 个 
其中：具备生态遥感解译能力的监

测站数 
个 

其中：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套 十、开展土壤监测的监测站数 个 

  十一、开展地下水监测的监测站数 个 

 

根据了解到的减排数据的范围和内容，将减排专题图制作归为地理位置分布和数据量统



 

 9

计两大类，结合减排专题图的实际用途以及减排数据的地理特点，将减排专题图按业务、范

围、比例尺等等做了分类，多角度充分展示了减排数据的各种属性。 

 

5 对实施本技术规定的建议 

建议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及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在 “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制作过程中，

积极采用本规定，以达到风格统一、表达一致的“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 

鉴于本规定为首次制定，且《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设计技术规定》尚未正式发布，

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先试行一段时间，根据反馈的问题和技术进步情况，进行进一步的

修订完善，力争最终形成适用的、先进的“减排综合数据库”专题图设计指导文件，更好的

满足我国环境保护管理的需要。此外，随着信息类型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已经对环保技术

研究的不断深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根据环境管理的实际需要，规定的内容应不断得到完善、

拓展、深入和更新，以适应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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