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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９１３６：２００７《地理信息　地理标记语言（ＧＭＬ）》（英文版），并作了如下编辑性

修改：

ａ）　本标准的编写方法执行国家标准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ＧＢ／Ｔ２００００．２—２００１的要求。

ｂ）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ｃ）　删除了原国际标准的封面和前言；

ｄ）　凡已被我国等同采用的国际标准，在本标准中用国家标准的代号和名称取代相应的国际标准

的代号和名称。其余未有等同或等效采用为我国标准的国际标准，在本标准中均被直接引用。

ｅ）　为了便于理解ＧＭＬ应用模式的建立过程，增加了资料性附录ＮＡ。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Ｄ、附录Ｅ和附录Ｆ是规范性附录，附录Ｃ、附录Ｇ、附录 Ｈ、附录Ｉ、

附录Ｊ和附录ＮＡ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３０）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武汉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龚健雅、邓跃进、张书亮、高文秀、杜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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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地理信息标准化委员会（ＩＳＯ／ＴＣ２１１）研究制定地理信息系列标准（ＩＳＯ１９１００系

列标准）。在本标准制定的同时，ＩＳＯ１９１００系列标准正在陆续被采用为国家系列标准。本标准中引用

的ＩＳＯ１９１００系列标准相应地可以采用国家系列标准替代。

地理标记语言是一种以ＸＭＬ模式书写的ＸＭＬ语法，用于描述应用模式以及传输和存储地理

信息。

地理标记语言（ＧＭＬ）中使用的用于现实世界建模的关键概念来自ＩＳＯ１９１００系列国际标准和

ＯｐｅｎＧＩＳ的抽象规范。

一个要素是“现实世界中某种现象的一个抽象”（ＩＳＯ１９１０１）；如果一个要素对应于地球上的一个位

置，那么它就是一个地理要素。因此，现实世界的数字表达可以被看作是一组要素的集合。要素的状态

由一组属性定义，每个属性可以由一个｛名称、类型、值｝的三元组来定义。

每个要素的属性个数、属性的名称和类型是由要素的类型来确定的。地理要素是具有几何特征属

性的要素。一个要素集是多个要素的集合，其本身也可以视为是一个要素；因此，一个要素集具有要素

类型，同时除了具有它所包含的要素的属性外，还具有自己特有的属性。

根据ＩＳＯ１９１０９，一个应用或应用领域的要素类型通常在应用模式中定义。一个ＧＭＬ应用模式是

一个特定的ＸＭＬ模式，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之一构建：

———通过采用ＩＳＯ１９１０９中指定的用 ＵＭＬ表示应用模式的规则，遵照模式的约束和映射它们到

本标准规定的ＧＭＬ应用模式的规则；

———通过采用本标准中为了创建一个直接用ＸＭＬ模式表示的ＧＭＬ应用模式而规定的ＧＭＬ应

用模式的规则。

本标准支持这两种方法。为了保证正确使用ＩＳＯ１９１００系列国际标准中的概念模型框架，所有应

用模式的建模应该与ＩＳＯ１９１０９中的通用要素模型一致。在ＩＳＯ１９１００系列中，ＵＭＬ是推荐的用于概

念模式建模的语言。

与ＩＳＯ１９１１８一致，ＧＭＬ规定了一些在ＩＳＯ１９１００系列标准和开放式ＧＩＳ抽象规范中定义的概念

类的ＸＭＬ编码。这些概念模型定义包括在：

———ＩＳＯ／ＴＳ１９１０３　概念模式语言（度量单位、基本类型）；

———ＧＢ／Ｔ２３７０７　空间模式（几何和拓扑对象）；

———ＧＢ／Ｔ２２０２２　时间模式（时间几何和拓扑对象，时间参照系）；

———ＩＳＯ１９１０９　应用模式规则（要素）；

———ＩＳＯ１９１１１　基于坐标的空间参考（坐标参照系）；

———ＩＳＯ１９１２３　覆盖几何和函数模式。

目的是提供上述国际标准中规定的概念模型中指定的类型的标准编码（即标准的ＸＭＬ实现）。假

设每个应用模式独立地编码，并且编码中包括来自如ＩＳＯ１９１０８中的类型，若没有准确的和完全固定的

编码规则，则ＸＭＬ编码将是不同的。同时既然每个实现平台都有特定的优缺点，那么将ＩＳＯ１９１００系

列标准中定义的核心地理信息概念模型的ＸＭＬ编码进行标准化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这些概念模型在

应用模式中也很常用。

在多数情况下，从概念类的映射是直接的，有些情况下，映射是比较复杂的（关于映射的详细描述是

本标准的一部分）。

另外，ＧＭＬ提供了对其他的在ＩＳＯ１９１００系列标准和 ＯｐｅｎＧＩＳ抽象规范中尚未建模的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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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ＭＬ编码，如动态要素，简单观测或值对象。

ＧＭＬ中预定义的地理要素类型包括覆盖和简单观测。

覆盖是要素的子类型，该要素具有一个考虑时空域的覆盖函数和一组描述均质的１～狀维对象的数

值集合。一个覆盖可以是一个要素，也可以是要素集合，“用于对地球现象间空间关系和空间分布的建

模和可视化”（ＯＧＣ抽象规范主题６）。覆盖“作为一个函数，返回其时空域中的任何位置对应的值域中

的一个值”（ＩＳＯ１９１２３）。

观测是对观测行为进行建模，观测行为通常包括一架相机或一些其他的程序以及一个人或一些其

他仪器（莫里安韦伯斯特字典：“一个认识和记录事实或事件的行为常涉及使用仪器进行度量”）。一个

观测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观测时间和观测值的ＧＭＬ要素。

参照系为确定位置、时间或其他描述性的量或质的值提供度量尺度。

坐标参照系由一组通过基准与地球关联的坐标轴组成，基准定义了地球的大小和形状。

时间参照系提供了度量时间和描述时间长度或持续时间的标准单位。

参照系字典提供了在空间或时间几何中使用的参照系的定义。

空间几何是空间要素属性的值。它们指定了进行度量的坐标参照系。几何复形或几何聚合的“父”

几何元素为它的组成元素指定坐标参照系。

时间几何是时间要素属性的值。类似于它的空间几何，时间几何指定了进行度量的时间参照系。

空间或时间拓扑用来表示要素间的各种拓扑关系。

度量单位字典提供了物理量如长度、温度、压力的数字度量的定义，以及度量单位间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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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　地理标记语言（犌犕犔）

１　范围

地理标记语言（ＧＭＬ）是一种与ＩＳＯ１９１１８一致的ＸＭＬ编码，用于传输和存储在ＩＳＯ１９１００系列

标准中采用的概念模型框架建模的地理信息，包括地理要素的空间与非空间特性。

本标准定义ＸＭＬ模式（Ｓｃｈｅｍａ）语法、机制和约定：

———提供用于描述地理空间应用模式的开放的、与商家无关的框架，用于以ＸＭＬ形式传输和存储

地理信息；

———允许专用标准支持具有ＧＭＬ框架描述能力的适当子集；

———支持特定领域和信息团体的地理空间应用模式的描述；

———可创建并维护链接的地理应用模式和数据集；

———支持应用模式和数据集的存储和传输；

———提高共享地理应用模式和他们所描述的信息的组织能力。

实现者可决定以ＧＭＬ来存储地理应用模式和信息，或者根据需要从其他存储格式进行转换，而只

用ＧＭＬ进行模式和数据的传输。

注：在ＩＳＯ１９１０９中与以ＵＭＬ形式描述一致的应用模式是地理信息传输和存储的基础，本标准提供了从该模式到

以ＸＭＬ模式表示的ＧＭＬ应用模式进行映射的标准规则，以及与ＩＳＯ１９１０９一致的应用模式对具有逻辑结构

的数据的ＸＭＬ编码。

２　一致性

２．１　一致性要求

本标准的第７章～第１９章规定了ＸＭＬ模式组件，即ＧＭＬ模式，它们将根据第２１章应用到ＧＭＬ

应用模式中。第２０章规定了用于ＧＭＬ应用模式的ＧＭＬ专用标准规范的规则。

只有少数的应用需要ＧＭＬ模式描述的全部能力。因此，本章定义了一组支持不同应用的一致性

类，从定义简单要素类型的最小需求到使用ＧＭＬ模式的全部功能。

本标准的多数模式组件实现了ＩＳＯ１９１００系列标准中的概念。因此，本标准定义的一致性类基于

相应标准中定义的一致性类。

任何声称与这些一致性类一致的ＧＭＬ应用模式、ＧＭＬ专用标准和软件实现应该通过相应的抽象

测试套件的所有测试用例。

任何声称与本标准一致的软件实现应该说明该实现所支持的ＧＭＬ专用标准。ＧＭＬ专用标准应

该通过相应的ＧＭＬ专用标准抽象测试套件的所有测试用例。

２．２　对应犌犕犔应用模式的一致性类

声称与本标准一致的ＧＭＬ应用模式应该与第７章～第２１章中的规则一致，并通过Ａ．１中抽象测

试套件的所有相关测试用例。

基于ＧＭＬ应用模式的特点，定义了１２个不同的一致性类。表１列出了这些类及抽象测试套件对

应的章条。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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