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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应与 GB/T 19711-2005(导航地理数据模型与交换格式》结合使用.

本标准由国家侧绘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地理信息系统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蒋捷、赵志弘、刘丽芬、韩刚、曹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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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导航地理数据采集处理技术规程

I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车载导航地理数据的基本内容、数据采集处理的技术要求和流程、主要要家的采集处

理方法、数据质t控侧方法及成果盛理归档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ITS应用，其他相关领城也可参考使用.

    在实际工作中，所采集的数据内容根据应用需求可以少于或多于本标准的规定，但应达到本标准的

技术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歌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歌。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919 公路等级代码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19711-2005 导航地理数据棋型与交换格式

    GB 50220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要余 f-t-

现实世界的对象在数据库中的表示。

[GB/T 19711-2005,3.4.121

3-2

要.主题 featum th-

一组特定的相关要素。

EGB/T 19711-2005,3.4.171

33

平面的圈 plamr gnph

能够存在于一个平面中的图.即它可以在一个平面中画出，边只在公共结点处相交.

EGB/T 19711-2005,3. 2.131

3.4

非平面的圈 -  pl-.r g}ph

不是平面图的图。

仁GB/T 19711-2005,3.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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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面 加〔.

    由一个封闭的边序列以及位于该序列之中的零个或多个非交叉的封闭边序列所田绕而成的2维

元索。

    EGB/T 19713-2005,3.2. 51

3.6

    结点 =...-r

    一个0维元素.是两个或更多边的拓扑连接点.或是一条边的姗点。

    EGB/T 19711-2005,3.2. 103

3.7

    边 edge

    一个 I维元家，不相交线段的有向序列，两端各有一个结点(Node).

    [GB/T 19711-2005,3.2.21

3.8

    面要索 sr,ma feature

    一个2维要素，由一个或多个面(Face)定义.

    [GB/T 19711-2005,3.2. 11

3.9

    缝要索 lift  feature

    一个1维要素.一个线要家由一个或多个边定义.

    CGR/T 19711-2005,3.2.81

3.10

    点要奋 pol.1 feat.-
    标示几何位置的0维元索.一个二元坐标(或三元坐标)定义一个位里.

    [GB/T 19711-2005,3.2.151

3.11

    层次 level

    地理数据文件中所定义的各种要家从概念上分为三个层次，即0一层、I-层,2-层。

3.12

    0-层:几何表达 level O,gmmetry mpresentalion

    0-层用图元来描述地图的几何特性，定义基本的图形构造块(Basic Graphical Building Blmks),即

0维的结点、I维的边和2维的面或点(Dot),多义线(Polyline)和多边形(Polygon).它将地图分俐为最

基本的表达形式。地图的所有元素都可以表达为一个平面图或非平面图。

3.13

    1-层:筒单票录 1-1 1,d.ple featare

    1一层用简单要素来描述地图，用卜层中存储的基本构造块来定义.这些地图可以用点要索、线耍索

或面要素的形式来表达.在1-层上，0-层要索具有了“现实世界”的意义.

3. 14

    2一层 复杂要爪 1- 12, wmplex fmtum

    复杂耍索可以由简单要家成其他复杂要家构成.第0层的点、多义线和多边形不能琅合为复杂

要索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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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非显式拓扑 nowexplicit topology

    没有显式定义对象之间的拓扑关系，即拓扑关系仅仅通过坐标值来定义.

3. 16

    连通拓扑 。anectivity topology
    明确定义了。维与 I维对象之间的拓扑关系;但没有明确定义这些对象与2维对象之间的拓扑关系.

3.17

    完全拓扑 full topology

    。维1 1维、2维对象之间的所有拓扑关系都明确定义.

3. 18

    简单月性、妞合月性、子属性 simple attribute, composite attribute, sub-attribute

    属性可分为简单属性与复合属性。一个简单属性只有一个组件。一个复合属性有多个组件，每个

组件称为一个子属性。一个复合属性也可以作为另一个复合属性的子属性。因而一个复合属性可视为

只由简单属性构成的层次化属性树。

3.19

    语义关系 semantic relationship

    语义关系是两个或多个要家之间的有竞义的联系，这些要素可以是同一种类，也可以是不同的种

类。因此.由语义关系所联系的要素可以存在于相间或不同的图层中.

3.20

    链参考要素 cbsinage referencing features
    指与以“网络”的概念建棋具有拓扑关系的线形地理对象(如道路、铁路与水系)相关的要家，为一组

独立的线形实体，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拓扑关系。对于每个线形实体，可以使用一个 1维参考系，该线

形实体的特性可以用沿该实体的位置来定义。

3.21

    通用要索  general features

    指其性质、属性及关系适用于所有要素主题的要素，是为便于共有属性及关系的表达而单独定

义的。

3.22

    策略(规则) manoewre

    为了描述某种通行规则而定义的由一个道路元素、一个连接点与一个或多个道路元素构成的有序

队列 。

3.23

    圈层 layer

    根据信息内容对数据集进行划分后形成的一个子集。

    CGB/T 19711-2005.3. 4. 193

3.24

    元素 element

    空间数据模型中用于描述空间实体的最小单元。

4 NIAM模型表达符号及说明

    本标准采用NIAM(Nijssens Information Analysis Method)方法，它是实体一关系(Entitr-Relation

Modellin砂建模方法的一种.具体表达方法与含义见图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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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NIAM梭型襄达符号

5 数据采集处理的技术指标

5.I 数据内容

    本标准采集处理的主要内容依据GB/T 19711-2005规定.
    本标准以“道路与车渡”及与其密切相关的要素主肠为重点，规定数据采集处理内容.包括各要索主

题中要索的几何信息、属性信息及(交通)关系信息。由于链参考要素、通用要素、用户自定义要素涉及

用户主观因素.本标准不予以讨论.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按照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在应用中的重要程度，将这些要素分为交通网络类、显

示背景类、信息索引类.交通网络类的数据由构成道路交通网络的要家组成，是车载导航地理数据中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道路与车渡、铁路、公共交通、道路附属设施和构造物等要素主题;显示背景

类数据包括土地筱盖与利用、水系要索主题;信息索引类数据主要用于查询检索，包括服务、行政区划、

命名区城要索主题.

52 空间数据拓扑结构

    依据本标准采集处理后的数据的空间拓扑结构应符合GB/T 19711-2005的规定。
    G脚T 19711-2005中定义了三种拓扑结构，即完全拓扑、连通拓扑与非显式拓扑。

    完全拓扑中。维和 1维要家的荃本构造块为结点和边，它们构成一个平面图; 2维要家用面(face)

定义，它是 2维基本构造块。一个面要索用形成这个面要索的相关的面来定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如

图 2所示。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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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完全拓扑的定义

    连通拓扑的0维和1维要索的羞本构造块为结点和边，构成非平面图，即现实中两个要索在不同层

次(Level)相文时(如两条道路相互穿越于一座立交桥)，表达这些要素的相交处用结点定义.一个面要

素用形成这个面要素的边界(Bound}y)来定义.

    非显式拓扑中。维、1维和2维要素的基本构造块为点、多义线和多边形，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是通

过坐标值实现关联.

    在数据采集处理时，显示背景要家采用非显式拓扑，其他耍家可根据实际豁要采用完全拓扑或连通

拓扑.

5.3 坐标 系

    本标准对数据集的坐标系不作具体规定.数据生产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数据便用者的需求自行

规定 。

5.4 数据组织

5.4. 1 致据维空间划分

    本标准对数据集的空间划分不作具体规定.生产者可自行决定数据集的空间划分方式.例如按行政

区城、交通管理区域或地形图分福来组织数据集.鉴于车载导航应用的特性，宜使用行政区域对数据集

进行空间划分.

54.2 数据城内容划分

    应根据信息内容将数据集划分为不同的“图层”.一般情况下可按照要索主题或其子类定义图层，

但也可根据采雍处理的工作习惯或软件环境而自定义.例如，道路耍素主甭包括道路元索、连接点、车

渡联络线、地址区城边界元家、地址区城、封闭交通区域等多个子类，可以将所有这些耍家存贮在一个图

层中，也可将其中的一类或几类分别存贮。

5.4.3 数据文件命名规则

    采集处理成果的数据文件命名由分区标识与图层标识两部分构成.其中分区标识可以是行政区划编

码〔以行政区城划分数据集时)或管理区域代码(以管理区域划分数据集时)，也可以是国家标准图幅编号

(以图幅划分数据集时).具体的命名方式可由数据生产者自行定义。当数据成果转换为GB/T 19711-

2005规定的交换格式时，数据集的命名应遵循其规定的相应原则.

55 数据格式

    本标准不规定数据采集和处理时数据集所采用的具体数据格式，但应符合GB/T 19711-2005中

所规定的数据模型，并要求数据集能够在不丢失信息的情况下转换成为通用的空间数据格式.

5.6 元橄据内容

    应符合GB/T 19711-2005的规定。包括数据集目录及相关的分区、图层描述;属性记录的字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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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m定义;数据源描述。空间参考系统描述。更新情况说明等.

6 数据采族处理工序

6.I 数据采集处理的总体工作流租

    车载导航地理数据的采集处理分为资料收集、预处理、外业作业、内业作业、质A控制、数据人库、验

收与总结等几个主要阶段，其总体流程如图3所示.

开拍

资科收集

扭处口

内业作业

胜胭入你

成果归目

!断

终止

                                  图 3 数据采集处理总体流程

    资料收集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尽可能多地收集与数据采集区城相关的数字地图(包括已有的导航地

理数据》、航空影像、卫星影像、交通旅游图、行政区划图等资料.在资料收集过程中，要对所收集的资料

进行整理，形成相应的记录文档，并人库管理，方便以后查找.

    在资料预处理阶段，依据所收集的资料生成相应的工作底图.作为外业作业的基础。在生成工作底

图的过程中，先要对前一阶段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提出分析报告.应当特别注重所收集资料的质

盘.如资料的完整性、准确度、现势性等.对不符合作业要求的要进行重点标注、提出处理意见，以便在外

业作业的过程中进行实地检测与处理.在资料预处理完成后.成果耍人库并形成记录文档.

    外业阶段包括外业准备阶段和外业作业阶段.外业准备阶段完成的工作主要包括外业作业规划及

外业采集资料、设备准备等.在外业作业规划中需要制定外业数据采集的进度安排，形成作业分区家引

图及作业小组分工说明文档等。在该过程中为外业数据采集准备必要的工作底图的图纸拷贝、数据采

集手薄、专用采集软件，以及采集数据所需的车辆、计算机、定位设备等。外业作业阶段是对数据进行实

地采集和质It检查.该过程又可分为外业数据采集、采集成果质a检查、采集成果整理及采集资料成果

移交等几个主要阶段。

    内业作业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业作业的成果进行统一编码、接边处理、分幅拼接、要家合并、质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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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

    数据人库阶段，需首先对数据进行质量检查，发现错误必须修改.然后将数据集纳人数据库管理系

统进行管理。

    数据采集处理各阶段的成果见表 I .

                                农 I 致据采粼处理各工序及成果

工 序 子工序 成 果

数据成莱 文档成果

资科收集
致字地图、跳空摄形形像、卫星形

像、交通旅苗图、行政区划图等
收组资料的记录文档

资料预处理 根据所收集资料生成的地理底图

资料班处理分析报告、外1采集

重点检侧的记录文档、资料人库
记录文档

外1作业

外1准备

果集手扭、田纸拷贝、进度表、作

1分区索引表、作业小组分工说

明表

外业致姐采集 外业采典(耳拍)成呆 采集手薄

外业成果质盆恤查
质份枪查报告

错 误说明列表

采弃成果整理 外业采集成果

资科掀据移交 资料数据移交文档

内业作业
内业敬拐处理 导鱿地理眼拐 分区拼接说明表

内业成果质It检查 数据质盆位查报告

数据人库 导航地理数据

质a检变脸收报告、数据采集技

术设计、图门结合表、采集区技

术 a结报 告

6.2 数据采名方式及工其

    车载导航地理数据的几何信息可通过地图矢It化、影像解译、由其他数据产品转换及野外实地采集

等多种方式获取;导航专有的属性信息、交通关系信息可通过专用导航数据采集工具软件获取.

6.3 资料收鑫

    搜集各类资料是数据采集的重要的准备工作，一般包括纸质地图、数字地图、影像、文档、巳有导航

地理数据、其他资料等。

6.3.1 纸质地圈

    选取与数据采集区城相关的各种文通旅游图、行政区划图、道路规划图等纸质地图作为预处理的数

据源 .

6.3.2 数字地圈

    在进行数据采集之前，首先要调查并搜集已有的数字地图产品，如侧绘部门生产的数宇地形图、道

路图等.很据导航数据标准及处理规范.对其进行初步的处理与转换，如图层处理、坐标转换、格式转换

等.形成数据采集的地理底图。

6.3.3 影像

    收集与要进行数据采集的区城相关的航空摄影影像或卫星影像作为预处理的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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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文档

    收集与要进行采集的区城相关的道路及其相关要素的属性信息的文档资料，形成道路采集的辅肋

参考文档集。

6.3.5 已有的导航地理傲据产品

    其他部门生产的用于导舫或相关应用的地理数据产品.

6.3.6 其他资料

    搜集与所要采集区城的道路及相关要素的其他参考信息，如道路、兴趣点等的相关照片、视颐、音频

等信息 。

6.4 顶处理

    通过预处理过程，数据采集人员可以选取合适的数据源，并通过对数据源进行处理形成导航地理数

据或作为未来数据采集的工作底图.数据预处理包括对纸质地图矢量化、影像解译、其他数据源转

换等。

6.4.1 处理流程

    数据预处理流程如图4所示。

开泊

纸月地阳矢妞化 形位娜币 其他盈苗诬转搜

.入外业获.平合

醉 止

                                    图4 数据预处理流程

6.4.2 地目矢盆化及形像解译

    利用各种数字化设备，提取纸质地图或影像中的导航地理数据几何信息、相关属性信息及文通关系

信息.

6.4.3 其他致据谭的转换

    通过软件工具将已有数字化地图或导航地理数据转换为所需格式的数据，作为导航地理数据采集

处理的参考.

6.4.4 生成工作底圈

    按照GB/T 19711-2005中的数据棋ma和本标准的技术规定，对从纸质地图、影像及现有数字地图

中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与集成，形成可供导航地理数据外业数据采集所用的工作底图.这种工作底图

经质最检查合格后应能够导人专用的导航地理数据采集处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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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划分工作区

    为了便于管理、提高工作效率，一般需将较大范围的数据采集区城(如一个城市》划分成多个工作

区，由不同的工作小组按工作区进行数据采集.工作区划分完成之后，要对其进行编码，形成工作区索

引图.再根据工作区对工作底图进行切侧，形成供各外业作业小组使用的工作底图。

    工作区可以采取多种划分方式，常用的方式有街区分幅方式、坐标格网方式、自由分幅方式等。

    街区分幅方式采用以街道街坊轮廓线的方式来进行工作区划分，在每一个划分中都分配一个唯一

的编号.此种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要素分幅存储、拼接等问题的出现.

    坐标格网方式就是在一个大的区域内采用统一的坐标系，利用原图的左下、右上两个坐标，其单位

可以与原图一致，可使用规则的格网进行划分。该方式可以方便、快捷地对地理底图进行划分，并且其

分幅编码可参考已有的国家标准进行编码，但是可能会导致地理要素被图幅分创的情况。

    自由分幅的方式使用自定义的区域对底图进行分例，自定义底图分幅编码方式，其划分方式灵活

简便.

6，5 外业作业

    按外业作业手册进行野外作业，主耍过程包括外业作业准备、外业采集、成果质量检查与评价、成果

整理与移交等几个主要阶段。

6.5.1 外业作业准备

    外业准备阶段完成的工作主要包括外业作业规划及外业采集资料、设备准备等.在外业作业规划

中有要制定外业数据采集的作业手册、进度安排、作业小组分工说明文档等，并为外业数据采集准备必

要的工作区索引图、工作底图数据及图纸拷贝、工作记录表单，以及采集数据所需的专用采集软件、车

辆、计算机、定位设备等。

    工作记录表单包括表 2中的内容。

                                      斑 2 工作记录艘单内容

工作区名称 当前侧I的分区圈的名称

工作区状鑫 工作区当前工作进度

度it单位 肠皿地区分区图中所使用的距离、坐标等的单位

贵任人 数据采集的资任人姓名

侧 盆员 采集致据的人员姓名

检 查员 对采集所褥数据进行检查的人员名称

侧I日期 数据采集的日期

坐标不 所使用的坐标系统

图式版本 所使用的田式符号的版本

图 号 当前分区田的目号

备注 附加备注信息

6.5.2 外业采集

    利用专用的导航数据采集软件和定位系统，采集导航地理数据中的几何信息、周性信息和关系信

息，采集精度应满足本标准规定的要求.

6.5.3 外业来翻成果检资与评价

    采取抽查的方式对数据的精确度、完整性、合理性、正确性、规范性进行检查.抽查比率由企业 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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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错误率应低于作业手册规定的误差指标。不符合要求的数据须重新采集处理。

6.54 外业来集成果整理与移交

    完成采集并经过检查后，对所有作业成果资料进行整理.并移交内业处理环节，作为内业作业墓础

资料。

6.6 内业作业

    内业处理包括信息录人、编辑、数据拼接、质a检查等工作。

6.6.1 橄据录入

    将外业采集时记录在纸质地图或其他介质上的信息录人或导人到数据库中.

6.6.2 致据编辑

    使用专业编辑软件，对采集的几何、属性及关系信息进行编辑处理。

6.6.3 数据拼接

    将不同工作区或作业单位的数据合并起来.进行几何接边、属性规整、关系一致性处理。

6.6.4 成果检查与入库

    采用专用的质量控制工具软件对数据进行质盆检查，包括拓扑关系和逻辑关系的合理性、信息完整

性、正确性。出现错误必须修改并重新确认。

    通过质量检查的数据应人库管理.人库时须对各分区成果数据进行备份.并将相关的资料归档。

6.6.5 成果归档

    成果归档管理是对在导航数据采集和处理过程中按照一定程序和技术要求直接形成的、最终的、具

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成果、数据、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纪录，进行整理、立卷和归档人库.归

档内容包括数据成果、文档资料和成果归档目录。

    数据成果包括数据文件、数据说明文件、立卷说明文件。数据文件归档的内容和数据组织形式，根

据不同数据成果类型的不同而定.数据说明文件应包含数据名称和来源、制作单位、制作时间、数据组

织原则、数据结构、数据格式和文件命名规则等。立卷说明文件包括数据立卷的组织原则、方式、目

录等。

    文档资料包括作业规程细则、数据字典、标图、索引图、文档薄、质量检查报告、产品验收报告等.

    归档目录主要包括归档成果消单、成果接图表等.

    凡归档的资料应按相关的规定及标准立卷和标识;相关内容应完整、准确和系统;文档材料要求字

迹清楚和图像清晰。

6.7 数据更新

    数据更新时须首先从数据库中提取书要更新的区域的数据集，按照 6.3-6.6作业流程进行作业。

7 要众几何信息采集内容及处理技术要求

7.1 要幸几何信息的来集与处理

    要素几何信息是车载导航地理数据文件的基础.在GB/T 19711-2005中规定了三个层次的要素

几何表示方法，即0-层J-层与2-层.其中0-层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图元(结点、边、面); I-层是由0-层图

元构成的地理实体的基本表达单元(点要素、线要索、面要素);2层是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将 1一层要家组

合而成的复杂要素。本标准按照要素主题分类讨论I一层要素的采集与处理方法.由于“2一层”要素涉及

用户主观因素，可由生产者自行定义，本标准不予以讨论。

7.2 道路与车渡要素主题中要素几何信息的采集与处理

7.2.1 道路与车渡要素主题中需采旗的要素内容

    道路与车渡要家主压中需采集的 I一层要素包括道路元家、连接点、车渡联络线、地址区域边界元

素、地址区城、封闭交通区域等。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5所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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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5 道路与车渡要索主题    卜层要众数据模型

7.2.2 要素几何裹示方法

7.2.2.1 道路元帝

    道路元家是线要素，表示道路中心线或交通流所沿循的路线。如果一条道路被物理隔离带划分成

多个部分，每个被A离的部分应分别用不同的线要素来表示.

7.2.2.2 车渡路钱

    车渡路线是线要索.表示道路网中两个固定地点之间的以特定的运输方式(如船)进行运翰的交通

设施.

7.2.2.3 连接点

    连接点是点要素.表示两个或多个道路元家相连接的位!、道路元素与一个封闭交通区城或地址区

城边界元素相交的点，以及“死胡同”式道路元素的终点。

7.2.2.4 地址区城

    地址区城是面要素，表示一个有固定地址的区城。该地址的名称无法与某一个或多个道路元素建

立直接关联。

    例如:a)地址位于一个广场，而广场的名称不同于其附近道路元素名称;b)不按道路名称命名的居

民小区或街区.

7.2.2.5 地址区这边界元索

    地址区城边界元素是线要索，表示地址区域的外边界。

7.2.2.6 封闭交通区城

    封闭交通区城是面要素，表示允许非结构化交通活动的特定区域.例如停车场、港口区等.

7.2.3 奥介几何伯息的采粼与处理要求

7.2.3. 1 交叉路口采旗处理要求

    为保证车载导肮应用中路径引导的正确性，车载导航地理数据库中的交叉路 口数据需要针对不同

形式的交叉路口进行不同的几何处理。图61图7 }图81图9、图10.图 I I和图12分别规定了不同交叉

路口的采集处理要求。

    图6a)为路面实际悄况(双线表示物理隔离带).其中右侧道路的物理隔离带在路口处断开。数据

采集时.豁先采集车辆行驶路线(无物理隔离带的道路采集道路中心线，有物理隔离带的道路分别采集

隔离带商侧道路的中心线)(图6b)).图60为处理后的车载导航数据结果.当单线路变为双线路时，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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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技点(A点)需向左偏移，并擂满足 7.2.3.8中规定的道路元素夹角要求。

E::擎。矍-矍。矍{矍
I -Z-}:矍夔霎 黝}凛7,L7-71]

a) 实际情祝 b) 采集结梁 。) 处理结果

                              圈6 物理隔离带在路口处断开的情况

    图7a)为路面实际情况(双线表示物理隔离带)，其中右侧道路的物理隔离带在路口之前断开.数

据采集时，裕先采集车辆行驶路线(无物理隔离带的道路采集道路中心线，有物理隔离带的道路分别采

集隔离带两侧道路的中心线)(图7b))。图7c)为处理后的车载导航数据结果.当单线路变为双线路时，

分枝点〔A点)需向右偏移至右侧道路物理隔离带开始处，并满足7.2.3.8中规定的道路元素夹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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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采集结果 c) 处理结菜

                                圈 7 物理陌离带在路口之前断开

    在图8a)中，十宇路口四个方向的道路均有物理隔离带。此时各方向分别采集隔离带两侧的车辆

行驶路线(图8b))，路口处不筋要特殊处理.

鹦”，r -.,L&，掣一矍
黝山颤 翼illfal

a) 实 际情 况 b)  采集及处理结果

                            图 8 物理隔离带在路口处或路口之前断开

    图9a)是道路实际情况，其中有三个方向的道路有物理隔离带.这些物理隔离带均在路口处断开.

数据采集时.需先采集车辆行驶路线(无物理隔离带的道路采集道路中心线 有物理隔离带的道路分别

采集隔离带两侧道路的中心线)(图9b)).图 90为处理后的车载导航数据结果.当单线路变为双线路

时.分枝点〔A点)豁向左偏移，并孺滴足7.2.3.8中规定的道路元素夹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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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实际情况 b) 夹史结果 ) 处理结贬

                                  圈 9 物理洛离带在路 口处断开

    图10.)是道路实际情况，有三个方向的道路有物理隔离带.其中右侧物理隔离带在路口之前断开。

数据采集时.福先采集车辆行驶路线(无物理隔离带的道路采集道路中心线，有物理隔离带的道路分别

采集隔离带两侧道路的中心线)(图 lob)).图lo})为处理后的车载导航数据结果，当单线路变为双线

路时，分枝点(A点)需向右偏移至右侧道路物理限离带开始处，并满足7.2.3.8中规定的道路元素夹角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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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10 物理隔离带在路口之前断开

    图lla)是道路实际情况，交叉路口中相同方向道路中心线与垂直方向道路中心线的交点之间的距

离小于某个值(一般为5 .).图l1b)是采集得到的结果.图11c)是处理后的结果，此时需要把A,B两

个交点合并为同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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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实际倩况 b) 采集结果 C) 处理结果

              圈 11 相同方向道路中心雌之间的距离小于5 m时.应相交于同一点

    图 12a)是一个类似于环岛的路口，其中两条道路中心线与环岛的交点之间的距离小于某个值(一

般为5 m).图 12b)是采集得到的结果.图12c)是处理后的结果，此处需要把两点稍作移动，便其距离

大于或等于5 ..

                                                                                13



GB/T 20268-2006

5L   J},,
.〕 实际摘况 b) 果集结果 c) 处理结果

              图 12 相交于环岛的两个道路元案之间的距离小于5.时的处理方法

7.2.3.2 用离带采雄处理要求

    隔离带包括物理隔离带(分可移动的物理隔离带、不可移动的物理隔离带两种)、法定隔离带两类.

物理隔离带是指用花坛、树篱等不可移动构筑物以及水泥墩、栏杆等可移动的障碍物来分隔车道的隔离

带书法定隔离带是指用双黄线、双白线等限定车道的方式。被物理隋离带分隔的道路须用并列的两条或

多条道路元素来表示，被法定隔离带分隔的道路可用多条道路元素表示，也可用单条道路元素表示。

    在数据采集时，物理隔离带大于一定长度(一般为20 .》时，隔离带两侧的道路偏用不同的道路元

素来表示，此时箱要标记物理隔离带起止位置，以便于数据处理时量算隔离带长度.物理隔离带长度小

于20.时可忽略不计.

    图 13a)中，道路用双线表示，道路的物理隔离带断开距离小于或等于一定长度(一般为20.)。在

进行数据处理时，佑要在物理w离带断开处的中心位置用垂直于道路中心线的线段将隔离带两侧的道

路元素连接起来(称为连接线)(见图13b)).当物理隔离带断开距离大于一定距离(一般为20 m)时(见

图 14.))，则断开处 以单线表示(见图 14b)).

王三= 任三

a) 道璐实际情况 b)采仇处理结果

图 13 物理隔离带断开距离小干或称于20 m

三乡 =吕聋 嶙 任争一-镬策

a) 道路实际情况 b) 果奥处理结果

圈 14 物理阳离带断开距离大于2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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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3 分叉2路采令处理要求

    现实中常有一条道路分叉为两条或多条道路的情况。图 l5a)是一条单向道路分叉为两条单向道

路的情况.在采集时褥要标记道路逻辑分离处(即实际道路白实线开始的位置，图15a)中的A点》.在

数据处理时.道路元家的分又点应位子道路的逻辑分离处(图15b)中的 A点).

喊

a) 道路实际悄况 b) 采集处理姑果

                            图 15 一条单向道路分叉为两条单向道路

    图 16a)是一条供车辆由主路向支路分流或转向的道路。在数据采集时，需要标记逻辑分离开始的

位R(图16a)中的A点)。图16b)是处理后的结果，在数据处理时，道路元素的分叉点(图16b)中的B

点)应位于道路的逻辑分离处(图16b)中的A点)之前。

闷百

a) 通路实际悄况 b) 哭集处理 结果

                          图 16 主路与支路分叉时采集处理要求

7.2.3.4 交通岛采粼处理要求

    图17a)是丁字路口三角形交通岛的实际情况.当交通岛边长小于或等于约定长度(一般为10 .)

时，被交通岛分流的行车路线不豁表示出来(见图17b))。当交通岛的边长大于约定长度时，被交通岛

分流的行车路线需表示出来(见图176).

一翼}嘿!g"g
.) 通路实际情茂 b) 当I<-的定长度 c) 当1>灼定长度

                            图 17 丁字路口三角形交通岛处理要求

    图 l8a)是丁宇路口矩形交通岛的实际情况。当交通岛边长小于或等于约定长度(一般为 10 m)时，

被交通岛分流的行车路线不需表示出来(见图 18b)).当交通岛的边长大于约定长度时，被交通岛分流

的行车路线需表示出来(见图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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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姨2笋领登- 驴

癫 蘸{疆 蘸
a) 通路实际情况 七) 当1《的定长度 c) 当1》的定长度

圈 18 丁字路口矩形交通岛处理要求

72.3.5 地址区妞采集处理要求

    地址区域由地址区域面要家和地址区城边界元索构成，其中地址区城边界元素中至少要有一条边

与一个道路元家越立联系，并通过它与道路网络的其他部分相连.因此，在数据采集时，除地址区城周

边的道路元索以外，还需要在地址区城的主要出人口添加一段与地址区城边界元素连通的道路元索.

    图19a)是一个由居住小区“玉海园”构成的地址区域.在数据采集处理时，需要采集I海园的轮娜

(边界元索)、标记“玉海园，的出人口位里(A点)，并通过A点添加一条与周边道路元家连通的道路元

索(见图19b)).

b) 采集处理后结果

 
 
 
 时

鬓

﹃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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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9 地址区垃采典处理方法

7.2.3.6 封闭交通 区坡采集处理要求

    图 20a)是一个封闭交通区域的实例.为了保证道路网络的连通性，在数据采集处理时满将通向封

闭交通区域道路元素延长，使它们在封闭交通区域内某一点(如图20a)中的A点)相交。图20b)是处

理后的结果。

    GB/T 19711-2005中未定义“封闭交通区城边界元索”。为便于数据采集与处理，可采集封闭交

通区域的外边界(图20b)中的虚线)，并标识为“封闭交通区域边界元家”.如果封闭文通区域的外轮廓

与道路元盆重叠，则相关线要素可同时代表道路元索和封闭交通区域边界元素.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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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

嘿 。
皿蠢︸瓢

                  a) 封闭交通区城实例 b) 致据处理后结果

                              圈 20 用虑拟缝连通封闭女通区城

7.2.37 同方向多层.加道路采集处理要求

    一些高架道路多层之间是同向叠加的(见图21a))，在数据采集时各层的道路元索可能会重合在一

起。在数据处理时，应将较高层的道路元索移至中间位置，较低层的移至外侧(如图21b)).

时

.) 同方向多层且加道路实例 b) 处理后结果

                                田21 同方向多层盛加道路

7.2.3.8 遴路元众央角处理要求

    一条以单线表示的道路元索与一条以双线表示的道路元素相接时(图 22a))，分枝处道路元素与原

单线道路元索延长线的夹角(。角)须小于或等于30*(见图 22b)).

a) 道路实例 的   道璐元贵央角a,}30'

                    圈22 单雌道路变为双钱道路后道路元家之间的夹角处理

7.2.3.9 道路网络连通性处理要求

    为了保证道路网络的连通性，在数据处理时，需要滴足以下要求:

    a) 道路元素、车渡路线、地址区城边界元素、连接点、封闭交通区域等共同构成一个平面图或非平

        面图的道路网络。

    b) 地址区域边界元索中至少有一条边应该与一个道路元素建立联系，并通过它与道路网络的其

        他部分相连。即地址区域边界元家必须以一个连接点为起止点，该连接点是地址区城与道路

        网的交点。

                                                                                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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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封闭交通区域与道路网络之间连通性表示方法:

          封闭交通区城边界元素中至少有一条边与一个道路元素有共用结点.或封闭交通区域至少

          有一条边与一个道路元素重盛.

            建立封闭交通区域与相关道路元素的关系表。

          在封闭交通区城内盆造一个连接点，再血造一些.成拟道路元索”将外轮廓上的连接点和内

          部虚造的“虚连接点.连接起来.例如可将与封闭交通区域相连通的各条道路表示为汇交

          于同一抽象点。此时需要在这些虚连接点及虚拟道路元众的属性中标明它们的特殊性质.

7.3 行政区划要素主题

7.3.1 行政区划主题的内容

    行政区划要素主题中的1层要素包括行政区划边界元家、边界元素连接点、第 9级行政区划、第吕

级行政区划。第8级行政区划是县级行政区划界线，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的最低层次的行政区划.

第9级行政区划表示在局部范圈内存在的低于第8级的行政区划.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23.

行吐区洲
行吐区划 边界连挂点

位界定
[口]

包含 界定
开拍于 I界定

在·一 中

frIKIA[ED]
行胜区划

J&JIFXRDI

佑定千.界定

搜界定 .界定

                                圈 W 行政 区划 卜层要索傲据棋型

7.3.2 要贵的几何表示方法

7.3.2. 1 行政区划边界元班

    行政区划边界元素是线要素，表示行政区划的外轮脚。

7.3.2.2 边界元紊连接点

    边界元素连接点是点要素，表示行政区划边界元素的交点.

7.3.2.3 第8级行政区划

    第8级行政区划是面要素，以行政区划边界元家为外轮廓.

7.3.2.4 第9级行政区划

    第 9级行政区划是面要素.以行政区划边界元素为外轮那。

7.3.3 要穷几何伯息的处理要求

    行政区划要素主题的处理需满足以下要求:

    a) 只处理最低级的行政区划

    只处理县级行政区划边界，直辖市的市辖区处理到区界。更高等级(地区级、省级)的行政区划根据

GB/T 226。由县级行政区划组合而成。

    b)    每个区域单元的边界元素要构成封闭多边形

    每个行政区划边界元素都是构成一个封闭多边形的一组行政区划边界元素中的一部分.不允许出

现.悬挂结点”("Dead Ends" or "Dangling Nodes").

    c) 数据集分区边界处构造封闭多边形

    为避免由于数据集划分而在数据集at盖区城边界出现“悬挂点”裕将数据集的边界也表示为行政

区域边界元素.从而构成封闭的多边形(详见 7.1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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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命名区城要索主题

7.4. 1 命名区域要素主肠中招采集的内容

    命名区城要索主题中的I-层要素包括命名区城边界元家、边界连接点、命名区城件 建成区、统计

区、选区、急救区、消防区、电话区、治安区、邮政区、学区、有名称的其他区城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是否采集所有种类的命名区域及其边界元家、边界连接点.但是对于某一种命名区城，必须完整地采集

它的区城、边界元素、连接点。命名区域要素主题中I-层要素间的关系如图24.

*悲mIIDI 彼界定 I 界定 A瑟SfDJ

界定 .帕束于

界定 I开泊于

好撇侧
                                图 24 命名区适 1一层要索致据模型

7.4.2 要斑的几何衰示方法

7.4.2.1 命名区域边界元康

    命名区域边界元素是线要素.表示命名区域的外轮廓。

7.4.2.2 边界元索连接点

    边界元索连接点是点要索.表示命名区域边界元素的交点.

7.4.2.3 命名区域

    命名区域是面要素 表示具有独立功能或作用的区城.如建成区、统计区、选区、急救区、消防区、电

话区、治安区、邮政区、学区、有名称的区城等.

7.4.3 要康的几何伯息采集处理要求

    命名区域要欢主题的采集处理播滴足以下要求:

    a) 每个区城单元的边界元素要构成封闭多边形

    每个命名区城边界元素都是构成一个封闭多边形的一组命名区域边界元索中的一部分，不允许出

现“悬挂点”M ead Ends" or "Dangling Nodes").

    b) 数据集分区边界处构造封闭多边形

    为避免由于数据集划分而在数据集硕盖区城边界出现“悬挂点”，储将数据集的边界也表示为命名

区城边界元家，从而构成封闭的多边形(详见7.11).

7.5 土地，盖与利用要康

7.5.1 土地，盖与利用要索主肠的内容

    土地理盖与利用要索主题在ITS应用中主要作为显示背景信息.因而一般不建立其与道路网络之

间的关系。该主题卜层要素中只处理面要素，具体类别需根据具体情况和豁求而定。

7.5.2 要康的几何表示方法

    所有要家均定义为面要家.

7.5.3 要资几何信息处理要求

    企业根据应用而求自行定义。

7.6 构造物要幸主题

76.I 构造物要班主题中需采集的要农内容

    构造物要索表示交通网络中的重要建筑物，如桥梁、高架桥、渡槽、隧道、路堑、廊道、防护堵、涵洞、

路堤等.需要采集的I-层要素是构造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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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要索的几何表示方法

    构造物要宋在不同愉况下分别以点、线、面耍素来表示。
7.6.3 要素的几何信息采集处理要求

    采集构造物要素时，一般情况下可以直接提取道路元家层中路的线段或结点，复制至构造物图层中

作为构造物要素，必要时也可在构造物要素图层中单独创建耍索.

7.6.3. 1 以点要众表示的构造物

    以单线表示的道路与以单线表示的其他道路、铁路、河流进行跨越式相交时(如图25.)),需用点要

素来表示跨越处的桥梁或隧道(见图25b”。

道璐元I圈层

岭
AMAeta 构透钧圈层

道璐吹月盆

      巨)

/

实际情况 b) 夹集处理后结果

                                  图W, 以点衰示的构造物

7.6.3.2 以线要素裹示的构造物

    当以单线表示的道路元索与以多条线表示的其他道路.或以面要素表示的河流进行跨越式相交时

(见图 26a)),需用线要素表示跨越处的桥梁〔图 26b)).较长的隧道、高架桥、开凿路、防护墙等也需用

线要东来表示。此外，以多条线表示的两条道路进行跨越式相交时(见图27a))，可用多条线要素来表

示构造物(图27b”.

衅 班.元蛋月层

叹价

攀 /过/   Rmomm
a) 实际情祝 b) 叉集处理后结果

圈26 以线裹示的构造物

道璐元费阁息

道口
衅

。。。/
B) 实际馆况 b) 采典处理后 结里

图27 以多个线要素衰示的构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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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3 以面要素农示的构造物

    当以多条线表示的道路与同样以多条线表示的道路，或以面表示的河流进行跨越式相交时(见

图280)，也可以用面要素来表示构造物(见图28b)).

7-11，/ /S-7 et; }--. }==ZL}7
遭路元贵圈足

a) 实际情况 b) 采典处理后结哭

                                  图 28 以面表示的构造物

7.7 铁路要康主颐

7.7.1 铁路要景主题中浦采典的要策内容

    铁路耍索主题中的 卜层要素包括铁路元家与铁路元家连接点，均需采集。

7.7.2 要康的几何表示方法

7.7.2.1 铁路元素

    铁路元素是线要素，表示由一条或多条轨道构成的用于火车行驶的水久性交通设施.

7.7.2.2 铁路元素连搜点

    铁路元素连接点是点要家，表示两个或多个铁路元素相连接的位里或终点.

7.7.3 要宜几何信息采集处理要求

    在ITS应用中铁路要素一般作为背景或参考信息使用，对于铁路要素的采集处理没有特别要求。

7.日  水系要素主皿

7.8. 1 水系要素主且中拐采扭的要素内容

    水系要素主题在ITS与 LBS应用中主要作为显示背景信息，因而一般不建立其与道路网络之间的

关系。该主题中需要采集的I-层要素包括水体、水体边界元素、水休边界元素连接点。

7.8.2 要索的几何表示方法

7.8 2.1 水体

    根据数据表达精度，可将水体表示为点要素、线要素或面要素.

7.日.2.2 水体边界元康

    水体边界元家是线要素，表示面状水体的外轮廓.

7.日.2.3 水体边界元寮连接点

    水体边界元素连接点是点要素，表示水体边界元素相互连接的位置。

7.8.3 要康几何信息采维处理要求

    在 ITS应用中水系要素一般作为背景或参考信息使用，对于水系要索的采集处理没有特别要求.
7.9 道路附属设施要紊主题

7.9.1 道路设施要索中招采拐的内容

    道路设施要素主题中的所有要家都是 I-层要家.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集所有种类的道路

附属设施要家.

7.9.2 要康的几何裹示方法

7.9.2.1 路标

    指包含方向信息的木板或金属板.表示为点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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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2 交通灯

    指控制交通流的多色灯.表示为点要素。

7.9 2.3 交通标志

    指包括信息和一些附加文字的路牌，表示一种交通限制或信息。表示为点耍素。

7.92.4 照明灯

    指为道路照明的装里.表示为点要素。

79.2.5 测最设备

    指侧!或监控交通的设备。表示为点要素。

7.9.2.6 环境设备

    指沿道路或邻近道路的用于保护环境的设备.可根据数据表达精度的不同表示为点要索或线耍素.

7.9.2.7 路面标记

    指路面上的标线和标记。可根据数据表达梢度的不同表示为点要家或线要素.

7.9.2.8 安全设备

    指道路上用于安全目的的设备.可根据数据表达精度的不同表示为点要素或线要素。

7.9.2.9 人行横道

    指标记供行人横穿道路的位置.可根据数据表达精度的不同表示为点要素、线要素或面要素.

7.9.3 要奋几何伯息采滚处理要求

    企业根据应用需求自行定义。

7.10 服务要众主皿

7.10. 1 服务要轰主皿中播采粼的要寮内容

    服务要素主题中只采集服务入口点。

7.10.2 要素的几何表示方法

    服务人口点总是表示为点要素.

7.10.3 要康几何信息采集处理要求沁

    一个服务人口点表达一个或多个服务的人口，或者一个或多个服务的出人口。一个服务人口点不

应只表示一个出口。服务人口点应位于通向该服务人口点的道路元素附近.

    注，服务人口点也可以用位于某一通路元素之上的距该道路元家某一端点一定距离的标记来表示。

7.们  数据分区及图层之间要素的几何关系处理

    要素常会被管理区域或数据集分区分割，不同图层之间的要索也会出现彼此压盖的情况。此时需

按以下规则处理。

7.”.1 踌区域要素的处理

    要索被区域(如行政区划、邮政编码分区等)分割时，要在线要索的被分翻处定义“伪结点，亡见
图29).面要索要与数据集边界构成封闭多边形(见图30).这些伪结点及数据集虚边界元素要予以特

别 的标 识。

一笋擎瞥
，， 一丫璀豁纂

    长: I

沪贻伙》

盆贫

区址日

图Q'I 被区城分创的钱要素与伪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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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边界

时

                            圈 30 被区域分侧的面要索与盛边界

7.”.2 蹄分区的要班

    不同分区内，可能会采取相同或不同的数据采集规则.当要家位于数据集分区边界时，需按以下规

则处理:

7.”.2.1 要素位于敌据橄分区边界之上

    如图31，点要索或线要素刚好位于数据集分区边界之上.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a) 要农既符合A区的采集规则，也符合B区的采集规则.此时^、B中均采集该要素.

    b) 要素特合A区的采集规则，但不符合 B区的采集规则.此时只有A区中采集该要素.

    C) 要亥既不符合A区的采集规则，也不符合B区的采集规则.此时A,B区中均不采集该要索.

                            圈 31 要帝位于数据雄分区边界之上

7.11.2.2 要索崎越效据拓分区边界

面要素或线要家跨越数据集分区边界，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a) 要素既符合 A区的采集规则，也符合 B区的采集规则。此时A.B中均采集该要家(如

    图 320).

b) 要素符合A区的采集规则，但不符合B区的采集规则.此时只有 A区中采集该要素(如

    图 32b)).

0  要家既不符合 A区的采集规则，也不符合 R区的采集规则。此时 A,B区中均不采集该要素。

                            圈 32 要索跨越傲据鹅分区边界

但是对于道路网，则播尽It保证其闭合程度.如图33,环岛被数据集的分区线切创时，环岛在数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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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B中必须保证完整，在数据集A中可不必采集.反之亦然。

盆翻州日中交典

舞粼滋I
盈据鑫B中不来集

                                  图 33 环岛她据处理示例

7.11.3 图层之间要贵的几何关系处理

当不同要索的图层叠加时，图层之间的要索几何关系处理遵照以下原则:

心  不同田层要素的位里关系合理.如图34中，出现了道路元素(非桥梁)位于河流之中的不合理

    情况，此时需要对实际情况对照.移动水系要素或道路元素的位里，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道路庄网泣中

                      图34 道路与河流的位I关系不合理的情况

b) 不同图层中出现重合的要素时，尽且避免文柑。如图35a)中，道路与邮政缩码分V-出现犬齿

    文错的现象.此时应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数据，消除这种现象(见图35b)).

时

图 35 道路与邮政编码分区边界交错的情况

8 要素属性来匆内容及处理技术要求

8.1 要.属性信息采翔内容

    GB/T 19711-2005中定义了各要素诸多属性，这些属性是结构化的.即有些是简单属性，有些是

复合周性.复合属性由简单属性或其他复合属性组合而成，构成复合属性的属性成为该复合属性的子

属性。

    数据采集时，应按照 GR/T 19711-2005中规定的属性内容、属性结构和值域定义尽可能全面地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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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要素属性。本标准主要规定一些特殊的属性处理规则.

82 要帝属性采络处理要求

B. 2. 1 it路元素名称的采络与处理

    所有有名称道路的名称均需采集.当一条道路具有多种称呼时，选其中最常用的作为“道路元家名

称”属性.较为常用的作为“别名”属性，其余的可存贮在备注宇段中。

8.2.2 道路功能等级的采粼与处理

    “道路功能等级"(Functiomi R}d Class,FRC)属性是路径规划与行驶引导等应用的主要依据，是

道路元素最重要的属性之一。所有道路均树采集道路功能等级这一属性。

    道路功能等级是根据道路在整个道路网络中的重要程度而确定的等级.GB/T 19711-2005中将

道路功能从高等级向低等级划分为10级，依次为主要道路、一级路、二级路、三级路、四级路、五级路、六

级路、七级路、八级路、九级路.其中主要道路是道路网中最重要的道路，九级路是道路网中最不重要的

道路。

    不同地区的道路功能等级的级数以及各道路功能等级的定义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变化.目前

GB/T 919中将公路技术等级分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和等外公路。在

GB 50220中将城市道路按功能分为城市快速路、城市主于路、城市次干路、城市支路、人行(道、天桥、地

道)、步行街等.实际工作中，可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来定义道路的功能等级.例如，某小城市的道路功能

等级可以只包括一级路、二级路、九级路.

    表 3给出道路功能等级与各类国标道路技术等级的近似对朋表，供参考.

                    表 3 道路功能等级定义及其与相关国家标准的近似对照

道路功健娜级 城市间(GB/T 919) 城市内(GB 50220) 举例(北京)

主要道路

一级路 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 五环

二级路 一级公路 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千道 二、三、四环

三级路 二级公路 城市主干通 长安街、平安大道

四级路 三级公路 城市次干道 西四南大街

五级路 四级公路 城市次于道 福佑街

六级路 等外 城市支路 东交民巷

七级路 等外 城市支路 肠厂胡同

人级路 等外 城市支路

九级路 等外 人行路、步行街 王府井步行街

    连接线、匝道及平行道的功能等级定义:

    a) 连接线的功能等级定义

    连接线只连接以双线表示的道路时，如果该双线表示的道路的功能等级相同，则连接线的功能等级

与双线表示的道路的功能等级相同(见图36a));如果该双线表示的道路的功能等级不同，一般情况下

连接线的功能等级与其中较低的功能等级相同〔见图36助)，但若涉及影响高等级道路连通性，也可选

择与较高等级的相同.

湘

吸

湘

准

a) 双线道路功能等组相同 的  双线道路功能等级不同

圈 36 连接以双线衰示的道路的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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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连接双线道路与其他道路时，连接线与所连接的道路的功能等级相同(见图37a)、图37b)).

如果连接线所连接的道路为两条不同功能等级的道路，则连接线的功能等级与具有较高功能等级的道

路相同(见图370).

十
·

 
 
 
 
 
 
 
 

妞

搜丰
·

 
 
 
 
 
 

理

翻

丁
·

 
 
 
 

城

晚

                        圈 37 连接践的功能等级定义示例

的  匝道的功能等级定义

匝道的功能等级与所相连接的道路中较低等级的道路的功能等级相同(见图 38).

、凡

五.

三.一一一扮尸

                                圈38 匝道功能等级定义示例

    C) 封闭交通区城中道路元素的功能等级定义

    封闭交通区城内的道路的功能等级和与其相连接的道路的功能等级相同。

    d) 辅道的功能等级定义

    辅遭的功能等级应低于对应的主路的功能等级。

    e) 环岛的功能等级定义

    环岛与所相连接的道路中高等级的遭路的功能等级相同。但是如果连接的道路为高速公路，并且

高速公路在实际情况下终止于环岛，则环岛的功能等级和与其相连接的道路(除高速公路以外>中的较

高等级道路的功能等级相同.

日.2.3 道路形态的采集与处理

    道路形态(Form of Way)是道路元素所采用的某种物理形态，与道路的物理及交通特性相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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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路元东均需采集道路形态这一属性.GB/T 19711-2005中规定的 12种道路形态属性取值定义

如表 4.图39,图40、图41分别是匝道、停车场出入通道、服务场所出入通道的示例。

                                        班 4 道路形态定义

通路形鑫取值 解 释 举例(北京市)

快速路
允许机动车以限定.低速行映的道路，有两个戒更多的由物理分陌

带分隔的车遭，没有平面交又口
五环路

多舰道路(拿快邃路) 有物 理分阴带的道路 二、三、四环路

单线通路 没有钧理分肠带的A路 北佳路

环 岛 只允许车辆单方向行驶的环伏过路 大柳材环岛

交通广场 道路圈绕形成的肠天(部分属天)区城 用于非交通目的 天安门广肠

封闭交通区坡 允许非结构化交通活动的特定区城
大学 校园、军区大

院、停车场

匝通 用于进人成离开遨路元t的一段遨路 见困”

材路 与主路平行并联通的道路，用于连通主路与邻近的道路 兰环翁路

停车场出人通遭 专r丁用于出入停车场的道路 见图40

服务出人通道 仅供服务出人的遨路 见田 U

步行区
令门为步行者设计的一个有道路网的区城，除急救车辆和限时的送

货车辆外不允许车辆行驶
王府井步行街

步行衡 不允许车辆穿趁的人行道

圈 39 匝道定义示例

时

图40 通向停车场的出入口定义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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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矍夔矍
    馨撇鬓
                              圈 引     通向服务场所的出入口足义示例

8.2.4 交通流方向的采匆与处理

    道路网络交通流方向(Direction of Traffic Flow)是重要属性，必须采集.在考虑交通限制的情况

下，十字路口不允许出现以下三种情况(见图42),

所有的交通派邵离开十字路口

所有的交通流都朝向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右方的交通流方向只能通过

调头才能离开十宇路口

+
半
辛圈42 不合理的交通流方向

9 交通规则倍息来集内容及处理技术要求

9.1 交通规则的定义与分类

    .关系”是车载导航地理数据中I要的内容之一 GB/T 19711-2005中定义了三类关系，即要素

的交通关系、要索的空间关系和要素的链接关系。其中要素的交通关系是指要索之间的交通限制条件;

要素的空间关系包括道路要家与其所在的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等，耍素的链接关系包括岔路与主路之

间的关系等.

    本标准仅对要素的交通关系(即交通规则)作说明.
    GB/T 19711-2005中定义了三种交通规则(称为“策略竹.即优先规则、禁止规则与限制规则.每

一种规则都有关系代码(限制规则的关系代码是2102;禁止规则的关系代码是2103;优先规则的关系代

码是2104).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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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交通规则的采常内容

    在数据采集时，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均需要采集表 5中所示 的内容。其中第一条记录表示的是

图 43所示的优先规则，第二、三条记录表示的是图44所示的禁止规则;第四条记录表示的是图45所示

的限制规则.

                                    表 5 交通规则采集内容

关系代码 起始退路元素 连接点 第二个道路元素 第三个道路元索 说明

2104 RF02 JOI REOI 会车先行

2103 RE211 jol RE212 禁止右转

2103 RE214 102 RE213 RE216 禁止润头

2102 RE237 101 RE238 只能直行

圈 43 优先规则

图 44 效止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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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45 限制规则

质，控制

  概述

本标准概述一般的质量控制内容和方法.

  盘据质a控制指标10.2

10.2.1 几何精度

    本标准不具体规定数据的几何精度.但根据导航应用的需求，一般悄况下城市区城交通网络类中

要素的最大误差为15 .，非城市区域交通网络类中要素的最大误差为30 ..

10.2.2 准确度

    用于车载导航的交通网络类要东的拓扑连通性必须达到 100%.其他相关准确度信息(包括位置

准确度、属性准确度、拓扑关系合理性、时间准确度、完整性、一致性)必须在元数据中明确描述.

10.2.3 更新周期

    数据集应最大可能地保证现势性，重要内容的更新周期应不超过一年.

10.3 质.检查内容与方法

    对导航数据生产的质址控制应贯穿整个过程，如图 3。具体的质盆控制沈程可参考图 46，但具体操

作时可根据各生产单位的具体情况而定.在质最控制过程中，具体的参数(如精度、准确度、数据内容完

整性等)由数据生产者根据应用的需求而确定。

    在资料收集阶段，通过对所收集的纸质地图、数字地图、影像等原始资料的对比，!点位查它们的现

势性和准确性.同时要检查各种文档的记录格式是否符合要求，内容是否准确.

    在数据预处理阶段，应当检查工作底图中的数据内容及其关系是否满足GB/T 19711-2005中数

据模型的定义.

    在外业采集阶段，主要检查外业成果中的几何信息、属性信息和关系信息是否满足本标准的规定.

首先检查数据的完整性，即是否已采集了规定的内容.其次检查其中的几何表达是否达到本标准的规

定.即所采集的几何形状是否正确，坐标是否精确.最后要检查外业采集中涉及的采集手铆、进度表、作

业分区索引表、作业小组分工说明表等文档的格式是否正确，内容是否完整、准确.

    在内业采集阶段，主要检查内业处理成果中的几何信息、属性信息和关系信息三方面的内容.首先

检查几何信息中各要素之间拓扑关系和逻辑关系的完整性、正确性和一致性.其次对属性信息的完整

性和正确性进行检查.再次还要检查关系信息的完整性、正确性以及数据格式是否符合要求.最后要

检查内业作业中所涉及文档的格式是否正确，内容是否完整、准确.

    在数据人库阶段，检查人库数据的完整性，人库记录文档是否完整、准确.

    在成果归档阶段，检查各归档成果是否完整、准确、系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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