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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6341《信息技术 形状建模信息表示》分为4个部分:
———第1部分:框架和基本组件;
———第2部分:特征约束;
———第3部分:流式传输;
———第4部分:存储格式。
本部分为GB/T36341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广州玖的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大学、同济大学、星土数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潘志庚、汪国平、王聪、刘复昌、赵海英、马珊珊、杨庄媛、彭京亮、贾金原、

刘奕彤、董浩、丁丹丹、杨柏林、潘翔、谭欣、桂凯、朱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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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形状建模信息表示
第3部分:流式传输

1 范围

GB/T36341的本部分规定了形状建模信息表示中的流式传输文件格式和流式传输过程。

本部分适用于辅助设计、三维动画、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或混合现实、三维数字医学、三维数字娱乐、

电子商务等领域的三维模型在互联网上的渐进传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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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6341.1 信息技术 形状建模信息表示 第1部分:框架和基础组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36341.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嵌入式多分辨率 embeddedmulti-resolution
对于信息(常指多媒体信息)进行多分辨率表示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的表示中,较低分辨率的

表示内嵌于较高分辨率的表示之内,较高分辨率的表示以增量的方式构建于较低分辨率的表示之上。

3.2 
流式传输 streamtransmission
将三维模型以嵌入式多分辨率的方式进行编码,然后根据用户需求做出响应的一种从服务端向用

户端进行连续传输的方式。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用户交互时的初始等待时间,在传输过程中可以随时

停止传输,并能从已接收的数据重构出某一细节层次的模型。

3.3 
标识域 identifiedfield
控制数据信息传输的字段,用于确定传输内容、传输优先级、传输可靠性、数据长度等。

3.4 
节点 node
组织场景的一种资源单元,用来存放数据信息的对象,由基本特征线框节点、基网格节点、细化节点

等组成。

3.5 
服务质量 qualityofservice
用于解决网络延迟和阻塞等问题的一种技术。包括传输的带宽、传送的时延、数据的丢包率等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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