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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理信息资源 核心矢量要素生产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 工作情况 

1.任务来源 

2019 年 11 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了《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

于印发 2019 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的通知》（自然资办发

[2019] 49号），将《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核心矢量要素生产技术规范》

列入拟申请报批标准计划。 

2.目的意义 

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是提升我国全球资源布局能力、制定可持续发

展决策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支撑，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开展

全球经济贸易合作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随着资源三号、天绘一号以

及“高分”系列等卫星的相继发射，我国自主研发的高分辨率遥感卫

星基本具备了全球高精度测图的能力。 

区别于国内测绘，全球测绘面临无法布设控制点、无法现场调绘、

生产方式无先例可依等的新情况和困难，全新的众源信息融合、要素

智能提取、自动交叉验证等方法将是未来开展全球矢量要素数据生产

的主要手段。本标准对全球地理信息核心矢量要素的成果构成、生产

作业流程及技术要求、质量控制、成果整理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

是正在构建的全球地理信息资源系列标准规范之一。本标准的制订面

向全球测绘当前和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实际状况，适用于全球地理信

息核心矢量要素的作业生产及质量控制。 

3.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1）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承担单位：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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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单位：自然资源部第一航测遥感院、黑龙江地理信息工程院、

自然资源部第三航测遥感院、自然资源部第七地形测量队、自然资源

部重庆测绘院、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中国地图出版社有

限公司、北京建筑大学。 

2）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标准起草任务下达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联合协作单位成立

了起草组，人员分工见表 1。 

表 1 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表 

序号 起草单位 起草人 任务分工 

1.  
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 
杜晓 

负责总体策划、所有章节审定、组织

专家讨论和主要的编写工作 

2.  
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 
田海波 

负责协调指导参与人员，负责成果构

成和主要规格等技术内容 

3.  
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 
吴晨琛 

参与第 5章节“工作流程”内容编制、

编制说明撰写、组织专家讨论等工作 

4.  
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 
张宏伟 

参与所有章节部分内容编制，对技术

规格和指标等相关内容进行验证完善 

5.  北京建筑大学 蒋捷 
参与总体策划、讨论和技术要求部分

的编写 

6.  
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 
林尚纬 

参与第 8章节“数据生产”章节部分

内容编制，主要对数据预处理和几何

配准内容进行生产实践和修改完善 

7.  
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 
查祝华 

参与第 7章节“技术设计”章节编制

工作，负责总体生产验证 

8.  
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 
郑义 

参与第 6章节“资料准备”内容编制，

负责 DOM资料的生产验证和完善 

9.  
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 
陈利军 

参与第 8章节“数据生产”章节部分

内容编制，主要对数据预处理和几何

配准内容进行生产实践和修改完善 

10.  
自然资源部第一

航测遥感院 
冉花 

参与第 8章节“数据生产”章节部分

内容编制，主要对道路、水系编辑整

理内容进行生产实践和修改完善 

11.  
黑龙江地理信息

工程院 
丁思磊 

参与第 8章节“数据生产”章节部分

内容编制，主要对道路、水系编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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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内容进行生产实践和修改完善 

12.  
自然资源部第三

航测遥感院 
雷宇宙 

参与第 8章节“数据生产”章节部分

内容编制，主要对道路、水系编辑整

理内容进行生产实践和修改完善 

13.  
自然资源部重庆

测绘院 
何静 

参与第 8章节“数据生产”章节部分

内容编制，主要对道路、水系编辑整

理内容进行生产实践和修改完善 

14.  
自然资源部第七

地形测量队 
庞帅峰 

参与第 8章节“数据生产”章节部分

内容编制，主要对道路、水系编辑整

理部分内容进行生产实践和修改完善 

15.  
国家测绘产品质

量检验测试中心 
郭婧 

参与第 9章节“质量控制”章节部分

内容编制，主要对质量控制原则和方

法内容进行生产实践和修改完善 

16.  
中国地图出版社

有限公司 
关茜 

参与第 8章节“数据生产”章节部分

内容编制，主要对行政区划编辑整理、

名称翻译等内容进行生产实践和修改

完善 

17.  
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 
彭舒 

参与第 8章节“数据生产”章节部分

内容编制，主要对编辑整理相关内容

进行生产实践和修改完善 

18.  
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 
张俊辉 

参与第 8章节“数据生产”章节部分

内容编制，主要对编辑整理相关内容

进行生产实践和修改完善 

19.  
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 
周琦 

参与第 10章节“成果整理”章节内容

编制，主要对文档整理和成果包装等

内容进行生产实践和修改完善 

20.  
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 
万咏涛 

参与第 8章节“数据生产”章节部分

内容编制，主要对数据接边相关内容

进行生产实践和修改完善 

21.  
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 
陈家阁 

参与第 8章节“数据生产”章节部分

内容编制，主要对地图配图相关内容

进行生产实践和修改完善 

4.过程 

1）立项启动 

2020 年 3月，标准主编单位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召开了标准编

制工作启动会议，会议成立了标准编制组，根据参编单位报送人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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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确定了编写组成员。 

2）起草阶段 

2020 年 4月，召开了编制组第二次工作会议，讨论了标准的主要

内容、架构组成。2020 年 8月，标准编制组完成了本标准的起草工作，

主编单位以视频会议的形式组织行业专家和测绘技术人员参与讨论修

改，根据核心矢量要素数据产品的特点，从产品描述、空间参考、数

据格式、数据有效范围、数据参数、数据精度及质量、元数据、数据

分层和属性项等方面规定数据产品的内容及技术指标，形成了核心矢

量要素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草案。2020 年 10 月，标准编制组通过在

线会议方式，与生产一线单位基于征求意见稿草案进行深入讨论，对

各项技术描述规范性、指标的合理性、各项要求的可操作性等进行了

明确，使得本标准更加科学、合理、可行，与其他系列标准的关系更

加清晰,形成了征求意见初稿。2021 年 4 月，主编单位将修改完善的

征求意见初稿发给各主要起草人和行业主要专家，征求大家的意见汇

总并进行了再梳理、再讨论，重新调整了术语与定义条目，增加了规

范性引用文件，形成了第二版的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1月 4 日，召开了编制组第三次工作会议，讨论了标准的

总体结构和文字体例。2022 年 1 月 10 日，标准主编单位完成了本标

准征求意见稿正式版， 

3）征求意见阶段 

2022 年 1月，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委员会

秘书处印发“关于征求行业标准《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核心矢量要素生

产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自然资标研函[2022]3号），

向各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等地方测绘地理信息部门和行业专家征

求意见建议。期间，标准主编单位还于 1 月 29日组织了 7 位特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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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结合多年全球测绘实际生产中积累的经验，制定标准定义相应的

  （1）科学性。本标准针对全球地理信息核心矢量要素的需求和特

  1.编制原则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并于 12 月 15 日报送给标委会。

纳，修改完成后经过格式整编和排版调整，最终形成了标准报批稿，

生产技术规范”。编写组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对专家意见全部吸收采

字前加一个空格，标准全名修改为“全球地理信息资源 核心矢量要素

理信息资源”系列标准名称的规范性，建议将本标准名称在“核心”2

了数十条意见建议，主要包括。经过专家共同讨论，为保证“全球地

轮质询和讨论，并逐字逐句对标准内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核，提出

会组织了 10 名行业专家，在线上召开了本标准的审查会。经过专家多

  2022 年 12 月 5 日，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委员会测绘分技术委员

4）送审阶段

查意见并修改完善后于 4 月 19 日报送审稿最终版。

分别于 2 月份和 3 月份开展 2 次标准形式审查，标准主编单位汇总审

2 月 15 日向自然资源部标准化研究所报送本标准送审稿正式版。专家

  经过认真修改和详细完善，标准主编单位完成了送审稿编制，于

采纳率为 88%，对其他意见建议也进行了详细说明或解释。

各单位各专家的意见建议认真分析讨论，采纳意见建议 216 条，意见

的各项细节规范要求和整体修正要求。经过编写组认真对照核对，对

共计 247 条（部分意见有重复），意见内容涉及总体、各章节和附录

表，其余 11 家单位无意见。经统计，26 家单位和 7 位特邀专家意见

集到 37 家单位的意见反馈，其中有 26 家单位出具了详细的意见反馈

通过线上视频会的形式开展意见征求。截止到 2022 年 2 月 9 日，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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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内容、数据格式、技术指标、组织方式等内容，对实现全球大范

围的、统一标准的数据产品生产、组织和管理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指导性。本标准制定的内容适用于全球核心矢量要素的内容、

格式、精度和组织，对未来面向各类应用的全球核心矢量要素的生产、

组织、管理和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继承性。本标准的编写继承和参考已经开展的相关项目多年

的全球核心矢量要素生产的工作基础，对原有工作进行了凝练和提升。 

（4）适用性。能够定量的指标，规定定量的要求，减少定性判定

造成的不确定性；对于需优化的指标，根据实验结果优化技术要求。 

2.主要内容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由自然资源部提出并归口。 

（1）主要技术内容指标依据全球测绘相关项目的历年年度实施方

案和系列技术规程，主要包括全球核心矢量要素的内容、技术指标、

技术方法和质量要求等。从成果构成、产品规格、生产作业流程及技

术要求、过程质量控制、成果整理与提交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2）充分调研国防、外交、安全、海外建设等多个领域几十家单

位的意见建议，结合自然资源部的具体职责和业务需求，对全球核心

矢量要素成果的主要要素内容进行了约定。对数字化的矢量成果不再

限定比例尺要求，可分区域分需求制定不同的要素采集颗粒度，但对

精度进行统一约定，能够更加高效的服务于宏观范围的自然资源管理、

调查分析和局部重点区域监测等多种应用需求。 

（3）界定了采用基于众源地理信息数据、数字正射影像以及其他

开源参考资料为基础的全球陆域范围核心矢量要素生产作业流程，明

确了技术要求，包括数据预处理、几何配准、编辑整理、地图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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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接边、相关文件制作等方面。 

（4）关于数据存储单元：全球核心矢量要素产品按照行政区域、

自然区域或其他区域范围存储，不再采用国内的标准分幅存储方式，

原因是：1）已经正式发布的《全球地理信息资源 数据产品规范》（该

规范为全球地理信息资源系列标准之一）中，对核心矢量要素数据的

存储单元进行了上述明确规定；2）可获取的境外矢量要素数据绝大部

分以区域存储，以标准分幅的形式存储的情况较少，采用区域存储有

利于数据的快速处理和组织管理，减少了大量裁切、接边工作带来的

不利影响。 

（5）对成果的质量控制和检查验收进行了规定。经查阅两个国标

内容（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和 GB/T 24356-2009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 主要针对数字测绘成果制订

的质量检查与验收标准，更适合作为本标准的引用文件。本标准对成

果的质量控制和检查验收主要参考 GB/T 18316。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1.主要实验分析 

通过前期的实验和历时多年的全球测绘相关项目的实施，形成了

项目核心矢量要素数据生产技术规程，本文件的实验结论主要来源于

此。 

2.综述报告 

全球地理信息资源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覆盖全球

的遥感数据获取，多类型、多时相海量遥感数据的几何校正与辐射处

理，地理要素的提取、数据产品精度及验证等诸多技术环节。就矢量

要素数据方面，国际上美国、英国等国家都在线发布了全球互联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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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产品，我国实现了境内 1:1万和 1:5 万的矢量要素数据的生产能力，

已建设形成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但境外部分尚处于起步阶段。通

过境外测绘相关项目实施，面向境外多种复杂地物类型，已经生产完

成了境外较大范围的核心矢量要素数据，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和基础。 

3.技术经济论证 

相应的技术指标参考了全球测绘相关工程项目的技术规程。经实

际的生产实践和检验，本标准明确了全球核心矢量要素的生产方法和

指标要求，在基础数据源、数据生产处理、成果组织、质量控制等方

面提出了适合的指标约束，详见标准文本。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

对比情况。 

在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参考了如下标准和工程技术方案，包括： 

（1）GB/T 2659-2000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2）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3）CH/T 1001 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 

（4）CH/T 1004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 

（5）CH/Z 9001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电子地图数据规范 

（6）国家 1:50 000 数据库更新工程 1:5 万地形要素数据规定（第

二版）（国家测绘局，2007 年 3月） 

（7）境外测绘相关项目 核心矢量要素数据生产技术规程（2020

修订版）（自然资源部，2019 年 1 月） 

（1）-（5）是本标准制订全球核心矢量要素生产的产品规格、工

程设计、质量控制、检查验收中引用的测绘行业标准，属于通用性引

用标准；（6）-（7）是测绘行业已完成或正在开展的“国家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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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更新工程”和境外测绘相关项目中的矢量要素数据的技术规程，

是本标准主要参考的技术方案，为本标准相应的指标约束提供科学参

考。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体例参照境外测绘相关项目的系列技术规程，标准内容是

对其涵盖区域的合理补充和拓展，与现行国家标准、法律和法规不存

在任何矛盾或抵触。 

本标准是“全球地理信息资源”系列行业标准之一。“全球地理

信息资源”系列标准旨在打造我国开展全球范围地理信息资源建设所

需的标准体系，通过规定境外测绘生产的产品内容、成果规范、技术

方法、质量控制等内容，规范引领我国各行业各领域开展全球测绘和

地理信息生产。在“全球地理信息资源”系列标准中，《全球地理信

息资源 数据产品规范》（CH/T 9032-2022）、《全球地理信息资源 数

字表面模型生产技术规范》（9033-2022）和《全球地理信息资源 数

字正射影像生产技术规范》（9034-2022）三项行业标准已于 2022 年

7 月 10 日正式发布。其中，“全球地理信息资源 数据产品规范”行

业标准是境外测绘产品的总体技术要求，与本标准具有直接关联；本

标准是全球地理信息资源系列产品要求在核心矢量要素数据生产范围

内的继承和扩展。另外，还有 4 项行业标准已经立项，分别是《全球

地理信息资源 数据产品质量检验技术规程》（2019 年立项，标准计

划号 201932002）、《全球地理信息资源 卫星遥感影像区域网平差生

产技术规程》（2019 年立项，标准计划号 201933004）、《全球地理

信息资源 数字高程模型生产技术规程》（2020 年立项，标准计划号

202032014）、《全球地理信息资源 星载 SAR 测图生产技术规程》（2020

年立项，标准计划号 202032002），是“全球地理信息资源”系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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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的重要部分。上述 4项行业标准已经形成征求意见稿或送审稿，

预计在规定时间内可完成修改完善与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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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本标准设立为推荐性标准。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办法等内容) 

1．组织措施 

开展行业内的标准贯标，标准的起草单位召集相关行业内的生产、

设计、使用各个环节的技术人员进行系统性的标准宣贯和培训。 

2．技术措施 

加强国家各部委、测绘生产单位、大型企业等不同层次的相关技

术人员之间的交流沟通，搭建技术平台，以期尽快实现标准的无缝贯

彻执行。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1．预期经济效果 

不同于国内“内外业结合”的矢量要素数据生产方式，采用众源

地理数据和数字正射影像为主要信息源的全球核心矢量要素生产，以

资料收集整理、人机采集补充和多源信息整合为主要工作方式，摆脱

了采集地面控制点、实地野外调绘等国内传统测绘作业方式带来的工

期长、实地作业困难的弊端，通过规范化手段提高全球核心矢量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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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生产效率，可供相关重大工程化项目参考实行，节省大量的人力

物力支出。 

2．预期社会效益 

通过支撑建设覆盖全球的核心矢量要素数据，可摆脱谷歌等境外

地理信息提供商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地理信息安全提供保障。

以本标准推进形成的全球核心矢量要素数据全面建成后，可为全球大

规模矢量信息定位、查询、统计分析等提供有力支撑，有利于全球核

心矢量要素的生产建设、分发应用和增值服务，推动国家安全、海外

建设、全球治理等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应用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