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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３０）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大学、江苏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高德软件

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曹晓航、徐晋晖、陈丹、吕艳玲、徐静、李霖、李必军、郑玲、李明巨、刘波、李观石、

陆藩藩、范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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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航应用日益广泛，国内的卫星导航应用产业也快速发展，对在卫星导

航产业化中起着基础和支撑作用的导航电子地图的数据规范化需求也变得更加迫切。导航电子地图框

架数据是和导航电子地图应用相关的必要的核心的内容。本标准内容包括导航电子地图框架数据模

型、要素内容及交换格式，是数据生产和使用单位进行数据交换、共享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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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电子地图框架数据交换格式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导航电子地图框架数据模型、要素内容及交换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导航电子地图数据的使用与交换，也适用于导航电子地图框架数据的生产。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２．１

层　犾犲狏犲犾

由同一空间索引管理的，具有相同分类内容且数据详细程度一致的数据集合。

［ＧＢ／Ｔ３０２８９．１—２０１３，定义３．４］

２．２

点要素　狆狅犻狀狋犳犲犪狋狌狉犲

标示几何位置的０维元素。一个二元坐标（或三元坐标）定义一个位置。

［ＧＢ／Ｔ１９７１１—２００５，定义３．２．１５］

２．３

导航电子地图　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犿犪狆

含有空间位置地理坐标，能够与空间定位信息系统结合，准确引导人或交通工具从出发地到达目的

地的电子地图或数据集。

［ＧＢ２０２６３—２００６，定义３．２］

２．４

服务区　狊犲狉狏犻犮犲犪狉犲犪

高速公路上可供休息、停车、加油、进餐等服务的区域，除提供停车外，还可提供其他服务。

［ＧＢ／Ｔ３０２８９．１—２０１３，定义３．２５］

２．５

弧段　犾犻狀犽

道路网络拓扑中最小的线形单元，两端各有一个结点。

２．６

结点　狀狅犱犲

一个０维元素，是两个或更多边的拓扑连接点，或是一条边的端点。

［ＧＢ／Ｔ１９７１１—２００５，定义３．２．１０］

２．７

面　犳犪犮犲

由一个封闭的边序列以及位于该序列之中的零个或多个非交叉的封闭边序列所围绕而成的２维

元素。

［ＧＢ／Ｔ１９７１１—２００５，定义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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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面要素　犪狉犲犪犳犲犪狋狌狉犲

一个２维要素，由一个或多个面的定义。

［ＧＢ／Ｔ１９７１１—２００５，定义３．２．１］

２．９

停车区　狆犪狉犽犻狀犵犪狉犲犪

高速公路上仅提供停车的区域。

［ＧＢ／Ｔ３０２８９．１—２０１３，定义３．２６］

２．１０

图幅　犿犲狊犺

按一定的规则将地图切分成规则的图形。

注１：本标准规定经差１°，纬差４０′切分成的区域称为一级图幅，将一级图幅８×８等分后的区域称为二级图幅。

注２：本标准涉及的图幅全部为二级图幅。

注３：改写ＧＢ／Ｔ３０２８９．１—２０１３，定义３．２９。

２．１１

线要素　犾犻狀犲犳犲犪狋狌狉犲

一个１维要素。一个线要素由一个或多个边定义。

［ＧＢ／Ｔ１９７１１—２００５，定义３．２．８］

２．１２

兴趣点　狆狅犻狀狋狅犳犻狀狋犲狉犲狊狋

导航电子地图上的具有特定位置和属性的点位，用于检索和引导。

［ＧＢ／Ｔ３０２８９．１—２０１３，定义３．３２］

２．１３

兴趣区　犪狉犲犪狅犳犻狀狋犲狉犲狊狋

导航电子地图上的具有特定位置和属性的区域，用于检索和引导。

２．１４

要素主题　犳犲犪狋狌狉犲狋犺犲犿犲

一组特定的相关要素。

［ＧＢ／Ｔ１９７１１—２００５，定义３．４．１７］

２．１５

永久标识　狆犲狉犿犪狀犲狀狋犐犇

导航电子地图中要素的永久的、统一的、唯一的识别编码。

３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ＡＯＩ　兴趣区（Ａｒｅａ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ＥＴＣ　不停车电子收费系统（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ｏｌ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Ｃ　高速公路转换出入口（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ＪＣＴ　高速公路之间的连接道路出入口（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ＰＡ　停车区（ＰａｒｋｉｎｇＡｒｅａ）

ＰＯＩ　兴趣点（Ｐｏｉ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ＴＩＣ　中国实时交通信息（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ａｆ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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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　服务区（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ｒｅａ）

４　框架数据模型

４．１　要素模型

４．１．１　概述

现实世界中的导航地理要素及其关联由要素、属性、几何和关系等四个方面构成，从导航应用所关

注的现象和基本特征出发，描述导航地理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确定导航数据库的信息内容。

如图１所示。

图１　要素及其关系

要素及其关系的说明如下：

ａ）　要素是对现实世界中地理实体的抽象及其在数据库中的表示形式。每个要素都具有空间几何

信息，具有一个或多个属性，并可以与一个或多个其他要素建立关系。根据要素的抽象层次和

复杂程度，可将要素分为简单要素和复杂要素。根据要素在现实道路交通网络中的作用及其

特性，划分为不同的要素主题和要素类。

ｂ）　几何是对现实世界中地理实体的空间位置、几何形态的抽象。一般分为点、线、面，表达为二

维或三维点坐标、或坐标序列。

ｃ）　属性可分为不同的属性项，每个属性类型对应于要素的特定性质（如道路等级），用属性名称和

属性值来标识。每个属性类型都有一个或多个属性值，是该属性类型的实例（如高速公路、国

道）。属性可能的取值范围称为属性的值域。

ｄ）　关系分为拓扑关系和语义关系。拓扑关系表达几何元素之间的挂接、连通关系，如面由弧段

构成，弧段由结点构成等；也泛指相离、相交、相邻、相等、覆盖、被覆盖、包含和被包含等空间关

系。语义关系是两个或多个要素之间有意义的联系，表达导航实体之间的非拓扑关系。语义

关系具有属性。语义关系可以存在于同一要素主题内部，也可以存在于多个不同的要素主题

之间，一个关系可用属性进一步定义。

４．１．２　要素层级

根据导航要素对现实地理实体的抽象程度和应用领域的需求，本模型将导航数据概念模型抽象为

几何图元、简单要素和复杂要素等三个层次，如图２所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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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单向箭头表示箭头指向包含被指向，双向箭头表示相互关联。

图２　要素分层结构

要素分层结构说明如下：

ａ）　层０几何图元包括结点、弧段、面，具有空间位置信息和拓扑信息。其中结点（ｎｏｄｅ）具有单一

的坐标点位置，用于构成弧段的首末端点，或作为标识点包含在面中；弧段（ｌｉｎｋ）由一系列有

序的坐标点构成，将关联的两个结点作为首末端点；面（ｆａｃｅ）则是由一系列弧段围绕而成的２

维元素。

ｂ）　层１简单要素由属性和单一结点、弧段、面等基本图元构成，分为点要素、线要素、面要素三

类。其中点要素用于描述零维形状的地理要素。由属性和结点构成，如平面交叉点、ＰＯＩ等；

线要素用于描述一维线形地理要素，由属性和弧段构成，如道路弧段、行政区划边界弧段等；面

要素用于描述二维形状的地理要素，由属性和多边形构成，如水域、绿地等。

ｃ）　层２复杂要素是要素的一种，由多个简单要素或其他复杂要素构成，表示更高一级的抽象对

象。主要包括土地覆盖要素、土地利用要素等。

４．１．３　要素主题

根据导航要素在现实道路交通网络中的作用和特性，将其划分为要素大类，称为“要素主题”。本模

型定义的要素主题及其内容如表１所示。

表１　要素主题划分

序号 主题名称 相关内容

１ 道路 道路

２ 索引 ＰＯＩ、点门牌、文字等

３ 行政区划
国家／省／地级市／区县／乡镇等级别、自定义区和标识点信息（标识点一般为

政府所在地，可以作为引导）

４ 土地覆盖 水系、绿地、岛屿等

５ 土地利用 大学、医院、购物中心、机场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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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导航路网基础上，围绕道路主题，其他主题（索引、行政区划等）分别与道路主题之间建立引导、同

一、立交等关系，如图３所示。

图３　要素主题关系

要素主题关系说明如下：

ａ）　引导关系指行政区划标识点和道路建立关联关系，可以通过道路引导到行政区划，通过道路引

导到索引点位；

ｂ）　所属关系指点门牌名称中的道路名称所指的道路；

ｃ）　同一指行政区划边界、土地利用边界复用道路线；

ｄ）　立交指桥与水的关系。

４．２　字段数据类型

４．２．１　整数

用于存储整数，数据长度的范围包括１到由数据长度所规定的正的最大值。

４．２．２　浮点数

用于存储浮点数，数据长度表述为［ａ，ｂ］，其中ａ表示数字中的总有效位（不包括小数点），ｂ表示数

字小数点右边的位数。

４．２．３　字符

用于存储字符，数据长度的范围包括１到由数据长度所规定的正的最大值。

４．２．４　空间数据

用于存储点、线、面等几何形状的数据，数据长度可变。

４．３　数据要素项说明

数据要素项格式定义采用表的形式，表题为数据记录、数据列表等名称，表头包括如下栏目：

ａ）　名称：描述当前数据项目的名称；

ｂ）　数据类型：描述当前项目的数据类型；

ｃ）　数据长度：描述当前数据项目的数据类型编码的最大长度；

ｄ）　值阈及说明：描述当前数据项目的值阈及所需描述的事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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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表× 　道路弧段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阈及说明

４．４　永久标识

表示要素存在的唯一性编码。在数据库中通常作为表的主键或外键，表示该记录的唯一性或与其

他表之间的关联关系。数据制作过程中，要保证标识的永久性。编码原则如下：

ａ）　采用３２ｂｉｔ整型数字表示（２
０２３１）；

ｂ）　永久标识统一分配使用；

ｃ）　同一主题中每一分类的要素永久标识是唯一的，如兴趣点、弧段、结点以及车道信息、交通限

制、收费站等要素都具有各自的永久标识空间。

５　道路

５．１　概述

道路指供各种车辆（无轨）和行人通行的工程设施，如街道、公路、高速公路、高架道路、隧道、车行立

交桥、与道路相连的桥梁等。

５．２　道路弧段

５．２．１　概述

道路弧段是道路网络拓扑中最小的线形单元，也是层１中基本的简单要素。通常为两个结点

（ｎｏｄｅ）之间的道路段，是构成道路的基本元素，包括道路的几何形状、拓扑关系、以及基本的属性信息，

如道路名称、道路种别、道路幅宽等。道路弧段（ｌｉｎｋ）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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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道路弧段的数据组成结构

５．２．２　道路弧段数据

道路弧段是构成道路的基本元素，包括道路的几何形状、拓扑关系、以及基本的道路属性信息。如

道路名称、道路种别、道路幅宽等。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２。

表２　道路弧段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起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终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道路种别 整数 ２

０：作业中（默认值）

１：高速公路

２：城市快速公路

３：国道

４：省道

５：县道

６：乡镇村道路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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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道路种别 整数 ２

７：其他道路

８：非引导道路

９：步行道路

１０：人渡

１１：车渡

道路方向 整数 １

描述车辆在道路上的通行方向，用相对于弧段方向的顺和逆

来表示，值域包括：

０：未调查

１：双方向（默认值）

２：顺方向

３：逆方向

供用信息 整数 １

描述道路是否可以通行，是否施工等信息。当供用信息＝４

（施工中不开放）或６（道路维修中）时，在“表５道路弧段限

制”中对应为限制类型＝４的记录，值域包括：

０：调查中（默认值）

１：可以通行

２：不可通行

３：未供用

４：施工中不开放

５：计划

６：道路维修中

收费信息 整数 １

０：未调查（默认值）

１：收费

２：免费

３：收费道路的免费区间

上下线分离 整数 １
０：否（默认值）

１：是

开发状态 整数 １

０：非详细（默认值）

１：详细

２：未验证

特殊交通 整数 １
０：否（默认值）

１：是

功能等级 整数 １

０：未赋值（默认值）

１：等级１

２：等级２

３：等级３

４：等级４

５：等级５

城市道路 整数 １

是否为城市道路，值域包括：

０：否（默认值）

１：是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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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铺设状态 整数 １
０：铺设（默认值）

１：未铺设

总车道数 整数 ２

左车道数 整数 ２

判定左右车道的依据如下：

本模型约定弧段创建时，录入的第一个点为起点，最后一个

点为终点，同时约定：

（１）从录入的起点到终点的画线方向为弧段方向，即 Ｌｉｎｋ

方向

（２）沿着Ｌｉｎｋ方向行进过程的左手方向为弧段的左侧，右手

方向为弧段的右侧

右车道数 整数 ２ 判定左右车道的依据见本表的“左车道数”

车道等级 整数 １

０：未赋值（默认值）

１：一条车道

２：２或３条

３：４条及以上

道路幅宽 浮点数 ８，３

根据总车道数进行赋值，对应关系如下：

总车道数１：幅宽３０，即３．０ｍ～５．５ｍ（含５．５ｍ）；

总车道数２或３：幅宽５５，即５．５ｍ～１３．０ｍ（含１３．０ｍ）；

总车道数４～１５：幅宽１３０，即大于１３ｍ；

当总车道数为０，取左右车道之和按上述赋值

是否高架 整数 １

０：未调查（默认值）

１：是

２：否

左区划号码 整数 １０
引用“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的“区划号码”，通过区划号码

找对应的左行政代码和左乡镇代码

右区划号码 整数 １０
见“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的“区划号码”，通过区划号码找

对应的右行政代码和右乡镇代码

弧段坐标 空间数据

①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序列。

②起点（起点号码）和终点（终点号码）坐标作为形状点来

存储。

弧段长度 浮点数 １５，３ 单位：ｍ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路灯设施 整数 １

道路是否具有路灯之类的照明设施，值域包括：

０：未调查（默认值）

１：有

２：无

停车设施 整数 １

道路是否具有停车带或停车位，值域包括：

０：未调查（默认值）

１：有

２：无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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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　道路弧段门牌数据

弧段门牌属性，例如学院路（名称号码）１０号到１００号，学院路分为弧段１、弧段２，则表示弧段１上

的学院路１０号到２５号，弧段２上的学院路２６号到１００号。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３。

表３　道路弧段门牌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引用“表７道路名称”中的“名称号码”

左起始门牌 字符 ２０

左终止门牌 字符 ２０

左门牌类型 整数 １

０：未调查（默认值）

１：单号

２：双号

３：混合号

４：其他

右起始门牌 字符 ２０

右终止门牌 字符 ２０

右门牌类型 整数 １

０：未调查（默认值）

１：单号

２：双号

３：混合号

４：其他

地址类型 整数 １

０：基本地址（默认值）

１：原地址

２：商用地址

３：其他

５．２．４　道路弧段限速数据

记录了弧段上的速度限制类型、等级、来源。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４。

表４　道路弧段限速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顺向限速 整数 ４
①存储与弧段同方向（即顺向）的最大限速。

②限速值为整数，单位是ｋｍ／ｈ，默认为０

逆向限速 整数 ４
①存储与弧段反方向（即逆向）的最大限速。

②限速值为整数，单位是ｋｍ／ｈ，默认为０

限速等级 整数 １

０：未赋值（默认值）

１：＞１３０

２：［１００．１～１３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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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限速等级 整数 １

３：［９０．１～１００］

４：［７０．１～９０］

５：［５０．１～７０］

６：［３０．１～５０］

７：［１１～３０］

８：＜１１

注：对于单方向弧段，按顺向限速计算；对于双方向弧段，按

限速值较低的计算；限速值单位是ｋｍ／ｈ

顺向限速来源 整数 ２

０：无（默认值）

１：现场标牌

２：城区标识

３：高速公路标识

４：车道限速

５：方向限速

６：机动车限速

７：匝道无数据

８：缓速行驶

９：未调查

逆向限速来源 整数 ２

０：无（默认值）

１：现场标牌

２：城区标识

３：高速公路标识

４：车道限速

５：方向限速

６：机动车限速

７：匝道无数据

８：缓速行驶

９：未调查

限速类型 整数 １

０：未调查

１：最大速度

２：最低速度

３：建议速度

９：其他

限速时段 整数 １

０：无

１：雨天

２：雪天

３：雾天

６：学校

９：其他

时间段 字符 １０００ 格式见附录Ａ“时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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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５　道路弧段限制数据

记录了弧段的限制信息及限制条件。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５。

表５　道路弧段限制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限制类型 整数 １

０：道路维修中

１：单行限制

２：车辆限制

３：穿行限制

４：施工中不开放

５：季节性关闭道路

６：收费限制

７：超车限制

限制方向 整数 １

０：未调查

１：双方向

２：顺方向

３：逆方向

时间段 字符 １０００
格式见附录Ａ“时间域”，默认为空表示全天或永久，时间段为

［Ｚ］表示模糊时间

车辆类型 整数 １０ 格式参考附录Ｂ“车辆类型”，默认为０表示无任何车辆类型

收费类型 整数 １

０：无

１：收费道路

２：桥

３：隧道

４：公园

５：山径

６：风景路线

注：仅当限制类型＝６（收费限制）时有效

天气条件 整数 １

０：无

１：雨天

２：雪天

３：雾天

注：仅当限制类型＝７（超车限制）且车辆类型为卡车时有效

５．２．６　道路弧段形态数据

记录了道路形态信息。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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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道路弧段形态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道路形态 整数 ２

０：未调查

１：无属性

２：其他

１０：ＩＣ

１１：ＪＣＴ

１２：ＳＡ

１３：ＰＡ

１４：全封闭道路

１５：匝道

１６：跨线天桥

１７：跨线地道

１８：私道

２０：步行街

２１：过街天桥

２２：公交专用道

２３：自行车道

２４：立交桥（无匝道）

３０：桥

３１：隧道

３２：立交桥

３３：环岛

３４：辅路

３５：调头口

３６：ＰＯＩ连接路

３７：提前右转

３８：提前左转

３９：主辅路出入口

４８：主路

４９：侧道

５０：交叉点内道路

５１：未定义交通区域

５２：区域内道路

５３：停车场出入口道路

５４：停车场虚拟线

６０：风景路线

８０：停车场内部道路

扩展形态 整数 ２

０：无

４０：从字形

４１：三角形

４２：人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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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７　道路名称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７。

表７　道路名称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名称组号 整数 １０

采用“中文名称的名称号码”作为组号。

（１）以中文名称为准，将与之对应的英文，葡文等不同语言名

称归为一组。

（２）多个中文名存储为多组

语言代码 字符 ３ 见ＧＢ／Ｔ４８８０．２—２０００，另外增加繁体中文代码ＣＨＴ

道路名称 字符 ５００

类型名称 字符 １００ 大街、大道、胡同、环路、隧道等

基本名称 字符 １００ 指名称主体，如学院路

前缀名称 字符 １００ 东、西、南、北、中、前、后、左、右等

中缀名称 字符 １００

后缀名称 字符 １００ 东、西、南、北、中等

道路名发音 字符 ５０００

类型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基本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前缀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中缀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后缀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道路类型 整数 １

记录道路类型，值域包括：

０：未区分（默认值）

１：高速公路

２：国道

３：铁路

４：出口编号

行政区划 整数 ６ 见“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行政代码”

国家编号 整数 １

０：非国家编号（默认值）

１：国家高速公路编号

２：国道编号

３：省道编号

４：县道编号

５：乡道编号

６：专用道编号

７：省级高速公路编号

名称语音 字符 １００ 不带后缀的文件名，用于数据关联

备注信息 字符 ２００ 区分主线／支线

路线号码 整数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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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８　道路弧段与犚犜犐犆关系数据

记录道路弧段的ＲＴＩＣ实时交通信息。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８。

表８　道路弧段与犚犜犐犆关系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ＲＴＩＣ代码 整数 ５
同一图幅内，同一ＲＴＩＣ等级的ＲＴＩＣ代码必须唯一，值域范

围：１～４０９５

ＲＴＩＣ等级 整数 １

０：无（默认值）

１：高速公路

２：城市高速公路

３：干线道路

４：其他道路

ＲＴＩＣ方向 整数 １

０：无（默认值）

１：顺方向

２：逆方向

上下行标识 整数 １

０：上行（默认值）

１：下行

注：双方向道路两侧分别是上行和下行。单向或上下线分离

道路均为上行

ＲＴＩＣ域类型 整数 １

０：狭域

１：中域（默认值）

２：广域

５．２．９　道路弧段与自定义区关系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９。

表９　道路弧段与自定义区关系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区划号码 整数 １０
见“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的“区划号码”，通过区划号码找

对应的行政代码和自定义区号码

自定义区类型 整数 １

０：未分类（默认值）

１：兴趣区

２：开发区

３：市区

位置关系 整数 １
０：左侧（默认值）

１：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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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０　道路弧段名称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１０。

表１０　道路弧段名称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名称序号 整数 ２ 从１开始递增编号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引用“表７道路名称”中的“名称号码”

名称分类 整数 １

１：官方名（默认值）

２：别名

３：曾用名

名称类型 整数 ２

０：普通

１：立交桥名（连接路）

２：立交桥名（主路）

３：风景路线

４：桥

５：隧道

６：虚拟名称

７：出口编号

８：编号名称

９：虚拟连接名称

路线属性 整数 １

０：工作中（默认值）

１：上行

２：下行

３：环状

４：内环

５：外环

９：未定义

主从代码 整数 １

０：默认值

１：主

２：从

９：未定义

注：当弧段种别为高速公路、城市高速公路、国道时，主从代

码＝１，其他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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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道路结点

５．３．１　概述

道路结点是指道路弧段的两个端点或一个孤立的点，记录点的种别属性信息、坐标、拓扑关系。道

路结点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５。

图５　道路结点的数据组成结构

５．３．２　道路结点数据

记录了道路结点的种别、空间坐标等属性。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１１。

表１１　道路结点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结点种别 整数 １

１：平面交叉点（默认值）

２：弧段属性变化点

３：形状点

结点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点

５．３．３　道路结点名称

记录了结点的名称及语音信息。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１２。

表１２　道路结点名称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名称组号 整数 １０ 采用“中文名称的名称号码”作为组号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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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语言代码 字符 ３ 见ＧＢ／Ｔ４８８０．２—２０００，另外增加繁体中文代码ＣＨＴ

名称内容 字符 １２０

名称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中文为拼音，英文（葡文等）为音标

５．３．４　道路结点图幅

记录了结点所在图幅信息。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１３。

表１３　道路结点图幅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５．３．５　道路结点形态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１４。

表１４　道路结点形态表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结点形态 整数 ２

０：未调查

１：无属性

２：图廓点

３：收费站

１０：ＩＣ

１１：ＪＣＴ

１２：桥

１３：隧道

１４：车站

１５：障碍物

１６：门牌号码点

２０：幅宽变化点

２１：种别变化点

２２：车道变化点

３０：铁路道口

３１：有人看守铁路道口

３２：无人看守铁路道口

４０：市街图与道路交点

４１：开发区等自定义区与道路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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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６　结点接续弧段

记录了和结点接续的弧段信息。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１５。

表１５　结点接续弧段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接续弧段个数 整数 １０

弧段与

结点的关系
整数 １

１：结点为弧段的终点号码

２：结点为弧段的起点号码

５．４　路口

５．４．１　概述

路口是指两条道路在同一个平面上交叉的部分。按形状分为十字形、Ｘ形、Ｔ形、Ｙ形、环形等。路

口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６。

图６　路口的数据组成结构

５．４．２　路口信息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１６。

表１６　路口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路口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路口类型 整数 １
０：简单路口

１：复合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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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信号灯 整数 １

０：无信号灯

１：有路口信号灯

２：有行人信号灯

电子眼 整数 １

０：未调查

１：无

２：有

５．４．３　路口名称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１７。

表１７　路口名称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名称组号 整数 １０ 采用“中文名称的名称号码”作为组号

路口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６路口”中的“路口号码”

语言代码 字符 ３ 见ＧＢ／Ｔ４８８０．２—２０００，另外增加繁体中文代码ＣＨＴ

名称内容 字符 １２０

名称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中文为拼音，英文（葡文等）为音标

５．４．４　路口内弧段

即交叉口内弧段（ｌｉｎｋ）。复合交叉路口中各点之间的弧段，图中４个交叉点之间的４条粉色道路

元素为交叉点内弧段。路口内弧段示意图见图７。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１８。

图７　路口内弧段（犾犻狀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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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８　路口内弧段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路口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６路口”中的“路口号码”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５．４．５　路口组成结点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１９。

表１９　路口组成结点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路口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６路口”中的“路口号码”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是否主点 整数 １
０：否

１：是

５．４．６　路口接续弧段

除交叉口内弧段以外的，与路口组成结点的所有挂接的弧段。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２０。

表２０　路口接续弧段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路口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６路口”中的“路口号码”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进入退出

路口标识
字符 １

Ｉ：弧段通行方向为进入路口方向

Ｏ：弧段通行方向为退出路口方向

Ｂ：弧段通行方向为双向

５．５　车道信息

５．５．１　概述

车道信息是指路口车道通行关系。车道信息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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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车道信息的数据组成结构

５．５．２　车道连通数据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２１。

表２１　车道连通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连通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车道信息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２车道信息”中的“车道信息号码”

退出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进入车道信息 整数 ５
采用１６ｂｉｔ表示，从右到左依次为０ｂｉｔ～１５ｂｉｔ，每ｂｉｔ表示每

一车道是否可用，赋值为０／１分别表示无效／有效

退出车道信息 整数 １０ 同“进入车道信息”

公交专用信息 整数 １０ 同“进入车道信息”

通达方向 整数 １

０：未调查

１：直

２：左

３：右

４：调

５：左斜前

６：右斜前

５．５．３　车道信息数据

记录车道信息的进入线点关系，以及路口处或路上的通行车道，左右附加车道和左直右等车道信

息。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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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２　车道信息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车道信息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进入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进入结点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车道信息 字符 ６４

记录路口处或道路上的进入弧段到所有退出弧段的车道

信息。

①由一个或多个英文半角车道信息代码构成，内容与车道数

据一致，如：“ａ”表示直行；“ｂ”表示＂左转。

②如果存在附加车道信息，则将代码用英文半角括号“［］”括

起来，如“［ａ］”表示附加直行，“［ｂ］”表示附加左转，通过字符

串的顺序来区分左附加还是右附加。

③组合车道信息之间用英文半角“，”分割，如：“［ａ］，ａ，ｃ，［ｃ］”

表示“左附加直行、直行、右转、右附加右转”。

④公交专用道的转向信息用英文半角尖括号“＜＞”表示，如

公交专用右转，表示为“＜ｃ＞”。

⑤当存在某一车道社会车辆与公交共用时，先表达社会车辆

的转向信息，后表达公交转向信息，中间无逗号分隔，如：某

一车道社会车辆直行，同时公交右转时，表示为：“ｂ＜ｃ＞”。

⑥当存在某一车道既是附加车道又是公交专用时，在原则２

的基础上，用［］表达附加车道，如：某一车道是对社会车辆是

右附加直行，而且是公交专用右转，表示为：“［ｂ＜ｃ＞］”

车道总数 整数 ３ 进入弧段在路口处的车道总数（含左右附加车道）

左附加车道 整数 ３ 进入弧段在路口处的左附加车道数

右附加车道 整数 ３ 进入弧段在路口处的右附加车道数

５．５．４　车道信息经过弧段数据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２３。

表２３　车道信息经过弧段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连通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１车道连通”中的“连通号码”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进入和退出弧段

除外

弧段组号 整数 ２ 从１开始递增编号

弧段序号 整数 ３ 从１开始递增编号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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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交通路径指引

５．６．１　概述

记录了道路交叉口处路径名称、底图及对应的箭头图信息。交通路径指引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９。

图９　交通路径指引的数据组成结构

５．６．２　交通路径指引信息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２４。

表２４　交通路径指引信息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交通路径

指引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进入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进入结点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退出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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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３　交通路径指引详细信息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２５。

表２５　交通路径指引详细信息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详细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交通路径

指引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４ 交通路径指引信息”中的“交通路径指

引号码”

声音方向 整数 １

０：无

２：右

５：左

设施类型 整数 １

０：默认

１：出口

２：入口

３：ＳＡ

４：ＰＡ

５：ＪＣＴ

名称种别 整数 １

０：默认

１：ＩＣ

２：ＳＡ

３：ＰＡ

４：ＪＣＴ

５：出口

６：入口

７：匝道

８：出入口

出口编号 字符 ３２

交通路径

指引类型
整数 １

０：高速公路交通路径指引

１：方面交通路径指引

２：ＩＣ交通路径指引

３：３Ｄ交通路径指引

４：普通交通路径指引

箭头图代码 字符 １０ 不带后缀的文件名，用于数据关联，如：０ａ２４０３０ａ

模式图代码 字符 １０ 不带后缀的文件名，用于数据关联，如：８ａ４３０２１１

向导代码 整数 １

０：无向导（默认值）

１：高架向导

２：地下通道向导

３：未调查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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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４　交通路径指引名称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２６。

表２６　交通路径指引名称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名称组号 整数 １０ 采用“中文名称的名称号码”作为组号

详细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５交通路径指引详细信息”中的“详细号码”

名称序号 整数 ２ 从１开始递增编号

名称分类 整数 １
０：方向

１：出口

语言代码 字符 ３ 见ＧＢ／Ｔ４８８０．２—２０００，另外增加繁体中文代码ＣＨＴ

编号类型 整数 ２

０：无

１：普通道路名

２：设施名

３：高速公路道路名

４：国家高速公路编号

５：国道编号

６：省道编号

７：县道编号

８：乡道编号

９：专用道编号

１０：省级高速公路编号

交通路径

指引名称
字符 １００

名称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中文为拼音，英文（葡文等）为音标

名称语音 字符 １００ 不带后缀的文件名，用于数据关联

５．６．５　交通路径指引实景图

普通道路路口实景图，高速公路出入口实景图。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２７。

表２７　交通路径指引实景图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交通路径

指引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６交通路径指引名称”中的“名称号码”

实景图类型 整数 １
０：高速公路出入口实景图

１：普通道路路口实景图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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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７（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实景图代码 字符 １０

不带后缀的文件名，用于数据关联。

①高速公路出入口实景图采用８位编码，如６１０２５００ａ。

②普通道路路口实景图代码９位编码，如１４０２３０２８１

箭头图代码 字符 １０ 不带后缀的文件名，用于数据关联

５．６．６　方向路牌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２８。

表２８　方向路牌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路牌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交通路径指引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６交通路径指引名称”中的“名称号码”

箭头图代码 字符 １６ 不带后缀的文件名，用于数据关联

底图代码 字符 １６ 同箭头图代码，均为１１位编码

５．６．７　方向路牌名称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２９。

表２９　方向路牌名称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名称组号 整数 １０ 采用“中文名称的名称号码”作为组号

路牌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８方向路牌”中的“路牌号码”

名称序号 整数 ２ 从１开始递增编号

名称分类 整数 １
０：方向

１：出口

语言代码 字符 ３ 见ＧＢ／Ｔ４８８０．２—２０００，另外增加繁体中文代码ＣＨＴ

编号类型 整数 ２

０：无

１：普通道路名

２：设施名

３：高速公路道路名

４：国家高速公路编号

５：国道编号

６：省道编号

７：县道编号

８：乡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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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９（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编号类型 整数 ２
９：专用道编号

１０：省级高速公路编号

交通路径

指引名称
字符 １００

名称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中文为拼音，英文（葡文等）为音标

名称语音 字符 １００ 不带后缀的文件名，用于数据关联

５．６．８　实景路牌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３０。

表３０　实景路牌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实景路牌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交通路径

指引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８方向路牌”中的“交通路径指引号码”

箭头图代码 字符 １６ 不带后缀的文件名，用于数据关联

预览图代码 字符 １６ 同箭头图代码，ＳＶＧ格式

５．６．９　连续交通路径指引

表达连续交通路径指引的线点关系和交通路径指引模式图信息。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３１。

表３１　连续交通路径指引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交通路径指引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８方向路牌”中的“交通路径指引号码”

交通路径指引类型 整数 １
０：普通连续交通路径指引

１：特殊连续交通路径指引

声音方向 整数 １

０：无

２：右

５：左

模式图代码 字符 １０ 不带后缀的文件名，用于数据关联，如：８ａ４３０２１１

箭头图代码 字符 １０ 不带后缀的文件名，用于数据关联，如：０ａ２４０３０ａ

５．６．１０　交通路径指引经过弧段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３２。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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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２　交通路径指引经过弧段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交通路径指引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８方向路牌”中的“交通路径指引号码”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弧段组号 整数 ２ 从１开始递增编号

弧段序号 整数 ３ 从１开始递增编号

５．７　交通限制

５．７．１　概述

交通限制是指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对车辆和行人在道路上通行以及其他与交通有关的活

动所制定的带有疏导、禁止、限制或指示性质的具体规定。交通限制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１０。

图１０　交通限制的数据组成结构

５．７．２　交通限制信息

记录交通限制的进入线点关系，以及从该线点出发到退出弧段上的所有限制信息。数据格式定义

见表３３。

表３３　交通限制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交通限制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进入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进入结点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限制信息 字符 ６４

记录从进入弧段到所有退出弧段的交通限制信息。

①由一个或多个英文半角限制代码构成，内容与“交通限

制详细信息表”一致，如：“１”表示禁左。

②组合交通限制用英文半角“，”分割，如“１，２”表示“禁直，

禁左”。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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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３（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限制信息 字符 ６４

③默认表示实际交通限制，如果是理论交通限制或未验证，

则将具体限制代码用英文半角“［］”括起来，如“［２］”，表示理

论禁左，“［１］，［３］”表示时间段禁左和禁右．其中：

１：禁直

２：禁左

３：禁右

４：禁调

５：禁左右（只准直行）

６：禁左直（只准右转）

７：禁右直（只准左转）

８：允许调头

５．７．３　交通限制详细信息

记录当前退出弧段上具体的限制类型，限制信息（禁直，禁左等）。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３４。

表３４　交通限制详细信息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详细交通限制 整数 １０ 主键

交通限制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３３交通限制”中的“交通限制号码”

退出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交通限制标志 整数 １

０：未验证

１：实地交通限制

２：理论交通限制

限制信息 整数 １

０：未调查

１：禁直

２：禁左

３：禁右

４：禁调

５：禁左，禁右（只准直行）

６：禁左，禁直（只准右转）

７：禁右，禁直（只准左转）

８：允许调头

限制类型 整数 １

０：未调查

１：禁止进入

２：时间段禁止（时间段内禁止，其他可通行）

５．７．４　交通限制时间段和车辆限制

记录当前退出弧段上的时间段和车辆限制信息。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３５。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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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５　交通限制时间段和车辆限制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详细交通限制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３４交通限制详细信息”中的“交通限制号码”

时间段 字符 １０００ 格式见附录Ａ“时间域”

车辆类型 整数 １０ 格式参考附录Ｂ“车辆类型”

５．７．５　交通限制经过弧段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３６。

表３６　交通限制经过弧段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详细交通限制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３４交通限制详细信息”中的“交通限制号码”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弧段组号 整数 ２ 从１开始递增编号

弧段序号 整数 ３ 从１开始递增编号

５．８　顺行

５．８．１　概述

记录了道路主路在分叉口处的延续信息，在制作了顺行信息的分叉口处沿主路行驶时不需要进行

语音提示。顺行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１１。

图１１　顺行的数据组成结构

５．８．２　顺行信息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３７。

表３７　顺行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顺行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进入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进入结点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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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７（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退出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顺行标志 整数 １

０：未验证

１：实地顺行

２：理论顺行

５．８．３　顺行经过弧段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３８。

表３８　顺行经过弧段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顺行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３７顺行”中的“顺行号码”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弧段组号 整数 ２ 从１开始递增编号

弧段序号 整数 ２ 从１开始递增编号

５．９　分叉口提示

５．９．１　概述

分叉口提示记录了需要进行提示的道路交通路径指引处的道路信息。分叉口提示的数据组成结构

见图１２。

图１２　分叉口提示的数据组成结构

５．９．２　分叉口提示信息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３９。

表３９　分叉口提示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分岔口提示 整数 １０ 主键

进入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进入结点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退出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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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　交通信号灯

５．１０．１　概述

交通信号灯以规定之时间上交互更迭之光色讯号，设置于交岔路口或其他特殊地点，用以将道路通

行权指定给车辆驾驶人与行人，管制其行止及转向之交通管制设施。交通信号灯的数据组成结构见

图１３。

图１３　交通信号灯的数据组成结构

５．１０．２　交通信号灯信息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４０。

表４０　交通信号灯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信号灯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信号灯位置 整数 １

相对于弧段通行方向，值域包括：

０：未调查

１：左

２：右

３：上

控制标志 整数 １

表示弧段是否受该信号灯控制。

０：不受控制

１：受控制

信号灯类型 整数 １

０：机动车道信息号灯

１：非机动车道信息号灯

２：车道信号灯

３：方向指示灯

４：闪光警告信号灯

５：道路与铁路平交道口信号灯

５．１１　收费站

５．１１．１　概述

道路收费站是收费公路为征收道路通行费而设立，道路使用者在收费站缴费，普遍在特大桥、国道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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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速公路上可见。收费站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１４。

图１４　收费站的数据组成结构

５．１１．２　收费站信息

表达收费站的收费类型和ＥＴＣ车道数。注意进入弧段和退出弧段必须接续。数据格式定义见

表４１。

表４１　收费站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收费站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进入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进入结点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退出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收费站类型 整数 ２

０：未调查

１：领卡

２：交卡付费

３：固定收费

４：交卡付费后再领卡

５：交卡付费并代收固定费用

６：验票（无票收费）值先保留

７：领卡并代收固定费用

８：持卡打标识不收费

９：验票领卡

１０：交卡不收费

通道总数 整数 ２ 包括ＥＴＣ通道数在内的通道总数

ＥＴＣ图标代码 字符 ８ 不带后缀的文件名，用于数据关联

４３

犌犅／犜３５６４５—２０１７



５．１１．３　收费站通道

记录每一个通道的收费方式，领卡方式和车辆类型。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４２。

表４２　收费站通道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收费站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４１收费站”中的“收费站号码”

通道序号 整数 ２
收费站进入弧段从左到右的通道序号，依次从１开始递增

编号

收费方式 整数 ３

采用８ｂｉｔ表示，从右到左依次为０ｂｉｔ～７ｂｉｔ，每ｂｉｔ表示一

种方式类型（如下），赋值为 ０／１ 分别表示无／有，如：

０００００１１０表示现金和银行卡。

第０ｂｉｔ：ＥＴＣ

第１ｂｉｔ：现金

第２ｂｉｔ：银行卡（借记卡）

第３ｂｉｔ：信用卡

第４ｂｉｔ：ＩＣ卡

第５ｂｉｔ：预付卡

第６７ｂｉｔ：均为０，预留

如果所有ｂｉｔ位均为０，表示未调查

注：当收费方式为“ＥＴＣ”时，不允许设置其他方式

领卡类型 整数 １

０：未调查

１：ＥＴＣ

２：人工

３：自助

车辆类型 整数 １０ 格式参考附录Ｂ“车辆类型”

５．１１．４　收费站之间收费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４３。

表４３　收费站之间收费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进入收费站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４１收费站”中的“收费站号码”

退出收费站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４１收费站”中的“收费站号码”

收费金额 浮点数 ８，２

收费信息类型 整数 １
０：进入和退出收费站不同（按里程收费）

１：进入和退出收费站相同（固定收费）

货币类型 字符 ３

ＣＮＹ：人民币

ＨＫＤ：港币

ＭＯＰ：澳门元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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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车型分类 整数 １

按照交通部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标准，分为１～５类，

值域包括：

１：客车（≤７座）；货车（≤２ｔ）

２：客车（８～１９座）；货车（２～５ｔ，含５ｔ）

３：客车（２０～３９座）；货车（５～１０ｔ，含１０ｔ）

４：客车（≥４０座）；货车（１０～１５ｔ，含１５ｔ，或２０英尺集装箱

车）

５：货车（＞１５ｔ，或４０英尺集装箱车）

里程 浮点数 １０，２

区域标识 整数 ６

５．１１．５　收费站名称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４４。

表４４　收费站名称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名称组号 整数 １０ 采用“中文名称的名称号码”作为组号

收费站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４１收费站”中的“收费站号码”

语言代码 字符 ３ 见ＧＢ／Ｔ４８８０．２—２０００，另外增加繁体中文代码ＣＨＴ

名称内容 字符 １２０

名称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中文为拼音，英文（葡文等）为音标

５．１２　坡度

５．１２．１　概述

道路坡度表示斜坡的斜度，用于标记道路斜坡的陡峭程度。坡度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１５。

图１５　坡度的数据组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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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２　坡度信息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４５。

表４５　坡度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坡度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坡度类型 整数 １

０：未调查

１：水平

２：上坡

３：下坡

坡度角度 整数 ２ 单位：度，值域范围：０～９０

５．１３　电子眼

５．１３．１　概述

电子眼是通过车辆检测、光电成像、自动控制、网络通信、计算机等多种技术，对机动车闯红灯、逆

行、超速、越线行驶、违例停靠等违章行为，实现全天候监视，捕捉车辆违章图文信息，并根据违章信息进

行事后处理。电子眼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１６。

图１６　电子眼的数据组成结构

５．１３．２　电子眼信息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４６。

表４６　电子眼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电子眼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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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６（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电子眼类型 整数 ２

０：未调查

１：限速摄像头

２：雷达测速摄像头

３：移动式测速

１０：交通信号灯摄像头

１１：路况监控摄像头

１２：单行线摄像头

１３：非机动车道摄像头

１４：高速公路／城市高速公路出入口摄像头

１５：公交车道摄像头

１６：禁止左／右转摄像头

９８：其他

电子眼方位 整数 １

相对于弧段通行方向，值域包括：

０：未调查

１：左

２：右

３：上

照射角度 浮点数 ８，５ 电子眼与正北方向的夹角，０～３６０度。

限速值 整数 ４ 当电子眼类型＝１～３时有效，单位：ｍ／ｈ，值域：１～９９９９

５．１４　警示

５．１４．１　概述

用图形文字的形式预警前方道路状况。警示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１７。

图１７　警示的数据组成结构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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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４．２　警示信息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４７。

表４７　警示信息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警示信息 整数 １０ 主键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标牌类型 字符 ５ 外键，引用附录Ｃ“表Ｃ．３标牌分类代码”中的“类型代码”

有效距离 整数 ５ 实际预警距离，单位：ｍ

预告距离 整数 ５ 提前预告距离，目前只用于铁路道口，单位：ｍ

时间段 字符 １０００ 格式见附录Ａ“时间域”

车辆类型 整数 １０ 格式参考附录Ｂ“车辆类型”

文字说明 字符 １００

５．１５　可变限速

可变限速信息标志可根据目前的交通状况、天气状况、能见度状况，显示最佳驾驶限制速度，以达到

引导交通的目的。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４８。

表４８　道路可变限速信息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可变限速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进入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进入结点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退出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标牌位置 整数 １

相对于弧段通行方向，值域包括：

０：上

１：左

２：右

限速值 整数 ４ 单位：ｍ／ｈ，值域：１～９９９９

限速类型 整数 １

０：未调查

１：最大速度

２：最低速度

３：建议速度

９：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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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８（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限速时段 整数

０：无

１：雨天

２：雪天

３：雾天

６：学校

９：其他

时间段 字符 １０００ 格式参考附录Ａ“时间域”

车辆类型 整数 １０ 格式参考附录Ｂ“车辆类型”

５．１６　立交关系

记录弧段之间的立交关系。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４９。

表４９　弧段立交关系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立交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点位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立交点坐标

高度层次 整数 ２

记录立交弧段之间的上下层次关系，值域包括：

１：地面：０

２：地上：大于０

３：地下：小于０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记录构成立交关系的不同要素主题的弧段号码，如道路弧

段、铁路弧段等。

引用“表２道路弧段”“表７３行政区划弧段表”等表中的“弧

段号码”

数据表名 字符 ６４

记录要素所在的数据表，如弧段号码为道路弧段＝２０与水

系弧段＝４０立交时，数据表名分别为“弧段表”和“土地覆

盖弧段表”

形状点号 整数 ５

①记录当前立交点在弧段上的位置序号，当立交点不是弧

段上已有形状点时则插入。

②从０开始递增编号，即形状点号＝０～犖－１（犖 为包括

起点和终点在内的弧段总点数）．其中，起点（＝０），终点（＝

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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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９（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起终点标识 整数 １

０：形状点

１：起点

２：终点

５．１７　同一弧段关系

５．１７．１　概述

同一弧段是指两个要素主题间具有相同的弧段。例如，图１８中的道路弧段（Ｌ１）和行政区划弧段

（Ｌ１０）为同一关系。

图１８　道路和行政区划的同一弧段关系

５．１７．２　同一弧段关系信息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５０。

表５０　同一弧段关系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同一组号 整数 １０ 主键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引用“表２道路弧段”“表７３行政区划弧段”等表中的“弧段

号码”

数据表名 字符 ６４

记录弧段所在的数据表，如道路弧段＝２０与行政区划弧

段＝４０为同一弧段时，数据表名分别为“道路弧段”和“行

政区划弧段”

５．１８　同一结点关系

同一结点是指两个要素主题间具有相同的结点。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５１。记录同一结点关系的组

成结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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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　同一结点关系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同一组号 整数 １０ 主键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引用“表１１道路结点”“表７６行政区划结点”等表中的“结

点号码”

数据表名 字符 ６４

记录结点所在的数据表，如道路结点＝２０与行政区划结

点＝４０为同一结点时，数据表名分别为“道路结点”和“行

政区划结点”

６　索引

６．１　犘犗犐索引（基础信息）

６．１．１　概述

索引是一种供用户进行目的地查询、选择并进行路径引导的导航要素。主要包括设施索引（ＰＯＩ索

引）、地址索引、邮编索引、交叉点索引、点门牌索引、以及显示文字等内容。其中ＰＯＩ索引的数据组成

结构见图１９。

图１９　犘犗犐索引的数据组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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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犘犗犐基础信息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５２。

表５２　犘犗犐基础信息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ＰＯＩ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种别代码 字符 ８ 引用附录Ｃ“表Ｃ．１ＰＯＩ分类代码”中的“种别代码”

显示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点，用于ＰＯＩ显示和计算弧

段左右关系

引导Ｘ坐标 浮点数 １０，５

引导Ｙ坐标 浮点数 １０，５

引导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位置关系 整数 １

０：不应用

１：弧段左侧

２：弧段右侧

３：弧段上

引导弧段名称 整数 １０ 引用“表７道路名称”中的“名称号码”

弧段行政区划 整数 １０
引导道路弧段的行政区划号，引用“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

中的“区划号码”

真实城市 整数 ６

重要度 整数 １
０：不重要

１：重要

连锁品牌 字符 １２

机场代码 字符 ３

出入口标识 整数 １

０：无

１：出入口（非正门）

２：出入口（正门）

全天营业 整数 １

０：未调查

１：是

２：否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区划号码 整数 １０
见“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的“区划号码”，通过区划号码找

对应的行政代码和乡镇号码

邮政编码 整数 ６

备注信息 字符 ２００

６．１．３　犘犗犐名称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５３。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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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３　犘犗犐名称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名称组号 整数 １０ 采用“中文名称的名称号码”作为组号

ＰＯＩ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５２ＰＯＩ基础信息”中的“ＰＯＩ号码”

语言代码 字符 ３ 见ＧＢ／Ｔ４８８０．２—２０００，另外增加繁体中文代码ＣＨＴ

名称分类 整数 １

１：官方名

２：别名

３：简称

４：曾用名

５：古称

名称 字符 ２００

名称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关键字 字符 ２５４

记录ＰＯＩ名称完整的拼音关键字划分内容，关键字之间用英

文半角“｜”分割，如“北京市政府”关键字划分为：“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ｈｉ

｜ｚｈｅｎｇｆｕ”。

６．１．４　犘犗犐地址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５４。

表５４　犘犗犐地址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名称组号 整数 １０ 采用“中文名称的名称号码”作为组号

ＰＯＩ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５２ＰＯＩ基础信息”中的“ＰＯＩ号码”

语言代码 字符 ３ 见ＧＢ／Ｔ４８８０．２—２０００，另外增加繁体中文代码ＣＨＴ

地址全称 字符 ５００ 记录拆分前的全地址名称

地址全称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省名 字符 ６４ ＰＯＩ标牌中的“省名／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名”

市名 字符 ６４ ＰＯＩ标牌中的“地级市名／自治洲名”

区县名 字符 ６４ ＰＯＩ标牌中的“县级市名／县名／区名（含直辖市的区）”

乡镇名 字符 ２００ 乡镇街道办名称

街巷名 字符 １００ 街道、道路名、胡同、巷、条、弄

地名 字符 １００ 自然村落、居民小区、区域地名、开发区名

标志物名 字符 １００
指有地理表示作用的店铺、公共设施、单位、建筑或交通运输

设施，包括桥梁、公路环岛、交通站场等

前缀 字符 ６４ 用于修饰门牌号号码的成分

门牌号 字符 ６４ 主门牌号号码，以序号方式命名的弄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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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４（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类型名 字符 ３２ 门牌号号码类型

子号 字符 ６４ 主门牌号所属的子门牌号及修饰该子门牌的前缀信息

后缀 字符 ６４
用于修饰门牌地址的词语，其本身没有实际意义，不影响门

牌地址的含义，如：自编、临时

附属设施名 字符 ６４ 如“大厦”，“小区”

楼栋号 字符 １００ 如“Ａ栋、１２栋、３１楼、Ｂ座”等

楼层 字符 ６４ 如“１２层”

楼门号 字符 ６４ 如“２门”

房间号 字符 ６４ 如“５０３室”

附加信息 字符 ２００ 如“对面、旁边、附近”

省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市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区县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乡镇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街巷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地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标志物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前缀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门牌号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类型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子号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后缀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附属设施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楼栋号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楼层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楼门号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房间号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附加信息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６．１．５　犘犗犐联系方式

当存在多个联系方式时，存储为多条记录。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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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５　犘犗犐联系方式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ＰＯＩ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５２ＰＯＩ基础信息”中的“ＰＯＩ号码”

联系方式类型 整数 ２

１：普通固话

２：移动电话

３：特殊电话

４：４００、８００电话

１１：传真

２１：电子邮箱

２２：ＱＱ

电话区号 字符 ４ 电话区号，仅限普通固话

联系方式 字符 １２８
记录包括区号在内的电话号码，存储为英文半角数字字符，

二者之间以半角“”分隔，如０１０８２３０６３９９

联系服务部门 整数 ３

采用８ｂｉｔ表示，从右到左依次为０ｂｉｔ～７ｂｉｔ，每ｂｉｔ表示一

个服务部门（如下），赋值为０／１分别表示否／是，如：００００００１１

表示总机和客服；０００００１０１表示总机和预订。

第０ｂｉｔ：总机

第１ｂｉｔ：客服

第２ｂｉｔ：预订

第３ｂｉｔ：销售

第４ｂｉｔ：维修

第５ｂｉｔ：其他

第６７ｂｉｔ：均为０，预留

如果所有ｂｉｔ位均为０，表示未调查

优先选择 整数 １
０：否

１：是

６．１．６　犘犗犐图标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５６。

表５６　犘犗犐图标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ＰＯＩ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５２ＰＯＩ基础信息”中的“ＰＯＩ号码”

图标文件名 字符 １００ 不带后缀的文件名，用于数据关联

Ｘ坐标 浮点数 １０，５

Ｙ坐标 浮点数 １０，５

备注信息 字符 ５００

图标坐标 空间数据 用于存放ＰＯＩ显示坐标

６．１．７　犘犗犐父子关系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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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７　犘犗犐父子关系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ＰＯＩ组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父ＰＯＩ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５２ＰＯＩ基础信息”中的“ＰＯＩ号码”

子ＰＯＩ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５２ＰＯＩ基础信息”中的“ＰＯＩ号码”

关系类型 整数 １

０：未区分

１：逻辑关系

２：物理关系

６．１．８　犘犗犐同一关系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５８。

表５８　犘犗犐同一关系表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ＰＯＩ组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关系类型 整数 １

１：多分类同属性（多义性）

２：多分类不同属性（代理店）

３：子冠父名（服务区内部ＰＯＩ）

ＰＯＩ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５２ＰＯＩ基础信息表”中的“ＰＯＩ号码”

６．２　村镇索引

６．２．１　概述

记录可用于引导的村，乡镇标识点。村镇索引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２０。

图２０　村镇索引的数据组成结构

６．２．２　村镇地名索引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５９。

表５９　村镇地名索引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村镇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种别代码 字符 ８

显示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点

引导Ｘ坐标 浮点数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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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９（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引导Ｙ坐标 浮点数 １０，５

引导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位置关系 字符 １

０：不应用

１：弧段左侧

２：弧段右侧

３：弧段上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引用“表７道路名称”中的“名称号码”

弧段行政区划 整数 ６ 引导道路弧段的行政区划号，引用“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区划号码 整数 １０
见“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的“区划号码”，通过区划号码找

对应的行政代码和乡镇号码

ＰＯＩ号码 整数 １０ 作业过程中，记录村镇名称随ＰＯＩ名称变化的ＰＯＩ号码

ＰＯＩ类型 字符 ８ 统一赋值为周边

６．２．３　村镇名称索引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６０。

表６０　村镇名称索引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名称组号 整数 １０ 采用“中文名称的名称号码”作为组号

村镇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５９村镇地名索引”中的“村镇号码”

语言代码 字符 ３ 见ＧＢ／Ｔ４８８０．２—２０００，另外增加繁体中文代码ＣＨＴ

名称分类 整数 １
１：标准化

２：原始

村镇名称 字符 ２００

名称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中文为拼音，英文（葡文等）为音标

关键词 字符 ２５４

６．３　交叉点索引

交叉点索引记录两条相互交叉的道路及其交叉点位。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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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１　交叉点索引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索引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点位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点

交叉点类型 整数 １
０：平交

１：立交

道路一名称 字符 ６０

道路一拼音 字符 ２００

道路一英文 字符 ２００

道路二名称 字符 ６０

道路二拼音 字符 ２００

道路二英文 字符 ２００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区划号码 整数 １０
见“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的“区划号码”，通过区划号码找

对应的行政代码和乡镇号码

６．４　道路名索引

用于标示道路名标识点、名称拼音等的索引信息。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６２。

表６２　道路名索引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索引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点位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点

名称 字符 ６０

拼音 字符 ２００

英文名 字符 ２００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区划号码 整数 １０
见“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的“区划号码”，通过区划号码找

对应的行政代码和乡镇号码

６．５　点门牌索引

６．５．１　概述

门牌号码是由地名主管部门按照一定规则编制，用来定位建筑物所在位置的标牌，包括门牌（附号

牌），楼（栋）牌，单元牌，户号牌等。点门牌索引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２１。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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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点门牌索引的数据组成结构

６．５．２　点门牌索引信息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６３。

表６３　点门牌索引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点门牌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显示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点

引导Ｘ坐标 浮点数 １０，５

引导Ｙ坐标 浮点数 １０，５

引导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记录点门牌

的引导道路

引导弧段名称 整数 １０
引用“表７道路名称”中的“名称号码”，记录引导道路弧

段的名称号码

所属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记录点门牌

的所属道路

所属弧段名称 整数 １０
引用“表７道路名称”中的“名称号码”，记录所属道路弧

段的名称号码

引导弧段位置关系 整数 １

０：不应用

１：弧段左侧

２：弧段右侧

３：弧段上

所属弧段位置关系 整数 １

０：不应用

１：弧段左侧

２：弧段右侧

３：弧段上

区划号码 整数 １０
见“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的“区划号码”，通过区划号

码找对应的行政代码和乡镇号码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６．５．３　点门牌名称索引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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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４　点门牌名称索引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名称组号 整数 １０ 采用“中文名称的名称号码”作为组号

点门牌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６３点门牌索引”中的“点门牌号码”

语言代码 字符 ３ 见ＧＢ／Ｔ４８８０．２—２０００，另外增加繁体中文代码ＣＨＴ

号特征 整数 １

０：空

１：奇

２：偶

３：连续

地址全称 字符 ５００ 记录拆分前的全地址名称

地址全称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省名 字符 ６４ 标牌中“省名／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名”

市名 字符 ６４ 标牌中“地级市名／自治洲名”

区县名 字符 ６４ 标牌中“县级市名／县名／区名（含直辖市的区）”

乡镇街道办 字符 ２００ 乡镇街道办名称

街巷名 字符 １００ 街道、道路名、胡同、巷、条、弄

地名小区名 字符 １００ 自然村落、居民小区、区域地名、开发区名

标志物名 字符 １００
指有地理表示作用的店铺、公共设施、单位、建筑或交通运输

设施，包括桥梁、公路环岛、交通站场等

前缀 字符 ６４ 用于修饰门牌号号码的成分

门牌号 字符 ６４ 主门牌号号码，以序号方式命名的弄或条

类型 字符 ３２ 门牌号号码类型

子号 字符 ６４ 主门牌号所属的子门牌号及修饰该子门牌的前缀信息

后缀 字符 ６４
用于修饰门牌地址的词语，其本身没有实际意义，不影响门

牌地址的含义，如：自编、临时

附属设施名 字符 ６４ 如“大厦”，“小区”

楼栋号 字符 １００ 如“Ａ栋、１２栋、３１楼、Ｂ座”等

楼门号 字符 ６４ 如“２门”

楼层 字符 ６４ 如“１２层”

房间号 字符 ６４ 如“５０３室”

附加信息 字符 ２００ 如“对面、旁边、附近”

省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市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区县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乡镇街道办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街巷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地名小区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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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４（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标志物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前缀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门牌号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类型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子号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后缀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附属设施名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楼栋号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楼层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楼门号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房间号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附加信息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６．５．４　点门牌父子关系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６５。

表６５　点门牌父子关系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点门牌组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父点门牌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６３点门牌索引”中的“点门牌号码”

子点门牌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６３点门牌索引”中的“点门牌号码”

６．６　文字索引

６．６．１　概述

在导航设备上显示自然地形名、地名、道路名、建筑物名称等的数据。文字索引的数据组成结构见

图２２。

图２２　文字索引的数据组成结构

６．６．２　文字索引信息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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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６　文字索引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文字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种别代码 字符 ８ 参考附录Ｃ“表Ｃ．２文字种别代码”中的“种别代码”

文字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点

显示等级 整数 １０

采用３２ｂｉｔ表示，从右到左依次为０ｂｉｔ～３１ｂｉｔ，每ｂｉｔ表示

一个显示等级（如下），赋值为０／１分别表示无效／有效，如：

０００００１１１表示文字在１、２、４万等级上均可显示。

第０ｂｉｔ：１万

第１ｂｉｔ：２万

第２ｂｉｔ：４万

第３ｂｉｔ：８万

第４ｂｉｔ：１６万

第５ｂｉｔ：３２万

第６ｂｉｔ：６４万

第７ｂｉｔ：１２８万

第８ｂｉｔ：２５６万

第９ｂｉｔ：５１２万

第１０ｂｉｔ：１０２４万

第１１ｂｉｔ：２０４８万

第１２ｂｉｔ：４０９６万

第１３ｂｉｔ：８１９２万

第１４３１ｂｉｔ：均为０，预留

区划号码 整数 １０
见“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的“区划号码”，通过区划号码找

对应的行政代码和乡镇号码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６．６．３　文字名称索引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６７。

表６７　文字名称索引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名称组号 整数 １０ 采用“中文名称的名称号码”作为组号

文字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６６文字索引”中的“文字号码”

语言代码 字符 ３ 见ＧＢ／Ｔ４８８０．２—２０００，另外增加繁体中文代码ＣＨＴ

名称内容 字符 １２０

名称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中文为拼音，英文（葡文等）为音标

名称分类 整数 １
１：标准化

２：原始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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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邮编索引

邮编是实现邮件机器分拣的邮政通信专用代号，目的是提高信件在传递过程中的速度和准确性。

邮编索引为点要素的一种，为一种有坐标的点要素。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６８。

表６８　邮编索引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邮编ＩＤ号 整数 １０ 主键

邮编代码 整数 ６ 存储为６位英文半角数字

点位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点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区划号码 整数 １０
见“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的“区划号码”，通过区划号码找

对应的行政代码和乡镇号码

７　行政区划

７．１　行政区划标识点

７．１．１　概述

行政区划主要是指国家行政区划，即官方定义的行政区域划分，通常分为国家／地区级、省／直辖市

级、地级市级、区／县级和乡镇级等级别。行政区划标识点，一般选取政府所在位置。行政区划的数据组

成结构见图２３。

图２３　行政区划的数据组成结构

７．１．２　行政区划标识点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６９。

表６９　行政区划标识点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区划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行政代码 整数 ６

扩展代码 整数 ６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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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９（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行政类型 字符 ４

０：国家地区级

１：省／直辖市／自治区

２：地级市／自治州／省直辖县

３：地级市市区

４：区县／自治县

５：区中心部

６：乡镇／街道

７：飞地

８：开发区等自定义区

９：ＡＯＩ

标识点标识 整数 １

０：未定义

１：首都

２：省会／直辖市

注：行政类型＝２和２．５时该记录为省会／直辖市，行政类

型＝０时该记录为首都，其他为未定义

人口数量 字符 ８ 单位：万人

标识点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点

引导弧段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２道路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引导弧段名称 整数 １０ 引用“表７道路名称”中的“名称号码”

位置关系 整数 １

０：不应用

１：弧段左侧

２：弧段右侧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７．１．３　行政区划名称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７０。

表７０　行政区划名称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名称组号 整数 １０ 采用“中文名称的名称号码”作为组号

区划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的“区划号码”

语言代码 字符 ３ 见ＧＢ／Ｔ４８８０．２—２０００，另外增加繁体中文代码ＣＨＴ

名称分类 整数 １
１：标准化

２：原始

名称内容 字符 １２０

名称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中文为拼音，英文（葡文等）为音标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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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４　行政区划层级关系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７１。

表７１　行政区划层级关系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行政组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上级区划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的“区划号码”

下级区划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的“区划号码”

７．２　行政区划几何

７．２．１　概述

行政区划几何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２４。

图２４　行政区划几何的数据组成结构

７．２．２　行政区划面数据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７２。

表７２　行政区划面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面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区划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的“区划号码”

面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序列，首末结点坐标重合

面面积 浮点数 ３０，６ 单位：ｍ２

面周长 浮点数 １５，３ 单位：ｍ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种别 字符 ４ 见“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行政类型”，不包括行政类型＝６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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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３　行政区划弧段

当行政区划边界（包括省／直辖市边界、市行政区界、区县边界、乡镇边界、村边界、国界）之间共用

时，弧段种别取高等级边界，如省界与市界共弧段时，弧段种别为”省界”。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７３。

表７３　行政区划弧段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起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７６行政区划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终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７６行政区划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弧段种别 整数 ２

０：假想线

１：省、直辖市边界

２：市行政区界

３：区县边界

４：乡镇边界

５：村边界

６：国界

弧段形态 整数 １

１：无属性

６：特别行政区界

８：未定行政区划界

９：南海诸岛范围线

弧段坐标 空间数据

①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序列。

②起点（起点号码）和终点（终点号码）坐标作为形状点来

存储

弧段长度 浮点数 １５，３ 单位：ｍ

７．２．４　行政区划面拓扑关系

记录构成面（Ｆａｃｅ）的弧段序列表，按照逆时针方向存储。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７４。

表７４　行政区划面拓扑关系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面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７２行政区划面”中的“面号码”

弧段序号 整数 ３ 按逆时针方向，从１开始递增编号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７３行政区划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７．２．５　行政区划弧段图幅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７５。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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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５　行政区划弧段图幅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７３行政区划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７．２．６　行政区划结点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７６。

表７６　行政区划结点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结点种别 整数 １ １：平面交叉点

结点形态 整数 １

０：无

１：图廓点

７：角点

结点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点

７．２．７　行政区划结点图幅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７７。

表７７　行政区划结点图幅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７６行政区划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７．３　自定义区

７．３．１　概述

自定义区包括兴趣区和开发区（例如工业区、软件区等）。自定义区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２５。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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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５　自定义区的数据组成结构

７．３．２　自定义区面数据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７８。

表７８　自定义区面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面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区划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６９行政区划标识点”中的“区划号码”

面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序列，首末结点坐标重合

面面积 浮点数 ３０，６ 单位：ｍ２

面周长 浮点数 １５，３ 单位：ｍ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７．３．３　面拓扑关系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７９。

表７９　自定义区面拓扑关系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面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７８自定义区面”中的“面号码”

弧段序号 整数 ３ 从１开始递增编号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８０自定义区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７．３．４　自定义区弧段数据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８０。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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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０　自定义区弧段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起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８２自定义区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终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８２自定义区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弧段种别 整数 １

０：假想线（即因图幅分割、带洞的复杂面分割为简单面等原

因添加的分割线。）

１：ＡＯＩ自定义区边界线

２：开发区等自定义区边界线

弧段形态 整数 １
０：未调查

１：无属性

弧段坐标 空间数据

弧段长度 浮点数 １５，３

７．３．５　自定义区弧段图幅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８１。

表８１　自定义区弧段图幅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８０自定义区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７．３．６　自定义区结点数据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８２。

表８２　自定义区结点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结点种别 整数 １

１：平面交叉点

２：ＡＯＩ自定义区边界点

３：开发区等自定义区边界点

结点形态 整数 １

０：无（默认值）

１：图廓点

２：种别变化点

７：角点

结点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点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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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７　自定义区结点图幅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８３。

表８３　自定义区结点图幅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８２自定义区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８　土地覆盖与利用

８．１　概述

土地覆盖描述地表的覆盖情况，主要用于导航地图的背景显示，美化地图但不参与地图引导计算。

本模型定义的土地覆盖要素有：

ａ）　水系：是指地表由各种水体覆盖，如河流、湖泊、运河等。

ｂ）　绿地：是城市内非农作物植被区域，如林地、草地、绿化带等。

ｃ）　岛屿：是被水环绕的地区，可能有桥梁、隧道或航道与大陆相连。

土地覆盖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２６。

图２６　土地覆盖的数据组成结构

土地利用描述地表的使用情况，主要用于导航地图的背景显示，美化地图但不参与地图引导计算。

本模型定义的土地利用要素有：

ａ）　建成区：一般与具有相同名称的城市行政管辖范围相关，但有时一个城市行政管辖范围可能包

含多个城市建成区，有时一个城市建成区可能跨越多个城市行政管辖范围或行政区划。主要

用于背景显示和确定道路城市属性。

ｂ）　功能面：大学、医院、购物中心、机场、体育场、公墓等。

土地利用的数据组成结构见图２７。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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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７　土地利用的数据组成结构

８．２　土地覆盖面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８４。

表８４　土地覆盖面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面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要素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９２土地覆盖要素”中的“要素号码”

面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序列，首末结点坐标重合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面种别 整数 ２

０：未分类

１：海域

２：河川域

３：湖沼池

４：水库

５：港湾

６：运河

１１：公园

１２：高尔夫球场

１３：滑雪场

１４：树林林地

１５：草地

１６：绿化带

１７：岛

面形态 整数 ２

０：无（默认值）

１：暗沙

２：浅滩

３：珊瑚礁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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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４（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面形态 整数 ２

４：礁

８：湖泊（国界内）

９：湖泊（国界外）

显示等级 整数 １

按照水系的面积从大到小分为１～８级。

０：默认值

１：１级

２：２级

３：３级

４：４级

５：５级

６：６级

７：７级

８：８级

面面积 浮点数 ３０，６ 单位：ｍ２

面周长 浮点数 １５，３ 单位：ｍ

８．３　面名称

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８５。

表８５　土地覆盖面名称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名称组号 整数 １０ 采用“中文名称的名称号码”作为组号

面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８４土地覆盖面”中的“面号码”

语言代码 字符 ３ 见ＧＢ／Ｔ４８８０．２—２０００，另外增加繁体中文代码ＣＨＴ

名称内容 字符 １２０

名称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中文为拼音，英文（葡文等）为音标

８．４　面拓扑关系

记录面与弧段之间的拓扑关系，按照逆时针方向存储。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８６。

表８６　土地覆盖面拓扑关系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面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８４土地覆盖面”中的“面号码”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８７土地覆盖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弧段序号 整数 ３ 按逆时针方向，从１开始递增编号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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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土地覆盖弧段数据

构成土地覆盖面边界的弧段信息。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８７。

表８７　土地覆盖弧段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起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９０土地覆盖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终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９０土地覆盖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弧段坐标 空间数据

①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序列。

②起点（起点号码）和终点（终点号码）坐标作为形状点来

存储

弧段长度 浮点数 １５，３ 单位：ｍ

８．６　土地覆盖弧段图幅

土地覆盖面弧段所在图幅信息，当土地覆盖面被图幅分割时，分割弧段可以同时属于两个图幅。数

据格式定义见表８８。

表８８　土地覆盖弧段图幅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８７土地覆盖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８．７　土地覆盖弧段种别

记录弧段的水系、绿地种别。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８９。

表８９　土地覆盖弧段种别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８７土地覆盖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弧段种别 整数 ２

０：未分类

１：海岸线

２：河川

３：湖沼地

４：水库

５：港湾

６：运河

７：单线河

８：水系假想线

１１：公园

１２：高尔夫球场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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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９（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种别 整数 ２

１３：滑雪场

１４：树林林地

１５：草地

１６：绿化带

１７：岛

１８：绿地假想线

弧段形态 整数 ２

０：无属性

１：暗沙

２：浅滩

３：珊瑚礁

４：礁

８：湖泊（国界内）

９：湖泊（国界外）

８．８　土地覆盖结点

土地覆盖面弧段的端点信息。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９０。

表９０　土地覆盖结点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结点形态 整数 １

０：无

１：图廓点

７：角点

结点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点

８．９　土地覆盖结点图幅

土地覆盖面结点所在图幅信息，当土地覆盖结点位于图幅分割弧段上时，该结点可同时属于多个图

幅。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９１。

表９１　土地覆盖结点图幅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９０土地覆盖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８．１０　土地覆盖要素

土地覆盖要素，包括水系（海域、河川域、湖沼池、水库、港湾、运河）、绿地（树林林地、草地、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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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岛屿等）。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９２。

表９２　土地覆盖要素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要素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８．１１　土地利用面

土地利用区域信息。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９３。

表９３　土地利用面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面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要素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１０１土地利用要素”中的“要素号码”

面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序列，首末结点坐标重合

面种别 整数 ２

０：未分类

１：大学

２：购物中心

３：医院

４：体育场

５：公墓

６：停车场

７：工业区

１１：机场

１２：机场跑道

２１：建成区

２２：邮区

面面积 浮点数 ３０，６ 单位：ｍ２

面周长 浮点数 １５，３ 单位：ｍ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８．１２　土地利用面名称

土地利用名称信息。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９４。

表９４　土地利用面名称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名称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名称组号 整数 １０ 采用“中文名称的名称号码”作为组号

面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９３土地利用面”中的“面号码”

语言代码 字符 ３ 见ＧＢ／Ｔ４８８０．２—２０００，另外增加繁体中文代码Ｃ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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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４（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名称内容 字符 １２０

名称发音 字符 １０００ 中文为拼音，英文（葡文等）为音标

８．１３　面拓扑关系

记录面与弧段之间的拓扑关系，按照逆时针方向存储。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９５。

表９５　面拓扑关系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面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９３土地利用面”中的“面号码”

弧段序号 整数 ３ 按逆时针方向，从１开始递增编号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９６土地利用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８．１４　土地利用弧段

构成土地利用面边界的弧段信息。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９６。

表９６　土地利用弧段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起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９９土地利用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终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９９土地利用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弧段坐标 空间数据

①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序列。

②起点（起点号码）和终点（终点号码）坐标作为形状点来

存储

弧段长度 浮点数 １５，３ 单位：ｍ

８．１５　土地利用弧段图幅

土地利用面弧段所在图幅信息，当土地利用面被图幅分割时，分割弧段可以同时属于两个图幅。数

据格式定义见表９７。

表９７　土地利用弧段图幅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９６土地利用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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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６　土地利用弧段种别

记录弧段的建成区、功能面（大学、购物中心、医院等）等种别。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９８。

表９８　土地利用弧段种别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弧段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９６土地利用弧段”中的“弧段号码”

弧段种别 整数 ２

０：未分类

１：大学

２：购物中心

３：医院

４：体育场

５：公墓

６：停车场

７：工业区

８：假想线（即因图幅分割、带洞的复杂面分割为简单面等原

因添加的分割线。）

１１：机场范围线

１２：机场跑道边线

２１：建成区边界线

２２：邮区边界线

２３：ＦＭ面边界线

８．１７　土地利用结点

土地利用面弧段的端点信息。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９９。

表９９　土地利用结点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结点形态 整数 １

０：无

１：图廓点

７：角点

结点坐标 空间数据 存储以“度”为单位的经纬度坐标点

８．１８　土地利用结点图幅

土地利用面结点所在图幅信息，当土地利用结点位于图幅分割弧段上时，该结点可同时属于多个图

幅。数据格式定义见表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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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０　土地利用结点图幅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结点号码 整数 １０ 外键，引用“表９９土地利用结点”中的“结点号码”

图幅号码 字符 １０

８．１９　土地利用要素

土地利用要素，包括建成区、功能面（大学、医院、购物中心、体育场、公墓、机场、机场跑道）。数据格

式定义见表１０１。

表１０１　土地利用要素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要素号码 整数 １０ 主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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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时间域

犃．１　概述

时间域是通过一系列规范化的时间单元符号，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按层次有序排列，以字符串的形

式来表达一个开始或结束时间点信息，并采用“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方式表达一个时间段，如“从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７日上午８点开始到８月１８日下午６点结束”表达为：（ｙ２０１０Ｍ８ｄ１７ｈ８）（ｙ２０１０Ｍ８ｄ１８ｈ１８）

时间域的字符串格式约定：

１）　采用英文半角字符

２）　字母符号大小写敏感

３）　开始／结束时间用小括号“（…）”

４）　时间段用中括号“［…］”

５）　如果时间域为空，则表示永久或全天

６）　时间域存储方式为：“年月日时分秒周模糊时间”，即“ｙＭｄｈｍｓｔｚ”

犃．２　符号定义

开始和结束时间点通过一系列时间符号来定义，包含：

１）　精确时间：年、月、周、日、时、分、秒

２）　模糊时间：即没有明确的时间定义，如黎明、黄昏、春夏秋冬等时间。而且，模糊时间在不同区

域、不同时间有不同的表示方式。

一个完整时间点，逻辑顺序为先大的时间单元，再小的时间单元，最后以模糊时间结束；存储顺序

为：年月日时分秒周模糊时间，符号为：ｙＭｄｈｍｓｔｚ。

犃．３　精确时间

精确时间是以年、月、周、日、时、分、秒等明确的时间单元，及其符号化的表示方法对时间信息进行

描述。具体符号定义如表Ａ．１。

表犃．１　精确时间

单元 参照时间 符号 域值 注释

年 ｙｎｎｎｎ １０００．．．９９９９
特指某一年。如（ｙ２０１０）表示２０１０年，当没有其他时间时，

（ｙ２０１０）表示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上午零时

月 一年中 Ｍｎｎ １．．．１２
特指某年或任何一年（当没有“ｙ”时）中的某月，如（Ｍ５）表示

５月１日上午零时

天 一月中 ｄｎｎ
１．．．２８／２９／３０／３１

（由月份决定）

当指定“Ｍ”时，特指一个月中的某一天。如（．．．ｄ１４）表示指定

年、月中的１４号上午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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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单元 参照时间 符号 域值 注释

天 一周中 ｔｎ

１．．．８

周日（＝１）～周六（＝７）

节假日（＝８）

当指定“Ｍ”时，特指一个月中的星期几如（Ｍ５ｔ２）表示任何一年

五月的每个星期一的上午零时

时 一天中 ｈｎｎ ０．．．２３
特指某天或任何一天（当没有“ｄ”时）中的某时。

如（ｄ８ｈ６）表示每月第８天的上午６时

分 一小时中 ｍｎｎ ０．．．５９
特指某时或任何一时（当没有“ｈ”时）中的某分。

如（ｄ８ｈ６ｍ３０）表示每月第８天的上午６点３０分

秒 一分钟中 ｓｎｎ ０．．．５９
特指某 分 或 任 何 一 分 （当 没 有 “ｍ”时）中 的 某 一 秒。如

（ｄ８ｈ６ｍ３０ｓ５２）表示每月第８天的上午６点３０分５２秒

犃．４　模糊时间

模糊时间，即没有明确的时间单元，而且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模糊时间有着不同的表达和理解

方式。

模糊时间的符号为：ｚｎｎ（ｚ０～ｚ４９，部分定义如表Ａ．２），表示明确时间中的模糊信息，如果未指定明

确时间，则表示对任何时间均有效。如：（ｄ８ｈ６ｍ３０ｓ４５ｚ７）表示夏季中任何一个月的第８天的上午６点

３０分４５秒。

本模型按照模糊时间的表达范围，分为以“年”和“天”为参照的两类时间段，其中：

１）　ｚ１～ｚ１９表达以“年”为参照的时间段，如春、夏、秋、冬等；

２）　ｚ２０～ｚ３９表达以“天”为参照的时间段，如黎明、黄昏等；

３）　不支持同一个时间域多个模糊时间，如汛期（ｚ１１）和雨季（ｚ１３）不可同时存在。

表犃．２　模糊时间

单元 参照时间 符号 注释

冬天 在一年中 ｚ５ 冬天

春天 在一年中 ｚ６ 春天

夏天 在一年中 ｚ７ 夏天

秋天 在一年中 ｚ８ 秋天

汛期 在一年中 ｚ１１ 江河达到高水位时

非汛期 在一年中 ｚ１２ 江河达到低水位时

雨季 在一年中 ｚ１３ 多雨季节

旱季 在一年中 ｚ１４ 干旱季节

黎明 在一天中 ｚ２１ 黎明

黄昏 在一天中 ｚ２２ 黄昏

潮起 在一天中 ｚ２９ 涨潮

潮落 在一天中 ｚ３０ 落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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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续）

单元 参照时间 符号 注释

高峰期 在一天中 ｚ３５
活动或预定事件的高峰期，如上下班高峰，节假日高峰

时段

低峰期 在一天中 ｚ３６ 活动或预定事件的低峰期，与高峰期相对

犃．５　格式与默认值

开始和结束时间逻辑由上述精确时间和模糊时间组成，以符号相连，在一些约束条件下按层次有序

排列，如图Ａ．１所示。

图犃．１　时间排列

其中表达的有效时间，及其时间域示例如表Ａ．３所示。（注：本模型支持前６种，后两种不支持）

表犃．３　时间域示例

序号 有效时间 示例 时间域

１ ｙＭｄｈｍｓ ２０１１年４月７日１２时２０分８秒 Ｙ２０１１Ｍ４ｄ７ｈ１２ｍ２０ｓ８

２ ｙＭｔｈｍｓ ２０１１年４月每周一的１２时２０分８秒 Ｙ２０１１Ｍ４ｔ２ｈ１２ｍ２０ｓ８

３ ｙｚ１～１９Ｍｄｈｍｓ ２０１１年春４月７日１２时２０分８秒 Ｙ２０１１Ｍ４ｄ７ｈ１２ｍ２０ｓ８ｚ６

４ ｙｚ１～１９Ｍｔｈｍｓ ２０１１年春４月每周一的１２时２０分８秒 Ｙ２０１１Ｍ４ｔ２ｈ１２ｍ２０ｓ８ｚ６

５ ｙＭｄｚ２０～３９ｈｍｓ ２０１１年４月７日黎明２时２０分８秒 Ｙ２０１１Ｍ４ｄ７ｈ２ｍ２０ｓ８ｚ２１

６ ｙＭｔｚ２０～３９ｈｍｓ ２０１１年４月每周一黎明的２时２０分８秒 Ｙ２０１１Ｍ４ｔ２ｈ１２ｍ２０ｓ８ｚ６

７ ｙｚ１～１９Ｍｄｚ２０～３９ｈｍｓ ２０１１年春４月７日黎明２时２０分８秒 Ｙ２０１１Ｍ４ｄ７ｈ２ｍ２０ｓ８ｚ６ｚ２１

８ ｙｚ１～１９Ｍｔｚ２０～３９ｈｍｓ ２０１１年春每周一黎明的２时２０分８秒 Ｙ２０１１Ｍ４ｔ２ｈ２ｍ２０ｓ８ｚ６ｚ２１

　　如果开始和结束时间序列中只用到部分精确时间符号，如只表达周和日，而没有年、月等，则未用到

的时间单元就按默认值处理。

对于模糊时间不涉及默认值。

默认值的处理原则如表Ａ．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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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４　默认值的处理原则

类型 描述 示例

末尾型

对于时间序列末尾缺省的所有时

间类型码而言，默认值为可能的最

小值，如 Ｍ１，ｄ１，ｈ０，ｍ０，ｓ０等

中间型

对于在时间序列的开始或中间位

置缺省的时间单元而言，默认情况

下，时间单元所有可能的值均有效

１．（ｙ２０１０Ｍ８ｄ１７）：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７日，上午的０点０分０秒

２．（ｙ２０１０ｔ１）：２０１０年的任何一个月／任何一周的每个星期日，上午的

０点０分０秒

３．（Ｍ４）：任何一年４月的第一天，上午的０点０分０秒

４．（ｙ２０１０ｔ１ｚ２１）：２０１０年任何一个月的每个星期天的黎明某时

犃．６　时间点

用小括号“（）”表达一个开始或结束的时间点。时间点如表Ａ．５所示。

表犃．５　时间点

序号 示例 时间域

１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６日上午８点２４分 （ｙ２０１０Ｍ８ｄ１６ｈ８ｍ２４）

２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７日 （ｙ２０１０Ｍ８ｄ１７）

３ １９９２年７月 （ｙ１９９２Ｍ７）

４ 每个５月２号下午５：３１ （Ｍ５ｄ２ｈ１７ｍ３１）

５ 雨季中每个月２号的下午５：３０ （ｄ２ｈ１７ｍ３０ｚ１３）

６ 每天黎明的２点３０分 （ｈ２ｍ３０ｚ２１）

７ 每个周一的上午９点 （ｈ９ｔ２）

犃．７　时间段

用中括号“［］”表达一个开始到结束的时间区间，即时间段。时间段如表Ａ．６所示。

表犃．６　时间段

序号 时间描述 时间域

１ 每年６月份到８月份 ［（Ｍ６）（Ｍ８）］

２ 每天上午８点２４分到下午４点 ［（ｈ８ｍ２４）（ｈ１６）］

３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７日到８月３１日 ［（ｙ２０１０Ｍ８ｄ１７）（ｙ２０１０Ｍ８ｄ３１）］

４ 每月的周一到周五 ［（ｔ２）（ｔ６）］

５ 每天黎明的２点到２点３０分 ［（ｈ２ｚ２１）（ｈ２ｍ３０ｚ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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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８　时间组合

一般情况下，时间域是由一系列的时间段单元构成。同时，也可以通过一系列操作符组合定义时间

域来表达更大或更复杂的时间信息。

常用的操作符如表Ａ．７所示。

表犃．７　常用的操作符

符号 含义 示例描述（Ａ、Ｂ为两个时间域）

 交（逻辑与） ＡＢ：时间域Ａ和Ｂ的交集，既属于Ａ又属于Ｂ

＋ 并（逻辑或） Ａ＋Ｂ：时间域Ａ和Ｂ的并集，属于Ａ或属于Ｂ

－ 差（逻辑非） Ａ－Ｂ：时间域Ａ和Ｂ的差集，属于Ａ但不属于Ｂ

　　根据德摩根定律：Ａ（Ｂ＋Ｃ）＝（ＡＢ）＋（ＡＣ），同一时间域可有多种不同的操作符组合来表

示，而且不同组合方式之间可以相互等价转换。时间组合如表Ａ．８所示。

表犃．８　时间组合

序号 时间描述 时间域

１
２０１０年８月８号到２０１０年的８月２４号，其

中每天的７：００到２２：００
［（ｙ２０１０Ｍ８ｄ８）（ｙ２０１０Ｍ８ｄ２４）］［（ｈ７）（ｈ２２）］

２ ８月份每个周二的上午６点到下午７点 ［（Ｍ８ｈ６ｔ３）（Ｍ８ｈ１９ｔ３）］或（Ｍ８）［（ｈ６）（ｈ１９）］（ｔ３）

３
每周三到周五的７：３０到１２：００和１４：００到

２０：００

［［（ｈ７ｍ３０）（ｈ１２）］ （ｔ４ｔ５ｔ６）］＋ ［［（ｈ１４）（ｈ２０）］

（ｔ４ｔ５ｔ６）］或［［（ｈ７ｍ３０）（ｈ１２）］＋［（ｈ１４）（ｈ２０）］］［（ｔ４）

（ｔ６）］

４ 每年冬天的１１月到１２月和１月到３月份 ［（Ｍ１１）（Ｍ１２）＋（Ｍ１）（Ｍ３）］ｚ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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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车辆信息

犅．１　车辆类型

采用３２ｂｉｔ表示，如图Ｂ．１所示。

图犅．１　３２犫犻狋表示

从右到左每一ｂｉｔ代表一种车辆类型，１／０分别表示有和无。如表Ｂ．１所示。

示例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无任何车辆类型

示例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１：有客车、配送卡车、运输卡车

表犅．１　车辆类型

ｂｉｔ位（从右到左） 内容 ｂｉｔ位（从右到左） 内容

０ 客车（小汽车） １６ 私营公共汽车

１ 配送卡车 １７ 农用车

２ 运输卡车 １８ 载有易爆品的车辆

３ 步行者 １９ 载有水污染品的车辆

４ 自行车 ２０ 载有其他危险品的车辆

５ 摩托车 ２１ 电车

６ 机动脚踏两用车 ２２ 轻轨

７ 急救车 ２３ 校车

８ 出租车 ２４ 四轮驱动车

９ 公交车 ２５ 装有防雪链的车

１０ 工程车 ２６ 邮政车

１１ 本地车辆 ２７ 槽罐车

１２ 自用车辆 ２８ 残疾人车

１３ 多人乘坐车辆 ２９ 预留

１４ 军车 ３０ 预留

１５ 有拖车的车 ３１ 预留

犅．２　示例

犅．２．１　道路的禁止驶入控制

如图Ｂ．２所示为“每天６点到２０点，小汽车禁止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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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２

车辆类型：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即十进制为“１”。

犅．２．２　道路的允许驶入控制

如图Ｂ．３所示为“允许多人乘坐车辆驶入”。

图犅．３

车辆类型：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即十进制的“８１９２”。

犅．２．３　道路的禁止穿行控制

如图Ｂ．４所示为“禁止小汽车穿过医院到达其他目的地”。

图犅．４

车辆类型：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即十进制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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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代码及参数表

犆．１　ＰＯＩ分类代码见表Ｃ．１。

表犆．１　犘犗犐分类代码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种别代码 字符 ８ 主键

种别名称 字符 ２００

大分类代码 字符 ３２ 大分类代码，如餐饮、零售业、汽车、住宿、休闲等

大分类名称 字符 ２００

中分类代码 字符 ３２ 中分类，如餐饮大分类中的快餐、异国风味、中餐馆等

中分类名称 字符 ２００

图标文件名 字符 １００ 不带后缀的文件名，用于数据关联

说明信息 字符 ２００

犆．２　文字种别代码见表Ｃ．２。

表犆．２　文字种别代码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种别代码 字符 ８ 主键

种别名称 字符 ２００

大分类名称 字符 ２００

中分类名称 字符 ２００

图标文件名 字符 １００ 不带后缀的文件名，用于数据关联

说明信息 字符 ２００

犆．３　标牌分类代码见表Ｃ．３。

表犆．３　标牌分类代码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类型代码 字符 ５

主键

注：将标牌按大类（国标分类），中类（国标编号），小类（子类

名称）进行三级编码，采用５个数字字符表示，第１个表

示国标分类，第２～３个字符表示国标编号，第４～５个字

符表示子类名称。详见附录Ｄ的“表Ｄ．１标牌分类及其

类型码表”

大分类国标名称 字符 ３２
如附录Ｄ的“表Ｄ．１标牌分类及其类型码表”所示警告标志、

禁令标志等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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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３（续）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中分类国标名称 字符 ６４
如附录Ｄ的“表Ｄ．１标牌分类及其类型码表”所示交叉口标

志、急弯路标志等

中分类国标编号 字符 ８
如附录Ｄ的“表Ｄ．１标牌分类及其类型码表”所示警（１）、警

（２）等

小分类国标名称 字符 ３２
如附录Ｄ的“表Ｄ．１标牌分类及其类型码表”所示ａ、ｂ、ｃ、ａ

左、ｂ右等

图标文件名 字符 １００ 不带后缀的文件名，用于数据关联

　　注：标牌的分类代码参照ＧＢ５７６８．２—２００９制定。

犆．４　数据参数见表Ｃ．４。

表犆．４　数据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值域及说明

名称 字符 ３２ 参见附录Ｅ的“表Ｅ．１数据参数表”中的“名称”

参数 字符 ３２ 参见附录Ｅ的“表Ｅ．１数据参数表”中的“参数示例”

描述 字符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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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标牌分类及其类型码

标牌分类及其类型码表见表Ｄ．１。

表犇．１　标牌分类及其类型码表

分类 名称 编号 子类名称 类型码 示例图标

警告标志（１）

交叉路口标志 警１ ａ １０１０１

ｂ １０１０２

ｃ １０１０３

ｄ １０１０４

ｅ １０１０５

ｆ １０１０６

ｇ １０１０７

ｈ １０１０８

ｉ １０１０９

ｊ １０１１０

急弯路标志 警２ ａ左 １０２０１

ｂ右 １０２０２

反向弯路标志 警３ ａ左 １０３０１

ｂ右 １０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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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１（续）

分类 名称 编号 子类名称 类型码 示例图标

连续弯路标志 警４ １０４０１

陡坡标志 警５ ａ上陡坡 １０５０１

ｂ下陡坡 １０５０２

连续下坡标志 警６ １０６０１

窄路标志 警７ ａ两侧变窄 １０７０１

ｂ右侧变窄 １０７０２

ｃ左侧变窄 １０７０３

窄桥标志 警８ １０８０１

双向交通标志 警９ １０９０１

注意行人标志 警１０ １１００１

注意儿童标志 警１１ １１１０１

注意牲畜标志 警１２ １１２０１

注意野生动物标志 警１３ １１３０１

注意信号灯标志 警１４ １１４０１

注意落石标志 警１５ ａ １１５０１

ｂ １１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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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１（续）

分类 名称 编号 子类名称 类型码 示例图标

注意横风标志 警１６ １１６０１

易滑标志 警１７ １１７０１

傍山险路标志 警１８ ａ １１８０１

ｂ １１８０２

堤坝路标志 警１９ ａ １１９０１

ｂ １１９０２

村庄标志 警２０ １２００１

隧道标志 警２１ １２１０１

渡口标志 警２２ １２２０１

驼峰桥标志 警２３ １２３０１

路面不平标志 警２４ １２４０１

路面高凸标志 警２５ １２５０１

路面低洼标志 警２６ １２６０１

过水路面（或漫水桥）标志 警２７ １２７０１

有人看守铁路道口 警２８ １２８０１

无人看守铁路道口 警２９ １２９０１

叉形符号 警３０ １３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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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１（续）

分类 名称 编号 子类名称 类型码 示例图标

斜杠符号 警３１ ａ５０米 １３１０１

ｂ１００米 １３１０２

ｃ１５０米 １３１０３

注意非机动车标志 警３２ １３２０１

注意残疾人标志 警３３ １３３０１

事故易发路段标志 警３４ １３４０１

慢行标志 警３５ １３５０１

注意障碍物标志 警３６ ａ左右绕行 １３６０１

ｂ左侧绕行 １３６０２

ｃ右侧绕行 １３６０３

注意危险标志 警３７ ａ １３７０１

ｂ自定义：

文字警示标志
１３７０２

施工标志 警３８ １３８０１

建议速度标志 警３９ １３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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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１（续）

分类 名称 编号 子类名称 类型码 示例图标

隧道开车灯标志 警４０ １４００１

注意潮汐车道标志 警４１ １４１０１

注意保持车距标志 警４２ １４２０１

注意分离式道路标志 警４３ ａ十字平面交叉 １４３０１

ｂ丁字平面交叉 １４３０２

注意合流标志 警４４ ａ左侧汇入右侧合流 １４４０１

ｂ右侧汇入左侧合流 １４４０２

避险车道标志 警４５ ａ避险车道标志 １４５０１

ｂ预告标志 １４５０２

ｃ入口警告标志 １４５０３

注意路面结冰、注意雨雪天、

注意雾天、注意不利气象条件

标志

警４６ ａ注意路面结冰 １４６０１

ｂ注意雨（雪）天 １４６０２

ｃ注意雾天 １４６０３

ｄ注意不利气象条件 １４６０４

注意前方车辆排队信息 警４７ １４７０１

禁令标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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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１（续）

分类 名称 编号 子类名称 类型码 示例图标

停车让行 禁１ ２０１０１

减速让行 禁２ ２０２０１

会车让行 禁３ ２０３０１

禁止通行 禁４ ２０４０１

禁止驶入 禁５ ２０５０１

禁止机动车驶入 禁６ ２０６０１

禁止载货汽车驶入 禁７ ２０７０１

禁止电动三轮车驶入 禁８ ２０８０１

禁止大型客车驶入 禁９ ２０９０１

禁止小型客车驶入 禁１０ ２１００１

禁止挂车、半挂车驶入 禁１１ ２１１０１

禁止拖拉机驶入 禁１２ ２１２０１

禁止三轮货车、低速汽车驶入 禁１３ ２１３０１

禁止摩托车驶入 禁１４ ２１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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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１（续）

分类 名称 编号 子类名称 类型码 示例图标

禁止某两种车驶入 禁１５ ２１５０１

禁止非机动车进入 禁１６ ２１６０１

禁止畜力车进入 禁１７ ２１７０１

禁止人力客运三轮车进入 禁１８ ２１８０１

禁止人力货运三轮车进入 禁１９ ２１９０１

禁止人力车进入 禁２０ ２２００１

禁止行人进入 禁２１ ２２１０１

禁止向左转弯 禁２２ ２２２０１

禁止向右转弯 禁２３ ２２３０１

禁止直行标志 禁２４ ２２４０１

禁止向左向右转弯 禁２５ ２２５０１

禁止直行和向左转弯 禁２６ ２２６０１

禁止直行和向右转弯 禁２７ ２２７０１

禁止掉头 禁２８ ２２８０１

禁止超车 禁２９ ２２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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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１（续）

分类 名称 编号 子类名称 类型码 示例图标

解除禁止超车 禁３０ ２３００１

禁止停车 禁３１ ２３１０１

禁止长时停车 禁３２ ２３２０１

禁止鸣喇叭 禁３３ ２３３０１

限制宽度 禁３４ ２３４０１

限制高度 禁３５ ２３５０１

限制质量 禁３６ ２３６０１

限制轴重 禁３７ ２３７０１

限制速度 禁３８ ２３８０１

解除限制速度 禁３９ ２３９０１

停车检查 禁４０ ２４００１

禁止运输危险物品车辆驶入 禁４１ ２４１０１

海关 禁４２ ２４２０１

区域限制速度 禁４３ ２４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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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１（续）

分类 名称 编号 子类名称 类型码 示例图标

区域限制速度解除 禁４４ ２４４０１

区域禁止长时停车 禁４５ ２４５０１

区域禁止长时停车解除 禁４６ ２４６０１

区域禁止停车 禁４７ ２４７０１

区域禁止停车解除 禁４８ ２４８０１

指示标志（３）

直行 示１ ３０１０１

向左转弯 示２ ３０２０１

向右转弯 示３ ３０３０１

直行和向左转弯 示４ ３０４０１

直行和向右转弯 示５ ３０５０１

向左和向右转弯 示６ ３０６０１

靠右侧道路行驶 示７ ３０７０１

靠左侧道路行驶 示８ ３０８０１

立体交叉直行和左转弯行驶 示９ ３０９０１

立体交叉直行和右转弯行驶 示１０ ３１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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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犅／犜３５６４５—２０１７



表犇．１（续）

分类 名称 编号 子类名称 类型码 示例图标

环岛行驶 示１１ ３１１０１

单行路（向左或向右） 示１２ ３１２０１

单行路（直行） 示１３ ３１３０１

步行标志 示１４ ３１４０１

鸣喇叭标志 示１５ ３１５０１

最低限速标志 示１６ ３１６０１

路口优先通行标志 示１７ ３１７０１

会车先行标志 示１８ ３１８０１

人行横道标志 示１９ ３１９０１

右转车道 示２０ ３２００１

左转车道 示２１ ３２１０１

直行车道 示２２ ３２２０１

直行和右转合用车道 示２３ ３２３０１

直行和左转合用车道 示２４ ３２４０１

掉头车道 示２５ ３２５０１

掉头和左转合用车道 示２６ ３２６０１

分向行驶车道 示２７ ３２７０１

８８

犌犅／犜３５６４５—２０１７



表犇．１（续）

分类 名称 编号 子类名称 类型码 示例图标

公交线路专用车道 示２８ ３２８０１

机动车行驶 示２９ ３２９０１

机动车车道 示３０ ３３００１

非机动车行驶 示３１ ３３１０１

非机动车车道 示３２ ３３２０１

快速 公 交 系 统 （ＢＲＴ）专 用

车道
示３３ ３３３０１

多乘员车辆（ＨＯＶ）专用车道 示３４ ３３４０１

停车位 示３５ ａ ３３５０１

ｂ ３３５０２

ｃ ３３５０３

ｄ ３３５０４

允许掉头 示３６ ３３６０１

指 路 标 志 （４）

（路径指引标志

交叉路口预告

标志）

四车道及以上公路交叉路口

预告标志
路１ ４０１０１

大交通量的四车道公路交叉

路口预告标志
路２ ４０２０１

箭头杆上标识公路编号、道路

名称 的 公 路 交 叉 路 口 预 告

标志

路３ ４０３０１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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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１（续）

分类 名称 编号 子类名称 类型码 示例图标

指路标志（路径

指引标志交叉

路口告知标志）

十字交叉路口 路４ ４０４０１

丁字交叉路口 路５ ４０５０１

Ｙ型交叉路口 路６ ４０６０１

环型交叉路口 路７ ４０７０１

互通式立体交叉 路８ ４０８０１

分岔处 路９ ４０９０１

指路标志（路径

指引标志确认

标志）

国道编号 路１０ ４１００１

省道编号 路１１ ４１１０１

县道编号 路１２ ４１２０１

乡道编号 路１３ ４１３０１

街道名称 路１４ ４１４０１

路名牌 路１５ ４１５０１

地点距离 路１６ ４１６０１

指路标志（地点

指引标志地名

标志）

地名 路１７ ４１７０１

著名地点 路１８ ４１８０１

行政区划分界 路１９ ４１９０１

管理分界 路２０ ４２００１

地点识别 路２１ ４２１０１

指路标志（地点

指引标志道路

沿线设施指引

标志）

停车场 路２２ ａ露天 ４２２０１

ｂ室内 ４２２０２

错车道 路２３ ４２３０１

人行天桥 路２４ ４２４０１

人行地下通道 路２５ ４２５０１

残疾人专用设施 路２６ ４２６０１

观景台标志 路２７ ａ向右 ４２７０１

ｂ向左 ４２７０２

应急避难设施（场所） 路２８ ４２８０１

休息区标志 路２９ ａ向左 ４２９０１

ｂ向右 ４２９０２

０９

犌犅／犜３５６４５—２０１７



表犇．１（续）

分类 名称 编号 子类名称 类型码 示例图标

绕行 路３０ ４３００１

此路不通 路３１ ４３１０１

车道数变少 路３２ ４３２０１

车道数增加 路３３ ４３３０１

交通监控设备 路３４ ４３４０１

隧道出口距离预告 路３５ ａ ４３５０１

ｂ ４３５０２

线形诱导标（基本单元） 路３６ ４３６０１

线形诱导标（组合使用） 路３７ ４３７０１

线形诱导标（两侧通行） 路３８ ４３８０１

线形诱导标（右侧通行） 路３９ ４３９０１

线形诱导标（左侧通行） 路４０ ４４００１

里程碑、里程牌

百米桩

公路界碑

指路标志（路径

指引标志）
入口预告 路４１ ４４１０１

地点、方向 路４２ ４４２０１

编号标志 路４３ ａ国家高速公路编号 ４４３０１

ｂ省级高速公路编号 ４４３０２

命名编号标志 路４４
ａ国家高速公路

命名编号
４４４０１

ｂ省级高速公路

命名编号
４４４０２

路名标志 路４５ ４４５０１

地点距离标志 路４６ ４４６０１

城市区域多个出口的地点距

离标志
路４７ ４４７０１

下一出口预告 路４８ ４４８０１

出口编号 路４９ ４４９０１

右侧出口预告 路５０ ４５００１

左侧出口预告 路５１ ４５１０１

出口标志及出口地点方向 路５２ ４５２０１

高速公路起点 路５３ ４５３０１

终点预告 路５４ ４５４０１

终点提示标志 路５５ ４５５０１

１９

犌犅／犜３５６４５—２０１７



表犇．１（续）

分类 名称 编号 子类名称 类型码 示例图标

终点标志 路５６ ４５６０１

道路交通信息 路５７ ４５７０１

里程碑 路５８ ４５８０１

百米牌 路５９ ４５９０１

停车领卡 路６０ ４６００１

车距确认 路６１ ａ保持车距 ４６１０１

ｂ车距确认２００ｍ ４６１０２

ｃ０ｍ ４６１０３

ｄ５０ｍ ４６１０４

ｅ１００ｍ ４６１０５

特殊天气建议速度 路６２ ４６２０１

紧急电话 路６３ ４６３０１

电话位置指示 路６４ ４６４０１

救援电话 路６５ ４６５０１

不设电子不停车收费（ＥＴＣ）

车道的收费站预告和收费站

标志

路６６ ４６６０１

设有电子不停车收费（ＥＴＣ）

车道的收费站预告和收费站

标志

路６７ ４６７０１

ＥＴＣ车道指示 路６８ ４６８０１

计重收费 路６９ ４６９０１

加油站标志 路７０ ４７００１

紧急停车带标志 路７１ ４７１０１

服务区预告 路７２ ４７２０１

停车区预告 路７３ ４７３０１

停车场预告 路７４ ４７４０１

停车场标志 路７５ ａ露天 ４７５０１

ｂ室内 ４７５０２

爬坡车道 路７６
ａ爬坡车道预

告（２００ｍ）
４７６０１

ｂ爬坡车道车道

变化起点
４７６０２

ｃ爬坡车道指示 ４７６０３

ｄ爬坡车道结束 ４７６０４

超限检测站标志 路７７ ４７７０１

设置 在 指 路 标 志 面 板 中 的

方向
路７８ ４７８０１

设置 在 指 路 标 志 面 板 外 的

方向
路７９ ４７９０１

２９

犌犅／犜３５６４５—２０１７



表犇．１（续）

分类 名称 编号 子类名称 类型码 示例图标

旅游区标志（５） 旅游区距离 旅１ ５０１０１

旅游区方向 旅２ ５０２０１

问讯处 旅３ ５０３０１

徒步 旅４ ５０４０１

索道 旅５ ５０５０１

野营地 旅６ ５０６０１

营火 旅７ ５０７０１

游戏场 旅８ ５０８０１

骑马 旅９ ５０９０１

钓鱼 旅１０ ５１００１

高尔夫 旅１１ ５１１０１

潜水 旅１２ ５１２０１

游泳 旅１３ ５１３０１

划船 旅１４ ５１４０１

冬季游览区 旅１５ ５１５０１

滑雪 旅１６ ５１６０１

滑冰 旅１７ ５１７０１

作业区标志（６）

告 示 标 志 （７）

（此类标牌仅用

于解 释、指 引，

没有这些标牌，

也不会影响引

导和驾驶）

行车安全提醒 ７０１０１

校车停靠站点 ７０２０１

辅助标志（９） 时间范围 辅１ ９０１０１

车辆种类属性除公共汽车外 辅２ ９０２０１

车辆种类属性机动车 辅３ ９０３０１

车辆种类属性货车 辅４ ９０４０１

车辆种类属性货车拖拉机 辅５ ９０５０１

车辆种类属性私人专属 辅６ ９０６０１

行驶方向标志 辅７ ａ ９０７０１

ｂ ９０７０２

ｃ ９０７０３

ｄ ９０７０４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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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１（续）

分类 名称 编号 子类名称 类型码 示例图标

ｅ ９０７０５

ｆ ９０７０６

ｇ ９０７０７

ｈ ９０７０８

向前距离 辅８ ９０８０１

向左距离 辅９ ９０９０１

向左向右距离 辅１０ ９１００１

向右距离 辅１１ ９１１０１

区域内 辅１２ ９１２０１

距地距离 辅１３ ９１３０１

长度 辅１４ ９１４０１

警告禁令理由学校 辅１５ ９１５０１

警告禁令理由海关 辅１６ ９１６０１

警告禁令理由事故 辅１７ ９１７０１

警告禁令理由塌方 辅１８ ９１８０１

警告禁令理由教练车行驶

路线
辅１９ ９１９０１

警告禁令理由驾驶考试路线 辅２０ ９２００１

警告禁令理由校车停靠地点 辅２１ ９２１０１

组合辅助标志 辅２２ ９２２０１

　　注：参照ＧＢ５７６８．２—２００９制定。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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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资料性附录）

数据参数

数据参数表见表Ｅ．１。

表犈．１　数据参数表

名称 参数示例 描述

模型版本 １０．１．１，１０．１．２

数据版本 １０ｗｉｎｔｅｒ，１１ｓｕｍｍｅｒ，１１ｗｉｎｔｅｒ

经纬度坐标单位 度 坐标描述应符合国家保密技术规定的要求

经纬度坐标精确度 ５ ５表示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五位

区域信息 大陆，港澳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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