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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地形要素代码设计与符号化

                                    周 卫‘,2

(1.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2.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05)

  Design and Symbolization of Relief Feature Codes of Urban Basic GIS
ZHOU Wei

摘要:地形要素代码设计是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的一项重要技术工作，涉及到诸多的技术问题，直接影响到系统建设的科

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和实用性。本文论述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中的地形要素代码设计与符号化的基本原则、思想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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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地形要素代码设计是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建

设的一项重要技术工作，涉及到诸多的技术问题，直

接影响到系统建设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和实用

性。目前，一些城市根据现行国家有关标准并结合

本地需求与技术特点制定了各自的代码体系，由于

缺乏统一的代码扩延原则，势必影响数据交换与共

享，也不利于GIS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本文结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技

术规范”的编制，谈谈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中

大比例尺地形要素代码设计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和

解决的办法。

    二、代码设计的基本原则

    分类与编码原则应符合“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

统技术规范”规定。基本原则为:① 对于各类城市

空间基础数据集，能够分类编码的应建立科学的分

类编码体系。②分类与编码应和现行的国标或行

标有关分类与代码体系兼容，主要的依据标准是

GB 14803-93《地形图要素分类与代码》(以下简称

"GB代码”)和GB/T7929一1995((1:500,1:1 000,

1:2 000地形图图式》(以下简称“GB图式”)。各个

城市可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裁剪或扩充，但不应破

坏现行标准GB代码和GB图式的分类与代码体系。

扩充代码应符合科学性、系统性、可扩展性、兼容性

原则。③相关的数据子集的分类与编码应保持一

致性。

    三、代码设计的主要思想

    代码的设计既要考虑到代码的分类功能，又要

充分考虑到代码对数据的操作功能。既要考虑GIS

的需要，还要考虑CAD的图形表达与实现。一般来

说代码的后1一2位作为操作码，前面的其余几位作

为分类码。

    一些要素的代码的编制可以简化，如三角测量

控制点。由于GPS的广泛使用，三角测量等传统的

测量手段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很少采用，在未来也

不可能再作为基础控制的测量手段。三角测量在今

后可能主要应用于一些精密工程测量。况且，在城

市中原来的三角点已经大量的采用GPS测量手段

重新测量。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三角点已为数很少。

编码方案对三角点和天文点无需编码。如若必要，

可在属性中对测量手段加以说明。在实际使用中，

控制点最重要的属性是等级。因此，编码方案按照

等级对平面和高程控制点进行编码。图根点、外业

像控联测点等可统作为“等级外点”。由于测图目前

主要采用航测和全野外数据采集的方法，表示不埋

石图根点已没有意义。因此，仅对埋石图根点编码。

另外，对于图式中一般房屋的不同结构性质，如硅、

混、砖、石、木等分别表示的要求，在代码中不予分别

编码，可在属性中加以区分并采用相应的注记。因

为它们的图式均为实线框。依此类推，同一类要素

具有不同属性，如果图式表示一致，则在属性中加以

区别，无需分别编码。否则，应分别编码，以便生成

不同的图式符号。

    大多数要素需要在现行标准的基础上细分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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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这种细分和扩延也是程序实现符号化所必须，可

大致分为几类。第1类，由于城市建设和发展出现

的新的要素，如公路收费站、高速公路的护栏等。随

着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需要增加城市地下设施

的编码，如地下铁道、过江隧道等。第2类，有些要

素在GB图式中区分表示，而在GB代码中未加区

分，如柱廊在图式中分为无墙壁的和一边有墙壁的

表示，而在GB代码中没有分别编码，类似情况还有

地下建筑物的天窗、露天采掘场的范围线、大车路、

机耕路、乡村路的虚实边线、滚水坝的虚边线、土堤、

未定境界、滑坡边界等;第3类是在GB图式或GB

代码中，一些要素没有按比例尺分类表示和编码，如

开采的矿井井口、废弃的矿井井口、塔形建筑物、碑、

柱、墩、亭、碉堡、钟楼、鼓楼、涵洞等;第4类，为了

符号化需要对一些要素进行细分编码以便程序实

现，如露天采掘场有的一边是缓坡，而有的却是陡

坎;第5类，为了象形表示一些要素而进行细分，如

路灯，在GB图式中一律表示为双臂路灯，相应地在

GB代码中也只有一个编码。但城市路灯有很多是

单臂路灯，为了象形表示宜分别编码;第6类，GB代

码中没有编码，而在GIS系统中必不可少的，如注

记等。第7类，根据需要扩增的要素，如邮筒、电话

亭等。第8类，中心线类，包括道路、水系等在小比

例尺图中呈线状的要素需要增加中心线的编码;第

9类，辅助点、线的编码。

    在图式以及要素分类中，很多情况下同一种要

素的表示分为两大类，即依比例尺和不依比例尺。

为了简便起见，区分此两大类分别用字母A和B表

示，与“图式”a和b相对应。在编码的扩展码中依

比例尺的为I，表示范围和边界;不依比例尺的为2,

表示为符号。对于符号与范围线表示的要素(如乱

掘地)同样以此原则编码。

五、符号化原则和方法

    在传统的作业中，手工制图往往要求图形和符

号的工艺美，使用计算机制图后强调这种工艺美不

仅没有必要，而且会影响计算机的制图效率，破坏

GIS对数据的基本要求。因此，应该在基本遵循现

有图式标准和不影响识图的前提下，按照计算机制

图的特点，面向GIS进行图形编辑，简化一些符号

的表示，突出要素的完整性。对于计算机难以制作

和生成的符号，可进行适当的修改或简化。符号化

应区分主次，重点突出和完整表示主要要素，必要时

主要要素可压盖次要要素或作隐含处理。符号分为

点、线、面符号以及由点、线、面构成的复合符号。无

向点符号应垂直于南北图廓表示。有向点符号要准

确表示定位点和符号的方向，定向点位于右端。线

状符号如果由定位线向一侧生成，应统一按前进方

向的左侧生成。面状符号起点位于框架左下端，按

逆时针方向采点编辑，需填充或注记的应以适当的

密度填充点符号或进行注记。为了便于符号化，对

相关要素的采集和编辑进行规定。按“可视化符号

描述”，有向点状要素符号的定位点与图式(GB/

T7929一1995)一致，定向点位于右端;线状要素，从

右定位线向左生成符号;面状要素，起点位于定位框

架左下端，按逆时针方向采点编辑。

四、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

    一些要素在微观上呈面状，在宏观上呈线状，原

则上单线表示为线状(2)，双线表示为面(3)。属于

面几何特征的地形要素很多，考虑到它们在进人

GIS库后的实际意义，有些要素可以表达为线状几

何特征。较小的面，如墩子等表示为线。按比例尺

以双线表示的要素，如道路、水系、堤坝、城墙、铁路

等中心线在相应要素代码的第五位用9编码，并分

别用实线和虚线表示。注记代码按9大类编制，分

别为该类要素代码第一位码后加零构成。如果将注

记码单独编码将突破9大类的分类原则。

    六、存在问题与对策

    GB代码与现行的诸多标准存在统一、兼容、协

调的问题。例如，需要与“1:5 000,1:10 000地形要

素分类与代码”有机衔接，尽量实现代码与成图比例

尺无关，为地图缩编提供基础;现行“城市地下管线

探测技术规程”的代码为4位，与GB代码不一致;

与“国土基础信息数据分类与代码”在分类体系等方

面均不一致。此类问题已经在数据的标准化等方面

产生了障碍，给数据生产加工与使用者造成了困惑。

针对上述问题，应由国家惟一的权威部门组织协调，

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统一协调地形要素分

类与代码标准，使之达到统一或有机衔接和兼容，为

数据生产、加工、使用、交换和共享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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