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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项目来源 

本行业标准的制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典型城市民生设施

质量检测与评价技术研究”项目（2018YFF0215000）的课题6“典型城市民生设施质量检测监

测地理信息综合服务平台研发”（2018YFF0215006）的研究成果之一，标准类型为推荐性行

业标准。 

经课题单位申请，2019年本标准纳入自然资源部《2019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

划》标准预研计划，2020年列入自然资源部《2020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拟报

批计划，项目编号202032008。自然资源部第三地理信息制图院和武汉大学共同承担测绘行

业标准《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符号表达》的编写工作。 

1.2 目的、意义和必要性 

以民生设施质量检测监测数据及地理空间信息框架为基础，基于空间分析理论的民生设

施质量评估技术、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异源异构数据空间表征技术等城市民生设施质量检测监

测地理信息数据空间表征的共性技术，探索典型城市民生设施质量检测数据在民生设施质量

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空间下的呈现特征，设计面向平台应用的民生设施符号集合，为民生

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质量检测对象和质量检测评估结果提供统一的空间符号化

表达及多维可视化。民生设施相关符号注重设施本身设计，不注重其空间数据的科学性、表

征性以及一致性。因此，非常有必要制定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符号表达

的相关标准，促进城市民生设施空间数据符号在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中表达

的规范，丰富行业标准体系内容。 

民生设施是城市生存和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工程性和社会性设施,是城市的“生命线”工

程。民生设施质量检测是民生设施监测、预警、修复和防灾减灾，保障城市“生命线”工程

正常运行的基础。然而，由于民生设施的类型不同，使质量检测的设备、手段、方法和技术

存在差异，且目前尚无统一的质量检测数据规范，造成在搭建地理信息服务平台的时候，各

类民生设施数据和质量检测数据的符号表达存在显著差异，为民生设施质量检测数据的可视

化带来诸多困难。 

标准化工作是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证。制定民生设施质量检测数据符号表达技术规

范，有利于民生设施空间位置、分布及其空间表征等信息的空间化表达。本标准的目标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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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民生设施质量检测数据的符号、注记、样式，以及使用这些符号的方法和基本要求，解决

对城市民生设施检测监测数据统一、直观、生动空间化表达的问题，促进数据资源共享和利

用，服务于城市信息化管理的科学决策，通过标准化工作来提升对自然资源民生领域和相关

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1.3 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1）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承担单位（主编单位）：自然资源部第三地理信息制图院。 

协作单位（参编单位）：武汉大学、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2）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表1 主要起草人及完成的主要工作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所做主要工作 

1   

标准负责人，标准编制的统筹组织，

负责构建标准框架体系，参与内容编

写，组织标准主要内容的讨论及标准

定稿 

2   

标准调研，标准编制的组织实施，分

工和进度安排，参与标准内容编写与

讨论 

3   

起草标准框架体系、起草符号组织、

符号内容与表达样式，参与符号设计

试验，起草编制说明等 

4   
起草符号使用方法和符号扩充方法，

参与符号设计试验 

5   标准审核，起草术语定义等内容 

6   
参与起草符号扩充方法制定，参与符

号设计试验 

7   
参与标准调研、部分内容起草、修改，

符号设计试验等 

8   
参与标准起草，查阅国内外相关标准

规范和有关资料. 

9   参与标准调研、编写说明的起草 

10   标准审核，提出标准修改意见和建议 

 

1.4 主要工作过程 

1.4.1 立项启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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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2月，自然资源部第三地理信息制图院成立了标准编写课题组。依托课题

承担的城市、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异源异构数据空间表征技术等研究任务，参考国内外其他行

业部门的符号表达等相关资料启动标准前期调研研究，形成标准调研报告。 

1.4.2 起草编制阶段 

2019年1-6月，根据前期调研结果，参照国内相关标准及规范，征询自然资源部测绘标

准化研究所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初步拟定了《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符

号表达》的基本结构，形成标准草案。 

2019年7-12月，调研分析其它课题单位数据的结构和内容，以及国内民生设施质量检测

数据现有条件和标准化成果，多次组织本部门的相关人员和相关专家对规范进行讨论，结合

课题的研究进展，.形成了《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符号表达》标准初稿。 

1.4.3 征求意见及处理阶段 

2020年1月-2020年6月，标准课题组邀请民生设施领域相关技术专家对《民生设施质量

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符号表达》草案进行审阅，专家对初稿内容一致认可并提出修改

意见。课题组对修改意见逐条认真思考、讨论，按照修改意见对标准进行整理，形成《民生

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符号表达(征求意见稿)》第一版。 

2020年9月29日，标准课题组召开标准研讨会，邀请相关专家对《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

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符号表达》(征求意见稿) 第一版进行审阅，专家对征求意见稿内容表

示认可并提出修改意见。课题组对修改意见逐条认真思考、讨论，按照修改意见对标准进行

整理，进一步丰富符号表达内容，形成《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符号表达

(征求意见稿)》第二版。 

2020年12月29日，标准课题组初步征求了从事民生领域工程技术和科研工作专家的建

议，认真整理和讨论专家意见，汇总整理了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并根据专家意见修改了文

中不统一的术语与定义，修改了部分文字错误和完善了相关符号表达内容，使标准内容更加

完善，行文更加流畅、规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

数据符号表达(征求意见稿)》。 

1.4.4 送审阶段 

 

 

1.4.5 报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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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编制原则 

2.1 编制依据和原则 

2.1.1 编制依据 

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为主要技术依据，并参考了GB/T  16820  《地图

学术语》、GB/T  20257.2-201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 2 部分：1:5 000 1:10 000

地形图图式》、GB/T 17695-1999   《地图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通用符号》等有关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  

2.1.2 标准编制原则 

（1）科学性原则. 

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调研了国内类似标准或技术规程。针对适用于空间数据符号组

织、符号内容与表达样式、符号使用等内容，都经过了大量实践和广泛调研，每项内容都进

行了严格推敲和科学论证。 

（2）实用性原则. 

标准针对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表达的基本要求，尽可能以多视角、

全方位的表现形式概括民生设施质量检测相关要素，从符号的内容、符号的表达、符号的使

用等多各个环节进行了充分考虑。同时，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调研了其它课题单位的意

见，也开展了大量试验，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每一个范例，使之更加具体、生动、易于理

解，更加有利于生产者和使用者的符号认知和识别。确保标准各项条款的适用，提升标准的

实用性。 

（3）通用性原则 

课题组通过资料分析、调研咨询、会议讨论和征求意见等多种方式了解国内城市民生设

施质量检测数据符号表达应用状况和不同区域和单位对规范内容的要求，另外，根据调研意

见本标准主要针对原则性和通用性的技术要求，内容以共性的技术要求为基础，尽量避免涉

及应该由地方标准和技术设计规定生产技术细节内容，使标准满足通用性要求。 

2.2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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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的符号表达，包括符号组织、符

号内容与表达样式、符号使用方法及扩充方法等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的符号表达，其他民生设施空间

数据的表达亦可参考本标准执行。 

3 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标准的编制首先参考了已有国家标准和测绘行业标准的相关内容，拟定了统一组织结

构，保证了标准具有良好的衔接性。 

在研究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表达的过程中，编写组首先充分调研了

国内相关标准，了解了目前标准中所关注的符号内容，分析表达的共同特征，拟定具有普适

合性的空间数据符号内容，保证标准具有良好的指导性。编写过程中调研了相关课题单位研

究的民生设施对象，了解符号表达需求，在标准的编写过程中，对相关符号内容、符号表达

样式和符号使用方法进行多次论证，通过不断实验验证比较，确定了具有较好适用性的数据

符号要求，并经过编写组反复研讨完成标准的编制工作。 

3.1 标准内容说明 

3.1.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的符号表达。 

3.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中规范性引用文件是根据正文中所引用的国家标准列出的。 

3.1.3 术语和定义说明 

本标准中术语、定义及缩略语中定义了民生设施质量检测空间数据的表达涉及的专业术

语，并进行示例说明。 

3.1.4 符号组织 

该章列出了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符号表达的分层、编排、以及名称

组织原则，对不同类别的符号组织方法进行了规定。参考GB/T 20257.2-2017、GB/T 

24354-2009以及《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分类与编码》（征求意见稿）的

分类规则进行分类。 

3.1.5 符号内容与表达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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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章详细规定了民生设施不同类别空间数据的表达内容和不同的表达方式。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符号内容及表达样式参考GB/T 20257.2-2017、GB/T 24354-2009

以及天地图电子地图符号编制要求，并编制参考性附录； 

“民生设施数据”符号内容组织参考《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分类与

编码》（征求意见稿）附录B，符号样式参考GB/T 24354-2009以及符号表达的内容进行设

计，并编制参考性附录； 

“质量检测结果”的符号内容组织参考《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分类与

编码》（征求意见稿）附录C，并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

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意见》（安委办〔2016〕11号），“将安全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划分

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分别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的相

关要求，设计本标准中符号样式及色彩，并编制参考性附录。 

3.1.6 符号使用方法 

规定了符号设置应考虑符号构成和符号类别、表达要素的类别和等级特征符号色彩与装

饰效果、载体与使用方式、人眼的识别与认知能力等因素。对符号的尺寸、定位、使用方法

与要求以及符号色彩均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3.1.7 符号扩充方法 

规定了针对新增信息扩充新的符号或表达方式.应遵循继承性、通用性、易读性和系统

性原则。对扩充的方法进行了描述，依据新增符号特征,选择不同拓展方法。 

4 与现行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空间数据符号表达主要参考了GB/T 20257.2-2017、GB/T 24354-2009及相关标

准，与现行相关国家标准及测绘行业标准具有较好的继承性和衔接性，并保证标准内容的协

调一致性。本标准的内容上更侧重于规范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中民生设施数

据符号表达和质量检测数据的数据符号表达。 

5 相关说明 

平台中符号使用情况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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