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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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3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邮电大学、国家基础

地理信息中心、腾讯大地通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四维万兴科

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霖、李锋、罗振威、沈航、尹章才、张传明、邓中亮、焦继超、郭建坤、朱晖、张建平、

杨自华、刘茜、黄维远、石亮亮、吴启龙。

Ⅲ

GB/T44487—2024



引  言

  泛在位置信息叠加协议是基于空间位置对海量异构信息进行通用汇集和组织的技术约定。对于形

式多样和位置多态的泛在信息,都能通过一致的空间参照系对海量信息进行有效的普适化组织。然

而,泛在位置涉及的空间定位尺度和位置几何形态(点、线、面等)具有多样性和非确定性,需要规范其位

置形态及信息汇集方式。因此,此协议通过归纳各种泛在位置的空间特征和信息呈现形式,约定以共

位、共形为框架,以叠加行为实现信息汇集的操作,实施泛在位置信息汇入与汇集的基本组织方式。基

于本文件能够在保障信息语义无损条件下,实现基于任何空间位置上信息的普适性汇集,为信息语义集

成与融合、信息挖掘和知识发现,提供一致性空间定位的信息汇入端与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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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位置信息叠加协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泛在位置信息的结构、位置共位形式和信息共形形式的要求,描述了叠加方式和叠加

接口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地理空间上泛在位置信息的叠加操作,支持文本、图形、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常用信息

呈现形式在空间位置上的叠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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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408.1—2023 日期和时间 信息交换表示法 第1部分:基本原则

GB/T40770 泛在语义位置转换规则

GB/T40849—2021 全息位置地图数据内容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位置 location
一个点,或者一个对象,或人占据的几何空间。
[来源:GB/T40770—2021,3.3,有修改]

3.2
坐标 coordinate
表示n 维空间中点位置的某一序列n 个数之一。

  注:在一个坐标参照系中,坐标数值取决于所选单位。

[来源:GB/T30170—2013,4.5]

3.3
坐标参照系 coordinatereferencesystem
通过基准与对象相关联的坐标系。

  注:对大地基准和垂直基准而言,对象是地球。

[来源:GB/T30170—2013,4.8]

3.4
几何位置 geometriclocation
采用特定空间坐标参照系定义的有序坐标元组表示的位置。
[来源:GB/T35638—20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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