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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数据产品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自然资源部《2019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由国家测绘

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牵头起草《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数据产品质量检验技术规

程》。 

2、目的意义 

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是提升我国掌握全球资源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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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走出去”战略、维护国家

主权与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自然资源部组织的“全球地理信息资源与维护更

新”重大专项，已实现成果的精度总体达到 1:50 000 比例尺精度要求，重点

地区达到 1:10 000 比例尺精度要求，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自主、权威、统

一、高效的全球高精度地理信息综合服务。 

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数据产品种类繁多，主要的数据产品类型包括数字正射

影像产品、数字表面模型产品、数字高程模型产品、核心矢量要素产品、地名

数据产品和地表覆盖数据产品等。其中，地名数据产品、地表覆盖数据产品、

核心矢量要素产品质量检验没有现行的标准可依。数字正射影像产品、数字高

程模型产品、数字表面模型产品，由于境内外生产方式差异较大，同时境外数

据产品质检外业难以实际到达、可获得的高精度检核资料缺乏，因而其检验内



容、方法与指标要求与现行标准要求存在较大差异，现行检验标准不能完全适

用于这些产品的质量检验工作。因此，研制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基础地理信息质

量检验技术标准，规范数据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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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协作单位：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黑龙江地理信

息工程院、四川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海南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自

然资源部重庆测绘院、武汉大学、中国地图出版社。 

（2）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标准起草任务下达后，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联合协作单位成立

了起草组，人员分工见下表。 

表 1 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表 

序号 起草人单位 起草人 任务分工 

1 
国家测绘产品质

量检验测试中心 

张继贤、张莉、赵海涛、

郭婧、陈海鹏、徐永敏、

谢雯君、李海、赵颖、

李畅、涂宏京、周进、

卢瑶 

负责总体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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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晓 

参与讨论和检验内容、方

法、指标部分的编写 

3 
陕西测绘地理信

息局 
张雪萍 

参与讨论和检验内容、方

法、指标部分的编写 

4 
黑龙江地理信息

工程院 
阳俊 

参与讨论和检验内容、方

法、指标部分的编写 

5 
四川测绘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站 
陈华 

参与讨论和检验内容、方

法、指标部分的编写 

6 
海南测绘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站 
蒲鸿杰 

参与讨论和检验内容、方

法、指标部分的编写 



7 
自然资源部重庆

测绘院 
明飞雄 

参与讨论和检验内容、方

法、指标部分的编写 

8 武汉大学 史文中 
参与讨论和检验内容、方

法、指标部分的编写 

9 中国地图出版社 司连法 
参与讨论和检验内容、方

法、指标部分的编写 

 

4、过程 

（1）立项启动 

2019年12月，正式成立了标准起草组，明确了技术负责人及分工，确定了

标准编制工作的指导思想，对标准内容进行了策划，拟定了标准编制提纲和计

划。 

（2）起草阶段 

2020 年，起草组围绕地理信息数据产品质量检验开展了大量资料调研，广

泛收集相关标准、研究文献。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已开展的全球地

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项目（以下简称“全球项目”）有针对性设计了全

球地理数据产品的检验内容、方法、评定方法和关键评价指标，形成覆盖全球

地理信息6大类数据产品的检验技术规程标准草案初稿。2021年，编写组多次

召开组内会议，对标准草案内容进行了充分交流和研讨，经修改完善，完成征

求意见稿的编写。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1）科学性。标准制定充分参考了GB/T 18316-2008《数字测绘成果质

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0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等有关国家



及行业标准，针对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数据产品要求、生产技术路线、检核资料

获取面临的实际情况等进行制定和完善，对客观、准确反映全球地理信息资源

数据产品质量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继承性。本标准的编写继承和参考了“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

更新项目”多年的数据产品质量检验的工作基础，对原有工作进行了凝练和提

升。 

（3）适用性。本标准制定的内容适用于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数据产品生产单

位的过程检查、最终检查，检验机构的验收检验和成果核查单位的质量核查工

作，为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数据生产提供指导，为质量检验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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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项目年度

成果质量核验方案》（2018-2021）和《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维护与更新成

果质量检验规定》（GM QQ 10-2018），内容涵盖全球地理信息资源系列数据

成果（包括数字正射影像成果、数字表面模型成果、数字高程模型成果、核心

矢量要素成果、地表覆盖成果和地名成果）检查验收与质量评定的要求、内容、

方法。 

（2）针对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数据成果指标要求、生产技术路线等实际情况，

明确以行政区/幅（1:5 万分幅）作为数字表面模型成果、数字高程模型成果、

核心矢量要素成果、地名成果和 10 米地表覆盖数据成果检查验收的基本单位，

以景/幅（1:5 万分幅；1:25 万分幅）作为数字正射影像成果检查验收的基本单



位，以景作为 30 米地表覆盖数据成果检查验收的基本单位。 

（3）为客观、真实、全面反映批成果数据质量，明确检验样本抽取时在考

虑不同作业单位、不同行政区划、不同成果类型特点基础上：DOM、DSM、

DEM 和核心矢量要素数据成果，同一批次采用同样的抽样单位，一般情况下采

用“幅”为抽样单位，也可采用“行政区”、“景”为抽样单位，为兼顾局部

地区地形地貌和地物特点，以及要素的密集程度，可采用二次抽样的方式；地

名数据宜采用一级行政区划单元作为抽样单元，抽样时可适当兼顾地名密度、

行政区划面积等因素；30 米地表覆盖数据采用“景”为抽样单位；10 米地表覆

盖数据采用幅（1:5 万）为抽样单位，也可采用行政区为抽样单元。抽样时应顾

及任务区内地形地貌类别、人文因素、景观类别、不同数据源等情况。 

（4）地名成果、地表覆盖成果、核心矢量要素成果、数字表面模型成果检

验内容主要依据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数据成果指标要求确定，同时参考了国内相

关成果质量检验相关标准；数字高程模成果、数字正射影像成果检验内容主要

参考 GB/T 18316-2008《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相关内容确定，同时

针对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数据成果指标要求、生产技术路线等实际情况进行了修

改完善。数字正射影像成果、数字表面模型成果、数字高程模型成果、核心矢

量要素成果、地表覆盖成果和地名成果质量评定指标主要依据全球地理信息资

源数据成果指标要求确定，经过了 2018 年-2021 年全球项目工程成果质量检查

验收与核查工作的实际应用检验，能够对全球地理信息资源系列数据成果质量

进行科学、客观评定。 

（5）针对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数据成果质量检验外业难以实际到达、经过高

精度检核资料获取困难等实际情况，提出了以生产资料核查、高精度资料定点

验证、参考资料交叉验证、大数据分析、成果内部检查为核心的境外数据成果

质量检验系列方法，经过了 2018 年-2021 年全球项目成果质量检查验收与核查



工作的实际应用检验，切实有效。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政，预

期的经济效果 

1、主要实验分析 

通过前期的实验和“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项目”的工程实践，

于 2018 年编制形成项目规定《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成果质量检验

规定》，报批后印发项目执行。2019、2020 年针对全球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

的不适应情况进了必要修订，并形成《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成果

质量检验规定》（2020 修订版），本文件的实验结论主要来源于此。 

2、综述报告 

全球项目是一项复杂的遥感系统工程，项目本身存在地域广、多样性、难

易到达等特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地理环境存在较大差异，项目成果的细

节差异大，成果内容复杂，产品种类多，产品之间相关性强。在项目实施的 5

年里，根据项目特点和工程实践编制形成了《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

新成果质量检验规定》用于成果质量检验，并成功应用于美国、欧洲、亚洲等

国家和地区 DOM、DSM、DEM、核心矢量要素、地表覆盖等不同类型数据产

品的成果质量检验工作，有效保障全球地理信息数据产品的规范性与一致性，

促进产品质量的提升。 

3、技术经济论证 

相应的技术指标参考了“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更新维护项目”工程的

相关检验规定。经实际的生产实践和检验，本标准规定了全球地理信息数据产

品质量检查验收与质量评定的要求、内容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全球陆域范围



地理信息数据产品的质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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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16-2008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2）GB/T 24356-2009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3）CH/T 1017-2008 1:50000 基础测绘成果质量评定 

（4）GM QQ 10-2018 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成果质量检验规定

（2020 修订版） 

（5）GM QQ 05-2018 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数字表面模型生产

技术规程（2019 修订版） 

（6）GM QQ 05-2018 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数字正射影像生产

技术规程（2021 修订版） 

（7）GM QQ 05-2018 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核心矢量要素数据

生产技术规程（2020 修订版） 

（8）GM QQ 05-2018 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数字高程模型生产

技术规程（2020 修订版） 

（9）GM QQ 05-2018 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 10 米地表覆盖数

据生产技术规程（2020 修订版） 

（10）GM QQ 11-2018 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地名数据生产技

术规程（2020 修订版） 

（1）-（3）是本标准制订全球地理信息数据产品质量检验中引用的国家标

准和测绘行业标准，属于通用性引用标准；（ 5） -（ 10）是“全球地理信息资



源建设与更新维护项目”的检验规定、生产技术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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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有关法律法规，是对有关测

绘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内容的具体化，为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规范全球地理信

息资源数据产品质量检验提供必要的依据。未与其他强制性标准存在矛盾。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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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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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检查、验

收各个环节的技术人员进行系统性的标准宣贯和培训。应设立专门的答疑或咨

询部门，跟踪服务对贯标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做好贯标记录，进行长期监督，

并及时反馈问题至答疑或咨询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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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球范围内数字表面模型、数字高程模型、数字正射影像、核心矢量要

素、地表覆盖数据和地名数据等产品的质量检验提供依据，可供相关重大工程

项目质量检验参考实行，节省相应的研发支出。 

    2、预期社会效益 

    保障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数据产品具有规范性与一致性，促进相关行业和领

域的产品质量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