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０７．０４０
犆犆犛犃７５

团　　　体　　　标　　　准

犜／犆犃犌犐犛６—２０２１

规划空间要素数据模型

犇犪狋犪犿狅犱犲犾狅犳狊狆犪狋犻犪犾狆犾犪狀狀犻狀犵犳犲犪狋狌狉犲狊

２０２１１２１０发布 ２０２１１２１０实施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发 布



书书书

目　　次

前言 Ⅲ…………………………………………………………………………………………………………

１　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术语和定义 １………………………………………………………………………………………………

４　ＵＭＬ表示说明 ２…………………………………………………………………………………………

　４．１　ＵＭＬ类及子类 ２………………………………………………………………………………………

　４．２　ＵＭＬ类的关系 ２………………………………………………………………………………………

５　空间基准 ３…………………………………………………………………………………………………

　５．１　平面基准 ３……………………………………………………………………………………………

　５．２　高程基准 ３……………………………………………………………………………………………

６　总模型 ３……………………………………………………………………………………………………

　６．１　规划空间要素模型 ３…………………………………………………………………………………

　６．２　规划空间要素类 ５……………………………………………………………………………………

７　属性模型 ５…………………………………………………………………………………………………

　７．１　规划空间要素属性模型 ５……………………………………………………………………………

　７．２　要素属性定义 ５………………………………………………………………………………………

８　关系模型 ６…………………………………………………………………………………………………

　８．１　一般规定 ６……………………………………………………………………………………………

　８．２　空间关系 ６……………………………………………………………………………………………

　８．３　关联关系 ７……………………………………………………………………………………………

附录Ａ（资料性）　基本要素类示例 ８………………………………………………………………………

附录Ｂ（资料性）　关联关系定义示例 １０……………………………………………………………………

参考文献 １１……………………………………………………………………………………………………

Ⅰ

犜／犆犃犌犐犛６—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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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建筑大学、清华大学、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深圳大学、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广州大学、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超图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数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甘肃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蒋捷、党安荣、范延平、贾克敬、吴志峰、郭贤、靖常峰、刘晓莉、张苗琳、夏吉?、

迟华、谢明辉、余铁桥、王伟伟。

Ⅲ

犜／犆犃犌犐犛６—２０２１



规划空间要素数据模型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规划空间要素的时空基准、总模型、属性模型和关系模型。

本文件适用于规划空间要素数据的制作、管理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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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７１１８　地理实体空间数据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要素　犳犲犪狋狌狉犲

现实世界现象的抽象。

注：要素可以类型或实例的形式出现。当仅表达一种含义时，应使用要素类型呈要素实例。

［来源：ＧＢ／Ｔ１７６９４—２００９，Ｂ．１７９］

３．２

规划空间要素　狊狆犪狋犻犪犾狆犾犪狀狀犻狀犵犳犲犪狋狌狉犲

国土空间规划的各类对象在数字地理空间中的表达。

３．３

关系　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

一个要素所具有的涉及其他要素的特性。

［来源：ＧＢ／Ｔ１９７１１—２００５，３．４．２６，有修改］

３．４

点　狆狅犻狀狋

０维几何元素，表示一个位置。

［来源：ＧＢ／Ｔ１７７９８—２００７，３．２０］

３．５

线　犮狌狉狏犲

一维几何元素，表示一条线的连续映射。

［来源：ＧＢ／Ｔ１７７９８—２００７，３．２１，有修改］

３．６

面　狆狅犾狔犵狅狀

由一个外边界和零至多个内边界描述的二维几何元素。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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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ＧＢ／Ｔ１７７９８—２００７，３．２３，有修改］

３．７

体　狊狅犾犻犱

三维几何元素，代表欧几里得三维空间的一个区域的连续映射。

［来源：ＧＢ／Ｔ１７７９８—２００７，３．２４］

３．８

拓扑　狋狅狆狅犾狅犵狔

对相连或相邻的点、线、面、体之间关系的科学阐述，特指那种在连续映射变换下保持不变的对象

性质。

［来源：ＧＢ／Ｔ１７７９８—２００７，３．２５］

３．９

拓扑关系　狋狅狆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

描述两个要素之间边界拓扑和点集拓扑的要素关系。

［来源：ＧＢ／Ｔ１７７９８—２００７，３．２７］。

３．１０

地理实体　犵犲狅－犲狀狋犻狋狔

现实世界中具有空间位置、共同属性的独立自然或人工地物。

［来源：ＧＢ／Ｔ３７１１８—２０１８，３．１］

４　犝犕犔表示说明

４．１　犝犕犔类及子类

４．１．１　本文件使用统一建模语言（ＵＭＬ）进行模型描述。ＵＭＬ类是具有相同属性、操作、关系以及语

义的对象或者实例。一个完整的类由类名、属性和操作三部分组成，以图１所示的方式表达：

图１　具有属性和操作的类的表示方式

４．１．２　ＵＭＬ类的子类的表示方式见图２。类１Ａ和类１Ｂ为类１的子类，继承类１所有的方法、操作、

关系和语义。

图２　子类层次关系（继承）的表示方式

４．２　犝犕犔类的关系

４．２．１　ＵＭＬ类与类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图３所示的方式表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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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代表“公共的”。

注２：多重性表示相关联的类的实例（对象）之间的数量关系约束，以“初始值…最终值”格式表达。初始值为任何正

整数或零，最终值为一个大于初始值的整数。例如“１”表示本类中有一个实例与其他类的实例关联，“０．．．”

表示本类中有０个或多个实例与其他类的实例关联。

图３　关联关系的表示方式

４．２．２　ＵＭＬ类与类之间的聚合或组合关系以图４所示的方式表达。

　　注１：空心菱形代表聚合关系，即类２的某个实例由类２Ａ的实例构成，但类２Ａ的实例可以单独存在。

注２：实心菱形代表组合关系，即类２Ｂ的实例依存于类２，如果类２的实例被删除，则被关联的类２Ｂ的实例也被

删除。

图４　聚合／组合关系的表示方式

５　空间基准

５．１　平面基准

平面基准采用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

５．２　高程基准

高程基准采用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

６　总模型

６．１　规划空间要素模型

６．１．１　规划空间要素模型如图５所示。规划空间要素由要素标识码唯一标识，要素标识码按

ＧＢ／Ｔ３７１１８及其定义的规则执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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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规划空间要素模型

６．１．２　每个规划空间要素属于且仅属于一个要素类。

６．１．３　规划空间要素的性质以属性来表达。一个要素可以有一个或者多个属性。属性按属性类型来

分类，每个属性类型对应于要素在现实世界中的一项性质。属性实例的值被称为属性值，每个属性类型

可有一个或多个属性值。

示例１：“面积”“名称”为要素的性质，是属性类型。

示例２：“１００平方千米”是属性类型“面积”的属性值。

６．１．４　规划空间要素之间存在关系，一个要素可以涉及多个关系，两个不同关系可以联系同一个要素。

关系可有零个或多个属性。

６．１．５　规划空间要素包括简单要素和复杂要素。简单要素是不包含其他要素的要素，在空间上由点、

线、面、体要素构成。复杂要素由简单要素及其他复杂要素组合而成。

示例１：“永久基本农田红线”是一个简单要素。

示例２：“景观风貌”是一个复杂要素，由“景观标志物”“景观视廊”“景观控制线”等简单要素组成。

６．１．６　规划空间要素以地理实体空间数据模型进行描述与表达，执行ＧＢ／Ｔ３７１１８的规定，如图６所

示。地理实体空间数据概念模型中，图元是地理实体的构成单元，以图元标识码唯一标识。地理实体由

一个或多个图元组成，以地理实体标识码唯一标识。

图６　地理实体空间数据概念模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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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规划空间要素类

６．２．１　基本要素类

要素类是要素的抽象表达，要素是要素类的实例化。

附录Ａ给出规划空间要素基本要素类的示例。

６．２．２　扩展要素类

根据要求可自行定义扩展要素类。扩展要素类不应与基本要素类重复、矛盾和交叉。

７　属性模型

７．１　规划空间要素属性模型

７．１．１　规划空间要素的属性模型如图７所示。

图７　规划空间要素属性模型

７．１．２　规划空间要素由空间属性、时态属性、分类属性及专业属性表达。

７．１．３　属性包括简单属性、复合属性两种类型。复合属性由多个简单或复合属性组合而成。

示例１：“面积”是“自然保护地”要素的简单属性。

示例２：“地址”是“自然保护地”要素的复合属性，由“行政区划”“道路”“门牌号”等简单属性组合而成。

７．１．４　属性包括基本属性与扩展属性两类。

７．２　要素属性定义

７．２．１　基本属性

规划空间要素的基本属性包括要素标识码、要素名称、要素描述、要素分类码、要素位置标识参数、

要素指标等字段，每个字段包括字段名称、字段英文名称、字段含义、约束和数据类型等，见表１所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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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规划空间要素基本属性

字段名称 字段英文名称 字段含义 必选或可选 数据类型

要素标识码 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Ｄ 要素标识 必选 字符串

要素名称 ＦｅａｔｕｒｅＮａｍｅ 要素名称 可选 字符串

要素描述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要素的简单描述 可选 字符串

要素分类码 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Ｃｏｄｅ 要素类别 必选 字符串

要素位置标识参数 Ｆｅａｔｕ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要素位置标识信息 必选 复合属性

要素指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 要素的指标 必选 复合属性

７．２．２　扩展属性

根据应用需要可自行定义扩展属性内容。扩展属性不应与基本属性重复、矛盾和交叉。

８　关系模型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规划空间要素关系模型如图８所示。关系用来表达两个或多个要素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关

系以关系代码或关系名称唯一性标识。

图８　规划空间要素关系模型

８．１．２　关系包括空间关系与关联关系。

８．２　空间关系

８．２．１　要素空间关系包括拓扑关系、度量关系和顺序关系。

８．２．２　拓扑关系包括邻接、关联、包含和连通关系，模型如图９所示。拓扑关系可通过构建结点、线、面

拓扑数据结构进行显式表达，也可通过要素几何与位置信息推算。度量关系与顺序关系可通过要素几

何与位置信息推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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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规划空间要素拓扑关系模型

８．２．３　度量关系由要素之间的距离表达。度量关系可通过要素几何与位置信息推算。

８．２．４　顺序关系描述要素在空间上的排列次序，主要包括基于地球重力方向的上下顺序关系、相对于

某个研究对象而言的前后顺序关系，以及基于东南西北地理方向的顺序空间关系。顺序关系可通过要

素几何与位置信息推算。

８．３　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用来表达两个或多个要素之间有语义的联系，示例参见附录Ｂ。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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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基本要素类示例

　　规划空间要素基本要素类示例见表Ａ．１。

表犃．１　规划空间要素基本要素类示例

要素类
要素空间形态

点 线 面 体

主体功能区 ●

生态空间 ●

农业空间 ●

城镇空间 ●

基础设施 ● ● ● ●

自然保护地 ●

历史文化保护区 ●

海岸带保护区 ●

生态修复区 ●

国土综合整治区 ●

开发强度分区 ●

生态保护红线 ● ●

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 ●

城镇开发边界 ● ●

控制绿线 ● ●

控制蓝线 ● ●

控制紫线 ● ●

控制黄线 ● ●

规划分区 ●

详规单元 ●

土地利用 ●

矿产资源 ● ●

公共服务设施 ● ● ● ●

开敞空间 ● ●

交通规划 ● ● ● ●

绿地系统 ● ● ●

地下空间 ● ● ●

住房保障 ● ●

８

犜／犆犃犌犐犛６—２０２１



表犃．１　规划空间要素基本要素类示例 （续）

要素类
要素空间形态

点 线 面 体

重要产业集群 ●

生活圈 ●

慢行系统 ● ● ●

城乡绿道 ● ●

通风廊道 ● ● ●

景观风貌 ● ● ● ●

综合防灾减灾 ● ● ● ●

……

　　注：表中有圆点表示所在单元格对应的要素类与空间形态的关系取值为真，无圆点表示取值为伪。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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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

关联关系定义示例

　　规划空间要素关联关系定义示例见表Ｂ．１、图Ｂ．１。

表犅．１　规划空间要素分类示例

关系名称 关系成员 关系描述

省级主体功能区与其构成

要素关系

省级主体功能区

省级城市化发展区

省级农产品主产区

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省级自然保护地

省级战略性矿产保障区

省级特别振兴区

少生态保护红线

定义一个省级主体功能区要素与其构成要素

之间的关系。一个省级主体功能区包括省级

城市化发展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

区、省级自然保护地、战略性矿产保障区、特别

振兴区、生态保护红线等

图犅．１　省级主体功能区要素与其构成要素关系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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