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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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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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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气象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气象基本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4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气象信息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熊安元、王颖、李崇、谭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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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气象资料是典型的具有时间和空间属性的地球科学数据。气象资料是我国历史年代最长、保存最

完整、最系统的地球信息资源之一。我国具有100多年的气象仪器观测历史,长期以来,已积累了大量

的基础气象数据。随着气象探测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气象数据加工处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当前我国每年

新增的气象资料的容量超过1000TB。气象资料来源复杂、种类繁多、格式多样、表现形式各异、数据

量巨大,使得对气象资料的有效管理十分复杂和困难。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气象资料以数

字化形式存在,要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对气象资料的有效管理,首先应对气象资料进行合理分类,同时赋

予每种资料以客观明确的表达,即进行数字编码和命名,因此,对气象资料进行合理分类,并进行编码,
从而利用计算机进行管理,是对气象资料进行规范管理的根本途径。

同时,气象与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关系密切,气象环境条件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规范气象资

料使用机构对气象资料的管理和利用,可有效提升气象服务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能力,增强气象资料的

服务效益。

Ⅳ

GB/T40153—2021



气象资料分类与编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气象资料的分类与编码方法,一级分类与代码以及公共属性的分类与代码。
本文件适用于气象资料的收集汇交、加工处理、存储归档和应用服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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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60—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36109—2018 中国气象产品地理区划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气象资料 meteorologicaldata
使用各种观、探测手段获取的地球表面和地球大气的状态、现象及其变化过程的记录,以及以此为

基础,通过各种技术方法进行加工处理生成的各类衍生和加工产品。
注1:气象资料的记录可表达为文字、数字、图形图像、音视频等。

注2:气象资料的记录载体包括纸质载体、磁性载体、光电子载体等。

3.2
分类 classification
按照选定的属性(或特征)区分气象资料,将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气象资料集合在一起的过程。
[来源:GB/T10113—2003,2.1.2,有修改]

3.3
线分类法 methodoflinearclassification
将分类对象按所选定的若干属性或特征(作为分类的划分基础)逐次地分成相应的若干个层级的类

目,并排列成一个有层次的,逐级展开的分类体系。
[来源:GB/T10113—2003,2.1.5,有修改]

3.4
面分类法 methodofareaclassification
将所选定的分类对象的若干属性或特征视为若干个“面”,每个“面”又可分成许多彼此独立的若干

个类目。
注:使用时根据需要将这些“面”中的类目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复合类目。

[来源:GB/T10113—2003,2.1.6,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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