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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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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 GB/T 21740—2008《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规范》，与 GB/T 21740

—2008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术语 “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及其定义，删除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库系统”（见 3.2，2008年版的 3.2）； 

b) 修改了“空间参考系”的有关规定（见 4.2，2008年版的 4.2）； 

c) 删除了“数据库系统基本功能”相关内容，将“总体要求与工作流程”中的“数据

质量要求”修改移至“数据内容及质量要求”中（见第 4章、6.2，2008 年版的 4.6、

4.8） ； 

d) 修改了数据库建设流程图（见第 5章，2008年版的 4.9）； 

e) 将“数据内容”修改为“数据内容及质量要求”，增加了数字表面模型数据、地名

与地址数据、城市三维模型数据、实景三维模型数据、街景数据、其他数据等相关

内容，删除了“数据组成”、“扩展数据”、要素数据字典（见第 6章，2008年版的

第 5章）； 

f) 增加“数据组织”一章（见第 7章）； 

g) “数据库设计”中的“逻辑设计”中增加了“数据时序”（见 8.5.2）；将“数字矢

量地图数据的组织”、“数字高程模型数据的组织”、“数字正射影像数据的组织”移

至“数据组织”并进行了修改（见 7.2、7.3、7.4，2008 年版的 6.5.3、6.5.4、

6.5.5）；删除了逻辑模型设计、数字栅格地图数据的组织、其他数据的组织与关联

（2008年版的 6.5.1、6.5.6、6.5.7）； 

h) 将“数据库设计”中“设计书要求”修改为按照 GB/T 33453的规定（见 8.8，2008

年版的 6.8）； 

i) 删除了建库流程及数据建库流程图（2008 年版的 7.1、图 2）； 

j) “测试与验收”中的“数据库测试”修改为按 GB/T 33453-2016第 9章的规定，并

修改了数据库验收相关内容和要求（见第 11章，2008年版的第 9章）； 

k) 将“安全保障与运行维护”更改为“运行维护”，并修改了相关要求（见第 12章，

2008年版的第 10章）； 

l) 删除了技术与质量管理（2008年版的第 11章）。 

本文件由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3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代替了 GB/T 21740—2008。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8年首次发布为 GB/T 21740—200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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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的基本要求、建设流程、数据内容及质量要

求、数据组织以及数据库的设计、构建、集成、测试验收、运行维护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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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1  计算机场地安全要求 

GB/T 1392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T 17798  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 

GB 17859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0258.1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 1部分：1:5 00 1:1 000 1:2 000 比例

尺 

GB/T 20258.2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 2部分：1:5 000 1:10 000比例尺 

GB/T 20258.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 3部分：1:25 000 1:50 000 1:100 000

比例尺 

GB/T 23705  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地名/地址编码规则 

GB/T 33453-2016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规范 

GB 50174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T XXXXX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元数据 

CH/T 9012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数据组织及文件命名规则 

CH/T 9017  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库规范 

CH/T 9024  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产品质量检查与验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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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GB/T 13923—2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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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 urban database of fundament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由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及其管理系统构成的数据库系统。 

注：以下简称“数据库”。 

3.3  

数据库集成 database integration 

根据数据库的设计方案，配置硬件、调试软件、装载数据，实现相应功能的过程。 

4  基本要求 

4.1 建设原则 

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a) 适用性：在技术指标、标准体系、数据库结构、服务方式等方面面向城市基础地理

信息实际管理和应用需求； 

b) 先进性：利用先进、适用的技术手段，采用成熟的设计方案、技术标准、硬件平台

和软件环境，实现对多尺度、多数据源和多时相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高效管理； 

c) 开放性：数据、硬件、软件具有开放性，采用通用的地理信息数据交换格式和标准

化的系统通讯协议，支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与其它专题数据的集成、交换和共享； 

d) 标准化：数据生产及数据库设计、建立、管理与维护等符合标准规范要求； 

e) 安全性：在数据库设计、建立、系统运行、管理与维护等方面中有严格的安全与保

密措施，确保整个数据库安全、正常和有效地运行和使用； 

f) 现势性：采用最新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建立维护更新机制，保证基础地理信息的

现势性。对更新后产生的历史数据进行有效地管理； 

g) 网络化：基于网络环境和集中与分布相结合的数据管理模式，采用客户/服务器、

浏览器/服务器结构，实现数据库的管理维护和网络信息发布； 

h) 可扩展性：数据库服务器存储空间、数据库支撑软件等预留相应的容量扩展接口和

功能接口，以适应后期运行维护阶段数据扩展的需要。 

4.2 空间参考系 

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和1985国家高程基准。确有必要时，亦可采用依法批准的城市

独立坐标系统，但应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建立联系。 

4.3 时间参考 

日期应采用公历纪元，时间应采用北京时间。 

4.4 数据格式 

数据库应支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产品标准所规定的数据格式。数据交换时宜符合 GB/T 

1779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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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安全与保密 

数据库应具有可靠的安全与保密性，并应符合有关安全运行与保密管理制度要求。 

5  建设流程 

数据库建设包括数据库设计、数据建库、数据库集成与功能开发、测试与验收以及运行

与维护等阶段。各阶段应建立有效的技术与质量管理机制。具体流程见图 1。 

 

数据准备数据库库体创建

数据入库

数据入库后检查

数据入库前检查

数据处理

数据归档

管理系统开发

数据集成

数据库测试

数据库验收

软硬件维护与升级 数据维护与更新

需求调查和分析 概念设计

功能设计逻辑设计物理设计

安全与保密设计

软硬件集成

数据库设计

数据建库

系统开发与数
据库集成

测试与验收

技

术

与

质

量

管

理

运行维护

 

图1 数据库建设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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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内容及质量要求 

6.1 数据内容 

6.1.1 大地控制测量数据 

大地控制测量数据主要包括各类型、各等级平面、高程、重力等控制点成果数据、网图

和点之记等。大地控制测量数据分类及代码依据 GB/T 13923执行。 

6.1.2 数字线划图数据 

数字线划图数据分类及代码依据 GB/T 13923执行。数字线划图数据内容包括： 

a) 居民地及设施：居民地及设施数据主要包括居民地、工矿及其设施、农业及其设施、

公共服务及其设施、名胜古迹、宗教设施、科学观测站及其他建筑物及其设施等的

空间和属性数据； 

b) 交通：交通数据主要包括轨道交通、城际公路、城市道路、乡村道路、道路构造物

及附属设施、水运设施、航道、空运设施以及其它交通设施的空间和属性数据； 

c) 水系：水系数据主要包括自然河流、人工河渠、湖泊、水库、海洋要素、其它水系

要素和水利及附属设施等的空间和属性数据； 

d) 管线：管线数据包括地上、地下输电线、通信线、油、气、水输送主管道和城市管

道的空间和属性数据； 

e) 境界与政区：境界与政区数据包括各级行政区域范围及其相关属性，主要表示乡、

镇、街道办事处及以上级别的行政区域、行政区境界线、界桩、界碑、自然保护区

等； 

f) 地貌：地貌数据主要包括等高线、高程注记点、水域等值线、水深注记点、自然地

貌及人工地貌等； 

g) 植被与土质：植被与土质数据主要包括绿化情况、农田耕种情况、非耕地如林地、

园地、草地和土质等覆盖情况等。 

6.1.3 数字正射影像数据 

数字正射影像数据主要包括经过正射投影纠正后的各种地面分辨率的航空、航天遥感影

像数据及相关文件。 

6.1.4 数字高程模型数据 

数字高程模型数据主要包括格网类数据、特征点线数据及相关文件。格网类数据分为规

则格网类数据和非规则格网类数据，规则格网尺寸可根据城市地貌复杂程度选取。特征点线

数据分为切准地表采集的特征线（如道路边线、河流边线）和特征点（如山顶最高值）。 

6.1.5 数字表面模型数据 

数字表面模型数据应包括描述地标高程信息的地表高程模型数据、特征点线数据及相关

文件，可分为格网类数字表面模型和点云类数字表面模型。点云类、规则格网类数字表面模

型的点云密度和格网尺寸可根据城市地貌复杂程度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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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地名与地址数据 

地名与地址数据主要包括地名、行政区域名、街巷名、区片名、门（楼）牌号、标志物

名称、兴趣点等。地名与地址数据宜与其所描述的要素相关联。地名数据的代码应与 GB/T 

23705规定的相一致，其属性数据宜包括名称、分类码、对象性质、简称、别称等。 

6.1.7 城市三维模型数据 

城市三维模型数据应反应空间位置、几何形态、表面纹理和属性信息，宜包括地形模型、

建（构）筑物模型、交通设施模型、管线模型、植被模型及其他模型，可包括建筑信息模型

（BIM）数据。 

6.1.8 实景三维模型数据 

实景三维模型数据应包括利用倾斜摄影技术获得的城市三维地表模型以及通过单体化

构建的实景建筑模型、实景交通模型、实景城市部件等成果。 

6.1.9 街景数据 

街景数据应包含影像文件、关联的曝光点文件和轨迹线数据。曝光点文件应包含时间序

列、拍摄位置和摄相机姿态参数等信息。 

6.1.10 其他数据 

根据应用需求，可增加其他需要的数据。 

6.1.11 元数据 

应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形式、不同规格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集，分别建立相应的元数据。

元数据应符合 GB/T XXXXX（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元数据）的规定。 

6.2 数据质量要求 

6.2.1 数据质量描述 

数据质量应采用数据质量元素描述。数据质量元素应包括空间参考系、完整性、逻辑一

致性、位置精度、属性精度、影像与格网质量、现势性等方面内容。对于数据源、数据加工

过程、数据内容取舍和数据更新维护过程等涉及数据质量的相关内容应有记录文档。 

6.2.2 空间参考系要求 

各数据集的坐标系统、高程基准等应保持正确一致。 

6.2.3 完整性要求 

数据不应有遗漏，不同类型、不同比例尺数据的集成关系应完整正确，尽量减少冗余。 

6.2.4 逻辑一致性要求 

逻辑一致性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概念一致性：要素分类与代码、数据结构、属性项、要素间关系在同一尺度上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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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致，在不同尺度上应符合统一的体系规则。要素属性项定义应完整正确（如名

称、类型、长度等）； 

b) 值域一致性：数据项的取值应在值域的界定范围内； 

c) 格式一致性：数据存储应与数据集物理结构及规定格式保持一致。数据文件文件名、

存储组织应正确，无缺失、多余现象，数据能正常读出； 

d) 拓扑一致性：要素的拓扑关系应正确并保持一致。 

6.2.5 位置精度要求 

入库数据、数据库中的数据及由数据库产生的数据产品的位置精度，应满足相应成果标

准规定的精度要求。 

6.2.6 属性精度要求 

分类代码值、属性值应无错漏。 

6.2.7 影像与格网数据质量要求 

影像、格网数据质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同一尺度的影像分辨率、格网尺寸保持一致； 

b) 影像数据色调均匀，反差适中，层次分明，保持地物色彩不失真，不应有匀色处理

的痕迹。不应出现脏点、模糊、错位、扭曲、变形、拉花、脏点、划痕、漏洞等问

题及现象。 

6.2.8 现势性要求 

应按需求定期或及时对数据进行更新，保持数据的现势性。元数据或要素属性中应包含

时间标识。 

7  数据组织 

7.1 大地控制测量数据的组织 

大地控制测量数据的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控制点成果数据的空间几何特征以点描述，宜以三维形式表达，也可以二维形式表

达。当以二维形式表达时，建立存储高程值的属性字段，重力控制点建立存储重力

值的属性字段； 

b) 网图数据采用多级目录的文件目录结构，编制文件索引表，建立控制点网图与控制

点成果的关联； 

c) 点之记宜存储在属性数据表中，一个控制点的点之记对应表中的一条记录，且点之

记的相关电子文件、照片或扫描的图片等宜存储在数据表的大二进制字段中。 

7.2 数字线划图数据的组织 

7.2.1 数字线划图数据宜优先采用空间数据库按要素进行分层组织，对不同比例尺的数据，

可分别建立不同的数据库。对空间数据表应建立空间索引。 

7.2.2 数据分层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相同类型的要素数据放在同一层； 

b) 相关的数据层可组成专题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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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明确关系的数据层应建立关联。 

7.2.3 以图幅或区域为基本管理单元的数字线划图数据宜采用文件系统进行组织管理，对不

同比例尺的数据文件，可分别建立不同的数据集，同时建立索引数据库。数字线划图数据一

般采用文件方式存放，每个图幅或区域数据用一个文件存储。 

7.3 数字正射影像数据的组织 

数字正射影像数据可采用以下两种数据组织方式： 

a) 文件系统组织方式。影像数据以文件方式存放，并建立索引数据库； 

b) 影像数据库组织方式。各层可直接采用相应分辨率的影像数据，建立影像金字塔结

构。也可从下层影像数据中抽取产生上层的影像数据。 

7.4 数字高程模型数据的组织 

数字高程模型数据的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a）规则格网类数据根据格网尺寸的不同分别建立栅格数据集，建立栅格金字塔，并按

照栅格数据集组织和命名； 

b）非规则格网类数据根据格网特点和要求进行单独设计； 

c）按分区或整体的方式进行物理无缝拼接； 

d）建立特征点线数据矢量数据集，存储特征点、线的三维坐标（X，Y，Z），并进行无

缝拼接。 

7.5 数字表面模型数据的组织 

数字表面模型数据的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规则格网类数字表面模型数据应根据格网尺寸的不同分别建立栅格数据集，建立栅

格金字塔，并按照栅格数据集组织和命名；非规则格网类数字表面模型数据应根

据格网特点和要求进行单独设计； 

b) 点云类数字表面模型数据应按照矢量数据集进行组织和命名； 

c) 特征点线数据、点云类数据应建立矢量数据集，存储特征点、线的三维坐标（X，Y，

Z），并进行无缝拼接； 

d) 宜采用分区或分块的方式进行无缝拼接。 

7.6 地名与地址数据的组织 

地名地址数据宜按表示地名地址的空间图形几何类型分层组织，记录地名的正式名称、

别名、简称、历史名称以及地名启用时间、停用时间等，并对所有名称列建立全文索引。同

时可通过关联表建立门址与地名、POI、建筑名称等之间的关系。 

7.7 城市三维模型数据的组织 

7.7.1 城市三维模型宜按地理格网及模型类别以文件系统进行组织管理。应建立索引数据

库，记录每个模型的属性信息及投影面、模型文件路径、模型纹理文件等信息。 

7.7.2 城市三维模型数据文件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地理格网可按照数字线划图格网进行划分，每个格网建立对应名称的目录； 

b) 格网目录下根据类型建立子目录，模型文件应存储在所在格网及对应的模型类别目

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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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每个模型文件中只存储一个三维模型； 

d) 三维模型命名具有全局唯一性，宜由分类编码+全局唯一标识码组成，应符合 CH/T 

9017的规定； 

e) 模型纹理文件单独存放； 

f) 不同内容的三维模型纹理文件命名唯一，由三维模型分类编码+文件校验码组成； 

g) 对于相同内容的三维纹理文件命名保持一致，从而减少纹理文件数据的冗余。 

7.7.3 城市三维模型索引数据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索引数据库包含模型索引数据库与纹理索引数据库 

b) 模型索引数据库与纹理索引数据库都应按地形要素模型、建筑要素模型、交通要素

模型、水系要素模型、植被要素模型、管线要素模型及其他模型数据等类型分别建

立索引图层； 

c) 模型索引数据库中以模型为单位，记录模型投影面，属性信息、所在格网信息、模

型类别和对应所有纹理文件编码等信息； 

d) 纹理索引库包括所属模型类别、纹理文件校验码、文件名称、文件大小、文件尺寸、

文件存储位置等信息。 

7.8 实景三维数据的组织 

宜以一定规格的矩形格网分割实景三维数据，并按以下方式组织： 

a)  文件系统组织。实景三维数据以文件方式存放，建立多级索引数据库，记录每个文

件所保存的实景三维数据所覆盖的范围、LOD级数及等级切换参数、以及文件路径等信息； 

b)  数据库组织。将实景三维数据存放入分布式数据库中，记录各个文件中实景三维数

据所覆盖的范围、LOD 级数及其等级切换参数等信息。 

7.9 街景数据的组织 

街景数据的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轨迹数据统一存放在轨迹库中； 

b) 影像数据根据街景的视野与缩放级别范围进行缓存切片，按照区域范围、数据量分

布式存放到瓦片库中； 

c) 街景轨迹数据与影像切片数据建立关联。 

7.10 元数据的组织 

采用整体化的数据组织方式，并建立与相应数据的关联。 

8  数据库设计 

8.1 一般规定 

数据库设计应满足以下规定： 

a) 以用户需求调查分析和相关技术标准等为依据； 

b) 在试验的基础上编写设计书，并进行设计书评审； 

c) 存储容量、计算能力、网络带宽等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留有适度余量并具备

一定的可扩充能力； 

d) 支撑软件技术成熟、兼容开放，能支持开放性接口和支撑数据库功能高效运行； 

e) 数据组织方法和存储位置不依赖于特定的应用程序，数据体采用非冗余结构予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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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f) 逻辑设计应完备，保证数据在逻辑意义上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兼容性； 

g) 功能设计考虑用户的不同需求，数据库具有不断扩充、更新、安全管理等能力，宜

支持云服务能力。 

8.2 需求调查和分析 

8.2.1 需求调查 

需求调查应通过选取数据建设、数据管理及数据库应用相关的有代表性的单位进行。调

查应明确内容，并制订出详细计划。需求调查的内容应主要包括： 

a) 用户概况； 

b) 管理需求； 

c) 应用需求； 

d) 使用的数据、生产的数据、需要的数据的需求； 

e) 用户对功能的需求； 

f) 安全需求； 

g) 网络、硬件、软件等技术装备需求； 

h) 后期扩展需求。 

8.2.2 需求分析 

应根据需求调查结果进行统计汇总，找出数据、功能和用户间的关系，编写需求分析报

告。分析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a) 直接用户、潜在用户； 

b) 信息量预测、数据覆盖范围、数据类型、格式、内容、数据质量、其它需要明确的

对数据库建库有影响的情况； 

c) 现有工作流程和在系统中实现的可能性； 

d) 根据调查分析结果，提出系统实现的软硬件需求。 

8.3 概念设计 

8.3.1 数据库概念设计应对数据库所管理的各种数据进行归类、综合、抽象等，可用数学模

型的方法描述现实世界。建立的概念数据模型应不依赖于数据库软硬件环境。 

8.3.2 数据库的概念设计应依据 GB/T 13923、GB/T 20258.1、GB/T 20258.2、GB/T 20258.3，

考虑各种数据之间的关系，提出对非标准数据的模型转换方法。 

8.3.3 同类要素不同尺度之间应建立明确的集成和关联关系。 

8.4 功能设计 

8.4.1 安全管理 

数据库安全管理功能应包括系统用户管理、权限管理、日志管理、数据库备份与恢复。 

8.4.2 管理与维护 

数据库管理与维护功能应包括软硬件升级和维护、性能调整改进，数据的维护、更新与

历史数据管理，以及数据字典、索引库、数据库元数据、数据库结构的管理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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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数据输入输出 

数据的输入功能应包括对入库数据的检查、录入（增加、删除、修改）和确认。数据的

输出功能应包括按照规定时期、规定范围、产品标准或用户需求所进行的输出和分发。 

8.4.4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功能应包括坐标转换、数据切割和拼接、空间数据格式转换、属性数据格式转

换等。 

8.4.5 数据表达 

数据表达功能应包括数据的选取、叠加、符号化显示、数据目录和属性信息的浏览。 

8.4.6 查询、检索与统计 

查询、检索与统计功能应包括以不同的查询条件对各种数据进行单独的、组合的、相互

的查询与检索，并能依据查询结果提取数据和对数据进行统计。 

8.5 逻辑设计 

8.5.1 数据关联 

不同尺度的同类数据应建立逻辑关联，同一尺度的同类数据间建立逻辑无缝关联，并采

用优化的数据结构，减少数据冗余。 

8.5.2 数据时序 

数据时序分为周期性和非周期性两种类型。 

对周期性类型的数据，可按版本组织；对非周期性类型的数据，可按数据时序信息（时

间戳）组织。 

8.5.3 数据文件命名规则 

文件命名规则参照 CH/T 9012，并根据数据库的内容进行扩充。 

8.6 物理设计 

物理设计应包括数据库软硬件的选型、网络设计、数据库模式设计、数据库索引设计及

用户界面设计。 

8.7 安全设计 

8.7.1 环境要求 

数据库运行的物理环境按照 GB 50174和 GB/T 9361 的规定进行设计，机房应达到 B 级

要求。 

8.7.2 系统安全保密 

8.7.2.1 数据库应根据涉密信息范围划分内外区。 

8.7.2.2 非涉密部分与公共网络连接应采用逻辑隔离技术，具备防入侵、防病毒等系统安全



GB/T 21740—202X 

11 

措施，并达到GB 17859规定的第二级安全保护等级，即系统审计保护级。 

8.7.2.3 涉密部分应按照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的法规、标准和测绘成果管理等有关规定，

制定安全制度和保密制度，应采用严格的内外网物理隔离措施，采用硬件防火墙技术、身份

认证技术和加密数据传输等技术，确保数据库安全运行和涉密数据的保密。 

8.7.3 数据库备份与恢复 

数据库备份与恢复主要包括： 

a) 数据库备份与恢复方法： 

1) 数据库备份分为数据的备份和系统软件的备份。备份可采用全备份或增量备

份方式； 

2) 数据库恢复分为系统恢复和数据恢复，利用备份来恢复数据库环境和数据现

场。 

b) 依据数据库的特点制定数据库备份策略，主要包括： 

1) 日常维护中定期对数据库进行全备份和增量备份，定期检查数据库备份集的

可用性，并做好异地备份； 

2) 数据库的硬件、软件升级和数据库结构发生变化时，应先进行数据库全备份； 

3) 当数据体发生变化时应及时进行增量备份，变化前的数据应作为历史数据归

档备份； 

4) 应定期进行数据库全备份，并适时进行异地备份。 

8.8 设计书要求 

设计书的要求按 GB/T 33453-2016中 6.8的规定。 

9  数据建库 

9.1 数据准备 

按照数据库设计的要求，收集大地控制测量数据、数字线划图数据、数字正射影像数据、

数字高程模型数据、数字表面模型数据、地名与地址数据、城市三维模型数据、实景三维模

型数据、街景数据、其他数据、元数据及相关资料，并整理、建档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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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数据入库前检查 

9.2.1 对收集的待入库数据进行全面检查，并对各项检查形成相应的记录，对不符合建库要

求的数据，按照一定的工作程序进行修改，确保入库数据均符合相应技术要求。 

9.2.2 大地控制测量数据、数字线划图数据、数字正射影像数据、数字高程模型数据、数字

表面模型数据、地名与地址数据、街景数据和元数据的质量检查按照 GB/T 18316 规定执行；

城市三维模型数据、实景三维模型数据质量检查按照 CH/T 9024规定执行。其他数据的质量

检查按照其成果相应的质量标准规定执行。 

9.3 数据处理 

9.3.1 数据转换 

待入库数据应根据数据库设计的要求进行一致性转换，主要包括代码转换、格式转换、

坐标转换和数据压缩等。 

9.3.2 数据接边 

数据的接边应保证同类型同精度数据的逻辑无缝、关系正确和属性一致，要求如下： 

a)矢量数据接边应包括位置相邻的相同要素空间接边和属性接边； 

b)栅格数据接边应包括相邻图幅或区域之间的高程接边； 

c)影像数据接边应包括畸变纠正和匀光匀色； 

d)三维模型数据接边应包括几何模型接边和纹理接边。 

9.4 数据处理后检查 

处理后的数据质量应符合 6.2的要求。 

9.5 数据库库体创建 

应根据数据库的逻辑设计和物理设计，通过数据库管理系统对每类数据进行物理空间的 

分配和相关参数的设置，创建数据表。分配物理空间时，应考虑数据库的扩充能力。 

9.6 数据入库 

9.6.1 数据入库应根据待入库的数据组织方式，采用手动添加或程序批量导入模式录入到数

据库中。 

9.6.2 矢量数据可采用分区、按图幅或逐点的组织方式入库，也可按要素以增量形式入库；

栅格数据可采用分区或按图幅方式入库；影像数据和三维模型数据可按分区或应用需求方式

入库。 

9.6.3 数据入库应记录完整的入库日志，入库日志应包括入库操作（增加、删除、修改）、

入库时间、入库数据（数据量、数据对应关系）等内容。 

9.7 数据入库后检查 

数据入库后检查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数据是否存放在规定的数据表中； 

b) 入库前后要素的位置是否准确、相互关系是否正确、属性是否正确； 

c) 入库后数据是否遗漏或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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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入库后不同类型的数据之间是否互相衔接。 

9.8 数据归档 

数据归档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a) 数据归档应满足国家有关档案管理和保密的规定； 

b) 归档数据应满足相关产品标准规定的产品质量要求； 

c) 归档数据应满足数据库建库设计的要求； 

d) 归档数据中的文档、图件应填写完整、正确、整洁、清晰，并以电子形式保存； 

e) 归档数据应至少复制两份，异地存放，确保数据安全。 

10  系统开发与数据库集成 

10.1 系统功能开发与集成 

应根据数据库功能设计方案，进行数据库系统软件开发，实现数据库安全管理、运行维

护、分发应用等功能，开发的功能模块应包括日志管理、用户管理、权限管理、数据输入输

出、数据处理、数据更新、查询定位与检索、综合统计分析等。 

应根据功能设计方案对不同的功能模块进行集成，形成不同的系统和子系统。 

10.2 数据集成 

应根据数据库逻辑设计和物理设计方案，建立数据库的空间索引，并建立多类型、多尺

度数据（包括同尺度同类型、同尺度不同类型、不同尺度同类型、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等）之

间的逻辑关联，元数据与相应数据体之间也应建立相应的逻辑关联。具体的数据集成方式参

见附录 A。 

10.3 软硬件集成 

10.3.1 服务器、存储系统集成 

服务器、存储系统的硬件集成应确保数据库稳定运行，满足数据库高可靠性、安全性、

可扩充性的要求。 

10.3.2 网络系统集成 

网络系统的集成应确保网段与网址分配合理、硬件互联互通、资源有效共享、权限分级

设置等，满足高性能数据访问传输带宽需求，保证网络传输可靠性，支持网络安全管理。 

10.3.3 软件系统集成 

软件系统的集成应确保所选择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专业软件系统等能够发挥

各自的效能，并形成有机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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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测试与验收 

11.1 数据库测试 

数据库测试按 GB/T 33453-2016第 9章的规定。 

11.2 数据库验收 

11.2.1 数据库验收的依据 

数据库验收的依据主要包括： 

a) 立项依据、数据建库任务书、委托检验文件； 

b) 有关的数据生产技术规定； 

c) 数据库建库技术设计书和有关技术规定； 

d) 数据库的测试报告等。 

11.2.2 数据库验收的步骤 

数据库验收的步骤见图 2。 

 

图 2 数据库验收的步骤 

11.2.3 验收内容 

数据库应按照设计书的要求，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验收： 

a) 提交的成果和文档。建库单位提交的成果和文档应齐全、完整； 

b) 数据库数据体。数据的范围、内容、质量元素（空间参考系、位置精度、属性精度、

完整性、逻辑一致性、时间精度、影像/栅格质量、模型质量、表征质量、附件质

量）等是否符合数据库设计的要求； 

c) 数据库安全性。按照设计要求对数据库的安全性、独立性、并发控制、保密性、故

障恢复和备份情况进行验收； 

d) 数据库运行情况。对数据库的运行效率、可靠性、安全性和稳定性的验收； 

e) 数据库基本功能。数据库实现的查询、检索、统计、表达、处理、输入输出、管理

数据库验收前的准备工作 

提交的成果及文档的验收 

数据库验收 

形成验收报告 

数据库运行情况 

数据库安全性 

数据库数据体 

数据库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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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护等基本功能是否符合数据库设计的要求。 

11.2.4 验收报告 

应根据数据库验收工作编写验收报告，其内容应包括验收工作概况、验收方式、技术依

据、验收标准（功能标准和性能标准）、验收范围、验收时间、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结论和建议等。 

12  运行与维护 

12.1 基本要求 

12.1.1 数据库运行维护的内容包括对数据、软件和硬件的运行维护和更新升级。 

12.1.2 数据库宜每周 7×24 小时正常稳定运行，不应因数据、软件和硬件的维护和更新升

级而影响使用。 

12.1.3 应建立完整的数据库管理制度并逐步完善。数据库管理制度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a) 动态管理制度：规范数据库的用户体系、注册和登录、编目和发布、申请和授权、

查看和调用等。 

b) 安全管理制度：规定物理安全、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保密等方面的保证措施，规范

数据运行的网段，建立容灾备份计划、数据申请和使用、销毁流程等。 

c) 运行管理制度：规定数据库访问、数据导出、数据更新、数据备份等工作流程，软

硬件设备管理，数据库数据的应用范围，以及日志管理等。 

d) 存储环境管理制度：制定数据库存储环境（包括计算机房和归档数据存放环境）的

卫生、温度、湿度，以及防雷、防窃、防火等方面的保证措施。 

e) 应急管理制度：制定数据库运行和维护的应急预案和安全事件的响应机制，并应定

期组织应急演练。 

12.1.4 数据库建设完成或更新升级后，根据使用情况应适时调整相应参数和配置，以保证

数据库高效运行。 

12.2 数据更新 

12.2.1 内容 

应及时搜集地理信息的变化、掌握用户的需求，制定更新维护计划，确保数据库的持续

更新和维护，其内容包括数据库中各子库、要素、属性和其它信息的更新维护，以及更新维

护前数据的管理。 

12.2.2 原则 

数据库数据的更新遵循以下原则： 

a) 时效性原则：根据实际需求或发展需要及时更新数据库数据，保证数据库的现势性。 

b) 一致性原则：更新数据应保证与现有数据在空间关系、属性结构、分类代码等方面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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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追溯原则：历史数据与更新数据应建立关联，实现数据可追溯，数据更新应有日

志记录； 

d) 安全性原则：数据库更新不应降低数据库安全保密等级； 

e) 稳定性原则：数据库更新应保持数据库运行的稳定性，数据量的增加应相应的调整

索引、检索策略，保证访问效率。 

12.2.3 方法 

数据库更新方法主要包括： 

a) 确定更新策略：明确更新的目标、任务，包括更新范围、更新内容、更新周期、更

新工作的组织与实施方案等； 

b) 数据预处理：对更新数据来源进行预处理，包括成果整理、投影变换、数据派生提

取等工作； 

c) 数据更新：根据更新数据类型分为增量更新和全量更新，将更新数据源按照对应的

图层、字段更新到数据库中； 

d) 历史数据管理：数据更新过程中删除或变更的数据进入历史流，实现版本提取、历

史回溯等方面功能。 

12.3 软硬件维护和升级 

12.3.1 维护 

软硬件的维护应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相关专业软件系统、计算机与网络设

备的维护。 

应根据数据库管理制度对数据库的性能、访问压力进行实时监控和预警，对数据库的软

硬件环境进行定期检查和调整，保证数据库的功能稳定和性能高效。 

12.3.2 升级原则 

软硬件升级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安全性：软硬件升级应保证数据安全及数据库的正常运行； 

b) 可用性：软硬件升级应满足数据库的运行和服务需要，适应一定时期内数据库负载

量的增长，以保证数据库的高可用性； 

c) 兼容性：软件、硬件升级或软硬件同时升级时，应保证软件与硬件具有良好的兼容

性，同时应能与已开发的数据库应用系统兼容； 

d) 可靠性：软硬件升级应选择成熟度高的软件或版本，以保证升级后数据库的稳定运

行； 

e) 可扩展性：软硬件升级应保证数据库内容可进一步扩容或扩展升级，并最大程度地

保护现有投资。 

12.3.3 升级方法 

应定期评估数据库的运行状态，当数据库运行的软硬件平台需要升级时，应制定相应工

作和技术方案，并进行论证，保证升级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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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硬件更新前应将数据和系统环境进行备份，待升级完成后恢复数据和系统环境，并对

数据库进行测试、验证及确认，确保数据库达到升级方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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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数据集成方式示例 

A.1 数字线划图数据集成方式示例 

按照面向对象的方法，建立各比例尺数字线划图要素间的联系。对于数字线划图数据，

以国家颁布的各种分类与代码标准为基础，扩展各比例尺中建构筑物、水系、道路、管线、

地名、行政区划、地貌、境界（省界、地区界和县界）及其它重要地物等数据中各实体的属

性内容，实现现实世界的一个实体对应一个唯一代码，即以代码为关键字，建立各比例尺数

字线划图数据间的联系。如某一河流数据，属性数据应包括水系实体代码字段，示例如图

A.1所示（也可通过可视化控制实现不同比例尺数据间的集成）。 

 

 

 

 

 

 

 

图 A.1 建立不同比例尺数字线划图数据间联系示例 

A.2 地名地址数据与数字正射影像数据集成方式示例 

按空间位置关系，建立地名地址数据等矢量数据与数字正射影像数据间的联系。地名地

址数据中包含地名的分级，以及与地名相对应的空间位置，数字正射影像数据包括不同分辨

率的影像数据和在建库过程中生成的相应金字塔结构数据。二者之间的联系可通过一个空间

索引（对应）表和空间位置关系（见图 A.2）建立。用户可通过某一地名，并按地名的级别

显示出与地名级别对应分辨率的影像。如查询西安市碑林区时，根据空间索引（对应）表即

显示该位置城市高分辨率影像数据，而查询安康地区时，则将显示该位置的低分辨率或中分

辨率影像数据。随着显示比例的增加，则能显示更高分辨率的影像数据。 

图 A.2表示地名地址数据的级（或类）与影像金字塔数据一对多的对应关系，功能实现

中可根据当前显示比例来确定相应的金字塔数据级别的影像数据。 

… 

原属性字段 河流代码 

原属性字段 河流代码 

原属性字段 河流代码 

1:1000 数字线划图数据 

1:2000 数字线划图数据 

1:5000 数字线划图数据 

… 

关键字 

比例尺 属性字段 

某河流的 

属性内容 

… 111101 

… 111101 

… 1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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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地名地址数据的级和类与影像数据的对应关系 

A.3 元数据集成方式示例 

对图幅级元数据进行集成（抽取），实现元数据的综合查询。包括元数据库的建立（包

括设计、功能要求）和元数据与数据体建立关系两方面。在提高元数据检索效率情况下，由

图幅级元数据建立与数据库数据的链接，实现元数据查询及数据浏览显示的联动，以回答用

户访问数据库时的“满足需求的数据有哪些、数据的情况如何、得到数据的途径是什么”等

问题。 

  

地名地址数

据的级（类） 

索引（对

应）表 

影像金字

塔级 

按所查地名的空间 

位置和（或）对应的 

境界范围调用数据 

 

影像 

数据库 

低
分
辨
率
影
像 

高
分
辨
率
影
像 

中
分
辨
率
影
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