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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数据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数据的基本规定、框架数据模型、要素内容与数据表达。 

本文件适用于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数据的组织、管理与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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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43 标志用图形符号的视觉设计原则 

GB/T 16900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总则 

GB/T 16903.1 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1部分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计原则 

GB/T 28443 导航电子地图图形符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导航电子地图 navigation electronic map 

含有空间位置地理坐标，能够与空间定位信息系统结合，准确引导人或交通工具从出发地到达目的

地的电子地图或数据集。 

[来源：GB 20263-2006，3.2] 

3.2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 road high definition navigation electronic map 

含有道路网、车道网、道路标线以及道路设施的几何、属性与关系，支持道路动态数据与自定义数

据的接入，辅助道路交通工具自主智能运动与道路交通精细化管理，能够与通用导航电子地图协同应用

的电子地图或数据集。 

3.3 

要素表达类型 feature category 

要素表达的类型，如点要素、线要素、面要素或体要素。 

[来源：GB/T 19711-2021，3.4.10，有修改] 

3.4 

点要素 point feature 

一个 0 维要素，指定了一个由二元或三元坐标确定的几何位置。 

[来源：GB/T 19711-2021，3.2.1，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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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线要素 line feature 

一个 1 维要素，由一个或多个边定义。 

[来源：GB/T 19711-2021，3.2.4，有修改] 

3.6 

面要素 area feature 

一个 2 维要素，由一个或多个面定义。 

[来源：GB/T 19711-2021，3.2.9，有修改] 

3.7 

体要素 solid feature 

一个 3 维要素。 

3.8 

图幅 mesh 

按一定的规则（如矩形、经纬等）将地图切分成规则的制图区域。 

[来源：GB/T 35645-2017，2.10，有修改] 

3.9 

图层 layer 

具有某种相同专题特征的要素组成的集合，如用于传递引导、限制、警告或指示信息的各类道路交

通标志组成的道路交通标志层。 

3.10 

图层组 layer group 

多个图层组成的集合。 

3.11 

道路 road 

供各种车辆（无轨）和行人通行的工程设施，包括街道、公路、高速公路、高架道路、隧道、车行

立交桥、与道路相连的桥梁等。 

[来源：GB/T 35645-2017，5.1] 

3.12 

车道 lane 

在车行道路上供单一纵列车辆行驶的部分。 

3.13 

车道组 lane section 

沿道路通行方向一定距离的横截面上所有车道的组合，组内各个车道交通流方向一致。 

3.14 

交通限制 traffic restriction 

指道路或车道上存在某些限制条件（如限制高度、限制车型）下禁止通行、限速通行或限制转向的

交通限制场景。分为道路限制、车道限制。 

3.15 

匝道 ramp 

一小段供车辆进出主干线与邻近的辅路、或其他主干线的陆桥/斜道/引线连接道与集散道等的附属

接驳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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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无车道线区域 no lane marking area 

道路上无车道线或未刷车道线的区域，包括收费站、收费广场、低等级道路、临时无车道线道路等。 

3.17 

路口 intersection 

道路汇合的部分，车辆可在此改变行驶道路、车道和方向。分为普通路口、复合路口、环岛、分合

流路口、主辅路出入口、掉头口、其他路口。 

3.18 

普通路口 ordinary intersection 

指进入或离开路口的道路不存在允许机动车通行的辅路、掉头车道或转向引道的路口。 

3.19 

复合路口 compound intersection 

进入或离开路口的道路存在有允许机动车通行的辅路、掉头车道或转向引道的路口。复合路口通常

可以看作多个普通路口、分合流路口、主辅路出入口或掉头口的组合，并遵循各个路口拓扑连接的规定。 

3.20 

环岛 roundabout 

在路口建设的圆形地物，多在多个交通路口交汇处设置。 

3.21 

分合流 split and mergence 

道路交通中一股车流分为多股车流或多股车流合为一股车流的现象。 

3.22 

出入口 entrance and exit 

进入或退出主干线的附属接驳路段。 

3.23 

掉头口 U-turn 

存在掉头车道但不具有复杂路口其他特征的路口，车辆可在此转向相反的行驶方向。 

3.24 

渡口 ferry 

道路越过河流以船渡方式衔接两岸交通的地点，即摆渡起止的地方，包括码头、引道及管理设施。 

3.25 

铁路道口 railroad crossing 

道路与铁路平面相交处。 

3.26 

几何网络 geometric network 

由一组相连的边和交汇点组成的网络系统，用于表达实体间的拓扑空间关系。 

3.27 

绝对精度 absolute accuracy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上某要素的轮廓点（对于点要素，轮廓点为其自身）的地理位置值与其在现

实世界中对应的真实位置值之差的统计值。 

[来源：GB/T 39267-2020，2.3.23，有修改] 

3.28 

相对精度 relative accuracy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上两个要素的轮廓点（对于点要素，轮廓点为其自身）之间的绝对距离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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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世界中对应的真实距离之间的差值。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BRT：快速公交系统（Bus Rapid Transit） 

CGCS2000：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hina Geodetic Coordinate System 2000） 

DEM：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OM：数字正射影像图（Digital Orthophoto Map） 

DTM：数字地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 

GDF：地理数据文件（Geographical Data File） 

GMT：格林尼治时间（Greenwich Mean Time） 

HOV：多乘员车辆（High-Occupancy Vehicle） 

UTC：协调世界时（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 

5 基本规定 

5.1 大地坐标系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采用CGCS2000。 

5.2 高程基准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5.3 时间基准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采用UTC。 

5.4 几何精度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要素数据几何精度要求如下： 

a) 绝对精度：平面位置绝对精度应小于等于1 m； 

b) 相对精度：平面位置相对精度每100米范围内应小于等于0.5 m。 

5.5 协同应用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可与通用导航电子地图建立协同应用关系。 

6 框架数据模型 

6.1 数据内容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的数据内容应包括： 

a) 基础数据：包括地图基础数据、区域数据、图幅数据、图层组数据与图层数据； 

b) 要素数据：包括要素共性数据与要素专有数据； 

c) 其他数据：包括动态数据与自定义数据。 

 

https://baike.baidu.com/item/GMT/602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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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数据组织方式 

6.2.1 分区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在水平方向采用分区方式，可按区域（行政级别）、图幅进行分区。  

6.2.2 分层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在垂直方向采用分层方式，按多个维度抽象地图数据。道路高精导航电

子地图数据可按图 1“地图-区域-图幅-图层组-图层-要素”分层组织。 

要素1

图层1

要素n

.
.
.

要素1

图层n

要素n

.
.
.

.
.
.图层组1

图层组n

.
.
.图幅1

图幅n

区域1

.
.
. ...

...

区域n

地图

.
.
.

...

层-1 层-2 层-3 层-4 层-5 层-6  

注1：其他数据可根据内容存储至相应层。 

注2：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应存储在数据库中，相关规定见附录E。 

图 1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分层组织结构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的地图信息分为： 

a) 层-1 地图：对图集进行管理，存储地图属性数据，应包含坐标系统、版本号等信息。地图可

包含多个区域； 

b) 层-2 区域：对区域进行管理，存储区域数据，应包含区域代码、行政区划等级等信息。区域

可包含多个图幅； 

c) 层-3 图幅：对图幅进行管理，存储图幅数据，应包含图幅代码、分幅形式等信息。图幅可包

含多个图层组。图幅可对应多个区域，示意图如图2所示（区域1与区域2以黑线为边界，图幅3、

图幅8、图幅13同时对应区域1与区域2）； 

d) 层-4 图层组：对图层组进行管理，存储图层组数据，应包含图层组代码等信息。图层组可包

含多个图层； 

e) 层-5 图层：对图层进行管理，存储图层数据，应包含图层代码、图层标识等信息。图层可包

含多个要素； 

f) 层-6 要素：对要素进行管理，存储要素数据，应包含要素代码、空间序列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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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1

图幅1

图幅6 图幅7

图幅11 图幅12

图幅3 图幅4

图幅8 图幅9

图幅13 图幅14

图幅5

图幅10

图幅15

图幅2

区域2

 

图2 区域与图幅对应关系示意图 

6.3 数据属性说明 

属性可分为不同的属性项，数据属性项格式定义采用表的形式，表头包括如下栏目，示例见表 1： 

a) 名称：描述当前属性项的名称； 

b) 数据类型：描述当前属性项的数据类型，包括整数、字符串、浮点数； 

c) 说明：描述当前属性项的值域及所需描述的事项。属性可能的取值范围称为属性的值域； 

d) 必选项：描述当前属性项是必选属性还是可选属性，必选属性用“√”表示，可选属性用“–”

表示。  

表 1 属性表示例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属性名称 1 整数 1 未调查（默认值） 

2 是 

3 否 

√ 

属性名称 2 字符串 记录名称，如珞喻路 – 

6.4 基础数据 

6.4.1 地图基础数据 

应包括索引代码、地图代码、大地坐标系、高程基准等地图基础属性信息。地图基础属性见表 2。 

表 2 地图基础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索引代码 整数 记录地图的索引代码 √ 

地图代码 整数 记录地图的代码 √ 

大地坐标系 字符串 记录地图采用的大地坐标系，默认为 CGCS2000 √ 

高程基准 字符串 记录地图采用的高程基准，默认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 

时区 字符串 记录地图表达区域的时区，默认为 UTC/GMT+08:00 √ 

绝对精度 字符串 记录地图几何精度中的绝对精度，默认为≤1m √ 

相对精度 字符串 记录地图几何精度中的相对精度，默认为≤0.2m √ 

https://baike.baidu.com/item/UTC
https://baike.baidu.com/item/GMT/602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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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图基础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区域数量 整数 记录地图所包含最高行政区划等级的区域数量 – 

区域集合 字符串 记录地图所包含最高行政区划等级的代码，采用字符串进

行记录，各区域代码之间用半角“,”隔开 

– 

版本号 浮点数 记录地图的版本号 √ 

地图层数 整数 记录地图所包含图层的总数 – 

6.4.2 区域数据 

应包括索引代码、区域代码、行政区划等级、图幅数量等区域属性信息。区域属性见表 3。上级行

政区域可包含多个下级行政区域，下级行政区域所覆盖的地理范围应小于相应的上级行政区域所覆盖的

地理范围。 

表 3 区域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关联地图代码 整数 记录关联地图的代码 √ 

索引代码 整数 记录区域的索引代码 √ 

区域代码 整数 记录区域的代码 √ 

行政区划等级 整数 记录区域的行政区划等级，值域包括： 

1 省级 

2 地级 

3 县级 

4 乡级 

√ 

上级区域代码 整数 记录与该区域相关联，比该区域高一个行政区划等级的区

域的代码 

– 

下级区域代码 整数 记录与该区域相关联，比该区域低一个行政区划等级的区

域的代码 

– 

图幅数量 整数 记录区域所包含图幅的数量 – 

图幅集合 字符串 记录区域所包含图幅的代码，采用字符串进行记录，各图

幅代码之间用半角“,”隔开 

– 

版本号 浮点数 记录区域的版本号  – 

6.4.3 图幅数据 

应包括索引代码、分幅形式等图幅属性信息。图幅属性见表 4。 

表 4 图幅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关联区域代码 字符串 记录关联区域的代码，可关联多个区域，采用字符串进行

记录，各区域代码间用半角“,”隔开 

√ 

索引代码 整数 记录图幅的索引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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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图幅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图幅代码 整数 记录图幅的代码 √ 

分幅形式 整数 1 矩形分幅 

2 经纬分幅 

0 其他 

√ 

图层组数量 整数 记录图幅所包含图层组的数量 – 

图层组集合 字符串 记录图幅所包含图层组的代码，采用字符串进行记录，各

图层组代码间用半角“,”隔开 

– 

版本号 浮点数 记录图幅的版本号  – 

6.4.4 图层组数据 

应包括图层组代码、图层组名称、图层总数等图层组属性信息。图层组属性见表5。 

表 5 图层组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关联图幅代码 整数 记录关联图幅的代码 √ 

索引代码 整数 记录图层组的索引代码 √ 

图层组代码 整数 记录图层组的代码 √ 

图层组名称 整数 1 道路网图层组 

2 车道网图层组 

3 道路标线图层组 

4 道路设施图层组 

5 动态信息图层组 

6 自定义图层组 

注 1：编号 7-20 为保留编号，便于后续文件内容的扩展 

注 2：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定义扩展，编号从 21 起始 

√ 

图层数量 整数 记录图层组所包含图层的数量 – 

图层集合 字符串 记录图层组所包含图层的代码，采用字符串进行记录，

各图层代码之间用半角“,”隔开 

– 

附加信息标识 字符串 记录图层组是否包含有可独立存储的附加信息，值域为： 

1 否（默认值） 

2 交通限制信息 

3 拓扑连接信息 

4 车道组信息 

0 其他 

注 3：可同时记录多个，属性值之间以半角“,”隔开 

– 

6.4.5 图层数据 

应包括图层代码、图层名称、图层标识等图层属性信息。图层属性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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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图层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关联图层组代码 整数 记录关联图层组的代码 √ 

索引代码 整数 记录图层的索引代码 √ 

图层代码 整数 记录图层的代码 √ 

图层名称 整数 1 道路结点层 

2 道路网路口层 

3 道路参考线层 

4 道路虚拟连接线层 

5 车道结点层 

6 车道网路口层 

7 车道参考线层 

8 车道虚拟连接线层 

9 车道线特征点层 

10 车道线层 

11 停止线层 

12 待转区层 

13 突起路标层 

14 轮廓标层 

15 人行横道层 

16 面状交通标线层 

17 紧急电话亭层 

18 消火栓层 

19 道路感知设施层 

20 线状分离设施层 

21 交通路障层 

22 线状跨路设施层 

23 杆状物层 

24 道路交通标志层 

25 交通信号灯层 

26 减速丘层 

27 收费站层 

28 检查站层 

29 面状跨路设施层 

30 桥梁层 

31 隧道层 

32 路侧建筑物层 

33 停车场层 

34 路内停车位层 

35 安全岛层 

36 立杆无棚站台层 

37 一般公交站台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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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图层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图层名称 整数 注 1：编号 38-99为保留编号，便于后续文件内容的扩展 

注 2：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定义扩展，编号从 100起始 

√ 

要素数量 整数 记录图层所包含要素的数量 – 

要素集合 字符串 记录图层所包含要素的代码，采用字符串进行记录，各

要素代码之间用半角“,”隔开 

– 

6.5 要素数据 

6.5.1 要素模型 

6.5.1.1 概述 

现实道路交通网络中的要素由属性与几何两个方面构成，要素间具有某些特殊关系。如图3所示。 

要素

几何 属性

关系

 

图 3 要素及其关系 

a) 要素：每个要素都具有空间几何信息，具有一个或多个属性，可以与一个或多个其他要素建立

关系。根据要素在现实道路交通网络中的作用与特性，可将其划分大类，分属于不同的图层组。 

b) 几何：对要素几何表达、空间序列以及要素间拓扑关系的记录。几何表达包括表达形态与表达

位置。表达形态根据要素表达类型的不同可分为点、线、面、体。要素表达形态的形状点的地

理位置信息记录为空间序列。文中定义了道路网与车道网两种几何网络，用于记录相应要素之

间的拓扑关系。 

c) 属性：分为空间属性、描述属性和关系属性。空间属性是指与空间位置相关的属性。描述属性

是指与空间位置无关或无直接关系的属性。关系属性是记录与本要素存在关联的其他要素的属

性。属性可分为多个属性项，属性项用属性名称和属性值来标识。属性项具有一个或多个属性

值。属性可随要素一起存储，也可独立存储，并建立与要素或图层的关联关系。 

d) 关系：一个要素所具有的涉及其他要素的特性，表达要素之间的非拓扑关系（语义关系）。关

系可以存在于同一图层组内，也可以存在于不同图层组之间，可以是要素与要素、要素与图层、

要素与图层组、图层与图层组、图层组与图层组之间的关系。文中主要记录图层组与图层组、

图层组与通用导航电子地图之间的关联关系。 

6.5.1.2 要素划分与表达类型 

表7记录文件定义的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图层组及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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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图层组及其内容 

序号 图层组名称 图层名称 要素名称 要素表达类型 

1 道路网图层组 道路结点层 道路结点 点要素 

2 道路网路口层 道路网路口 

3 道路参考线层 道路参考线 线要素 

4 道路虚拟连接线层 道路虚拟连接线 

5 车道网图层组 车道结点层 车道结点 点要素 

6 车道网路口层 车道网路口 

7 车道参考线层 车道参考线 线要素 

8 车道虚拟连接线层 车道虚拟连接线 

9 道路标线图层组 车道线特征点层 车道线特征点 点要素 

10 车道线层 车道线 线要素 

11 停止线层 停止线 

12 待转区层 待转区 

13 突起路标层 突起路标 

14 轮廓标层 轮廓标 

15 人行横道层 人行横道 面要素 

16 面状交通标线层 面状交通标线 

17 道路设施图层组 紧急电话亭层 紧急电话亭 点要素 

18 消火栓层 消火栓 

19 道路感知设施层 道路感知设施 

20 线状分离设施层 线状分离设施 线要素 

21 交通路障层 交通路障 

22 线状跨路设施层 线状跨路设施 

23 杆状物层 杆状物 

24 道路交通标志层 道路交通标志 面要素 

25 交通信号灯层 交通信号灯 

26 减速丘层 减速丘 

27 收费站层 收费站 

28 检查站层 检查站 

29 面状跨路设施层 面状跨路设施 

30 桥梁层 桥梁 

31 隧道层 隧道 

32 路侧建筑物层 路侧建筑物 

33 停车场层 停车场 

34 路内停车位层 路内停车位 

35 安全岛层 安全岛 

36 立杆无棚站台层 立杆无棚站台 

37 一般公交站台层 一般公交站台 体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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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要素共性数据 

应包括各要素的共性属性信息，例如关联图层代码、索引代码、空间序列等。要素共性属性见表8。 

注 1：单独列出要素共性数据是为了避免文件出现过多重复。要素共性数据中已定义的内容，要素专有数据中不再重复定义。 

注 2：实际应用中，要素的共性属性信息可直接存储在相应要素的属性中。 

表 8 要素共性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关联图层代码 整数 记录关联图层的代码 √ 

索引代码 整数 记录要素的索引代码 √ 

空间数据格式 整数 记录要素的表达形态，值域包括： 

1 点 

2 线 

3 面 

4 体 

√ 

空间序列 字符串 记录要素表达形态的形状点的地理位置信息，地理位置

信息可采用“（经度，纬度，高程）”的形式记录，形状

点之间用半角“,”按顺序依次隔开。若要素表达为多个

点或多条线，各点（线）的位置信息使用方括号“[ ]”

围起来并用半角“,”依次隔开 

√ 

跨区域集合 字符串 记录该要素所关联区域的代码，采用字符串进行记录，

区域代码之间用半角“,”隔开 

– 

跨图幅集合 字符串 记录该要素所关联图幅的代码，采用字符串进行记录，

图幅代码之间用半角“,”隔开 

– 

6.5.3 要素专有数据 

应包括各要素专有的属性信息。文件以图层组为划分标准，对要素及其关联关系进行详细规定，实

现对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要素专有数据的组织与管理。具体内容见第7章、第8章、第9章、第10章。 

6.6 其他数据 

见第11章。 

7 道路网图层组 

7.1 概述 

道路网图层组用于描述由道路组成的相互联络、交织成网状的道路网络系统。道路网图层组应包含

下列要素： 

a) 道路结点：道路参考线或道路虚拟连接线的起止点，并标识道路上发生的结构或属性变化； 

b) 道路网路口：用于描述道路层面上的路口，以多个道路结点的形式进行表达，并记录该路口关

联的道路结点的代码； 

c) 道路参考线：表示实际道路（具有明确几何形状与车行道分界标线的道路）上，沿道路通行方

向的两个相邻道路结点之间的道路几何形态，并记录道路名称、道路方向、道路等级、车道数

量等信息。道路参考线是对现实世界中实际道路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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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道路虚拟连接线：表示存在于无车道线区域、路口、铁路道口等的非实际道路上或渡口区域内，

沿道路通行方向的两个相邻道路结点之间的道路几何形态，并记录道路名称、道路方向、道路

等级等信息。道路虚拟连接线是基于交通规则、安全驾驶规则、道路拓扑关系规则生成的虚拟

线，不代表实际道路。 

7.2 几何 

7.2.1 几何表达 

7.2.1.1 概述 

道路网图层组应使用点线模型进行抽象表达。 

注：本章给出部分示意图，其他相关示意图可见附录D.1。 

7.2.1.2 道路结点 

道路结点表达为点，表达要求如下（本章示意图中，道路结点均以红色圆点表示）：  

a) 道路结点表达位置为道路打断处，道路打断规则见附录A.1； 

b) 道路网路口表达位置为路口关联的道路结点的位置。道路网路口以多个道路结点的形式进行表

达，示意图见图4。 

路口

         

路口

   
a）十字路口     b）高速公路入口 

图 4 道路网路口示意图 

7.2.1.3 道路参考线 

道路参考线表达为线，表达要求如下（本章示意图中，道路参考线均以黄线表示）： 

a) 表达位置为沿道路通行方向，内侧第1车道的外侧车道边界线中心位置，示意图见图5； 

注1：沿道路通行方向，道路通行规则为靠右行驶时，道路内侧为道路的左侧；道路通行规则为靠左行驶时，道路内侧为道路的右侧。 

注2：本文件主要适用于右行规则（靠右行驶），示意图均基于右行规则绘制。 

 

图 5 道路参考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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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道路参考线应延续与前后道路参考线或道路虚拟连接线的连续性； 

c) 任何双向通行道路（包括单车道双向道路，以及通过双黄线、单黄线等用以分隔对向行驶的交

通流的道路）都被设定为两个方向相反的道路参考线，示意图见图6、图7； 

 

图 6 单车道双向道路道路参考线示意图 

 

图 7 多车道双向道路道路参考线示意图 

d) 如遇沿道路通行方向，道路内侧增加或减少车道，应更改道路参考线表达位置至道路内侧第1

车道的外侧边界中心。可在道路车道数变化处引一条直线来延续前后参考线间或参考线与虚拟

连接线间的连续性，示意图见图8 a）。也可引一条近似曲线来延续连续性，示意图见图8 b）； 

  

a）方式 1 b）方式 2 

图 8 道路车道数增加时道路参考线示意图 

e) 路口内的实际道路上，道路参考线表达位置为沿道路通行方向的道路内侧第1车道的外侧边界

中心。示意图见图13，3个道路结点构成的路口区域内，黄线表示路口内的道路参考线； 

f) 如遇短距离（具体的值可自定义）、无车道数变化的无车道线区域（如车道线磨损不清晰的区

域），不进行道路打断，道路参考线应保持连续性。示意图见图9，绿框内是短距离、无车道

数变化的无车道线区域。 

     

图 9 无车道线区域道路参考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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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4 道路虚拟连接线 

道路虚拟连接线表达为线，表达要求如下（本章示意图中，道路虚拟连接线均以红线表示）： 

a) 道路虚拟连接线表达位置基于道路拓扑关系规则、交通规则及安全驾驶规则决定； 

b) 道路虚拟连接线应延续与前后道路参考线或道路虚拟连接线的连续性； 

c) 铁路道口处，需构建道路虚拟连接线，采用直线的形式来表达，示意图见图10 a)； 

d) 渡口处，需构建道路虚拟连接线，采用直线的形式来表达，示意图见图10 b)； 

铁路道口

   

渡 口 引 道

渡 口 引 道

 

a）铁路道口处            b）渡口处 

图 10 铁路道口与渡口处道路虚拟连接线示意图 

e) 路口内非实际道路处，应设置道路虚拟连接线，用以保证道路网络的连续性。道路虚拟连接线

可表达为一条直线，示意图见图11。也可表达为一条近似曲线，示意图见图12； 

路口 路口

 

注：文中其他相关示意图采用该方式进行表示。 

图 11 十字路口处道路虚拟连接线示意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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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 路口

 

图 12 十字路口处道路虚拟连接线示意图 2 

f) 路口（如分合流路口）内非实际道路处，道路虚拟连接线表达为一条直线时，采用斜连式进行

连接，示意图见图13； 

路口

 

注：文中其他相关示意图采用斜连式进行表示。 

图 13 有加速车道的合流路口处道路虚拟连接线示意图 2 

g) 如遇长距离（具体的值可自定义）、车道数变化或有特殊标注的无车道线区域（包括收费站、

收费广场、低等级道路、临时无车道线道路等），需构建道路虚拟连接线。示意图见图14，绿

框内是长距离、无车道数变化的无车道线区域。详细规定见附录C。 

 

图 14 长距离无车道线区域道路虚拟连接线示意图 

7.2.2 空间序列 

道路结点、道路网路口、道路参考线与道路虚拟连接线几何表达形态的形状点地理位置信息记录为

空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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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几何网络 

道路网由道路结点、道路参考线、道路虚拟连接线组成。道路网相关规定见附录 D.1。 

7.3 属性 

7.3.1 道路结点 

道路结点属性见表9。 

表 9 道路结点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道路结点代码 整数 记录道路结点的代码 √ 

结点类型 字符串 1 车道数量变化点 

2 道路等级变化点 

3 特殊结构变化点 

4 路面材质变化点 

5 导航数据变化点 

6 区域分界点 

7 地图分幅点 

0 其他 

注 1：道路结点表达位置为道路打断处，道路打断规则见附录 A.1 

注 2：可同时记录多个，属性值间以半角“,”隔开 

√ 

结点子类 字符串 详细标识道路上发生的结构或属性变化，值域包括： 

1 路口结点 

2 非路口结点 

3 轮渡结点 

4 平面匝道入口结点 

5 平面匝道出口结点 

6 立体匝道入口结点 

7 立体匝道出口结点 

8 高速公路入口结点 

9 高速公路出口结点 

10 高速公路临时停车点 

11 主路驶出结点 

12 主路驶入结点 

13 辅路驶出结点 

14 辅路驶入结点 

15 分流路口驶入结点 

16 分流路口驶出结点 

17 合流路口驶入结点 

18 合流路口驶出结点 

19 掉头口结点 

20 环岛结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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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道路结点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结点子类 字符串 21 普通路口结点 

22 复合路口结点 

23 停车场入口结点 

24 停车场出口结点 

25 院落入口结点 

26 院落出口结点 

27 车道增加处（沿道路通行方向） 

28 车道减少处（沿道路通行方向） 

29 铁路道口点 

30 隧道起始点 

31 隧道终止点 

32 桥梁起始点 

33 桥梁终止点 

34 断头路点 

35 无车道线区域点 

36 收费站结点 

37 检查站结点 

0 其他 

注 3：可同时记录多个，属性值间以半角“,”隔开 

√ 

关联路口 整数 记录结点关联的道路网路口的代码 – 

驶出侧区域代码 整数 若结点为区域分界点，记录以当前道路结点作为终止

点的道路（车辆可由该道路驶出当前区域）所在区域

的代码 

– 

驶入侧区域代码 整数 若结点为区域分界点，记录以当前道路结点作为起始

点的道路（车辆可由该道路驶入当前区域）所在区域

的代码  

– 

驶出侧图幅代码 整数 若结点为地图分幅点，记录以当前道路结点作为终止

点的道路（车辆可由该道路驶出当前图幅）所在图幅

的代码 

– 

驶入侧图幅代码 整数 若结点为地图分幅点，记录以当前道路结点作为起始

点的道路（车辆可由该道路驶入当前图幅）所在图幅

的代码 

– 

7.3.2 道路网路口 

道路网路口属性见表10。 

表 10 道路网路口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路口代码 整数 记录道路网路口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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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道路网路口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结点集合 字符串 记录路口关联道路结点的代码，采用字符串进行记录，

道路结点代码之间用半角“,”隔开 

√ 

路口类型 整数 1 普通路口 

2 环岛 

3 分合流路口 

4 主辅路出入口 

5 掉头口 

6 复合路口 

0 其他 

√ 

分合流路口标识 整数 1 分流路口 

2 合流路口 

– 

主辅路出入口标识 整数 1 单向出入口 

2 双向出入口 

– 

掉头口标识 整数 1 单向掉头口 

2 双向掉头口 

– 

环岛路口集合 字符串 组成环岛的路口代码集合 – 

环岛内道路集合 字符串 环岛内道路的代码集合 – 

7.3.3 道路参考线 

道路参考线属性见表11。 

表 11 道路参考线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道路参考线代码 整数 记录道路参考线的代码 √ 

抽样点序列 字符串 记录道路参考线上的抽样点信息，抽样点信息可采用

“（横坡、纵坡、曲率、航向）”的形式记录，抽样点

之间用半角“,”按顺序依次隔开 

- 

路面轮廓序列 字符串 记录道路参考线所关联道路面轮廓的形状点的地理位

置信息，地理位置信息可采用“（经度，纬度，高程）”

的形式记录，形状点之间用半角“,”按顺序依次隔开 

注 1：道路面是对现实世界中实际道路路段或路口的面表达 

- 

道路名称 字符串 记录道路的名称 – 

道路拼音名称 字符串 记录道路的拼音名称，可用于检索 – 

道路方向 整数 表示道路通行方向与数字化方向的关系，值域包括： 

1 正向（道路通行方向与数字化方向一致） 

2 逆向（道路通行方向与数字化方向相反） 

√ 

双向标识 整数 道路为单车道双向道路时，道路应设置两个方向相反

的道路参考线，制作双向标识属性，记录与该道路参

考线相反方向的道路参考线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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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道路参考线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上下行分隔 整数 通过物理隔离物（如防护栏、绿化带）、单黄实线、双

黄实线等进行道路分隔的上下行方向道路，需将双向

道路分成两条单独道路，在数据中制作为两条不同行

驶方向的道路参考线，值域包括： 

1 否 

2 是 

3 未调查（默认值） 

√ 

道路等级 整数 1 高速公路 

2 城市快速路 

3 城市主干路 

4 城市次干路 

5 城市支路 

6 国道 

7 省道 

8 县道 

9 乡道 

10 内部道路 

0 其他 

√ 

道路通行状态 整数 1 正常通行（默认值） 

2 建设中（尚未投入使用） 

3 维护中（已投入使用但处于维护保养状态） 

4 禁止通行 

√ 

高程等级 整数 记录道路高程等级，用以描述实体之间的相对高度，

辅助地图渲染和导航系统判断车辆是否位于高架桥或

隧道 

– 

内侧车道线 字符串 沿道路通行方向，内侧道路边界线的代码 

注 2：可同时记录多个，代码间以半角“,”隔开 

– 

外侧车道线 字符串 记录沿道路通行方向，外侧道路边界线的代码 

注 3：可同时记录多个，代码间以半角“,”隔开 

– 

起始结点 整数 记录沿道路通行方向，道路参考线起点所关联道路结

点的代码 

注 4：起始结点应与道路参考线起始点相重合 

– 

起始朝向 浮点数 记录沿道路通行方向，道路起始结点的切线方向 

注 5：正北方向为起始方向，顺时针旋转方向为正，单位：弧度 

– 

终止结点 整数 记录沿道路通行方向，道路参考线终点所关联道路结

点的代码 

注 6：终止结点应与道路参考线终止点相重合 

– 

终止朝向 浮点数 记录沿道路通行方向，道路终止结点的切线方向 

注 7：正北方向为起始方向，顺时针旋转方向为正，单位：弧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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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道路参考线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长度 浮点数 道路参考线的长度，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车道数量 整数 记录沿道路通行方向，常规车道、应急车道、路肩等

所有车道的总车道数 

√ 

匝道类型 整数 1 不适用（默认值） 

2 平面匝道 

3 立体匝道 

– 

匝道子类 字符串 1 不适用（默认值） 

2 进口匝道（进入主干线的附属接驳路段） 

3 出口匝道（驶出主干线的附属接驳路段） 

4 上匝道（进入高架道路的附属接驳斜道） 

5 下匝道（驶出高架道路的附属接驳斜道） 

6 直接式匝道（将右转车道设于右方） 

7 非直接式匝道（将左转车道设于右方，设置环道衔

接其他公路） 

8 半直接式匝道（以路线较长、起伏较大的高架道路

作为连接匝道） 

9 回转匝道（U 型转向的匝道） 

注 8：可同时记录多个，属性值间以半角“,”隔开 

– 

主辅路标识 整数 1 不适用（默认值） 

2 主路 

3 辅路 

– 

关联路口 字符串 记录道路所关联路口的代码，一条道路可关联多个路

口，路口代码之间以半角“,”隔开 

– 

特殊结构 整数 记录道路使用性质或结构性质，值域包括： 

1 普通地面道路（默认值） 

2 下嵌道路 

3 桥梁 

4 隧道 

5 环岛内道路 

√ 

路面材质 整数 记录道路路面的材质，值域包括： 

1 沥混 

2 泥混 

3 碎石 

4 金属 

5 塑料 

6 橡胶 

0 其他 

– 

通行规则 整数 1 靠右行驶（默认值） 

2 靠左行驶 

√ 



CH/T XXXXX—XXXX 

22 

7.3.4 道路虚拟连接线 

道路虚拟连接线属性见表12。 

表 12 道路虚拟连接线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道路虚拟连接线代码 整数 记录道路虚拟连接线的代码 √ 

位置标识 整数 描述道路虚拟连接线所处位置，值域包括： 

1 铁路道口 

2 轮渡 

3 路口 

4 无车道线区域 

√ 

道路虚拟连接线属性其他属性项（如抽样点序列、道路方向、道路等级、通行规则）可见表11。 

7.3.5 道路限制 

道路限制属性可独立存储，可通过多个属性项组合描述实际道路限制场景。道路限制属性见表13。 

表 13 道路限制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道路限制信息代码 整数 记录道路限制信息的代码 √ 

关联图层组代码 整数 记录关联图层组的代码 √ 

关联道路代码 字符串 记录受道路限制信息影响的道路所对应的道路参

考线或道路虚拟连接线的代码 

注 1：可同时记录多个，属性值间以半角“,”隔开 

√ 

限制类型 字符串 1 限制车速 

2 限制转向 

3 限制驶入 

4 限制驶出 

5 限制重量 

6 限制尺寸 

0 其他 

注 2：可同时记录多个，属性值间以半角“,”隔开 

√ 

限制时间 字符串 记录道路限制信息的时间作用域，采用标准 GDF 时

间域格式，由 0-9 的数字、字母（M (大写)，y、

w、d、f、l、t、h、m、s、z(小写)），符号（„{}

‟, „[]‟, „()‟, „*‟, „+‟, „-‟）组成，采用半角

形式 

– 

限制车型 字符串 1 全部车辆 

2 小轿车 

3 微型车 

4 小型卡/货车 

5 大卡/货车 

6 拖/挂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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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道路限制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限制车型 字符串 7 小型客车 

8 大型客车 

9 公交车 

10 出租车 

11 自行车/人力车 

12 摩托车（4 轮以下） 

13 行人 

0 其他 

注 3：可同时记录多个，属性值间以半角“,”隔开 

– 

限制天气 字符串 1 晴天 

2 雨（雪）天 

3 路面结冰 

4 雾天 

5 风 

0 其他 

注 4：可同时记录多个，属性值间以半角“,”隔开 

– 

限制转向 字符串 1 禁止左转 

2 禁止右转 

3 禁止直行 

4 禁止掉头 

注 5：可同时记录多个，属性值间以半角“,”隔开 

– 

限制重量 整数 记录道路上可通行车辆的限制重量，单位：千克 – 

限制高度 浮点数 记录道路上可通行车辆的限制高度，精确到小数点

后 1 位，单位：米 

– 

限制宽度 浮点数 记录道路上可通行车辆的限制宽度，精确到小数点

后 1 位，单位：米 

– 

限制长度 浮点数 记录道路上可通行车辆的限制长度，精确到小数点

后 1 位，单位：米 

– 

最高速度限制 整数 记录道路上可通行车辆的最高速度限制，单位：千

米每小时 

– 

最低速度限制 整数 车辆的最低速度限制，单位：千米每小时 – 

信息优先级 整数 记录限制信息优先级，高优先级的限制信息会覆盖

低优先级的限制信息，同一优先级较新的限制信息

会覆盖旧的限制信息 

– 

7.4 关系 

道路网图层组可与通用导航电子地图建立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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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车道网图层组 

8.1 概述 

车道网图层组用于描述由各种车道组成的相互联络、交织成网状的车道网络系统，以表示车道间的

拓扑连通关系（包括左右车道间的并道关系和前后车道间的连通关系）。车道网图层组应包含下列要素： 

a) 车道结点：车道参考线或车道虚拟连接线的起止点，并标识车道上发生的结构或属性变化； 

b) 车道网路口：用于描述车道层面上的路口，以多个车道结点的形式进行表达，并记录该路口关

联的车道结点代码； 

c) 车道参考线：表示实际车道（具有明确几何形状与车行道分界标线的车道）上，沿车道通行方

向的两个相邻车道结点之间的车道几何形态，并记录车道方向、车道类型、车道通行状态等信

息。车道参考线是对现实世界中实际车道的抽象； 

d) 车道虚拟连接线：表示存在于无车道线区域、路口、铁路道口等非实际连接车道上或渡口区域

内，沿车道通行方向的两个相邻车道结点之间的车道几何形态，并记录车道方向、车道类型、

车道通行状态等信息。车道虚拟连接线是基于交通规则、安全驾驶规则、车道拓扑关系规则生

成的虚拟线，不代表实际车道。 

8.2 几何 

8.2.1 几何表达 

8.2.1.1 概述 

车道网图层组应使用点线模型进行抽象表达。 

注：本章给出部分示意图，其他相关示意图可见附录D.2。 

8.2.1.2 车道结点 

车道结点表达为点，表达要求如下（本章示意图中，车道结点均以红色圆点表示）： 

a) 车道结点表达位置为车道组端点处，即车道组边界与车道参考线或车道虚拟连接线的交点。车

道组打断规则见附录A.2； 

b) 车道网路口表达位置为路口关联的车道结点的位置。车道网路口以多个车道结点的形式进行表

达。示意图见图15。 

路口

路口

      

路口

 
a）十字路口     b）高速公路入口 

图 15 车道网路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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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3 车道参考线 

车道参考线表达为线，表达要求如下（本章示意图中，车道参考线均以黄线表示）： 

a) 车道参考线表达位置为车道中心线处，示意图见图16； 

 

图 16 车道参考线示意图 

b) 车道参考线应延续与前后车道参考线或虚拟连接线的连续性，并保持曲率连续，便于路径规划； 

c) 如遇单车道双向道路，在车道中心线处设置车道参考线，车道方向为双向，示意图见图17； 

 

图 17 单车道双向道路车道参考线示意图 

d) 如遇沿道路通行方向，道路两侧增加或减少车道，需要引一条近似曲线来延续车道参考线的连

续性，并尽量保持曲率连续。示意图见图18； 

 

图 18 道路内侧增加车道的情况下车道参考线示意图 

e) 如遇待转区（设置于路口内的车辆直行或转弯等待区域），车道参考线表达位置为待转区的中

心线处。示意图见图19； 

路口

 

图 19 无车道线区域车道参考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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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路口内的实际车道上，车道参考线表达位置为该车道的车道中心线处，示意图见图22、图23 b)； 

g) 如遇短距离（具体的值可自定义）、无车道数变化的无车道线区域（如车道线磨损不清晰的区

域），不进行道路打断，车道参考线应保持连续性。示意图见图20，绿框内是短距离、无车道

数变化的无车道线区域。 

 

图 20 无车道线区域车道参考线示意图 

8.2.1.4 车道虚拟连接线 

车道虚拟连接线表达为线，表达要求如下（本章示意图中，车道虚拟连接线均以红线表示）： 

a) 车道虚拟连接线表达位置基于道路拓扑关系规则、交通规则及安全驾驶规则决定； 

b) 车道虚拟连接线应延续与前后车道参考线或虚拟连接线的连续性，并保持曲率连续，便于路径

规划； 

c) 铁路道口处，需构建车道虚拟连接线。可将结点间的近似轨迹作为车道虚拟连接线，示意图见

图21 a)； 

d) 渡口处，需构建车道虚拟连接线。可将结点间的近似轨迹作为车道虚拟连接线，示意图见图21 

b)； 

铁路道口

渡口引道

渡口引道

 

a）铁路道口处                            b）渡口处 

图 21 铁路道口与渡口处车道虚拟连接线示意图 

e) 路口内非实际车道处，应设置车道虚拟连接线来延续车道网络的连续性，并尽量保持曲率连续。

可将车道网路口结点间的近似轨迹作为车道虚拟连接线，示意图见图22、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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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道路中间增加车道的情况下车道虚拟连接线示意图 

L8

L7

路口

   

路口

 

a）十字路口              b）T型路口 

图 23 路口处车道虚拟连接线示意图 

f) 如遇长距离（具体的值可自定义）、车道数变化或有特殊标注的无车道线区域（包括收费站、

收费广场、低等级道路、临时无车道线道路等），需构建车道虚拟连接线。示意图见图24，绿

框内是长距离、无车道数变化的无车道线区域。详细规定见附录C。 

 

图 24 长距离无车道线区域车道虚拟连接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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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空间序列 

车道结点、车道网路口、车道参考线与车道虚拟连接线几何表达形态的形状点地理位置信息记录为

空间序列。 

8.2.3 几何网络 

车道网由车道结点、车道参考线、车道虚拟连接线组成。车道网相关规定见附录 D.2。 

8.3 属性 

8.3.1 车道组 

车道组属性可独立存储。一条道路内可定义一个或多个车道组。车道组属性见表 14。 

表 14 车道组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车道组代码 整数 记录车道组的代码 √ 

关联图层组代码 整数 记录关联图层组的代码 √ 

关联道路代码 整数 记录车道组所对应的道路参考线或道路虚拟连接线的代码 √ 

车道组起始结点

集合 

字符串 记录该车道组起始边界上所包含的车道结点的代码，采用字

符串进行记录，各车道代码间用半角“,”隔开 

– 

车道组终止结点

集合 

字符串 记录该车道组终止边界上所包含的车道结点的代码，采用字

符串进行记录，各车道代码间用半角“,”隔开 

– 

车道集合 字符串 记录该车道组所包含车道的代码，采用字符串进行记录，各

车道代码间用半角“,”隔开 

√ 

车道组起点距道

路起始点的距离 

浮点数 值为 0 时，表示车道组起点即为道路起始端点，精确到小数

点后 2 位，单位：米 

√ 

车道组终点距道

路终止点的距离 

浮点数 值为 0 时，表示车道组终点即为道路终止端点，精确到小数

点后 2 位，单位：米 

√ 

车道组编号 整数 记录道路内车道组的编号，可沿道路通行方向从 1 开始编号 – 

前方车道组 整数 沿道路通行方向，当前车道组的前方车道组代码 – 

后方车道组 整数 沿道路通行方向，当前车道组的后方车道组代码 – 

打断规则 整数 记录车道组的打断规则，默认为单边打断 

注：详细规定见附录 A.1 

√ 

8.3.2 车道结点 

车道结点属性见表15。 

表 15 车道结点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车道结点代码 整数 记录车道结点的代码 √ 

结点类型 字符串 1 道路打断点 

2 车道线型变化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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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车道结点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结点类型 字符串 3 车道类型变化点 

4 车道数变化开始点 

5 车道数变化结束点 

6 导航数据变化点 

0 其他 

注 1：车道结点表达位置为车道组端点处，车道组打断规则见附录 A.2 

注 2：可同时记录多个，属性值间以半角“,”隔开 

√ 

结点子类 字符串 详细标识车道上发生的结构或属性变化，值域包括： 

1 路口结点 

2 非路口结点 

3 轮渡结点 

4 平面匝道入口结点 

5 平面匝道出口结点 

6 立体匝道入口结点 

7 立体匝道出口结点 

8 高速公路入口结点 

9 高速公路出口结点 

10 高速公路临时停车点 

11 主路驶出结点 

12 主路驶入结点 

13 辅路驶出结点 

14 辅路驶入结点 

15 分流路口驶入结点 

16 分流路口驶出结点 

17 合流路口驶入结点 

18 合流路口驶出结点 

19 掉头口结点 

20 环岛结点 

21 普通路口结点 

22 复合路口结点 

23 停车场入口结点 

24 停车场出口结点 

25 院落入口结点 

26 院落出口结点 

27 车道增加开始点（沿道路通行方向） 

28 车道增加结束点（沿道路通行方向） 

29 车道减少开始点（沿道路通行方向） 

30 车道减少结束点（沿道路通行方向） 

31 铁路道口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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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车道结点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结点子类 字符串 32 隧道起始点 

33 隧道终止点 

34 桥梁起始点 

35 桥梁终止点 

36 断头路点 

37 收费站结点 

38 检查站结点 

0 其他 

注 3：可同时记录多个，属性值间以半角“,”隔开 

√ 

区域分界标识 整数 记录是否为区域分界处的车道结点 

1 否 

2 是 

– 

地图分幅标识 整数 记录是否为地图分幅处的车道结点 

1 否 

2 是 

– 

关联路口 整数 记录结点关联的车道网路口的代码 – 

8.3.3 车道网路口 

车道网路口属性见表16。 

表 16 车道网路口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路口代码 整数 记录车道网路口的代码 √ 

结点集合 字符串 记录路口关联车道结点的代码，采用字符串进行记录，车道

结点代码之间用半角“,”隔开 

√ 

关联路口代码 整数 记录车道网路口关联的道路网路口的代码 √ 

8.3.4 车道参考线 

车道参考线属性见表17。 

表 17 车道参考线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车道组代码 整数 记录车道关联车道组的代码 √ 

车道参考线代码 整数 记录车道参考线的代码 √ 

抽样点序列 字符串 记录车道参考线上的抽样点信息，抽样点信息可采用“（横

坡、纵坡、曲率、航向）”的形式记录，抽样点之间用半角

“,”按顺序依次隔开 

- 

车道编号 整数 按照参考线数字化方向从内侧到外侧、从 1 开始编号 

注 1：详细规定见附录 B.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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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车道参考线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车道方向 整数 1 正向（表示车道通行方向与数字化方向一致） 

2 逆向（表示车道通行方向与数字化方向相反） 

3 双向（表示车道通行方向与数字化方向无关） 

√ 

车道导向 字符串 描述车辆在车道上的通行方向，值域包括： 

1 直行 

2 左转 

3 右转 

4 掉头 

注 2：可同时记录多个，属性值间以半角“,”隔开 

√ 

起始结点 整数 记录沿车道通行方向，车道参考线起点所关联车道结点代码 

注 3：起始结点应与车道参考线起始点相重合 

– 

起始朝向 浮点数 记录沿车道通行方向，车道起始结点的切线方向 

注 4：以正北方向为起始方向，顺时针旋转方向为正，单位：弧度 

– 

终止结点 整数 记录沿车道通行方向，车道参考线终点所关联车道结点代码 

注 5：终止结点应与车道参考线终止点相重合 

– 

终止朝向 浮点数 记录沿车道通行方向，车道终止结点的切线方向 

注 6：以正北方向为起始方向，顺时针旋转方向为正，单位：弧度 

– 

车道类型 字符串 1 普通车道 

2 入口车道 

3 出口车道 

4 连接车道 

5 应急车道 

6 停车道 

7 紧急停车道 

8 加速车道 

9 减速车道 

10 避险车道 

11 路口车道 

12 收费站车道 

13 检查站车道 

14 掉头车道 

15 可变车道 

16 自行车道 

17 非机动车道 

18 左转待转区车道 

19 直行待转区车道 

20 人工收费车道 

21 ETC 收费车道 

0 其他 

注 7：可同时记录多个，属性值间以半角“,”隔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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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车道参考线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车道通行状态 整数 1 正常通行（默认值） 

2 建设中（尚未投入使用） 

3 维护中（已投入使用但处于维护保养状态） 

4 禁止通行 

√ 

内侧车道线 整数 记录沿数字化方向，车道内侧车道边线的代码 – 

外侧车道线 整数 记录沿数字化方向，车道外侧车道边线的代码 – 

车道材质 整数 记录车道路面材质，值域包括： 

1 沥混 

2 泥混 

3 碎石 

4 金属 

5 塑料 

6 橡胶 

0 其他 

– 

长度 浮点数 记录车道参考线长度，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宽度 浮点数 记录车道的平均宽度，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8.3.5 车道虚拟连接线 

车道虚拟连接线属性见表18。 

表 18 车道虚拟连接线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车道虚拟连接线

代码 

整数 记录车道虚拟连接线的代码 √ 

位置标识 整数 描述车道虚拟连接线所处位置，值域包括： 

1 铁路道口 

2 轮渡 

3 路口 

4 无车道线区域 

√ 

车道虚拟连接线属性其他属性项（如抽样点序列、车道导向、车道类型、车道通行状态）可见表17。 

8.3.6 车道限制 

车道限制属性可独立存储。车道限制也包括车道通行方向根据实时交通流发生变化的可变车道场

景。可通过多个属性项的组合描述实际车道限制场景。车道限制属性见表19。 

表 19 车道限制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车道限制信息代码 整数 记录车道限制信息的代码 √ 

关联图层组代码 整数 记录关联图层组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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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车道限制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关联车道代码 字符串 记录受车道限制信息影响的车道所对应的车道参考线或

车道虚拟连接线的代码 

注 1：可同时记录多个，属性值间以半角“,”隔开 

√ 

限制类型 整数 1 公交车专用车道（专为公交车设置的独立路权车道） 

2 HOV 车道（交通管理中仅供乘坐至少某一规定乘客数

的车辆通行的车道） 

3 潮汐车道（对有条件的道路设置一个或多个车辆行驶

方向随时段变化的车道） 

0 其他 

√ 

通行方向 字符串 1 正向 

2 逆向 

3 左转 

4 右转 

5 掉头 

注 2：可同时记录多个，属性值间以半角“,”隔开 

– 

信息优先级 整数 记录限制信息优先级 – 

车道限制属性其他属性项（如限制时间、限制车型、限制天气、限制高度、限制宽度、最高速度限

制、最低速度限制）可见表 13。 

8.4 关系 

车道网图层组可与道路网图层组建立关联关系。 

9 道路标线图层组 

9.1 概述 

道路标线图层组是对现实世界中设置于道路上的各种线条、箭头、文字、图案、立面标记、实体标

记、突起路标、轮廓标等道路交通标线，及无标线情况下人工构筑线情况的记录。道路标线图层组应包

含下列要素： 

a) 车道线特征点：车道线形态（包括车道线的类型、颜色等）开始发生变化的位置生成的点； 

b) 车道线：现实世界客观存在的或思维构筑的用以描述道路或车道的物理可行驶区域边界的线； 

c) 停止线：是在路口车道分隔线结束位置横向设置的白色单实线、双实线或双虚线，车辆见此标

志需停止或减速让行； 

d) 待转区：设置于路口内的车辆直行或转弯等待区域； 

e) 突起路标：固定于路面上起标线作用的突起标记块，可用于标示车行道分界、车行道边缘、分

合流、弯道、危险路段、路宽变化、路面障碍物位置等； 

f) 轮廓标：安装于道路两侧，用以指示道路的方向、车行道边界轮廓的反光柱（或片）； 

g) 人行横道：是在车道上用斑马线等标线或其他方法标示的规定行人横穿车道的步行范围，是防

止车辆快速行驶时对行人人身安全造成威胁而在车行道上指定需减速让行或停车让行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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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面状交通标线：施划于路面上的文字、数字及各种图形、符号，用于管制和引导交通，可以与

道路交通标志配合使用，也可单独使用。 

9.2 几何 

9.2.1 车道线特征点几何表达 

车道线特征点应表达为点，表达要求如下（本章示意图中，车道线特征点以红点表示）： 

a) 车道线类型变化处，需记录车道线特征点。类型变化包括车道线的单双变化、虚实变化等，车

道线类型详见表21。示意图见图25、图26； 

单实线 人工虚拟线

单虚线 双实线

 

图 25 车道线特征点示意图 1 

单实线 单实线

单虚线 双实线

 

图 26 车道线特征点示意图 2 

b) 车道线颜色发生变化的位置，需记录车道线特征点，示意图见图27； 

绿化带

 

图 27 车道线特征点示意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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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车道数发生变化的位置，需记录车道线特征点，示意图见图28； 

 

图 28 车道线特征点示意图 4 

d) 车道线材质发生变化时，需记录车道线特征点，示意图见图29； 

突起路标

 

图 29 车道线特征点示意图 5 

e) 车道宽度发生变化时，需记录车道线特征点。示意图见图30。 

 

图 30 车道线特征点示意图 6 

9.2.2 车道线几何表达 

9.2.2.1 概述 

车道线应表达为线，线型一般为单线或双线。根据表达位置的不同，可分为中央分隔线、道路边界

线与车道边界线。 

9.2.2.2 中央分隔线 

中央分隔线表示用来分隔对向行驶的交通流的车行道分界标线（如单黄实线、双黄实线），表达要

求如下（本条的示意图中中央分隔线表达为红线）： 

a) 中央分隔线为分隔上下行道路的双黄线时，在双线的中轴线处分别绘制，示意图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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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中央分隔线表达位置示意图 1 

b) 中央分隔线为分隔上下行道路的单黄线时，覆盖至单线的中心位置，示意图见图32； 

 

图 32 中央分隔线表达位置示意图 2 

c) 中央分隔线为车行道分界标线，且标线上（包括放置于双线中间的空白位置）存在道路交通安

全设施（如防护栏）时，将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与车行道分界标线分别处理，中央分隔线覆盖至

车行道分界标线的中心位置； 

9.2.2.3 道路边界线 

道路边界线表示由于物理障碍（如防护栏、路缘石）导致车辆无法通行的道路物理可行驶区域边界

或道路面材质变化处，表达要求如下（本条的示意图中道路边界线表达为红线）： 

a) 道路边缘存在物理隔离设施（包括路缘石、绿化带、防护栏等）时，取物理隔离设施与路面的

交线作为道路边界线，示意图见图33。若存在多种物理隔离设施时，选取更靠近道路的物理隔

离设施（如路缘石在防护栏的外侧时，防护栏更靠近道路，制作防护栏），取该物理隔离设施

与路面的交线作为道路边界线； 

路缘石

路缘石

绿化带

 

图 33 道路边界线表达位置示意图 1 

b) 道路边缘存在道路面材质变化时，沿材质变化处（如混凝土至沙石）与道路面交汇处绘制，示

意图见图34； 



CH/T XXXXX—XXXX 

37 

沙  石
 

图 34 道路边界线表达位置示意图 2 

c) 道路边缘物理隔离设施与道路面材质变化并存时，选取更靠近道路的绘制道路边界线，示意图

见图35； 

沟渠

路缘石

 

图 35 道路边界线表达位置示意图 3 

d) 铁路道口与渡口间可不设置道路边界线； 

e) 无车道线区域，应人为设置道路边界线。详细规定见附录C； 

f) 路口处，可不设置道路边界线。若人为设置道路边界线，应延续与前后有车道线区域的道路边

界线的连续性。 

9.2.2.4 车道边界线 

车道边界线用以描述车道物理可行驶区域边界，表达要求如下（本条示意图车道边界线表达为红

线）： 

a) 车道边界线为车行道分界标线、且为单线时，覆盖至单线中心位置，示意图见图36。若单线施

划于路缘石正面及顶面时（如禁止停车线），在路缘石顶面车道线中心位置绘制； 

 

图 36 车道边界线表达位置示意图 1 

b) 车道边界线为车行道分界标线、且为单线时，若发生车道宽度增加的情况，依然覆盖至单线中

心位置，示意图见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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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车道边界线表达位置示意图 2 

c) 车道边界线为车行道分界标线、且为双线时，在双线的中轴线处分别绘制，示意图见图38； 
公交车站

 

图 38 车道边界线表达位置示意图 3 

d) 车道边缘存在车行道分界标线，且标线上（包括放置于双线中间的空白位置）存在道路交通安

全设施（如防护栏）时，将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与车行道分界标线分别处理，车道边界线覆盖至

车行道分界标线的中心位置； 

e) 车道边缘不存在车行道分界标线时，应根据道路边界线或中央分隔线的位置与安全驾驶需求向

道路内部推移一定距离构建车道边界线； 

f) 铁路道口与渡口间，可不设置车道边界线； 

g) 无车道线区域，可人为设置车道边界线，详细规定见附录C； 

h) 路口处，可不设置车道边界线。若人为设置车道边界线，应延续与前后有车道线区域的车道边

界线的连续性。 

9.2.3 其他标线几何表达 

a) 停止线应线状表达在标线的中心位置（若为双线也覆盖至双线的中心位置），见图39。 

    

a）停止线     b）减速让行线 

图 39 停止线表达位置示意图 

b) 待转区的范围线属于车道线，末尾是停止线，见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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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

停止线

车道线

 

图 40 待转区表达位置示意图 

c) 突起路标应线状表达在标线的中心位置，见图41； 

 

图 41 突起路标表达位置示意图 

d) 轮廓标应沿逆反射体中心位置绘制，见图42； 

 

图 42 轮廓标表达位置示意图 

e) 人行横道应沿斑马线最外侧区域绘制，见图43； 

 

图 43 人行横道表达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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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面状交通标线应表达为路面上或空中（如立面标记）的外接多边形，见图44； 

 

图 44 面状交通标线（箭头）表达位置示意图 

9.2.4 空间序列 

车道线特征点、车道线、停止线、待转区、突起路标、轮廓标、人行横道与面状交通标线几何表达

形态的形状点地理位置信息记录为空间序列。 

9.3 属性 

9.3.1 车道线特征点 

车道线特征点属性见表20。 

表 20 车道线特征点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车道线特征点

代码 

整数 记录车道线特征点的代码 √ 

类型 整数 1 车道线类型变化处 

2 车道线颜色变化处 

3 车道线材质变化处 

4 车道数变化处 

5 车道宽度变化处 

0 其他 

√ 

9.3.2 车道线 

车道线属性见表21。 

表 21 车道线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车道线代码 整数 记录车道线的代码 √ 

抽样点序列 字符串 记录车道线上的抽样点信息，抽样点信息可采用“（横坡、

纵坡、曲率、航向）”的形式记录，抽样点之间用半角“,”

按顺序依次隔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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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车道线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车道线位置 整数 1 中央分隔线 

2 道路边界线 

3 车道边界线 

√ 

共线标识 整数 若车道边界线不内推，车道边界线与中央分隔线或道路边界

线共线时，记录与当前车道边界线共线的中央分隔线或道路

边界线的代码 

- 

车道线类型 整数 沿数字化方向的车道线类型，值域包括： 

1 单实线 

2 单虚线 

3 双实线 

4 双虚线 

5 左实右虚 

6 左虚右实 

7 人工虚拟线 

0 其他 

注 1：1至 6是印刷于路面上的车行道分界标线 

注 2：7是除 1至 6 之外，其他人为设定的虚拟线 

√ 

车道线颜色 整数 沿数字化方向车道线的颜色，值域包括： 

1 白色 

2 黄色 

3 橙色 

4 蓝色 

5 绿色 

6 浅灰 

7 深灰 

8 左白右黄 

9 左黄右白 

0 其他 

– 

车道线材质 整数 1 油漆 

2 突起 

3 油漆+突起 

0 其他 

– 

车道线宽度 浮点数 记录车道线的平均宽度，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车道线不是

路面车行道分界标线时，宽度为 0。单位：米 

√ 

参考线标识 整数 是否为道路参考线或道路虚拟连接线所在位置，值域包括： 

1 非参考线 

2 参考线 

√ 

可跨越性标识 整数 基于交通规则与安全驾驶规则设定，用以描述车辆是否可跨

越车道线向相邻车道行驶，沿数字化方向分为： 

1 向左跨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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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车道线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可跨越性标识 整数 2 向右跨越 

3 双向跨越 

4 双向禁止 

– 

可变导向车道

标线标识 

整数 1 无 

2 有 

– 

纵向减速标线

标识 

整数 1 无 

2 有 

– 

半圆状车距确

认线标识 

整数 1 否 

2 是 

– 

路口导向线标

识 

整数 1 否 

2 是 

– 

共享边界线标

识 

整数 描述车道线是否为两条道路或车道的共享边界，值域包括： 

1 否 

2 是 

– 

关联突起路标 整数 记录关联的突起路标代码。 – 

填充物标识 整数 若车道线为双线，记录双线间是否有填充物： 

1 否（默认值） 

2 是 

– 

待转区标识 整数 描述车道线是否为待转区的范围线，值域包括： 

1 否 

2 是 

– 

物理隔离设施

标识 

整数 描述车道线是否为物理隔离设施与路面的交线，值域包括： 

1 否 

2 防护栏 

3 路缘石 

4 绿化带 

0 其他 

– 

材质变化处标

识 

整数 描述车道线是否为材质变化处，值域包括： 

1 否 

2 是 

– 

9.3.3 停止线 

停止线属性见表22。 

表 22 停止线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停止线代码 整数 记录停止线的代码 √ 

类型 整数 1 停止线 

2 停车让行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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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停止线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类型 整数 3 减速让行线 

0 其他 

√ 

颜色 整数 1 白色 

2 黄色 

0 其他 

√ 

长度 浮点数 横向宽度，精确到小数点后 2位，单位：米 – 

宽度 浮点数 纵向宽度，精确到小数点后 2位，单位：米 – 

关联道路 整数 记录停止线关联道路参考线或道路虚拟连接线的代码 √ 

9.3.4 待转区 

待转区属性见表23。 

表 23 待转区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待转区代码 整数 记录停止线的代码 √ 

类型 整数 1 左转待转区 

2 直行待转区 

0 其他 

√ 

内侧车道线代码 整数 记录沿当前车道通行方向，内侧车道线的代码 √ 

外侧车道线代码 整数 记录沿当前车道通行方向，外侧车道线的代码 √ 

关联停止线代码 整数 记录待转区关联停止线的代码 √ 

关联车道代码 整数 记录待转区关联车道参考线的代码 – 

关联路口代码 整数 记录待转区关联道路网路口的代码 – 

9.3.5 突起路标 

突起路标属性见表24。 

表 24 突起路标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突起路标代码 整数 记录突起路标的代码 √ 

形状 整数 1 圆形 

2 多边形 

0 其他 

√ 

布设 整数 记录突起路标的布设情况，值域包括： 

1 车行道分界线上（包括分布在虚线空当中的情况） 

2 车行道分界线一侧 

3 单独用作车行道分界线 

√ 

宽度 浮点数 记录突起路标的横向宽度，精确到小数点后 4 位，单位：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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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 轮廓标 

轮廓标属性见表25。 

表 25 轮廓标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轮廓标代码 整数 记录轮廓标的代码 √ 

类型 整数 1 独立式轮廓标 

2 附着式轮廓标 

0 其他 

√ 

位置 整数 沿道路通行方向轮廓标位置，值域包括： 

1 内侧 

2 外侧 

√ 

反射器颜色 整数 1 白色 

2 黄色 

0 其他 

√ 

高度 浮点数 轮廓标的平均铅锤距离，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9.3.7 人行横道 

人行横道属性见表26。 

表 26 人行横道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人行横道代码 整数 记录人行横道的代码 √ 

类型 整数 1 普通斑马线（默认值） 

2 两侧有边界的人行横道 

3 立体斑马线 

0 其他 

√ 

交通信号灯标

识 

整数 描述人行横道是否有交通信号灯控制，值域包括： 

1 有 

2 无 

√ 

关联交通信号

灯代码 

整数 记录人行横道关联交通信号灯的代码 – 

关联路口代码 整数 记录人行横道关联路口的代码 √ 

长度 浮点数 记录人行横道的长度，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宽度 浮点数 记录人行横道的宽度，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9.3.8 面状交通标线 

面状交通标线属性见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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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面状交通标线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面状交通标线

代码 

整数 记录面状交通标线的代码 √ 

类型 整数 1 导向箭头（表示车辆的行驶方向） 

2 导流线区（普通路口、立体交叉匝道口或其他特殊地点依

据地形设置的白色 V 形线或斜纹线区域，表示车辆必须按规

定路线行驶，不得压线或越线） 

3 文字或数字（施划于路面上的文字、数字，如路面限速标

记） 

4 突起路标（单独用作减速标线、呈面状分布的突起路标） 

5 立面标记（用以提醒驾驶员注意，在车行道内或近旁有高

出路面的构造物，以防止碰撞） 

6 图形符号（除本文已定义的，如导向箭头，其他施划于路

面上的各种图形符号，如中心圈、网状线、横向减速标线） 

0 其他 

√ 

功能 整数 1 指示标线 

2 禁止标线 

3 警告标线 

0 其他 

– 

材质 整数 1 油漆 

2 突起 

0 其他 

– 

颜色 整数 1 白色 

2 黄色 

3 蓝色 

4 绿色 

5 红色 

6 黄黑相间 

0 其他 

√ 

关联道路 整数 道路交通标线关联道路参考线或道路虚拟连接线的代码 – 

文本 字符串 记录与道路交通标线相关的附加文本（如路面上的文字或数

字），用于对标线进行补充说明 

– 

9.4 关系 

道路标线层组可与道路网图层组或车道网图层组建立关联关系。 

10 道路设施图层组 

10.1 概述 

道路设施图层组用于描述路面上、路侧或空中跨路的道路交通设施，地图数据中区分表达为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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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体四种要素形态。道路设施图层组应包含下列要素： 

a) 紧急电话亭：是用户在高速道路上行驶过程中发生紧急事故，为及时取得帮助，但身边又无其

他通讯工具的情况下，与道路管理局（处）中心控制室之间唯一的有线通信设施； 

b) 消火栓：一种固定式消防设施，主要作用是控制可燃物、隔绝助燃物、消除着火源； 

c) 道路感知设施：包括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等道路环境感知设施； 

d) 线状分离设施：包括路侧的路缘石、防护栏、隔音墙、物理隔离带等距离最外路面5米以内的

道路屏障，以及路面上对应的具有道路分隔作用的线状设施； 

e) 交通路障：包括升降柱、警示柱、路锥、水马、拒马等用来阻挡道路交通的障碍物； 

f) 线状跨路设施：包括横跨路面的龙门架、牌坊等具有一定高度的门框式交通设施； 

g) 杆状物：用于支撑交通标志、广告牌、红绿灯、路灯等物体的圆柱或长方体形物体； 

h) 道路交通标志：用文字和符号传递引导、限制、警告或指示信息的道路交通设施，主要适用于

公路、城市道路以及一切专用公路，具有法令的性质，车辆、行人都必须遵守； 

i) 交通信号灯：为加强道路交通管理，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提高道路使用效率，改善交通状况

的交通安全产品； 

j) 减速丘：安装在公路上使经过的车辆降低车速的交通设施； 

k) 收费站：用来对通行车辆收取通行费用的设施； 

l) 检查站：位于封闭/非封闭道路上，对进入特定区域的人员及其交通工具与随行物品等进行检

查的关卡式机构； 

m) 面状跨路设施：包括横跨路面的桥梁、短距离山洞、隧道顶盖等具有一定高度、且在路面上的

铅锤投影呈面状连续分布于一定范围的道路交通设施；  

n) 桥梁：一种架空的人造通道，是为道路跨越天然或人工障碍物而修建的建筑物； 

o) 隧道：埋置于地层内的工程建筑物，是人类利用地下空间的一种建筑形式； 

p) 路侧建筑物：公路两侧一定控制区内，除线状分离设施外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总称； 

q) 停车场：机动车可停放场所； 

r) 路内停车位：道路旁边的画线区域，可用于机动车停靠； 

s) 安全岛：位于马路中央或快车道与慢车道之间，供行人暂避车辆并分隔两方向或快慢车道的行

人过路设施； 

t) 立杆无棚站台：仅有公交站牌，不带候车亭的公交车辆停靠设施； 

u) 一般公交站台：在公共交通车辆运行的道路上，按营运站位置设置的带有候车亭的公交车辆停

靠设施。 

10.2 几何 

10.2.1 点状设施几何表达 

表达为点的道路设施称为点状设施，包括紧急电话亭、消火栓与道路感知设施，应采用一个三元坐

标来定义相应要素。道路感知设施（摄像头）表达位置示意图见图 45。 

 

图 45 摄像头表达位置示意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F%E7%87%83%E7%89%A9/63197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A9%E7%87%83%E7%89%A9/84546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3%E7%94%A8%E5%85%AC%E8%B7%AF/22945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6%E8%BE%86/1332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4%B8%8B%E7%A9%BA%E9%97%B4/1408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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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线状设施几何表达 

10.2.2.1 表达位置 

表达为线的道路设施称为线状设施，包括线状分离设施、杆状物等，应采用一条或多条几何线来定

义相应要素，表达要求如下： 

a) 线状分离设施：路缘石、隧道墙、保护墙、防护栏、防护网、隔音墙、水泥墩线状表达在高度

纵向连续不变的顶部中心位置（不考虑突起的立柱等物体），绿化带沿其底部近路侧边缘位置

绘制（也可沿其底部绘制为一条闭合线）。各要素之间按实际位置表达，不应完全重叠，不应

出现交叉等不符合实际位置的拓扑现象；护栏同侧多种类型组合出现且有一定高度差时，使用

多条线状表示防护栏；类型发生变化时线状要素断开。示意图见图46； 

    

图 46 线状分离设施（防护栏）表达位置示意图 

b) 交通路障：线状表达在高度横向连续不变的顶部中心位置。示意图见图47； 

 

图 47 升降柱表达位置示意图 

c) 线状跨路设施：龙门架立柱部分以杆状物的形式表达，龙门架沿设施顶部横杆内侧中心绘制，

牌坊沿设施内侧边缘绘制。示意图见图48。 

 

 图 48 线状跨路设施（龙门架）表达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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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杆状物：表达为从杆状物底部至顶部的直线或折线，线的位置在杆子的几何中心，不表达杆上

其他附属物以及杆子的周边延伸部分。示意图见图49； 

 

图 49 杆状物表达位置示意图 

10.2.3 面状设施几何表达 

10.2.3.1 表达位置 

表达为面的道路设施称为面状设施，包括道路交通标志、交通信号灯、减速丘等，应采用地面或空

中的面来定义相应要素，表达要求如下： 

a) 道路交通标志：表达为空中的外接多边形面或圆面。示意图见图50； 

 

图 50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表达位置示意图 

b) 交通信号灯：表达为空中的外接矩形面，示意图见图51； 

c) 减速丘：表达为路面上的外接矩形，示意图见图52； 

 

图 51 交通信号灯表达位置示意图 

 

图 52 小型减速丘表达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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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收费站：收费站表达在收费岗亭最外侧区域，见图53 a）； 

e) 检查站：检查站表达在检查岗亭最外侧区域，见图53 b）； 

收
费
站

检
查
站

 

a）收费站                 b）检查站 

图 53 收费站与检查站表达位置示意图 

f) 面状跨路设施：表达为设施下方道路在设施下底面的铅垂投影的外部多边形，在见图54； 

g) 桥梁：表达在其关联道路的外部轮廓； 

公交车站

 

图 54 面状跨路设施表达位置示意图 

h) 隧道：表达在隧道入口或出口处，沿隧道口边缘绘制，见图55； 

 

图 55 隧道表达位置示意图 

i) 停车场：由一个或多个停车区组成的多边形设施。停车区是将是否收费、车型限制、时间限制

等要求相同的停车位按照整体边缘绘制而成的多边形设施。停车场可包含一个或多个停车区，

示意图见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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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停车场表达位置示意图 

j) 路内停车位：设立在道路一侧或两侧的停车场，遵循停车场的相关规定，示意图见图57；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图 57 路内停车位表达位置示意图 

k) 路侧建筑物：沿靠近道路一侧绘制，表达为建筑的侧面多边形面，示意图见图58； 

路侧建筑物

 

图 58 路侧建筑物表达位置示意图 

l) 安全岛：沿安全岛轮廓绘制，示意图见图59； 

安全岛

 

图 59 安全岛表达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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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立杆无棚站台：表达为空中的多边形面，见图60。 

X路

X路

X路

 

图 60 立杆无棚站台表达位置示意图 

10.2.4 体状设施几何表达 

10.2.4.1 表达位置 

表达为体的道路设施称为体状设施，包括一般公交站台，应采用包围盒来表达，示意图见图 61。 

一般公交站台

 
图 61 一般公交站台表达位置示意图 

10.2.5 空间序列 

点状设施、线状设施、面状设施与体状设施几何表达形态的形状点地理位置信息记录为空间序列。 

10.3 属性 

10.3.1 紧急电话亭 

紧急电话亭属性见表 28。 

表 28 紧急电话亭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紧急电话亭代码 整数 记录紧急电话亭的代码 √ 

10.3.2 消火栓 

消火栓属性见表 29。 

表 29 消火栓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消火栓代码 整数 记录消火栓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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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道路感知设施 

道路感知设施属性见表30。 

表 30 道路感知设施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道路感知设施代

码 

整数 记录道路感知设施的代码 √ 

道路感知设施类

型 

整数 记录道路感知设施的类型，值域包括： 

1 摄像头 

2 激光雷达 

3 毫米波雷达 

4 超声波雷达 

5 复合检测器 

6 气象传感器 

7 能见度传感器 

8 路面状态传感器 

0 其他 

√ 

摄像头类型 整数 1 未调查 

2 限速摄像头 

3 雷达测速摄像头 

4 移动式测速 

5 交通信号灯摄像头 

6 路况监控摄像头 

7 单行线摄像头 

8 非机动车道摄像头 

9 高速公路/城市高速公路出入口摄像头 

10 公交车道摄像头 

11 禁止左/右转摄像头 

0 其他 

– 

激光雷达类型 整数 1 旋转式激光雷达 

2 固态激光雷达 

0 其他 

– 

监控角度 字符串 以正北方向为起始方向，顺时针旋转方向为正，单位：

弧度 

– 

10.3.4 线状分离设施 

线状分离设施属性见表31。 

表 31 线状分离设施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线状分离设施代

码 

整数 记录线状分离设施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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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线状分离设施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关联道路代码 字符串 记录线状分离设施关联道路所对应的道路参考线或道路

虚拟连接线的代码 

注：可同时记录多个，属性值间以半角“,”隔开 

√ 

类型 整数 1 路缘石 

2 沟 

3 隧道墙 

4 自然边界 

5 水泥墩 

6 防护网 

7 隔音墙 

8 山体/土坡 

9 墙体 

10 普通新泽西护栏 

11 单管新泽西护栏 

12 多管新泽西护栏 

13 波形护栏 

14 索式护栏 

15 梁柱式桥梁护栏 

16 网状护栏 

17 管式活动护栏 

18 隔离桩 

19 桥柱 

20 闸机 

0 其他 

√ 

位置 整数 1 路侧 

2 路中 

√ 

边界标识 整数 记录线状分离设施是否为车道线，值域包括： 

1 否（默认值） 

2 车道边界线 

3 道路边界线 

4 车道边界线与道路边界线的共线 

 

材质 整数 1 混泥土 

2 石材 

3 砖 

4 金属 

5 土 

6 塑料 

7 空值，表示无材质 

0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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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线状分离设施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纹理 整数 线状分离设施外观图形描述，值域包括： 

1 横条纹 

2 纵条纹 

3 方块 

0 其他 

– 

平均高度 浮点数 记录线状分离设施的平均铅垂距离，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起点高度 浮点数 记录沿数字化方向，线状分离设施起点处的铅垂距离，

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终点高度 浮点数 记录沿数字化方向，线状分离设施终点处的铅垂距离，

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长度 浮点数 记录线状分离设施的长度，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

米 

– 

宽度 浮点数 记录线状分离设施的平均宽度，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

单位：米 

– 

关联车道线 整数 记录线状分离设施关联车道线的代码，不为空时，表示

线状分离设施位于车道线上，或直接作为车道线。 

– 

颜色 整数 有纹理的颜色包含黄黑、红白、蓝白与红黄，无纹理的

包含红、黄与白色、其他： 

1 黄黑 

2 红白 

3 蓝白 

4 红黄 

5 红 

6 黄 

7 白 

0 其他 

– 

10.3.5 交通路障 

交通路障属性见表32。 

表 32 交通路障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交通路障代码 整数 记录线状跨路设施的代码 √ 

类型 整数 1 升降柱  

2 警示柱 

3 路锥 

4 水马 

5 拒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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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交通路障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类型 整数 6 石墩 

0 其他 

√ 

高度 浮点数 记录交通路障的平均铅垂距离，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

单位：米 

– 

宽度 浮点数 记录交通路障与路面交线的长度，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

单位：米 

– 

10.3.6 线状跨路设施 

线状跨路设施属性见表33。 

表 33 线状跨路设施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线状跨路设施代

码 

整数 记录线状跨路设施的代码 √ 

名称 字符串 记录线状跨路设施的名称 – 

类型 整数 1 龙门架  

2 牌坊   

0 其他 

√ 

高度 浮点数 记录线状跨路设施在路面铅锤投影的横向宽度，精确到

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宽度 浮点数 记录线状跨路设施与路面交线的长度，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10.3.7 杆状物 

杆状物属性见表34。 

表 34 杆状物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杆状物代码 整数 记录杆状物的代码 √ 

类型 整数 

1 路灯杆 

2 交通信号灯杆 

3 交通标志牌杆 

4 电线杆 

5 广告牌杆 

6 龙门架杆 

7 道路感知设施支撑杆 

8 道路反光镜支撑杆 

0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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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杆状物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高度 浮点数 记录杆状物顶部到地面的铅垂距离，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半径 浮点数 记录杆状物底部外接圆半径，精确到小数点后 4 位，单

位：米 

√ 

10.3.8 道路交通标志 

道路交通标志属性见表35。 

表 35 道路交通标志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道路交通标志代码 整数 记录道路交通标志的代码 √ 

名称 字符串 记录道路交通标志的名称 – 

类型 整数 1 警告标志（警告车辆和行人注意危险地点的标志） 

2 禁令标志（禁止或限制车辆、行人交通行为的标志） 

3 指示标志（指示车辆、行人行进的标志） 

4 指路标志（传递道路方向、地点、距离的标志，如

里程桩） 

5 旅游区标志（提供旅游景点方向、距离的标志） 

6 道路施工安全标志（通告道路施工区） 

7 限速标志（警告车辆减速行驶的标志） 

8 辅助标志（附设在主标志下，起辅助说明作用的标

志） 

0 其他 

√ 

可变性 整数 1 可变交通标志 

2 固定交通标志（默认值） 

√ 

形状 整数 1 正三角形 

2 圆形 

3 倒三角形 

4 八角形 

5 叉形 

6 方形/矩形 

7 菱形 

8 不规则形状 

√ 

半径 浮点数 记录圆形标志的半径，精确到小数点后 4 位，单位：

米 

– 

方向 整数 记录道路交通标志的有效性方向，正向表示标志在道

路通行方向为正向的道路上有效，逆向表示标志在道

路通行方向为逆向的道路上有效，双向表示标志对所

有通行方向的道路有效，值域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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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道路交通标志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方向 整数 1 正向 

2 逆向 

3 双向 

√ 

朝向 浮点数 记录道路交通标志的朝向方位角  

注：以正北方向为起始方向，顺时针旋转方向为正，单位：弧度 

– 

文本 字符串 记录与道路交通标志相关的附加文本，用于对标志进

行补充说明 

– 

10.3.9 交通信号灯 

交通信号灯属性见表36。 

表 36 交通信号灯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交通信号灯代码 整数 记录交通信号灯的代码 √ 

类型 整数 1 机动车信号灯 

2 非机动车信号灯  

3 人行横道信号灯 

4 方向指示指示灯 

5 车道信号灯 

6 闪光警告信号灯 

7 道路与铁路平面交叉道口信号灯 

8 倒计时信号灯 

9 公交车专用信号灯 

10 道路雾灯 

0 其他 

√ 

位置 整数 1 永久（默认值） 

2 可移动 

√ 

形状 整数 1 矩形（默认值） 

2 圆形 

3 胶囊形 

0 其他 

√ 

朝向 浮点数 记录交通信号灯的朝向方位角  

注：以正北方向为起始方向，顺时针旋转方向为正，单位：弧度 

– 

关联路口代码 整数 记录交通信号灯关联的道路网路口的代码 – 

关联道路代码 整数 记录受交通信号灯控制的道路的代码 – 

文本 字符串 记录与交通信号灯相关的附加文本，用于对交通信号

灯进行补充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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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 减速丘 

减速丘属性见表 37。 

表 37 减速丘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减速丘代码 整数 记录减速丘的代码 √ 

类型 整数 1 小型减速丘    

2 减速台 

0 其他 

√ 

材质 整数 1 混泥土 

2 金属 

3 塑料 

4 沥青 

5 橡胶  

0 其他 

– 

高度 浮点数 精确到小数点后 4 位，单位：米 √ 

10.3.11 收费站 

收费站属性见表 38。 

表 38 收费站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收费站代码 整数 记录收费站的代码 √ 

高度 浮点数 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长度 浮点数 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宽度 浮点数 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名称 字符串 收费站名称 – 

通道数 整数 记录收费站的通道数 √ 

通道高度 浮点数 记录收费站顶盖最低处的下边缘距离地面的铅锤距

离，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类型 整数 1 喇叭口式收费站 

2 直通式收费站 

0 其他 

√ 

ETC 标识 整数 1 无 ETC 通道 

2 混合式（含有人工和 ETC) 

3 全 ETC 通道 

√ 

10.3.12 检查站 

检查站属性见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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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检查站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检查站代码 整数 记录检查站的代码 √ 

高度 浮点数 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长度 浮点数 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宽度 浮点数 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名称 字符串 检查站名称 – 

通道数 整数 记录检查站的通道数 √ 

通道高度 浮点数 记录检查站顶盖最低处的下边缘距离地面的铅锤距

离，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类型 整数 1 超限检查站 

2 危险品检查站 

3 木材检查站 

4 高速检查站 

5 防疫检查站 

0 其他 

√ 

10.3.13 面状跨路设施 

面状跨路设施属性见表40。 

表 40 面状跨路设施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面状跨路设施代码 整数 记录面状跨路设施的代码 √ 

名称 字符串 记录面状跨路设施的名称 – 

类型 整数 1 人行天桥 

2 桥梁 

3 山洞 

0 其他 

√ 

高度 浮点数 面状跨路设施底部到下底面的最小铅垂距离，精确到

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长度 浮点数 面状跨路设施在道路上铅锤投影的外接矩形长度（平

行道路方向的距离），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宽度 浮点数 面状跨路设施在道路上铅锤投影的外接矩形宽度（垂

直道路方向的距离），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10.3.14 桥梁 

桥梁属性见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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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桥梁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桥梁代码 整数 记录桥梁的代码 √ 

名称 字符串 记录桥梁的名称 – 

类型 整数 1 跨河桥 

2 跨谷桥 

3 立交桥 

4 高架桥 

5 栈桥 

6 开合桥 

0 其他 

√ 

载重 整数 记录桥梁的允许承载能力，单位：吨 – 

高度 浮点数 桥梁底部到下底面的最小铅垂距离，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桥梁起点 整数 记录桥梁起点处的道路结点的代码 – 

桥梁终点 整数 记录桥梁终点处的道路结点的代码 – 

高程等级 整数 记录桥梁的高程等级，用以描述实体之间的相对高度，

辅助地图渲染和导航系统判断车辆是否位于高架桥等 

– 

关联道路 整数 桥梁关联道路的道路参考线或道路虚拟连接线的代码 √ 

10.3.15 隧道 

隧道属性见表42。 

表 42 隧道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隧道代码 整数 记录隧道的代码 √ 

名称 字符串 记录隧道的名称 – 

类型 整数 1 山岭隧道 

2 水底隧道 

3 城市隧道（默认值） 

0 其他 

√ 

等级 整数 1 短隧道（隧道长度≤500m）  

2 中长隧道（500m＜隧道长度＜1000m） 

3 长隧道（1000m≤隧道长度≤3000m） 

4 特长隧道（隧道长度＞3000m） 

√ 

专用标识 整数 1 汽车专用隧道（默认值） 

2 人车共用隧道 

0 其他 

√ 

可变性 整数 1 可变方向 

2 固定方向（默认值） 

√ 

隧道起点 整数 记录隧道起点处的道路结点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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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隧道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隧道终点 整数 记录隧道终点处的道路结点的代码 – 

高程等级 整数 记录隧道的高程等级，用以描述实体之间的相对高度，

辅助地图渲染和导航系统判断车辆是否位于隧道 

– 

关联道路 整数 隧道关联道路的道路参考线或道路虚拟连接线的代码 √ 

10.3.16 路侧建筑物 

路侧建筑物属性见表43。 

表 43路侧建筑物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路侧建筑物代码 整数 记录路侧建筑物的代码 √ 

高度 浮点数 精度到小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类型 整数 1 路旁地标性建筑 

2 路旁房屋 

3 路旁对称建筑物 

0 其他 

√ 

10.3.17 停车场 

停车场包含一个或多个停车区，一个停车区包含一个或多个停车位。 

停车场属性见表 44。 

表 44 停车场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停车场代码 整数 记录停车场的代码 √ 

收费 整数 1 否 

2 是 

√ 

服务类型 整数 1 公共停车场 

2 专用停车场 

3 道路停车场 

0 其他 

√ 

建筑类型 整数 1 地面停车场 

2 地下停车场 

3 地上车库 

4 多用车库 

5 机械式立体停车库 

0 其他 

√ 

停放车型 整数 1 机动车（默认值） 

2 非机动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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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停车场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停放车型 整数 3 出租车 

4 校车 

5 公交车 

6 残疾人专用 

7 大型卡车 

8 危险品车 

0 其他 

√ 

时间限制 字符串 限制时长，采用标准 GDF 格式表示 √ 

车位数量 整数 车位数量 – 

文本 字符串 记录与停车场相关的附加文本（如收费标准） – 

停车区属性见表 45。 

表 45 停车区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关联停车场代码 整数 关联停车场的代码 √ 

停车区代码 整数 停车区代码 √ 

停车区编号 整数 停车区在停车场的顺序编号，从 1 开始编号 √ 

停车位属性见表 46。 

表 46 停车位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关联停车区代码 整数 关联停车区代码 √ 

停车位代码 整数 停车位代码 √ 

停车位编号 整数 停车位在停车区的顺序编号，从 1 开始编号 

 

√ 

10.3.18 路内停车位 

路内停车位属性见表 44、表 45、表 46。 

10.3.19 安全岛 

安全岛属性见表 47。 

表 47 安全岛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路口代码 整数 关联道路网路口的代码 √ 

安全岛代码 整数 安全岛代码 √ 

交通信号灯代码 整数 关联交通信号灯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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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 立杆无棚站台 

立杆无棚站台属性见表48。 

表 48 立杆无棚站台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立杆无棚站台代码 整数 立杆无棚站台代码 √ 

名称 字符串 记录站点名称 – 

文本 字符串 记录与公交站台相关的附加文本（如站牌信息），用于

对公交站台进行补充说明 

√ 

10.3.21 一般公交站台 

一般公交站台属性见表49。 

表 49 一般公交站台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公交车站代码 整数 公交车站代码 √ 

名称 字符串 记录站点名称 – 

类型 整数 1 普通公交站台 

2 港湾式公交站台 

3 BRT 公交站台 

0 其他 

√ 

材质 整数 1 玻璃 

2 不锈钢 

3 塑料 

4 铝 

0 其他 

– 

高度 浮点数 记录公交站台的最高点到地面的铅锤距离，精度到小

数点后 2 位，单位：米 

– 

文本 字符串 记录与公交站台相关的附加文本（如站牌信息） – 

10.4 关系 

道路设施图层组可与道路网图层组、车道网图层组或道路标线图层组建立关联关系。 

11 其他图层组 

11.1 动态信息图层组 

动态信息图层组用于进行动态数据的接入。动态数据更新频率快，通常没有保存下来物理固化的意

义，不会长期保存在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中。本文件不规定动态信息图层组的固定图层与要素。 

注：本文件不规定动态信息图层组的固定图层与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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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自定义图层组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应支持数据扩展，以满足市场与厂家的不同需求（如三维可视化渲染）。 

自定义图层组用于进行自定义数据的接入，主要是用户根据需求发布的、用于特定应用程序、用于

特定应用场景或未被本文件已定义的内容所覆盖的数据（如DEM数据、DTM数据、DOM数据），是对现有

地图数据的扩展与修改。本文件不规定自定义图层组的固定图层与要素。 

注：本文件不规定自定义图层组的固定图层与要素。 

12 数据表达 

12.1 图形符号 

应按照GB/T 14543、GB/T 16900、GB/T 16903.1、GB/T 28443的相关要求。 

12.2 符号库构建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可构建标准化符号库，采用符号表的形式存储。符号表应包括以下内容（示

例见表 50）： 

a) 序号：序号是表内所列符号的顺序号； 

b) 类型：类型是表内所列符号的类型； 

c) 分类代码：分类代码是表内所列符号的代码号，本文件规定分类代码为十进制4位数字，第1

位为一级类码，第2，3，4位为二级类码。二级类码从001开始递增。厂家可自行定义代码规则； 

d) 符号名称：符号名称为符号所表达要素的中文名称； 

e) 符号式样与尺寸：符号式样与尺寸给出具体的符号式样以及规定的符号尺寸； 

f) 符号颜色：符号颜色为符号采用的颜色值； 

g) 填充要求：填充颜色为符号的填充方式，分为纹理填充、颜色填充； 

h) 定位基准：定位基准为符号表示在图中的基准，根据它安置符号。 

表 50 符号表示例 

序号 类型 
分类

代码 
符号名称 符号式样与尺寸 符号颜色 填充要求 定位基准 

1 线 1001 绿化带 

 

- 纹理填充 中心线 

2 线 1002 双白虚线 46

0
,
1
5

0
,
2

 

（255，255，

255） 

- 中心线 

3 面 2001 前方直行 

3

0,15

1,
2

0,15

 

（255，255，

255） 

- 外接多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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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规范性） 

打断规则 

A.1 道路打断 

道路打断的具体规则如下： 

L1

L6

L3

L7

L4

L8

L5

P1

R2

R1

R3 R4

V1

 

图 A.1 车道数量变化时道路打断示意图 

表 A.1 车道数量变化时道路打断示意表 

序号 道路代码 车道代码 车道数量 

1 R1 L1 1 

2 R2 L6/L3 2 

3 R3 L7/L4/ 2 

4 R4 L8/L5 2 

5 V1 P1 1 

a) 车道数量变化：在道路的车道数量发生变化的位置（包括路口、断头路与无车道线区域处），

以道路参考线为基准进行打断。区别于附录A.1.2中的车道数变化开始与车道数变化结束，车

道数量变化仅关注于车道数量值的变化（如车道数量由2变为3），不表示车道形态变化。示意

图见图A.1，示意表见表A.1； 

b) 道路等级变化：在道路等级发生变化的位置，以道路参考线为基准进行打断； 

c) 特殊结构变化：在道路使用性质或结构性质发生变化的位置（包括桥梁、隧道、下嵌道路、环

岛内道路），以道路参考线为基准进行打断； 

d) 路面材质变化：在道路路面材质发生变化的位置，以道路参考线为基准进行打断； 

e) 导航数据变化：在导航道路数据对应打断位置（包括数据提供商的地图数据中断处或交通限制

处），以道路参考线为基准进行打断； 

f) 区域分界：在区域分界处，以道路参考线为基准进行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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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地图分幅：在地图分幅处，以道路参考线为基准进行打断。 

A.2 车道组打断 

A.1.1 基本规则 

对沿道路通行方向一定距离的横截面上的所有车道进行单边打断，横截面上交通流方向一致的相邻

车道构成车道组。示意图见图 A.2，图中对上下行分隔道路中同一行驶方向的车道进行打断，构成多个

不同的车道组。 

车道组5

车道组2 车道组3 车道组4

车道组1

 

图 A.2 单边打断示意图 

A.1.2 具体规则 

车道组打断的具体规则如下： 

 
车道组2 车道组3 车道组4车道组1 车道组5

车道数变化开始 车道数变化结束

车道数变化开始车道数变化结束

 

图 A.3 车道数量变化时车道组打断示意图 

a) 道路打断处：在道路打断处，以道路参考线为基准进行打断； 

b) 车道线型变化：当车道线类型发生变化时（如由虚线变为实线），以道路参考线为基准进行打

断； 

c) 车道类型变化：当车道类型发生变化时，以道路参考线为基准进行打断； 

d) 车道数变化开始：道路上（非路口区域）发生车道数量变化的开始位置，应以道路参考线为基

准进行打断。示意图见图A.3； 

e) 车道数变化结束：道路上（非路口区域）发生车道数量变化的结束位置，应以道路参考线为基

准进行打断。示意图见图A.3； 

f) 导航数据变化：在导航车道数据对应打断位置（包括数据提供商的地图数据中断处或交通限制

处），以道路参考线为基准进行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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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车道编号规则 

B.1 车道编号 

按照道路通行方向从内侧到外侧、从 1开始编号。示意图见图 B.1，示意表见表 B.1。 

1

2

1

2

3

车道组C车道组A

道路B道路A

车道组B

1

2

3

 

图 B.1 车道编号示意图 

表 B.1 车道编号示意表 

序号 道路代码 车道组编号 车道编号 

1 A A 1，2 

2 B B 1，2，3 

3 B C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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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无车道线区域 

C.1 基本规定 

无车道线区域应人为设定道路边界线、车道边界线、车道虚拟连接线与道路虚拟连接线，并遵循以

下原则： 

a) 应根据实际情况，构建道路边界线与车道边界线，并遵循9.2.2的规定； 

b) 允许机动车通行的道路，人工划分的车道宽度不小于3m（若无公交及大型车辆通过，也可下降

至2.8m）； 

c) 车道个数=路面宽度（单位：米）/3，结果保留整数部分； 

d) 应人为设定道路虚拟连接线，道路虚拟连接线的数量与通行方向根据道路宽度、前后路段、实

际通行状况综合确定，并延续与前后道路参考线或虚拟连接线的连续性； 

e) 道路虚拟连接线应根据实际情况制作上下行分隔属性； 

f) 应人为设定车道虚拟连接线。车道虚拟连接线的数量与通行方向根据道路宽度、前后路段、实

际通行状况与连接方法（包括最大化连接与全连接，连接规则见附录D.2.3）综合确定，并延

续与前后车道参考线或虚拟连接线的连续性。收费站处车道最大化连接示意图见图C.1，收费

站处车道全连接示意图见图C.2； 

g) 车道虚拟连接线应以安全平滑通行为标准。 
收费站无车道线区域

车道虚拟连接线

车道参考线

 

图 C.1 收费站处车道最大化连接示意图 收费站无车道线区域

车道虚拟连接线

车道参考线

 

图 C.2 收费站处车道全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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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主要情况 

对于无车道线区域，根据道路宽度与前后有车道线区域的道路通行方向可分为四种情况：单道单向

通行、单道双向通行、多道单向通行、多道双向通行： 

a) 单道单向通行：道路只可单向通行，路面宽度大于等于3m且小于6m时，构建单道单向道路，并

遵循附录C.1相关规定； 

b) 单道双向通行：道路可双向通行，路面宽度大于等于3m且小于6m时，构建单道双向道路，并遵

循附录C.1相关规定； 

c) 多道单向通行：道路只可单向通行，路面宽度大于等于6m时，可构建多道单向道路，并遵循附

录C.1相关规定； 

d) 多道双向通行：道路可双向通行，路面宽度大于等于6m时，可构建多道双向道路，并遵循附录

C.1相关规定。 

 



CH/T XXXXX—XXXX 

70 

附 录 D 

（规范性） 

几何网络 

D.1 道路网 

D.1.1 基础说明 

D.1.1.1 道路分类 

道路网络连接中涉及的道路可分为当前道路、邻接道路、驶入道路、驶出道路、连接道路、实际道

路、虚拟道路。详细如下所述。 

a) 当前道路：沿道路通行方向，车辆当前所处道路。 

b) 邻接道路：沿道路通行方向，当前道路与内侧道路之间存在单黄虚线、黄色虚实线等表示车辆

可双向跨越或单向跨越，并在跨越后能向相反方向行驶的隔离物时，内侧道路称为当前道路的

邻接道路。 

c) 驶入道路：沿道路通行方向，当前道路的后方道路，或驶入路口的道路。 

d) 驶出道路：沿道路通行方向，当前道路的前方道路，或驶出路口的道路。 

e) 连接道路：连接驶入道路与驶出道路的道路。 

f) 实际道路：采用道路参考线表达的道路，使用字母R进行表示。驶入道路、驶出道路与连接道

路可为实际道路。 

g) 虚拟道路：采用道路虚拟连接线表达的道路，使用字母V进行表示。驶入道路、驶出道路与连

接道路可为虚拟道路。 

D.1.1.2 道路连接方式分类 

道路网络连接可分为道路一般连接、道路邻接连接、道路铁路道口连接、道路轮渡连接、道路路口

连接。详细如下列所述（本章示意图中，道路结点表达为红色圆点，实际道路表达为黄线，虚拟道路表

达为红线，道路代码记录为道路对应的道路参考线或道路虚拟连接线代码）。 

a) 道路一般连接：车辆从驶入道路通过连接道路到达驶出道路的连通方式，即两个路口之间的道

路段间的连通方式。连接道路与驶入道路、驶出道路间存在明确的连接关系，即连接道路的驶

入道路与驶出道路唯一。详细规定见附录D.1.2。 

b) 道路邻接连接：车辆从当前道路转向邻接道路，并向相反方向行驶的连通方式。通常存在于通

过单黄虚线、黄色虚实线进行隔开的上下行方向道路。详细规定见附录D.1.3。 

c) 道路铁路道口连接：车辆从驶入道路过道口到达驶出道路的连通方式。详细规定见附录D.1.4。 

d) 道路轮渡连接：车辆从驶入道路经轮渡到达驶出道路的连通方式。通常存在于渡口间，通过渡

船将旅客、汽车等客货、车辆渡过河流、港湾或海峡。详细规定见附录D.1.5。 

e) 道路路口连接：车辆从驶入道路通过路口到达驶出道路的连通方式。驶入道路或驶出道路分别

对应有多种可能的驶出道路或驶入道路。详细规定见附录D.1.6至附录D.1.11。 

D.1.1.3 注意事项 

实际使用过程中应注意： 

a) 实际应用场景中会涉及道路与院落、道路与停车场等的连接与更多类型、更加复杂的道路路口，

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合适的道路连接方式进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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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文件默认在区域分界处以道路参考线为基准进行打断，将道路结点标识为道路层面上的区域分

界点，并记录该结点关联区域的代码； 

c) 文件不直接记录该连接是否涉及区域间连接（当前连接中存在分属于不同区域的道路），可由

道路结点类型进行判断； 

d) 文件默认在地图分幅处以道路参考线为基准进行打断，将道路结点标识为道路层面上的地图分

幅点，并记录该结点关联图幅的代码； 

e) 文件不直接记录该连接是否涉及幅间连接（当前连接中存在分属于不同图幅的道路），可由道

路结点类型进行判断； 

f) 地图制图过程中，可不记录各种连接的拓扑表。地图应用过程中，可提供各种连接的拓扑表，

以加快信息查询与路径计算速率。 

D.1.2 道路一般连接 

道路一般连接见图 D.1，拓扑表见表 D.1。 

R1 R2 R3

R4 V1 R5

 

图 D.1 道路一般连接示意图 

表 D.1 道路一般连接拓扑表 

编号 驶入道路代码 连接道路代码 驶出道路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 R1 R2 预留 

2 R1 R2 R3 预留 

3 R2 R3 - 预留 

4 R5 V1 R4 预留 

D.1.3 道路邻接连接 

道路邻接连接仅记录连接拓扑表，不表达实际连接路径。道路邻接连接见图 D.2，拓扑表见表 D.2。 

R1

R2

 

图 D.2 道路邻接连接示意图 

表 D.2 道路邻接连接拓扑表 

编号 当前道路代码 邻接道路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R1 R2 预留 

2 R2 R1 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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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4 道路铁路道口连接 

道路铁路道口连接见图 D.3，拓扑表见表 D.3。 

 

铁路道口

R2R3

R1R4

V1V2

 

图 D.3 道路铁路道口连接示意图 

表 D.3 道路铁路道口连接拓扑表 

编号 驶入道路代码 连接道路代码 驶出道路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R1 V1 R2 预留 

2 R3 V2 R4 预留 

D.1.5 道路轮渡连接 

道路轮渡连接的驶入驶出道路都应为渡口的引道，道路轮渡连接见图 D.4，拓扑表见表 D.4。 

渡口A引道

R1

R2

V1

渡口B引道

 

图 D.4 道路轮渡连接示意图 

表 D.4 道路轮渡连接拓扑表 

编号 驶入道路代码 连接道路代码 驶出道路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R1 V1 R2 预留 

D.1.6 普通路口道路几何连接 

普通路口包括路口内道路和车道，进入路口的道路不存在允许机动车通行的辅路、掉头车道或转向

引道。普通路口处，仅记录路口驶入道路与驶出道路之间的道路连接关系，不记录路口内的连接道路。

示意图见图 D.5，拓扑表见表 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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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

V1

V3 V2 R2

R3

R4

路口A

 

图 D.5 普通路口道路几何连接示意图 

表 D.5 普通路口道路几何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道路代码 驶出道路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R1 R2 预留 

2 A R1 R3 预留 

3 A R1 R4 预留 

D.1.7 环岛道路几何连接 

环岛也称环形交通，是由环形车道和中心岛（中心圈）组成的一种特殊路口。环岛可切割为不同路

口的组合，示意图见图 D.6。 

环岛路口D

环岛路口B

环岛路口A

环岛路口C

环岛

 

图 D.6 环岛场景图 

以环岛圆心为端点向路口两端作直线将路口抽象成“T”字型路口，两路口之间的环岛内道路遵循

道路一般连接规则，示意图见图 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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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抽象前 路口抽象后

 

图 D.7 环岛路口抽象图 

环岛内单个路口道路连接遵循普通路口道路连接相关规定。每条独立道路根据通行方向建立同可通

行方向上所有独立道路的连接关系。 

环岛路口一般表达为四个道路结点，仅记录路口驶入道路与驶出道路之间的道路连接关系，不记录

路口内的连接道路。环岛路口道路几何连接见图 D.8，拓扑表见表 D.6。 

R1

R2

R4

R3 R5

V1 V2

环岛路口A

 

图 D.8 环岛路口道路几何连接示意图 

表 D.6 环岛路口道路几何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道路代码 驶出道路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R1 R2 预留 

2 A R3 R2 预留 

3 A R3 R4 预留 

D.1.8 分合流路口道路几何连接 

分合流路口可分为分流路口与合流路口。 

分合流路口一般表达为三个道路结点，仅记录路口驶入道路与驶出道路之间的道路连接关系，不记

录路口内的连接道路。无加速车道的合流路口的道路几何连接见图 D.9，拓扑表见表 D.7。 



CH/T XXXXX—XXXX 

75 

路口A
R1

R3R2 R4

V1

 

图 D.9 合流路口道路几何连接示意图 

表 D.7 合流路口道路几何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道路代码 驶出道路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R1 R4 预留 

2 A R2 R4 预留 

有加速车道的合流路口的道路几何连接见图 D.10，拓扑表见表 D.8。 

R2

R1

R3 R4

路口A

V1

 

图 D.10 有加速车道的合流路口道路几何连接示意图 

表 D.8 有加速车道的合流路口道路几何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道路代码 驶出道路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R1 R4 预留 

2 A R2 R4 预留 

D.1.9 主辅路出入口道路几何连接 

主辅路出入口分为单向出入口与双向出入口。 

单向出入口一般表达为两个道路结点，仅记录路口驶入道路与驶出道路之间的道路连接关系，不记

录路口内的连接道路。单向出入口道路几何连接见图 D.11，拓扑表见表 D.9。 

R3 R4

R1 R2

出入口A

V1

 

图 D.11 单向主辅路出入口道路几何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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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9 单向主辅路出入口道路几何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道路代码 驶出道路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R1 R2 预留 

2 A R1 R4 预留 

3 A R3 R4 预留 

双向出入口一般表达为四个道路结点，仅记录路口驶入道路与驶出道路之间的道路连接关系，不记

录路口内的连接道路。双向出入口道路几何连接见图 D.12，拓扑表见表 D.10。 

R1 R2 R3

R4 R5 R6

出入口A

V1 V2

主路

辅路

 

图 D.12 双向主辅路出入口道路几何连接示意图 

表 D.10 双向主辅路出入口道路几何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道路代码 驶出道路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R1 R3 预留 

2 A R1 R6 预留 

3 A R4 R6 预留 

4 A R4 R3 预留 

D.1.10 掉头口道路几何连接 

掉头口可分为单向掉头口与双向掉头口。 

单向掉头口一般表达为两个道路结点，仅记录路口驶入道路与驶出道路之间的道路连接关系，不记

录路口内的连接道路。单向掉头口道路几何连接见图 D.13，拓扑表见表 D.11。 

R3 R4

R1 R2

掉头口A

V1

 

图 D.13 单向掉头口道路几何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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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1 单向掉头口道路几何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道路代码 驶出道路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R1 R3 预留 

2 A R1 R2 预留 

3 A R4 R3 预留 

双向掉头口一般表达为四个道路结点, 仅记录路口驶入道路与驶出道路之间的道路连接关系，不记

录路口内的连接道路。双向掉头口道路几何连接见图 D.14，拓扑表见表 D.12。 

R6 R4

R1 R3

掉头口A

V1 V2

R2

R5

 

图 D.14 双向掉头口道路几何连接示意图 

表 D.12 双向掉头口道路几何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道路代码 驶出道路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R1 R3 预留 

2 A R1 R6 预留 

3 A R4 R3 预留 

4 A R4 R6 预留 

D.1.11 复合路口道路几何连接 

复合路口包括路口内道路和车道，存在进入或离开路口的道路有允许机动车通行的辅路、掉头车道

或转向引道的情况。 

复合路口通常可以看作多个普通路口、分合流路口、主辅路出入口或掉头口的组合，并遵循各个路

口拓扑连接的相关约定。每条独立道路根据可通行方向建立可通行方向上所有独立道路的连接关系，例

如：当进入路口的道路存在允许机动车通行的辅路与掉头车道时，复合路口可以看作普通路口、主辅路

出入口与掉头口的组合，道路几何连接示意图见图 D.15，拓扑表见表 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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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

R3

R7

R5 R6

R8

R4

R2

路口A

V8

V7

V6

V4V5

V2

V3

V1

V9

R9

V10

R10

 

图 D.15 复合路口道路几何连接示意图 

表 D.13 复合路口道路几何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道路代码 驶出道路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R1 R7 预留 

2 A R1 R8 预留 

3 A R1 R5 预留 

4 A R1 R6 预留 

5 A R2 R5 预留 

6 A R2 R6 预留 

7 A R2 R3 预留 

8 A R2 R4 预留 

9 A R1 R9 预留 

10 A R1 R10 预留 

D.2 车道网 

D.2.1 基础说明 

D.2.1.1 车道分类 

车道网络连接中涉及的车道可分为当前车道、邻接车道、邻近车道、驶入车道、驶出车道、连接车

道、实际车道、虚拟车道。详细如下所述。 

a) 当前车道：沿车道通行方向，车辆当前所在的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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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邻接车道：沿车道通行方向，当前车道与内侧车道间存在单黄虚线、黄色虚实线等表示车辆可

双向或单向跨越，并在跨越后向相反方向行驶的隔离物时，内侧车道称为当前车道的邻接车道。 

c) 邻近车道：在同一车道组内，沿车道通行方向，当前车道的内侧或外侧车道。本文件仅邻近车

道表示同一车道组内的车道，其他均表示为不同车道组的车道。 

d) 驶入车道：沿车道通行方向，当前车道的后方车道，或驶入路口的车道。 

e) 驶出车道：沿车道通行方向，当前车道的前方车道，或驶出路口的车道。 

f) 连接车道：连接驶入车道与驶出车道的车道。 

g) 实际车道：采用车道参考线表达的车道，使用字母L进行表示。驶入车道、驶出车道、连接车

道可为实际车道。 

h) 虚拟车道：采用车道虚拟连接线表达的车道，使用字母P进行表示。驶入车道、驶出车道、连

接车道可为虚拟车道。 

D.2.1.3 车道连接方式分类 

车道网络连接可分为车道组内连接、车道组间连接（包括车道一般连接、车道邻接连接、车道铁路

道口连接、车道轮渡连接、车道路口连接）。详细如下列所述（本章示意图中，车道结点表达为红色圆

点，实际车道表达为黄线，虚拟车道表达为红线，车道代码记录为车道对应的车道参考线或车道虚拟连

接线的代码）。 

a) 车道组内连接：车辆在车道组内部车道之间的连通关系。详细规定见附录D.2.2。 

b) 车道一般连接：车辆从驶入车道通过连接车道到达驶出车道的连通方式。详细规定见附录

D.2.3。 

c) 车道邻接连接：车辆从当前车道转向邻接车道，并向相反方向行驶的连通方式。通常存在于通

过黄色虚实线进行隔开的上下行方向道路的、沿道路通行方向最内侧车道间。详细规定见附录

D.2.4。 

d) 车道铁路道口连接：车辆从驶入车道过道口到达驶出车道的连通方式。详细规定见附录D.2.5。 

e) 车道轮渡连接：车辆从驶入车道经轮渡到达驶出车道的连通方式。详细规定见附录D.2.6。 

f) 车道路口连接：车辆从驶入车道通过路口到达驶出车道的连通方式。详细规定见附录D.2.7至

D.2.12。 

D.2.1.4 注意事项 

实际应用过程中应注意： 

a) 实际应用中，车道连接应与道路连接结合使用； 

b) 实际应用场景中会涉及车道与院落、车道与停车场等的连接与更多类型、更加复杂的道路路口，

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合适的车道连接方式进行表达； 

c) 地图制图过程中，可不记录各种连接的拓扑表。地图应用过程中，可提供各种连接的拓扑表，

以加快信息查询与路径计算速率。 

D.2.2 车道组内连接 

车道组内连接仅记录连接拓扑表，不表达连接车道，见图 D.16，拓扑表见表 D.14。 

在实际情况下，车道组内车道间的连通关系由车道类型、车道边线类型、车道限制等综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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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

L4

L1

L2

 

图 D.16 车道组内连接示意图 

表 D.14 车道组内连接拓扑表 

编号 当前车道代码 邻近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L1 L2 预留 

2 L2 L1 预留 

3 L3 L4 预留 

4 L4 L3 预留 

D.2.3 车道一般连接 

车道一般连接是道路一般连接的车道级细化。 

当道路车道数不变时，车道一般连接见图 D.17，拓扑表见表 D.15。 

L1

L4

L2

L5

L3

L6

L7

L9

P1

P2

L8

L10

 

图 D.17 车道一般连接示意图 

表 D.15 车道一般连接拓扑表 

编号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 L1 L2 预留 

2 L1 L2 L3 预留 

3 - L4 L5 预留 

4 L4 L5 L6 预留 

5 L2 L3 - 预留 

6 L5 L6 - 预留 

7 L8 P1 L7 预留 

8 L10 P2 L9 预留 

车道组间连接会出现道路车道数变化的特殊情况，可分为有车道线区域（包括道路两侧或道路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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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发生增加或减少）与无车道线区域（如收费站、收费广场）的车道数变化情况： 

a) 车道线区域的车道数变化情况，车道一般连接见图D.18，拓扑表见表D.16。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图 D.18 车道数变化下的车道一般连接示意图 

表 D.16 车道数变化下的车道一般连接拓扑表 

编号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 L1 L3 预留 

2 L1 L3 L6 预留 

3 - L2 L4 预留 

4 - L2 L5 预留 

5 L2 L4 L7 预留 

6 L2 L5 L8 预留 

7 L3 L6 - 预留 

8 L4 L7 - 预留 

9 L5 L8 - 预留 

b) 无车道线区域的车道数变化情况，可采用最大化连接与全连接两种连接方法来建立车道间的连

接。无车道线区域的车道最大化连接应遵循以下原则：①在驶入道路的同一驶出方向上，在无

车道线区域内车道不压盖的情况下，保证所有驶入车道与驶出车道均有车道联通；②驶出车道

数与驶入车道数相整除，若能整除，为驶入车道分配倍数数量的驶出车道。若不能整除，则采

用均分原则为驶入车道分配相同数量的驶出车道，余数从右到左依次为驶入车道分配一个驶出

车道；③基于车道数分配结果，驶入车道与驶出车道之间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建立分配数量

的连接关系。无车道线区域的车道全连接应建立所有可能的车道联通关系。车道最大化连接见

图D.19，拓扑表见表D.17。车道全连接见图D.20，拓扑表见表D.18。 

L1

L2
L5

L4

L3

P3

P2

P1

 

图 D.19 无车道线区域的车道最大化连接示意图 

表 D.17 无车道线区域的车道最大化连接拓扑表 

编号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L1 P1 L3 预留 

2 L2 P2 L4 预留 

3 L2 P3 L5 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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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L2
L5

L4

L3P1
P2

P3

P4
P5

P6

 

图 D.20 无车道线区域的车道全连接示意图 

表 D.18 无车道线区域的车道全连接拓扑表 

编号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L1 P1 L3 预留 

2 L1 P2 L4 预留 

3 L1 P3 L5 预留 

4 L2 P4 L3 预留 

5 L2 P5 L4 预留 

6 L2 P6 L5 预留 

D.2.4 车道邻接连接 

车道邻接连接是道路邻接连接的车道级细化。仅记录连接拓扑表，不表达连接车道。车道邻接连接

见图 D.21，拓扑表见表 D.19。 

L1 L2

L3 L4

 

图 D.21 车道邻接连接示意图 

表 D.19 车道邻接连接拓扑表 

编号 当前车道代码 邻接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L1 L3 预留 

2 L2 L4 预留 

3 L3 L1 预留 

4 L4 L2 预留 

D.2.5 车道铁路道口连接 

车道铁路道口连接是道路铁路道口连接的车道级细化。车道铁路道口连接示意图见图 D.22，拓扑

表见表 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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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道口

L2L3

L1L4

P1P2

 

图 D.22 车道铁路道口连接示意图 

表 D.20 车道铁路道口连接拓扑表 

编号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L1 P1 L2 预留 

2 L3 P2 L4 预留 

D.2.6 车道轮渡连接 

车道轮渡连接是道路轮渡连接的车道级细化。车道轮渡连接见图 D.23，拓扑表见表 D.21。 

渡口A引道

L1

P1

渡口B引道

L2

P2

L3 L4

 

图 D.23 车道轮渡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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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1 车道轮渡连接拓扑表 

编号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L1 P1 L3 预留 

2 L2 P2 L4 预留 

D.2.7 普通路口车道几何连接 

根据道路拓扑关系、交通规则、安全驾驶规则构建车道虚拟连接线。若路口内部存在导流线、中心

圈等印刷标识，虚拟连接线的形状应需遵照实际引导标识形状制作。本文件定义普通路口车道简化连接、

最大化连接、全关系连接三种连接形式： 

a) 普通路口车道简化连接应在符合交通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最小化车道连接，驶入车道与驶出

车道之间通过连接车道建立拓扑关系。十字形普通路口车道简化连接示意图见图D.24，拓扑表

见表D.22。 

路口A

P1

L1 L2

L5 L6

L3

L4

L8

L7
P2

P3

P4

 

图 D.24 十字形普通路口车道简化连接示意图 

表 D.22 十字形普通路口车道简化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L1 P1 L7 预留 

2 A L1 P2 L5 预留 

3 A L2 P3 L6 预留 

4 A L2 P4 L4 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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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普通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指在驶入道路的同一驶出方向上，在路口内车道不压盖的情况下，保

证所有驶入车道与驶出车道均有车道联通。驶入车道与驶出车道之间通过连接车道建立拓扑关

系。十字形普通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见图D.25，拓扑表见表D.23。普通路口的车道最大化连接

应遵循以下原则：①连接应符合法律规定；②驶出车道数与驶入车道数相整除，若能整除，为

驶入车道分配倍数数量的驶出车道。若不能整除，则采用均分原则为驶入车道分配相同数量的

驶出车道，余数从右到左依次为驶入车道分配一个驶出车道；③基于车道数分配结果，驶入车

道与驶出车道之间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建立分配数量的连接关系。 

路口A

L1 L2

L5 L6

L3

L4

L8

L7
P1

P3
P4

P6

P2

P5

 

图 D.25 十字形普通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示意图 

表 D.23 十字形普通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L1 P1 L7 预留 

2 A L1 P2 L8 预留 

3 A L1 P3 L5 预留 

4 A L2 P4 L6 预留 

5 A L2 P5 L3 预留 

6 A L2 P6 L4 预留 

c) 普通路口车道全关系连接拓扑表记录所有可能的车道联通关系，无需表达路口内连接车道。十

字形普通路口车道全关系连接拓扑表见表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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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4 十字形普通路口车道全关系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L1 L7 预留 

2 A L1 L8 预留 

3 A L1 L5 预留 

4 A L1 L6 预留 

5 A L2 L3 预留 

6 A L2 L4 预留 

7 A L2 L5 预留 

8 A L2 L6 预留 

D.2.8 环岛路口车道几何连接 

环岛路口车道几何连接遵循普通路口车道几何连接相关约定，文件定义环岛路口车道简化连接、最

大化连接、全关系连接三种连接形式： 

a) 环岛路口车道简化连接遵循普通路口车道简化连接相关约定。环岛路口车道简化连接见图

D.26，拓扑表见表D.25。 

环岛路口A

L5

L6

L3

L4

L8 L7 L1 L2

P1
P2P3

L9

 

图 D.26 环岛路口车道简化连接示意图 

表 D.25 环岛路口车道简化连接拓扑表 

编号 环岛路口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L1 P1 L3 预留 

2 A L2 P2 L4 预留 

3 A L5 L9 L3 预留 

4 A L6 P3 L8 预留 

b) 环岛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遵循普通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相关约定。环岛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见

图D.27，拓扑表见表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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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岛路口A

L5

L6

L3

L4

L8 L7 L1 L2

P2

L9

P1

P4
P5

P3

 

图 D.27 环岛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示意图 

表 D.26 环岛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拓扑表 

编号 环岛路口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L1 P1 L3 预留 

2 A L2 P2 L4 预留 

3 A L5 L9 L3 预留 

4 A L5 P4 L7 预留 

5 A L6 P5 L4 预留 

6 A L6 P3 L8 预留 

c) 环岛路口车道全关系连接拓扑表记录所有可能的车道联通关系，无需表达路口内连接车道。环

岛路口车道全关系连接拓扑表见表D.27。 

表 D.27 环岛路口车道全关系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L1 L3 预留 

2 A L1 L4 预留 

3 A L2 L3 预留 

4 A L2 L4 预留 

5 A L5 L3 预留 

6 A L5 L4 预留 

7 A L5 L7 预留 

8 A L5 L8 预留 

9 A L6 L3 预留 

10 A L6 L4 预留 

11 A L6 L7 预留 

12 A L6 L8 预留 



CH/T XXXXX—XXXX 

88 

D.2.9 分合流路口车道几何连接 

分合流路口内车道几何连接遵循普通路口车道几何连接相关约定，根据道路拓扑关系、交通规则、

安全驾驶规则构建车道虚拟连接线。本文件定义分合流路口车道简化连接、最大化连接、全关系连接三

种连接形式： 

a) 分合流路口车道简化连接遵循普通路口车道简化连接相关约定。有加速车道的合流路口车道简

化连接见图D.28，拓扑表见表D.28。 

L5 路口A

L1

L2

L3

L4

L6

L7

P1

 

图 D.28 合流路口车道简化连接示意图 

表 D.28 合流路口车道简化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L1 L3 L6 预留 

2 A L2 L4 L7 预留 

3 A L5 P1 L7 预留 

b) 分合流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遵循普通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相关约定。有加速车道的合流路口车

道最大化连接见图D.29，拓扑表见表D.29。 

L5 路口A

L1

L2

L3

L4

L6

L7

P1
P2

P3

 

图 D.29 合流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示意图 

表 D.29 合流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L1 L3 L6 预留 

2 A L2 L4 L7 预留 

3 A L5 P1 L7 预留 

4 A L5 P2 L6 预留 

5 A L2 P3 L6 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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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合流路口全关系连接拓扑表记录所有可能的车道联通关系，无需表达路口内连接车道。合流

路口车道全关系连接拓扑表见表D.30。 

表 D.30 合流路口车道全关系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L1 L6 预留 

2 A L1 L7 预留 

3 A L2 L6 预留 

4 A L2 L7 预留 

5 A L8 L6 预留 

6 A L8 L7 预留 

D.2.10 主辅路出入口车道几何连接 

主辅路出入口车道几何连接遵循普通路口车道几何连接相关约定，根据道路拓扑关系、交通规则、

安全驾驶规则构建车道虚拟连接线。本文件定义主辅路出入口车道简化连接、最大化连接、全关系连接

三种连接形式： 

a) 主辅路出入口车道简化连接遵循普通路口车道简化连接相关约定。双向主辅路出入口车道简化

连接见图D.30，拓扑表见表D.31。 

出入口A

主路

辅路
L10

L11

L12

L13

L14

L15

L2

L3

L5

L6

L8

L9

L1 L4 L7

P1

P2

 

图 D.30 双向主辅路出入口车道简化连接示意图 

表 D.31 双向主辅路出入口车道简化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L3 L6 L9 预留 

2 A L3 P1 L14 预留 

3 A L10 L12 L14 预留 

4 A L10 P2 L9 预留 

b) 主辅路出入口车道最大化连接遵循普通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相关约定。 

c) 主辅路出入口全关系连接拓扑表记录所有可能的车道联通关系，无需表达路口内连接车道。主

辅路出入口车道全关系连接拓扑表见表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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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2 双向主辅路出入口车道全关系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L3 L9 预留 

2 A L3 L14 预留 

3 A L3 L15 预留 

4 A L10 L7 预留 

5 A L10 L8 预留 

6 A L10 L9 预留 

7 A L10 L14 预留 

D.2.11 掉头口车道几何连接 

掉头口车道几何连接遵循普通路口车道几何连接相关约定，根据道路拓扑关系、交通规则、安全驾

驶规则构建车道虚拟连接线。本文件定义掉头口车道简化连接、最大化连接、全关系连接三种连接形式： 

a) 掉头口车道简化连接遵循普通路口车道简化连接相关约定。单向掉头口车道简化连接见图

D.31，拓扑表见表D.33。 

P1

掉头口A

L2 L4

L6

L7

L9

L10

L5 L8

L1 L3

 

图 D.31 单向掉头口车道简化连接示意图 

表 D.33 单向掉头口车道简化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L1 - L3 预留 

2 A L1 P1 L7 预留 

b) 掉头口车道最大化连接遵循普通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相关约定。单向掉头口车道最大化连接见

图D.32，拓扑表见表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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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头口A

L2 L4

L6 L9

L5 L8

L1 L3

L10
P2

P1

P3

L7

 

图 D.32 单向掉头口车道最大化连接示意图 

表 D.34 单向掉头口车道最大化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L1 - L3 预留 

2 A L1 P1 L7 预留 

3 A L1 P2 L6 预留 

4 A L1 P3 L5 预留 

c) 掉头口全关系连接拓扑表记录所有可能的车道联通关系，无需表达路口内连接车道。单向掉头

口车道全关系连接拓扑表见表D.35。 

表 D.35 单向掉头口车道全关系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L1 L3 预留 

2 A L1 L5 预留 

3 A L1 L6 预留 

4 A L1 L7 预留 

5 A L2 L4 预留 

6 A L2 L3 预留 

7 A L2 L5 预留 

8 A L2 L6 预留 

9 A L2 L7 预留 

D.2.12 复合路口车道几何连接 

复合路口包括路口内道路和车道，存在进入或离开路口的道路有允许机动车通行的辅路、掉头车道

或转向引道的情况。复合路口处，驶入车道与驶出车道之间通过连接车道建立拓扑关系，每条独立车道

根据可通行方向建立可通行方向上所有车道的连接关系。 

本文件定义复合路口车道简化连接、最大化连接、全关系连接三种连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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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复合路口车道简化连接应遵循普通路口、分合流路口、掉头口等车道简化连接相关约定。复合

路口车道简化连接应在符合交通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最小化车道连接，驶入车道与驶出车道

之间通过连接车道建立拓扑关系。复合路口车道简化连接见图D.33，拓扑表见表D.36； 

L2 L3

L7 L8 L9

L6

L5

L4

L10

L11

L12 路口A

P1

P2
P3 P6

P7

P8

P5
P4

P9

L13

P10

L14 L1

 

图 D.33 复合路口车道简化连接示意图 

表 D.36 复合路口车道简化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L1 P1 L10 预留 

2 A L1 P2 L12 预留 

3 A L2 P3 L8 预留 

4 A L2 P4 L9 预留 

5 A L3 P5 L8 预留 

6 A L3 P6 L9 预留 

7 A L3 P7 L5 预留 

8 A L3 P8 L6 预留 

9 A L1 P9 L13 预留 

10 A L1 P10 L14 预留 

b) 复合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遵循普通路口、分合流路口、掉头口等车道最大化连接相关约定。复

合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见图D.34，拓扑表见表D.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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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 L3

L7 L8 L9

L6

L5

L4

L10

L11

L12 路口A

P1

P5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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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P7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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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

P11

P12

P13
P14

P15

L13 L14 L15 L1

 

图 D.34 复合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示意图 

表 D.37 复合路口车道最大化连接拓扑表 

编号 路口 驶入车道代码 连接车道代码 驶出车道代码 可通行状态 

1 A L1 P1 L10 预留 

2 A L1 P2 L11 预留 

3 A L1 P3 L12 预留 

4 A L2 P4 L7 预留 

5 A L2 P5 L8 预留 

6 A L2 P6 L9 预留 

7 A L3 P7 L7 预留 

8 A L3 P8 L8 预留 

9 A L3 P9 L9 预留 

10 A L3 P10 L4 预留 

11 A L3 P11 L5 预留 

12 A L3 P12 L6 预留 

13 A L1 P13 L13 预留 

14 A L1 P14 L14 预留 

15 A L1 P15 L15 预留 

c) 复合路口车道全关系连接拓扑表记录所有可能的车道联通关系，无需表达路口内连接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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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连接属性 

D.3.1 道路网 

道路一般连接、道路铁路道口连接与道路轮渡连接属性见表 D.38。 

表 D.38 道路一般连接、铁路道路连接与轮渡连接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连接代码 整数 记录连接的代码 – 

类型 整数 1 道路一般连接 

2 道路铁路道口连接 

3 道路轮渡连接 

– 

驶入道路 整数 记录驶入道路关联道路参考线或道路

虚拟连接线的代码  

– 

连接道路 整数 记录连接道路关联道路参考线或道路

虚拟连接线的代码 

– 

驶出道路 整数 记录驶出道路关联道路参考线或道路

虚拟连接线的代码 

– 

可通行状态 整数 0 不可通行 

1 可通行 

2 预留，待确认 

– 

道路邻接连接属性见表 D.39。 

表 D.39 道路邻接连接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邻接连接代码 整数 记录道路邻接连接的代码 – 

当前道路 整数 记录当前道路关联道路参考线或道路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邻接道路 整数 记录邻接道路关联道路参考线或道路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可通行状态 整数 0 不可通行 

1 可通行 

2 预留，待确认 

– 

道路路口连接属性见表 D.40。 

表 D.40 普通路口道路几何连接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关联路口代码 整数 关联道路网路口的代码 – 

道路路口连接代码 整数 记录道路路口连接的代码 – 

类型 整数 1 普通路口连接 

2 环岛连接 

3 分合流路口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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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0 普通路口道路几何连接属性（续）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类型 整数 4 主辅路出入口连接 

5 掉头口连接 

6 复合路口连接 

– 

驶入道路 整数 记录驶入道路关联道路参考线或道路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驶出道路 整数 记录驶出道路关联道路参考线或道路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可通行状态 整数 0 不可通行 

1 可通行 

2 预留，待确认 

– 

D.3.2 车道网 

车道组内连接属性见表 D.41。 

表 D.41 车道组内连接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车道组内连接代码 整数 记录车道组内连接的代码 – 

当前车道 整数 记录当前车道关联车道参考线或车道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邻近车道 整数 记录邻近车道关联车道参考线或车道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可通行状态 整数 0 不可通行 

1 可通行 

2 预留，待确认 

– 

车道邻接连接属性见表 D.42。 

表 D.42 车道邻接连接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邻接连接代码 整数 记录车道邻接连接的代码 – 

当前车道 整数 记录当前车道关联车道参考线或车道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邻接车道 整数 记录邻近车道关联车道参考线或车道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可通行状态 整数 0 不可通行 

1 可通行 

2 预留，待确认 

– 

车道一般连接、车道铁路道口连接与车道轮渡连接属性见表 D.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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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3车道一般连接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连接代码 整数 连接代码 – 

类型 整数 1 车道一般连接 

2 车道铁路道口连接 

3 车道轮渡连接 

– 

特殊标识 整数 1 有车道线区域的车道数变化 

2 无车道线区域的车道数变化 

– 

驶入车道 整数 记录驶入车道关联车道参考线或车道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连接车道 整数 记录连接车道关联车道参考线或车道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驶出车道 整数 记录驶出车道关联车道参考线或车道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可通行状态 整数 0 不可通行 

1 可通行 

2 预留，待确认 

– 

车道路口简化连接属性见表 D.44。 

表 D.44车道路口简化连接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简化连接代码 整数 车道简化连接代码 – 

关联路口代码 整数 关联车道网路口的代码 – 

类型 整数 1 普通路口连接 

2 环岛连接 

3 分合流路口连接 

4 主辅路出入口连接 

5 掉头口连接 

6 复合路口连接 

– 

驶入车道 整数 记录驶入车道关联车道参考线或车道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连接车道 整数 记录连接车道关联车道参考线或车道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驶出车道 整数 记录驶出车道关联车道参考线或车道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可通行状态 整数 0 不可通行 

1 可通行 

2 预留，待确认 

– 

车道路口最大化连接属性见表 D.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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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5车道路口最大化连接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最大化连接代码 整数 车道最大化连接代码 – 

关联路口代码 整数 关联车道网路口的代码 – 

类型 整数 1 普通路口连接 

2 环岛连接 

3 分合流路口连接 

4 主辅路出入口连接 

5 掉头口连接 

6 复合路口连接 

– 

驶入车道 整数 记录驶入车道关联车道参考线或车道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连接车道 整数 记录连接车道关联车道参考线或车道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驶出车道 整数 记录驶出车道关联车道参考线或车道虚

拟连接线的代码 

– 

可通行状态 整数 0 不可通行 

1 可通行 

2 预留，待确认 

– 

车道路口全关系连接属性见表 D.46。 

表 D.46车道路口全关系连接属性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必选项 

全关系连接代码 整数 车道路口全关系连接代码 – 

关联路口代码 整数 关联车道网路口的代码 – 

类型 整数 1 普通路口连接 

2 环岛连接 

3 分合流路口连接 

4 主辅路出入口连接 

5 掉头口连接 

6 复合路口连接 

– 

驶入车道 整数 驶入车道代码，关联“Lane_ID”或

“Virtual_Lane_ID” 

1～4294967295 

– 

驶出车道 整数 驶出车道代码，关联“Lane_ID”或

“Virtual_Lane_ID” 

1～4294967295 

– 

可通行状态 整数 0 不可通行 

1 可通行 

2 预留，待确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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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数据库概念模型 

E.1 概述 

用以确定实体属性关系等，辅助数据库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E.2 模型表示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的数据库概念模型采用 Crow's Foot（鱼尾纹）数据库表示法，相关说明见

表 E.1。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在数据库中应采用“地图-区域-图幅-图层组-图层-要素”的数据组织

策略，示意图见图 E.1。 

表 E.1 Crow's Foot（鱼尾纹）数据库表示法相关说明 

序号 类型 符号 说明 

1 实体 
实体名称

      属性名称

      属性名称

属性名称PK

 

表示某类事物的集合 

2 主键属性 
属性名称PK

 

唯一标识实体的一个实例 

3 主键分隔符  

 

 

分隔主键属性与属性 

4 属性 
      属性名称

 

为实体提供详细的描述信息 

5 关联基数（用来表示关联实体

的数量上限）  

表示零个或者多个 

6 

 

表示有且只有一个 

7 

 

表示一个或者多个 

8 

 

表示零个或者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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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区域

图层组图层
要素

交通限制信息 拓扑连接信息 其它信息

图幅

车道组信息

地图代码PK

大地坐标系

高程基准

区域代码PK

关联地图代码

行政等级

图层组代码PK

关联图幅代码

图层组名称

图层代码PK

关联图层组代码

图层名称

要素代码PK

关联图层代码

交通限制信息代码PK

关联图层代码

拓扑连接信息代
码

PK

关联图层代码

...

其它信息代码PK

关联图层代码

图幅代码PK

关联区域代码

分幅形式

... ... ...

......

...

... ...

车道组信息代码PK

关联图层代码

...

 

图E.1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库概念模型 

E.3 注意事项 

实际使用过程中应注意： 

a) 地图、区域、图幅、图层组、图层、要素在数据库中应以表的形式存储； 

b) 地图、区域、图幅、图层组、图层、要素的属性在数据库中应以字段的形式存储； 

c) 地图、区域、图幅、图层组、图层、要素的实例（实例是地图、区域等的具体表示，具有明确

的属性信息）在数据库中应以记录的形式存储在相应表中； 

d) 道路高精导航电子地图的表数据可存储在单个或多个数据文件中； 

e) 交通限制信息、拓扑信息、车道组信息与其他信息可以以表的形式独立存储，并建立与要素或

图层组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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