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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９１３７：２００７《地理信息　核心空间模式》（英文版）。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将“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ｂ）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

ｃ）　本标准中的空间要素分类几何带有“ＧＭ＿”（几何）包前缀，在本标准中对“ＧＭ＿”前缀不予

翻译；

ｄ）　对于类名、操作名、参数名、变量名、元素名，在第一次出现时给出相应的中文名称并在其后的

括号中保留英文名称，即中文名称＋（英文名称），在后面的使用中直接用英文名称，示例：

ＧＭ＿单形（ＧＭ＿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ＧＭ＿曲面（ＧＭ＿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　对于ＵＭＬ类结构图的翻译，只翻译 ＵＭＬ图的总名称，不翻译图上的内容，以便于 ＵＭＬ图

转化为实现代码，以及与其他描述中的类名、操作名、参数名、变量名、元素名的对照；

ｆ）　将国际标准原文中图Ｄ．４右侧对象图中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Ａ：Ｇ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改为“Ｂｏｕｎｄ

ａｒｙＢ：Ｇ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ｇ）　对于ＩＳＯ１９１３７：２００７引用的其他国际标准中有被等同采用为我国标准的，本标准引用我国的

这些国家标准代替对应的国际标准，其余未有等同或修改采用为我国标准的国际标准，在本

标准中均被直接引用；

ｈ）　本标准的编写方法执行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

则》、ＧＢ／Ｔ２００００．２—２００１《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２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的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Ｂ是规范性附录，附录Ａ、附录Ｃ、附录Ｄ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３０）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江洲、李小林、李青元、佟文会、原健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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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ＧＢ／Ｔ２３７０７—２００９《地理信息　空间模式》几何部分中的核心专用标准，它易于理解且

实现成本低。此专用标准有意地对范围进行了缩小和限制，以增加获得市场广泛接受的机会。

对本标准中的简单拓扑包扩展可以发展成为本标准未来版本中的一部分。许多用户群体的需求都

超出了本标准所规定的范围，这时他们可以定义自己的专用标准。

本标准支持０、１、２维的几何单形的数据类型。它符合国家标准ＧＢ／Ｔ２３７０７—２００９的Ａ．１．１．３一

致性测试的要求。它属于ＩＳＯ１９１０６的一致性类别１。

附录Ａ列出了一些本标准发布时所支持的规范。附录Ｂ规定了一个抽象测试套件，用于判断一个

应用模式或者专用标准是否与本核心专用标准相一致。附录Ｃ探讨了如何扩展本核心专用标准。附

录Ｄ给出了两个示例。

Ⅱ

犌犅／犜２３７０６—２００９／犐犛犗１９１３７：２００７



地理信息　核心空间模式

１　范围

本标准定义了ＧＢ／Ｔ２３７０７—２００９的一个核心专用标准。本标准依据ＩＳＯ１９１０６规定了有效创建

应用模式所必需的几何要素的一个最小集合。

本标准支持许多已经被开发出来并且在多个国家或联合组织内部都有广泛应用的空间数据格式和

描述语言。

　　注：根据本标准建模生成的数据与许多组织开发和使用的空间模型是一致的，见附录Ａ。

２　一致性

本标准的抽象测试套件见附录Ｂ。

３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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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修改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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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３７０７—２００９　地理信息　空间模式（ＩＳＯ１９１０７：２００３，ＩＤＴ）

ＩＳＯ１９１１１：２００３　地理信息　基于坐标的空间参照

４　术语、定义、符号和缩略语

本标准使用与ＧＢ／Ｔ２３７０７—２００９相同的术语、定义、符号和缩略语。

５　几何包

５．１　类图

图１描绘了ＧＢ／Ｔ２３７０７—２００９的完整专用标准。ＧＢ／Ｔ２３７０７—２００９的约束太多，不能在图１中

表达出来，在５．２～５．１１中进行了描述。本标准仅限于以下几种应用情况：

———地理要素和几何单形之间存在１∶１的映射关系；

———所有几何单形都参照单一的坐标参照系；

———所有曲线都由若干线段组成；

———所有曲面都由若干平面组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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