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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城市 1∶ 500、1∶ 1000、1∶ 2000 比例尺数字线划图数据的要素分层、分类与代码、几何

特征、属性结构、数据质量以及元数据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 1∶ 500、1∶ 1000、1∶ 2000 比例尺数字线划图的采集、存储、检索、分析及输出，为城市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提供统一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T 13923 － 2006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 /T 20257． 1 － 200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 1∶ 500 1∶ 1000 1∶ 2000 地形图图式

CH /T 9008． 1 － 2010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 500、1∶ 1000、1∶ 2000 数字线划图

GB /T 20258． 1 － 2007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第 1 部分: 1∶ 500 1∶ 1000 1∶ 2000 基础地理信

息要素数据字典

CJJ 100 － 2004 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CHT 1007 － 2001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元数据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数字线划图

数字线划图( Digital Line Graphs，简称 DLG) 是以点、线、面形式或地图特定图形符号形式表达地

形要素的地理信息矢量数据集。

3． 2 基础地理信息

基础地理信息( Fundament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作为统一的空间定位框架和空间分析基础的

地理信息。

3． 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 Fundament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feature) 基础地理信息所描述的地理要素，

包括空间定位基础、水系、居民地及设施、交通、管线、境界与政区、地貌、植被与土质以及地名等。

3． 4 元数据

元数据( Metadata) 是关于数据的数据，即数据的标识、覆盖范围、质量、空间和时间模式、空间参考

系和分发等信息。

4 数学基础

4． 1 坐标系统

坐标系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确有必要时，亦可采用依法批准的其他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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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高程基准

高程基准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确有必要时，亦可采用依法批准的其他高程基准。

4． 3 地图投影

高斯 －克吕格投影。

4． 4 分幅与编号

数字线划图分幅与编号按 GB /T 20257． 1—2007 的规定执行。图廓整饰按附录 A执行。

5 要素编码分类原则与方法

5． 1 分类原则

5． 1． 1 科学性

本标准对基础地理信息的要素特征或属性进行科学分类，从整体层面上统一了标准体系结构，使

之适合于现代计算机和数据库技术应用和管理。

5． 1． 2 可扩展性

本标准中的要素分类与代码以 GB /T 20258． 1—2007 为基础，在国家标准体系的代码前增加两位

信息类别码，后面增加一位扩展码，进行扩充，便于与国家标准代码的衔接。本标准的图式符号以

GB /T 20257． 1—2007、CJJ 100—2004 为参考，根据实际需要对要素进行适当扩充和合并。相应的要

素属性信息反映在对应属性表中，留有充分的扩展余地。

5． 1． 3 兼容性

本标准能够方便地支持现有国标的分类编码体系。

5． 1． 4 实用性、适用性

在遵守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区别不同地理数据的服务范围，兼顾数据共享和转换、数据库集成等

方面，制定出唯一的编码方案，从而建立起数据结构严谨、数据内容丰富、数据格式规范、要素表达准

确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本标准在保证地形图要素信息分类科学、系统的同时，充分顾及了数字化作业时的特殊要求，分

类名称沿用习惯名称。

5． 2 分类方法

数字线划图中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为九大类: 定位基础、水系、居民地及工矿、交通、管线、境界、

地貌、植被与土质、其他要素。

地理要素代码由 10 位数字码组成( 见图 1) 。

( 1) 第 1、2 位表示专题信息类别( 如: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标准用 10 表示，管线数据标准类用 20 表

示，规划专题信息数据标准用 30 表示) ;

( 2) 第 3 位表示大类( 即上述九大类用数字 1 ～ 9 表示) ;

( 3) 第 4 位表示中类( 即大类下的要素分类，用数字 1 ～ 9 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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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 5、6 位表示小类( 即中类下的要素分类，用数字 01 ～ 99 表示) ;

( 5) 第 7、8 位是子类码( 即小类下的具体地理要素，用数字 00 ～ 99 表示) ;

( 6) 第 9 位表示要素几何类型代码( 即子类下具体要素的几何类型，用数字表示: 1 表示点要素，2

表示线要素，3 表示面要素，4 表示辅助制图要素，5 表示注记要素) ;

( 7) 第 10 位为扩展码( 即扩展的编码，用数字 0 ～ 9 表示) ;

( 8) 本标准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标准，在表示时省略专题信息类别码( 10) 。

地理要素分类代码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地理要素分类代码结构

本标准中编码扩充遵循以下原则:

( 1) 国标中已有的要素，扩展码为“0”;

( 2) 在国标原有要素基础上扩充，扩展码从 1 开始，照此类推，如:国标中围墙编码为 38020120，现

标准中扩充围墙( 左) 、围墙( 右) ，扩充后的编码依次为: 38020121、38020122;

( 3) 增加国标中没有的要素，先确定大类、中类、小类、最后在子类上进行扩充，如:需增加的“悬空

通廊”要素和国标中“廊房”属于同一小类要素，“廊房”编码为 31090030，则扩充的“悬空通廊”编码为

31090130。

6 要素几何类型

要素几何类型分为点、线、面、注记四种( 见表 1) 。

表 1 要素几何类型

说明 举例

点 各种点状要素 高程点

线 各种线状要素 内部道路

面 由闭合线构成的面状要素 草地

注记 用给定的点位或线及输入的文本生成单点、多行或弧段注记 八一大道

7 图式符号分类

本标准根据各符号特征及地理信息系统的特点，将符号分为七个类型，各类型具有明确的定位

点，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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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符号分类

符号定义 符号举例

点状符号 具有一定大小、形状、颜色和方向的点状符号 埋石图根点、路灯

简单线型符号 具有一定线型、宽度和颜色的实线 城市主干道边线

复合线型符号
指按一定步距连续均匀地插入基本绘图指令、图元或文

字而形成的线型符号
栅栏

两点类线符号 由两个基本点定位或可按基线长度比例缩放的线符号 河流流向、宣传橱窗

四点结构类符号 由四个基本点定位或可按双线性规则自由缩放的符号 龙门吊、公路桥

面状填充符号 指定范围线内按一定规则填充的面状符号 苗圃、沙地

变宽类符号
由左右( 或上下) 边界线界定的在纵向规则填充的带状

符号
加固的斜坡

8 符号绘制规则

8． 1 点状符号

采集定位点，依据编码及定位点位置绘制的符号。

如:三角点、废弃小矿井等。

绘制规则:

( 1) 外形为圆形、矩形、三角形等重心对称符号，定位点在其图形的几何中心;宽底符号( 烟囱、独

立石等) ，定位点在其底线的中心;

( 2) 底部为直角形的符号( 如:风车、路标等) ，定位点在直角的顶点;

( 3) 几种图形组成的符号( 如:气象站) ，定位点在其下方图形的中心或交叉点。

8． 2 简单线型符号

指由两点以上进行定位的线状地物，但不考虑宽度意义的实线符号，定位在线的中心。如: 城市

道路边线、田埂线等。

绘制规则: 地物线特征点连线。

8． 3 复合线型符号

指按一定规律均匀地插入图元的线型符号，而生成的复杂线符号。如:虚线、点线、围墙、栅栏等。

绘制规则:

( 1) 对于无方向的符号，均采用中心线作为骨架线。如:铁路( 见图 2) 。

图 2 复合线型符号———铁路

( 2) 有方向的均采用前进方向的左侧均匀地插入图元进行符号绘制，其右侧边线作为骨架线。

如:陡坎( 见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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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复合线型符号———陡坎

8． 4 两点类线符号

( 1) 不依比例两点类线符号:即具有形状、大小、方向的两点类线符号。其符号图形、大小固定，第

一点为符号的定位点，第二点与第一点组成的方向构成符号的方向，为符号的定向线。如: 河流流向

( 见图 4) 。

图 4 不依比例两点类线符号———河流流向

( 2) 半依比例两点类线符号:符号整体是依据两基准点的长度和方向按比例缩放绘制。如: 宣传

橱窗( 见图 5) 。

图 5 半依比例两点类线符号———宣传橱窗

8． 5 结构类符号

通过有限点定位，符号表达通过点位间相对位置关系描述。如:铁路桥、地下出入口( 见图 6) 、龙

门架等。

绘制规则: 采用顺时针四个定位点绘制。

图 6 结构类符号———铁路桥、地下出入口

8． 6 面状填充符号

在闭合面状区域内，按一定规则填充色块或特征符号的面状符号。如:旱地、水井( 面) ( 见图 7) 、

沼泽地等，其面状边界表示为地理要素对象的范围界线。

图 7 面状填充符号———旱地、水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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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规则:按照地物要素分布范围采集特征点后闭合，即自动填充符号。

8． 7 变宽类符号

由左右( 或上下) 边界线界定的在纵向规则填充的带状符号。如:台阶、斜坡( 见图 8) 等。

图 8 变宽类符号———台阶、斜坡

绘制规则:按照顺时针顺序和符号定义规则依次采集地物特征点。

生成符号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生成线与绘制边平行，一种是生成线与绘制边界垂直。

9 颜色规定

表 3 颜色规定

相关要素 颜色名称 RGB值

控制点、房屋面、居民地注记 红 255，0，0

居民地点、居民地线、居民地面 黄 255，255，0

工矿点、工矿线、工矿面、工矿注记 深品红 255，127，191

管线点、管线线、管线注记 青 0，255，255

水系点、水系线、水系面、水系注记 蓝 0，0，255

交通点、交通线、交通面、交通注记 灰 128，128，128

地貌点、地貌线、地貌面、土质点、土质面、地貌注记 橘黄 255，127，0

高程点、等高线、等高线注记 浅棕 255，191，127

境界点、境界线、境界面、境界注记 灰绿 95，200，144

植被点、植被线、植被面、植被注记 绿 0，255，0

图廓、更新区域 白 255，25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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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要素代码表

表 4 要素代码表

要素

代码
要素名称

图式符号

1∶ 500、1∶ 1000 1∶ 2000

几何

类型
颜色( RGB) 说明

定位基础

测量控制点

11010110 大地原点 点 255，0，0 国家地理坐标的起算点和基准点

11010210 三角点 点 255，0，0
利用一、二、三、四等三角测量方

法测定的平面控制点

11010211
土堆上的三

角点
点 255，0，0

在土堆上的国家一、二、三、四等

三角平面控制点

11010212 小三角点 点 255，0，0
利用 5 秒、10 秒级三角测量方法

测定的平面控制点

11010213
土堆上的小

三角点
点 255，0，0

在土堆上的国家 5 秒、10 秒小三

角平面控制点

11010310 埋石图根点 点 255，0，0
实地埋设标志的、直接供测图使

用的控制点

11010311
不 埋 石 图

根点
点 255，0，0 直接供测图使用的控制点

11010312 导线点 点 255，0，0 利用导线测量方法测定的控制点

11010313
土堆上的导

线点
点 255，0，0

设置在土堆上，利用导线测量方

法测定的控制点

11020110 水准原点 点 255，0，0 国家统一高程控制网的起算点

11020210 水准点 点 255，0，0
利用一、二、三、四等水准测量方

法测定的高程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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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要素

代码
要素名称

图式符号

1∶ 500、1∶ 1000 1∶ 2000

几何

类型
颜色( RGB) 说明

11030210
卫星定位等

级点
点 255，0，0

利用卫星定位技术测定的国家等

级控制点

11040210 天文点 点 255，0，0
利用天文观测的方法测定地理坐

标和方位角的控制点

数学基础

12010020 内图廓线 线 255，255，255 图幅范围的内边线

12020020 坐标网线 线 255，255，255
有相同间距纵横交错的直线构成

的平面直角网，又称方里网

12020030 图廓 面 255，255，255
图幅范围面，内部自动填充坐标

网格线

水系

21010120

常 年 河———

地面河流水

涯线

线 0，0，255
常年有水的地面上的自然河流有

向线

21010121
常 年 河 中

心线
线 0，0，255

常年有水的地面上的自然河流的

中心线

21010130

常 年 河———

地 面 河 流

水面

面 0，0，255
常年有水的地面上的自然河流范

围线构成的面

21010220

已明流路的

常年河地下

河段( 线)

线 0，0，255 河流流经地下的河段的中心线

21010230

常 年 河———

地 下 河 段

( 面)

面 0，0，255
河流流经地下的河段的范围线构

成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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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要素

代码
要素名称

图式符号

1∶ 500、1∶ 1000 1∶ 2000

几何

类型
颜色( RGB) 说明

21010320

常 年 河———

地下河段出

入口

线 0，0，255
常年有水的河流流经地下河段在

地面上的出入口

21010420

常 年 河———

消 失 河 段

( 边线)

线 0，0，255

常年有水的河流流经沼泽 /沙漠

等地区，没有明显河床，或表面水

流消失的地段

21010430

常 年 河———

消 失 河 段

( 面)

面 0，0，255

常年有水的河流流经沼泽 /沙漠

等地区，没有明显河床，或表面水

流消失的地段

21020020
时 令 河 水

涯线
线 0，0，255 季节性有水的自然河流的有向线

21020030 时令河( 面) 面 0，0，255
季节性有水的自然河流范围线构

成的面

21030020
干涸河、干河

床( 边线)
线 0，0，255

降水或融雪后短暂时间内有水的

河床或河流改道后遗留的河道有

向线

21030030
干涸河、干河

床( 面)
面 0，0，255

降水或融雪后短暂时间内有水的

河床或河流改道后遗留的河道范

围线构成的面

21030031
沙 质 的 干

河床
面 0，0，255

降水或融雪后短暂时间内有水的

河床或河流改道后遗留的河道

( 实测范围线，内部点符号按规律

均匀填充)

21030032
沙石质的干

河床
面 0，0，255

降水或融雪后短暂时间内有水的

河床或河流改道后遗留的河道

( 实测范围线，内部点符号按规律

均匀填充)

22010030 运河 面 0，0，255
人工开凿的可供调水、航运的水

道其范围线构成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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