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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领域应用手机信令数据技术指南》

（报批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 来任务 源

本行业标准制定任务由自然资源部提出，由全国 理信 标 化地 息 准

术 会技 委员 术信息化 技 委员会分 TC230/SC1 。口归 2021年 10月 25

，本 《已列 自然资源日 文件 入 部 2021 自 资 标准 作年度 然 源 制修订工

计划》， 计划号为标准 202131005。

为指导自然资源领域中手机信令数据 品的制作产 、构建科学实用

、 、的指标体系 拓展不同层级的应用场景 强化 据安 和 私数 全 隐 保护，

总结实践 验在 经 、广泛听 意取 见基础上， 究制研 定本文件。根据 2022

年 5月 7 术 术全 地 信息 委 信息化分技 委员会标准日 国 理 标准化技 员会

审查会形成的审查 见意 ，将本标准名称由《手机信令数据在自然资源

术领域的应用技 指南》变更为《 术自然 源 域 机信令数 技资 领 应用手 据

指南》。

（二）编 背制 景

开展以人类活动 心 计核 的总量为 统 、 布局空间 、 徙 大分 等 数迁 析

定据标准制 ， 一使自然资源两统 职能的重要支撑是行 ，是推进自 资然

力 。源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手机信令数据 自然 源 域 趋广泛在 资 领 应用日 ， 类在 行人 活动动进

监 好的 用性与适态 测中具有良 实 用性。 类用 机 令数 活利 手 信 据开展人

动态监测和定量分析动的 ，已在自然资源多个业 领域开展广泛应用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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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良好效果， 了弥补 传统数据的不足，丰 了富和提升 土空 优国 间

化、自 监测监管然资源 、 地集约利 评土 用 价 源评 评估的技和自然资 价

术方法。 采在 据 处理但 数 集 、 义指标定 、 一数 等方面缺乏统 的参 选取

标准规范。因此，亟需制定清 准确的数据处理要求晰 、 一统 的指标定

义口径， 对 议并 适合自然资源领域的典型 务场 进 指业 景 行 导和建 ，以

。提升手 信令数据 自 务领 应用的规 平机 在 然资源各业 域 范化水

（三） 担 位及 人承 单 主要起草

1. 单位承担

本 心文件由自然资源部信息中 、 大同济 学、 大吉林 业 学农 、深圳

划 心、 汉 划 心市规 和自然资源数据管理中 武 市规 编制研究和展示中 、

、 术 。智 足迹 据 技 司 中移动 息技 有限 司慧 数 科 有限公 信 公 单位起草

2. 要起 人主 草

本文件主 人要起草 ： 文郭 华、 心钮 毅、陈红兵、 文刘 超、 延平范 、

、 、 、 晗、 、 、 、 、冯永恒 张帆 肖飞 郭 姜涛 张岩 康宁 邓颂 王娜萍平 、

李治君、 玥胡 、赵华、 长温 吉、吴多朋、李岩、曾建鹰、张玉韩、刘

羽天 、陈珍妮、聂可、林诗佳、刘 涵思 、施澄， 体分工如具 下（表 1）：

表 1 起草 员人 组成及分工

姓名 务职 /职称 起 及 做 作草分工 所 工

郭文华 员研究 、 计、 ， 。研制 内容设 起草 反馈意见修改标准

心钮 毅 教授
标 研制准 、 计内容设 、起草， 术技 测试验证，反

。馈意见修改

陈红兵 教授 、 计、 ， 。标准研制 内 设 起 反 意容 草 馈 见修改

刘文超 高 工程师级
标 研准 制、 计内容设 、 草起 ， 术技 试验证测 ，反

。修馈意见 改

范 平延 研究员 、 计、 ， 术 。研 容设 起草 技 测试验证标准 制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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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恒 高级工程师 、 术 ，标 起草 标准技 测试验证 反馈意见修改准 。

张帆 门部 经理 术 ， 。标准技 测试验证 反 意见 改馈 修

飞肖 工程师 、 计、 ， 术 。标准研制 容设 起草 测内 技 试验证

晗郭 程师工 术 。准技 测试标 验证

涛姜 级 程师高 工 术 。试标准技 测 验证

张岩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术 。标准技 测试验证

康宁 博士研究生 标准研制、起草、 术技 测试验证，反馈意见修改。

邓颂平 教授级 级工 师高 程 、 计、 术 。准 容设 技 测 验证标 研制 内 试

王娜萍 习研究实 员 、 计、 ， 。研制 容设 起草 见 改标准 内 反馈意 修

治君李 工程师 、 计、 ， 术 。准 内容设 起草 技 测试验证标 研制

玥胡 工程师 ， 术 。标准起草 测试验证技

赵华 经济师 术 。标准技 测试验证

长温 吉 副教授 、 计、 。标准研制 内容设 草起

吴 朋多 程工 师 、 计、 。研制 内容 起草标准 设

李岩 品产 经理 术 。测试 证标准技 验

曾建鹰 研究员 、 计， 术 。标 研 内容 验准 制 设 技 测试 证

玉韩张 副研究员 、 计， 术 。标准研制 内容设 技 测试验证

羽天刘 工程师 计， 。标准内容设 反馈意见修改

陈珍妮 项目经理 术 。技 测试验证

聂可 博士 究研 生 ， 术 ， 。标 技 测试验 反馈意见 改准起草 证 修

林诗佳 研究博士 生 ， 术 ， 。标准起草 验 反 意见技 测试 证 馈 修改

涵刘思 研究生博士 ， 术 ， 。标准起草 技 测试验证 反馈意见修改

澄施 助理研究员 ， 术 ， 。标准起草 技 测试验证 反馈意见修改

（ ）四 主要工作过程

1. （期研 阶前 究 段 2019.3-2020.8）

2019年 3月， 头 划位在承担 然资源部 间牵 单 自 空 规 局“大 对数据

划土空 规 编制与 支国 间 实施的 撑” ，项 时 开 用 信令数目 始启动应 手机

划据服务支撑国土空间规 编制与实施 作工 ，根据应用场景的需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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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出常住人口、短期驻留人口、实际服务 口人 、城 间 系市 联 强度等

指标， 计并开 研究如何 手 算得 这些指标始 用 机信令数据 出 数值， 关相

。究 果在 到研 成 课题中得 应用

2020年 6月，本标准申报为自然资源部标准制修订预 究项目研 。

2020年 6-8月，编写组通过总结研究和应用经验， 了撰写完成 《手

术机信令数 在自 资 领 用技 指南 究报告据 然 源 域的应 研 》，形 前成 期研

。究成果

2. （形成 稿初 2020.9-2021.9）

2020年 9月开始， 头 位 极 动标 作牵 单 积 启 准编制工 ， 高校邀请 、

科研单位、移动通信运营商、 门地方自然资 管理部 等有关单位专家源

共同组成标准编写 本 。组开展 文件编制工作 并于 11月 16日和 12月

9日，两 标准编制 家次组织 专 、 划 术国土空 规 技 专 召间 和移动通信 家

了 讨 ， 了 计划 。开 专家 究 定 准编 和 架构研 会 研 确 标 写的工作 整体

2021年 1月-4月，根据 2020 计划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 ，

根据前期研究成果， 一编写组进 步明确标准编写内容、成果形式、组

织方 等式 ，初 编 完步 写 成《 术信令数据 自然资源 域手机 在 领 的应用技

》南指 初稿（ 一第 稿）。

2021年 4月-9 ，月 就 中初稿 术 义、计础 指标 算基 技 的指标定 方

择 术和参数选 等关键问题开展技 攻关法 ， 讨 对召开多轮 会研 初稿内容

讨 。进行 论 2021年 9 ，月 就自然资源监测监管中的应用场景章节进

， 《 术补充 善 成 令数据在 然资源领 的行 完 形 手机信 自 域 应用技 指南》

初稿（ 二 ） 。稿 及编制第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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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 求 见稿形 征 意 2021.10-2021.11）

2021年 10月， 单 织召开主编 位组 《手机信令数据在自然资源领

术域的应 技 指南用 》初稿（ 二第 稿） 讨标准制定专家研 会。 议会 邀请

了 大清华 学、 大同济 学等高校、 划各 市规 自 资 专家省 和 然 源行业 、中

术国 通和中国 动联 移 通信技 专家，从编 规范写 ，标准 架整体框 ， 准标

盖内涵 容， 计 了规 多方面提出 切实可行的意见指标 算 则等 ，形成《手

术 》机信令 据在自然资源领域的应用技 指南数 初稿（ 三第 稿）。

2021年 10月-11 ， 一 术月 标准编制组进 步梳 技 指 和 用理 标 应 场

， （部分内容 稿形成征 意景的 统 求 见稿 第四稿）， 。并完 编制说明善

4. （见 多 次修征求意 并 轮 改 2021.12-2022.3）

2021年 12月， 术照 地理信息标准化技 委员会标准化工作按 全国

，管理 定要求 标准编制组将征求意见稿发至自然资源部相关司局规 、

自然资 行业 关 位源 相 单 、 信运营商 相关企业移动通 及 、 校高 及相关研

， 。机构 始征求有 及 家 见 截究 开 关单位 专 意 至 2022年 1月 6 ，共日

收到 27家单位的近 200 ， 《条反馈意见 汇总形成 标准征求 见汇总意

处理表》。

2022年 1月-3 ， 对 了月 标准编制组 专家反馈意见进行 梳理和汇

总， 采部分 见直 纳意 接 ， 对存 的意见针 在疑问 ， 了 讨召 多轮专家开 研

会， 析和 明逐条进行分 说 。 对针 自然 相 司 提出 见资源部 关 局 的反馈意 ，

次修改经多 、专家指导和与相关司局沟通后， 了完成 求意见稿征 （第

五稿）， 了 。 对 执并完善 其编制说明和意见汇总处理表 针 部利用司和

法局 出提 的“增 关工作场加部相 景”的意见， 了采进 纳行 和完善； 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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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空间 局提出的部 规 “ 标 活 人口地理坐 和 跃 覆盖度” 意等 见， 了行 直进

采接 纳； 对 划针 部空间规 局提出的“地理网格空 粒度间 ”等意见，则经

划与部空间规 局沟通，采 采取部分 纳的措施，将其在不同场 应用景 中

分 说别 明。 管制司用途 、耕地 护司保 、 办 未总督 司 意见等 局 提出明确 。

2022年 3月，《 术手机信 在 然 源领 技令数据 自 资 域的应用 指南》

征求意见稿（第五稿）通过自然资源标准化信 服务平台公开向社会息

公众征求意见，本轮收到 35条反馈意见。

5. （形成送审稿 2022.4-2022.7）

2022年 4-5月，标 编 组准 制 按照 求意见阶 收到的征 段 反 意馈 见进

一 对 本 了文 进 修改完善步 标准 行 ， 了形成 《 机 令 据在手 信 数 自然资源

术 》 （ 六领 应用技 指南 送审稿 第 稿域的 ）， 一 了并进 步完善 编制说明

。和意见汇总处理表

2022年 6 ， 《月 按照科技司关于 手机信令数据在自然资源 域领

术的 用 指应 技 南》 稿送审 （ 六第 稿）及 编制说明其 、 见意 汇总表提出

的意见， 对编制组 编 中 准 草过制说明 标 起 程的表述、征 见阶段开求意

展的工作、意见汇总处理表的规范性、与有关业务司局沟通情况等内

了容进行 认真修改完善， 了形成 《手机信令 据在 然 源 应数 自 资 领域的

术 》 （ 七用技 指 送审稿 第南 稿）、 《编 准征 意见汇总制说明和 标 求 处

理表》。本 ：一 《 》 ，对轮 行 主要 是 制说明 中 标准进 的 修改包括 在 编

了起草过程的表述进行 梳理完善，将征求意见阶段开展的工作和意见

了对 一汇总处理情况进行 应和统 ；二是在《 准征 意 汇 表标 求 见 总处理 》

， 了中 规范 “ 理意见及 由处 理 ” ，对的描述 “未采纳”和“ 采部分 纳”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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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三 《 》见逐 处 意 和理 说 在 编制说明 中条进行 理 见 由的详细 明 是 ，

了 。补充说明 与部相关业务司局 通的情况沟

本截至 阶段，《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计合 收到 28个单位的

234 ，条意 其中见 177 采 ，纳条 40 采 ，部条 分 纳 17 未采 ，未采纳条

纳率 7.26%。

6. （报 阶段批 2022.7月-）

2022年 7 ，月 术根 信息 准化技 委 息 分据全国地理 标 员会信 化 技

术委员会对《 术令 在自然资源领域的应用技 指南手机信 数据 》送审稿

审查会的审查意见，将标准名称改为《自然资源领域应用手机信令数

术据技 指南》。 ，同时 据 查 关专家根 审 会和相 的 ，询意见 标 编咨 准 写

一 了 本改完 标准文组进 步修 善 、编 和制说明 《 准 求意 理标 征 见汇总处

表》， 了成完 《 术自然资源领域应用手机信令数据技 指南》 批稿报 （第

八稿）。一 本 ， 《是在标准文 的编写体例方面 严格按照 GBT

20001.7-2017 标准编写规则 第 7 ： 》 ，对部 指南 准 要分 标 的 求 标准

本 了文 格式和 写方式进编 行 规范；二 本文 的 容方面是在标准 内 ，将指

议和 则 建 保 正导性 原 性 留在指南 文中， 术将技 细节、 计具体场景及其

算方式，纳入规范性 录附 A-D；三 对 了是 编制说明中的主要试验进行

详细说明， 划 了从国土空间规 和自然资 监测 管 个 举 标准源 监 两 领域列

编 过程中所 展 其主 结论制 开 的实验验证及 要 ， 本以支 文 科撑标准 的 学

性； 对四是 《 求 汇总处理表标准征 意见 》 一 丰进 步 富完善，更加详细

了的说明 处 意见及理由理 ， 对 议并 标准审查会 上提出的新的意见及其

了 。修改情况进行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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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阶段 收 的共 到 23条意见， 采全部 纳，采纳率 100%，详见《委

员 意会 见汇总表》。 本至 阶截 段，《标准征求 总 理意见汇 处 表》 计合 收

到 30 的个单位 257 见条意 ，其中 200 采条 纳，40 采条部分 纳，17条

未采 ，未采纳 纳率 6.61%。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一）编制原则

本 ：标 编制中认真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准

1. 科学性与可靠性

本 ，一 对 了 较文件编制过程中 方 相关 准 容 和总结面 标 内 进行 比 ，

一与 他标准内 保其 容 持协调统 ， 了可能 到 科学尽 做 、严谨， 一 面另 方

对 采 了 ， 了据 和处 出 规定 保证 其具有参考可靠性数 集 理要求做 明确 。

2. 先进性与合理性

本 了 术文件构建 自然资源领域应用手机信令数据的技 指标体系，

对 较手机信令 据在 然 源 的应用有 的引领作数 自 资 领域内 好 用，有利于

划 ， 较 。源领 内相关研 的 理 展 具 进自然资 域 究和规 合 发 有 强的先 性

3. 用性与适用性实

本 了文件阐述 手机信令数据在自 资源领域各个应用场景的适然

用条件和方法，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 相结向 合，采取 异 方差 化指导

， 、 ， ， 。式 通俗 懂 逻辑清 实 性广易 晰 用性强 适用 泛

（二）标准主要 确内容的 定

本 ：标 主要 几 面进行编制准 考虑以下 个方

1. 采规范数据 集和处理

阐述手机信 数据的特征令 ，对适用于自然资源领域手机信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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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特性值选取 供指提 导。提 适 然资源领 应用的手出 宜于自 域 机

采 本 ， 采 。信 数据 理的基 要 数 集 数据令数据 集和 处 求 规范 据 和 处理

2. 基 标构建 础指

术构建手机信令数据在自然资源领域应用 基础技 指标体系的 。通

过构建基础指标体系， 轨实现手机信令数据记录的 动通 用 行移 信 户 为

术 对 。自然资源 业应用 语 应 的衔迹与 行 的 和应用场景 接

3. 指导应用场景

导 机 令数 自 源领域的应用场景指 手 信 据适用于 然资 。 术运用技 指

标阐述手机信 数据在自然资源领域各个应用场景的应用条件令 、应用

方法。 术以技 指标 应用 件的 条 、 对用 活应 自然 源领域各应 方法灵 资 层

， 术级 场景 进自然资 的 机 令数 发的不同应用 促 源领域 手 信 据应用技

。展

（三） 准主要内容标

本文件分为 6 ， ：个主要部分 如下

1. 范围

本 了 采 术件提供 手机信令数据的 集和处理技 要点文 、基础指标体

系， 了 划并给出 手机 令数 在 土信 据 国 空间规 、自然资源 测监管监 、自

。资 等领 的典型应然 源评价评估 域 用场景

本 划文 适 于利 令 开展国土空间规件 用 用手机信 数据 、自然资源监

。测监管以及自 资源领域其他需要应用手机信令的工作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将“GB/T 18507 城 土地 等 级镇 分 定 规程”、“TD/T 1063 国

划土空间规 市体检评 规城 估 程”和“TD/T 1018 地节 集约利建设用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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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当前 术技 条件和管理需求，本章总结了自然资源领域应用手

. 应用场景6

。整 基础指标体系组成和计算方法可参见 录附 B。

层次的指标组成。随着技术进步，指 内标 涵和获取方式会进行适当调 

指标体系宜由停留 移和 动指标、居住和就 指业 标、人口规模指标三个

  本章还给 了出 自然资源领域应用手机信令的基础指标体系。基础

录 A。

法律法规， 保确 用 隐户 私安全。数 采据 集和数据处理技术要点详见附

理 程过 的准确性和合法性。数 处据 理 程过 中，应当严格 守遵 国家相关

换、数据安全性等方面确定数据处理阶段的基本需求，以确保数据处

节，宜从剔除非人号卡、一人 卡多 去重、异常数据修正、坐标系统转

方与数据提供方形成适合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技术方案。数据处理环

理、扩样和数据服务方式 择选 等方面的 术技 要点，用于指导数据使用

  本章给出了自然资源领域应用手机信令时在数据采集、数据处

. 需考虑的因素5

等 5 个 面方 对自然资源领域应用手机信令数据提出总体指导原 。则

参考、确保数据 理处 和 用应 中的用户隐私安全、按照统一的坐标参考

  本章从规范数据采集和 理处 、构建基础 标指 体系、提供应用场景

. 总则4

扩样数量、停留、移动等 10 个术语， 对并 其进行了 义定 。

  本文件列出手机信令、基站、加密移动用户识别码、原样数量、

. 术语和定义3

用评价技术规程”作 了为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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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信 数 的令 据 3类 ， 划景 主要包 国土空间 中应用场 括 规 的应用场景、

、自然 源监测监 应 场 自然 评 的应用场景资 管中的 用 景 资源评价 估中

等。 术随着技 的进步和新的应用场 的实践景 ，未来应用场景可逐步扩

。展

本章特别指出，手机信令在自然资源管理 的应 场中 用 景，首先考

类 ， 也群体性人 动的影响 特 考虑 体活动的虑 活 在 殊情形下 可 个 影响；

也数 使 要考 全 方面限制在 据 用 虑数据安 保密 ，尤其不能使用涉及个人

。隐私等信息

6.2 对 划 了手机信令数据在国土空间规 中的应用场景提出 原则节

性宜和指导，宜 划机信 数 可 国土空间 编制手 令 据 应用在 规 、实施 估评

布计中的 口规模和及城市体检 人 分 算、 计住 间 系 算职 空 关 、公共活动

心中 要服务设施人数和范围分析和主 、城市空间关联 析分 、城市内部

。出行分析等方面 6.2 对 计节 应的具体应用场景和相关指标 算方 详式

见 件附 C。

6.3 对 了手 数据在自 资源监测 管 景提节 机信令 然 监 中的应用场 出

议原则性建 和指导。宜 先 究确 机 数据的自然资源监首 研 定基于手 信令

测监管单元， 对 类再针 不同 型 监测监管单元的 ， 类结合限制人 活动的

范围、 类鼓励或允许人 活动的范围以 特定 域 空 条件及 区 等 间约束 ，生

类成 同应用场 下 令的 活动监测不 景 基于手机信 人 数据集，最 考 利后 虑

类用 信 人 活动监测数据集基于手机 令的 ，结合自然资源业务监测 管监

相关的空间信息、属性信息，对 术自然资源监测监管起到技 支撑作用。

6.3 对节 的具 应 场 附件应 体 用 景详见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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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对 了节 手 信令数据 自 评估 的应用场机 在 然资源评价 中 景提出

议原 性 和指则 建 导， 括主要包 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建设 评价、自然资源

分等定级 价估 。场景 6.4 对 议节 应的应用场景建 详见附件 D。

三、主要试验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与预期

的经济效果

（一） 术技 路线

以“规范数据标准、构建指 体系标 、 导 用指 应 场合” 总体思路的 进

。行展开 按“ 计体总 框架设 —— 采数据 和处理规范 集 ——构 指建基础

体标 系——指导应用场景” 术 心 。技 为核 进行推进路线

计总体框架设 —— 本确定 次指南的整 框架体 ，适用范围、术语定

义、 本 术 。基 原则和技 要点等总则内容

采规范数据 集和处理—— 导引 “ 采数 集 数据 和 据质量”，通过规定

机信令数 处 节手 据 理的重要环 ，更 晰的展示 的 难 题清 数据中 疑 问 ，通

的 制定过规范性 规则 ， 采 术把控数据 集和处理的技 要点， 对从而 移动

采 。信运营商数据 集和数据产品的加工处理过程予以规范通

构建基础指 体系标 —— 过 机 据通 手 信令数 ， 对提出 人 行为具有群

义， 类 、 、计适 标的 规范各 指 称 涵 方法普 性的应用指 定 标的名 内 算 、

取特性值选 ， 在自然资源领域应用手机信令数据时确保 ，指标 涵和内

一 对 。算法的 致性和可 比性

指导应用场景—— 划主要通过梳理手机信令数 在国 空 规据 土 间 、

源监测监自然资 管、建设用地 约节 价集约利用评 、自 资源评价然 评估

方 的 用等 面 应 ，总 手 令数据在自然资源领域具有应用价结归纳出 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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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值的常 人口和实际服务人口规模及分住 、职住空间关系、城市空间

关联、 本疑似占 永久 农用 基 田、 心 类自 区核 区人 动然保护 活 、地质灾

类 、 、易 附近 活动 疑似 置 宅 地人害 发期隐患点 人 土地闲 住 用 口密度、

业 人口密度商 用地 、产业集聚规模指数中职工人数测 等典型应用场算

， 。景 及其应用条件和应用方法

（二）主要试验

本文件在制定过 中程 ， 划将 南 容 间规 局开 的全国重指 内 在部空 展

了城 工作 进行 试验点 市体检评估 中 和验证，也同 以 海时 上 、 州杭 、武

汉、南宁、 了安 市为试验场地进行 试验和验证西 等城 。试验结果证明

划在国土空间规 、自然资源监测监管、自然资源评价评估等方面的应

计用 景中 项 标 果都具有 操作性和 确场 各 指 的 算结 可 准 性， 了弥补 传统

计 。数据 不足统 的

1. 划在国 规 的 验土空间 中 试

划手 据 土空间规 中的应用场景主要包括人口规模机信令数 在国

布分和 、职住空间关系、 心公共中 和重要设施服务人数和范围、城市

。空间关联等

（1） 布人口 模 分规 和

汉以武 市、上海市为 验场地试 ， 计 了使 手 算 常 人用 机信令数据 住

口、短期 口驻留人 、 类 布际 务人 口 及空间分 的特征实 服 口等各 人 规模 。

布， 汉手机信令数据应用于常住 口规模和空间分 在武 市的试验中人 ，

对使用手机信令数据 2017年、2019年、2020 三年 个年度 住人 规常 口

了演 监测模 变进行 ， 了 汉揭示 武 市各街 范 口规 变化出 镇 围内常住人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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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 ，特征 市 市 试验 机 数据测算的在上海 武 的 中 使用手 信令 2018

、年 2020 布， 小 类年常住人口空间分 在街镇和 的基站范围这两 空更

， 布 。间尺度中 均能有效反映城市常住人口的分 特点

机信 数 应 期驻留人手 令 据 用于短 口， 汉在武 市的 验试 中，使用短

了 类驻留 口与常住 比 关 测度 规 点期 人 人口的 例 系 该 人口的 模特 ；使用

长短期驻留人口停留在该城市期间最 间的单日夜间驻留地测度短时

布期驻留人口空间分 ，并按市、区县、 布街镇等 度进 空 分尺 行 间 的监

。与分析测

一手 信令数据 目 际服 人口最有 段机 是 前测算于实 务 效的手 之 ，在

汉市的武 试验中， 据 试验中测得的短期驻留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根 上述

， 了 汉例以及常住人口扩样值 测算出 武 市比 2020年实际服务人口的

估算值， 汉该值 为武 域 围 服务可 市 范 内公共 、 计交通 设施的容 算等 量

提供依据。 了 布述试 证 手机信 应 于 口规 应上 验验 令数据 用 人 模和分 的

。景用场

（2）职住空间关系

津以天 市、上海市、南宁市为试 场地验 ， 计使用手机信令数据 算

了 布就业人数及其空间分 、 布就业者的居住地空 分间 、职 比 指住 等 标。

布信令数据 用于就业 数手机 应 人 及其空间分 ， 津在天 的试验中市 ，测

了 津市算 天 2020 布， 津的 业者 清 示出天 市各交通年 就 空间分 能 晰显

大区的就业人数；此外， 小在基站 度可支持的 空间尺度下密 ，还能通

计 一过核密度等 算方式进 步识别出就业 密集 区者 地 ， 判 心别为 就业中

。等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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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手机信令 据 者的 住地空间数 应用于就业 居 分 ， 用 同 识仅适 于 时

别 位 就业地位置的用户出居住地 置和 。在上海市的试验中， 了测算 上

海市 2011年、2017 布年两个重要产业园区就业者的居住地空间分 演

变。 较 心在该试验 可以 观 析 业中中 直 分 与比 就 、产业 区的服务 演园 及

变特征， 定促 产城融合为制 进 、 布 划住 局 规 策 据政策性 房 的 略提供依 。

信令数据应用于职住比手机 ， 津在天 市和南宁市的 验中试 ，分别

大 划 了以交通 区和控制性详细规 单元测算 各空间单元职住比，两 都者

可 清 表 内职住情以 晰 达市域 况， 一 对且在同 市 还 单元内 可以 各空间 的

较。职住平衡 行 观程度进 直 比

手机 测 都市圈和城镇圈信令数据 算的 ，以上海市为试验场地，使

划 心用 机信令数据根据通勤率 分出以上海市中 城区和上海市域为手

心 ， 划划核 城市 都市 范 可 定的都市 范围实现 观的 圈 围 以与规 圈 直 比

较； 对机信 数据 已有 市 镇 范围 间还利用手 令 的上海 城 圈 内各城镇 的通

勤联系进行分析， 划 划进而评估已 定城镇圈规 实 实效施 。上述试验验

了 。证 手机信令数据应用于职住空间关系的应用场景

（3） 心公 活动 和 要 务人数和 围共 中 重 设施服 范

州以广 市、 圳深 市、 试验 地上海市为 场 ， 计使用手 数 算机信令 据

了大 交通型 枢纽、 心公城市 共中 、大型公园、历史文化风貌区等重点

街区的服务 数和范围人 。 大手机信令数据测算 型交通枢纽的服务人数

和范围，在深圳市、 州广 市 试 中的 验 ， 为单元以街镇 ， 州得 广 白云到

、 。机 深 的服 人数和服场 圳宝安机场 务 务范围

心手 信 数据 公 的服务人数和范围机 令 测算城市 共中 ，在上海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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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以上 五角场海 、 心徐家汇公共中 为例，使用手机信令数据测

了 心算 公共中 服务人数， 及所 服 人 住地位置 为公共中以 有 务 口的居 作

心 。服的 务范围

大信令 据测算 型手机 数 公园、 景 等 服务 围风 区 的 人数和范 ，在上

海市的试验中，以上海市广富林郊野公园为例，使用手机信令数据测

算郊野公园的服务人数，计算游客的居住地位置， 到公 的 务得 园 服 范

。围

机信令数 还可以测 其 化风 区等重点手 据 算 它如历史文 貌 街区的

， ，服 人 和范 市 验中 以上海衡山路务 数 围 在上海 的试 -复兴路历史文

化风貌区 例为 ，使用手机信令数据测算风貌区的游客以及就业者，再

分别测算游客、就业 的 住者 居 地， 憩风貌区作 游 功能区 就得到 为 和 业

服务 围功能区的 范 。 了上述试 机 令 据应 活验验证 手 信 数 用于公共 动中

心 。和重要设施服务人数和范围的应用场景

（4）城 空间关联市

长三以 角及其区域内各城市作为试验场地， 计使用手机信令数据

了 类城市 各 行 其所反映 城市体系算 间 出 强度及 的 、 心城中 市影响范围

等指标。手机信令 用 城 体系数据应 于 市 ， 长三 验在 角的试 中， 要是主

通过停留移动指标，识别出用户的跨城 行行为出 ， 一进 步将城市间跨

划城出行数量进行层级 分，得到城市层级体系； 心根 各城 前 中据 镇 往

跨城出行 量及占比城市的 数 ， 心 划以 的腹 分可 得到中 城市 地 ， 划进而

。分 群城市组

心机 令数 中 影响范围手 信 据应用与 城市 ，在上海市、嘉兴市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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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通过停 移动指标留 ， 类识别出用户的几 城际出行行为，根据各

城市至上海、 类嘉兴的不 型城 出 联同 际 行 系量， 析不同城 出行联分 际

系 表 市的 响范围所 征的两座城 影 。 了上 证 机 令数述试验验 手 信 据应用

。城 间关联的应用场景于 市空

3.2 在自然资源监测监管中 试验的

州以昌吉回族自治 、邯郸市、洛阳市等为试验场地，使用手机信

对令数据 重 关注 人 或 行围栏监点 的 群 区域进 控、群体行为 知感 ，包括

， 。栏的 警服务 以 画 等进出围 预 及人口 像

机信 用 然资源监测监管的过程中手 令数据应 于自 ， 长需要通过 期

观测 到围栏区域内的稳定人口数据和画像特征得 ，再与实时监测到的

对数据 行 比进 ， 判过 常 疑似违规 用的问题通 异 定得到 使 ， 终最 结合现

员踏场人 勘，完成违法 确行为的 定。 了上 试验验 令 应述 证 手机信 数据

。用于自然资源监测监管的应用场景

（三） 术技 论证

轨 、手机信令数据能记录个体的移动 迹 驻留或流动的时空特征，

利用手 信令 据 结 和属性分机 数 并 合行为 析，开展人口、 计群人 总量统 、

布 、 徙 ， 对局 迁 析等的定 实 人 及活 监空间 分 量分析 现 口 动的动态 测，

布现分 和流动规律发 ， 划继而实现手机信令数据在 土空间规国 、自然

资源监测监管、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自然资源评 评估 领价 等 域

典 的应用型场景 ，对 类推 国土空间 自 利用 人 活动的进 和 然资源开发 中

义。知 有 要意动态感 具 重

证通过试验 明， 来 类于手机信令 进行人 活动感知基 ，并将感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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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果 用到国土空间规应 、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地质灾害预警等

典型应 场景用 ， 术可技 行， 术技 晰路线清 ，必将提升 然资源智 感自 慧

力 力 术 。的技 障知能 提供有 保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际、国外

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

据对比）

通过联机检索，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发布与手机信令数据在自然资

源领域的应用技术指南的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目前国内外尚无针对手机信令数据在自然资源领域的应用技术

指南的相关标准。本文件可以填补国内相关标准的空白，与现行的自

然资源管理相关的标准互补。

本文件约定内容严格执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除地质灾害预警预报的应用场景外，全部使用脱敏脱密后的统计信

息；地质灾害预警预报等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第四款的

情形时按法律程序处理；严格执行《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国家秘密

范围的规定》，本文件约定的内容不涉及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国家

秘密范围规定的信息。

另外，本文件制定过程中具体引用的文件包括：《GB/T 18507 城

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TD/T 1063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

程》、《TD/T 1018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技术规程》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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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议 。建 作为推荐性标准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 布文件作为指南标准 后发 ，承担单位将利用网站、公众号以及

微视频等多种方式，积极做好宣传、 训培 工作。通 宣过 传、 训培 ，使

行政、 术技 、 类 了 本 义科 等各 人员 标 和具 实施方法研 解 准的重要意 体 ，

类用 机 令数 活 知在国土空间治理和自然资拓展利 手 信 据进行人 动感

。源管理中的应用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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