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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是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的技术规定之一。 

本文件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提出。 

本文件由国务院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本文件起草组成员：赵文豪  刘建军  刘若梅  周  旭  王发良  李力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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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是地理国情普查中基础数据

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数字高程模型派生形成的坡度、坡向等数据是地形地貌

统计分析的基础。 

我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中，1:50000 数字高程模型数据成果格网尺寸

为 25 米，1:10000 数字高程模型数据成果格网尺寸为 5 米。为了更精细地反映地

形特征，以满足地理国情分析统计和其他相关应用的需要，地理国情普查中充分

发挥现有 1:50000 和 1:10000 DLG 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源的作用，进一步细化生

成多尺度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基于 1:50000 数据源，数字高程模型的格网尺寸统

一细化为 10 米，基于 1:10000 数据源或 LiDAR 点云数据，数字高程模型的格网

尺寸统一细化为 2 米。 

本文件依据《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总体方案》、《地理国情普查内容与指

标》等相关技术文件，参考现有的国家技术标准和行业技术规范，经过充分调研，

并在生产技术实验的基础上，经过征求意见修改而成，主要对地理国情普查中多

尺度数字高程模型的成果指标、生产技术路线和作业流程、质量控制、数据组织

与成果汇交以及元数据等方面提出原则及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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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是对地理国情普查中多尺度数字高程模型的成果指标、生产技术路线

和作业流程、质量控制、数据组织与成果汇交以及元数据等方面的规定与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地理国情普查中多尺度数字高程模型生产，也可作为其它比例

尺数字高程模型生产与建库的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国家 1:50000 数据库更新工程-1:50000 数字高程模型更新生产技术规定》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2011 年 5 月 

GB/T 13989-2012《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CH/T 8023-2011《机载激光雷达数据处理技术规范》 

CH/T 8024-2011《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技术规范》 

CH/T 1015.2-2007《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 1:10000、1:50000 生产技术规程  
第 2 部分:数字高程模型（DEM）》 

CH/T 9009.2-2010《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5000、1:10000、1:25000、
1:50000、1:100000 数字高程模型》 

CH/T 9008.2-2010《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500、1:1000 、1:2000 数字高

程模型》 

CH/T 1007-2001《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元数据》 

GB/T 18316-2008《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3. 成果规格及技术指标 

3.1 数学基础 

大地基准: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 

高程基准: 1985 国家高程基准，高程单位为“米”。 

投影与分带: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2 米格网的 DEM 数据采用 3°分带，10
米格网的 DEM 数据采用 6°分带，坐标单位为“米”。 

3.2 空间单元及编号 

空间单元:图幅范围按标准的 CGCS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分幅。2 米格网

DEM 数据按照 1:10000 比例尺标准分幅，即按 3′45″(经差) × 2′30″(纬差)
外接矩形区进行分幅；10 米格网 DEM 数据按照 1:50000 比例尺标准分幅，即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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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经差) × 10′(纬差)外接矩形区分幅。 

地形图分幅与编号:按照 GB/T 13989-201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

编号》执行。 

3.3 格网间距 

根据比例尺的不同，格网间距采用 2 米、10 米两种规格。无论采用何种格

网间距，其在 X、Y轴方向的分辨率应一致。 

利用 1:10000 数据源或 LiDAR 点云数据生产细化 DEM 数据，格网间距为 2

米。  

利用 1:50000 数据源生产细化 DEM 数据，格网间距为 10 米。 

3.4 起止格网点确定 

起止格网中心点的坐标应根据四个图廓点坐标进行计算，公式为: 

X 起=XMAX=[INT[MAX（X1，X2，X3，X4）/△d]+1]×△d–△d/2 

Y 起=YMIN=INT[MIN（Y1，Y2，Y3，Y4）/△d]×△d + △d/2   

X 止=XMIN=INT[MIN（X1，X2，X3，X4）/△d]×△d + △d/2   

Y 止=YMAX=[INT[MAX（Y1，Y2，Y3，Y4）/△d] +1]×△d –△d/2  

式中: 

X1 ,Y1,…,X4 ,Y4为四个图廓坐标(+X 指北,+Y 指东),单位为米; 

XMAX, YMIN为 DEM 起始格网中心点坐标,单位为米;   

XMIN, YMAX为 DEM 终止格网中心点坐标,单位为米; 

△d 为格网间距。 

 

图 3-1 图廓及起止点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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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有效高程数据范围 

以 CGCS2000 理论内图廓线的外接矩形为界的范围内所有 DEM 高程皆有效。 

DEM 的范围应根据起止格网点计算公式所计算的结果再向四周增加三行三

列高程格网点，便于 DEM 拼接以及带间接边处理。 

DEM 数据接边区域所有同名格网点高程值应保持一致。 

对于图幅范围内的高程无值区，用-9999 表示。 

3.6 高程精度 

多尺度数字高程模型数据高程精度的指标和要求，随所使用基础数据源的质

量、地貌类型的变化而有所差异，详见表 1和表 2。森林等隐蔽地区的高程中误

差可按表中规定的高程中误差的 1.5 倍计。高程中误差的两倍为采样点数据最大

误差限。高程值取位至少保留 1位小数。 

表 1   2 米格网 DEM 数据高程精度分类表 

地形类别 
基本等高距

(米) 
地面坡度
（度） 

高差(米)
格网点高程
中误差(米)

DEM 内插点高程
中误差(米) 

平地 1.0 <2 <20 0.7 0.7×1.2 

丘陵地 2.5 2-6 20-150 1.7 1.7×1.2 

山地 5.0 6-25 150-500 3.3 3.3×1.2 

高山地 10.0 >25 >500 6.7 6.7×1.2 

 

表 2   10 米格网 DEM 数据高程精度分类表 

地形类别 
基本等高距

(米) 
地面坡度
（度） 

高差(米)
格网点高程中

误差(米) 
DEM 内插点高
程中误差(米) 

平地 10（5） <2 <80 4 4×1.2 

丘陵地 10 2-6 80-300 7 7×1.2 

山地 20 6-25 300-600 11 11×1.2 

高山地 20 >25 >600 19 19×1.2 

3.7 元数据 

DEM 元数据由数据基本情况、数据源情况、生产过程情况、数据质量情况和

数据分发信息五部分组成，一共 97 项（详见附录 A）。 

2 米格网 DEM 数据的元数据按 1:10000 标准图幅填写，10 米格网 DEM 数据

的元数据按 1:50000 标准图幅填写，一幅图对应一个元数据文件，其数据内容

及填写要求见附录 A。 

3.8 数据格式 

DEM 数据采用 ArcGIS 的 GRID 格式存储，采用单精度浮点型记录。 

元数据采用 MS EXCEL 的 XLS 格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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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础资料 

用于地理国情普查 DEM 数据生产的数据源主要分为 DLG 数据、LiDAR 数据、

DEM 数据。DLG 数据主要包括 1:10000 DLG 数据成果、1:50000 DLG 数据成果；

LiDAR 数据主要指精度优于 1:10000 DLG 的 LiDAR 点云数据；DEM 数据主要包括

现有 1:10000 DEM 数据以及更高精度的 DEM 数据。 

上述基础资料中原则上应优先收集和选取精度较高的数据源生产 DEM。 

4.1 1:10000 及 1:50000 DLG 数据 

对于已有 1:10000 、1:50000 DLG 数据的区域，可收集和采用 1:10000、

1:50000 DLG 数据作为地理国情普查精细化 DEM 生产的基础数据源。 

4.2 LiDAR 数据 

在有数据精度优于 1:10000DLG 的 LiDAR 点云数据的区域，可以利用获取的

LiDAR 点云数据作为地理国情普查精细化 DEM 生产的基础数据源。 

LiDAR 点云数据应符合 CH/T 8024－2011《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技术规范》

的规定。 

4.3 已有 DEM 数据 

已有数字高程模型数据主要包括已有 1:10000 DEM 数据以及更高精度的 DEM

数据。其中，更高精度的 DEM 数据是指格网间距、高程精度优于现有 1:10000 DEM

数据的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如 1:500、 1:1000 、1:2000、1:5000 等数字高程模

型数据。 

5. 作业流程及技术要求 

5.1 总体技术路线 

在地理国情普查多尺度数字高程模型的生产中，根据基础数据源的不同，将

数据源划分为不同类型（主要包括 DLG 数据、LiDAR 数据以及已有 DEM 数据），

分别对不同类型的数据源，采用相应的作业方法生产 DEM。总体技术流程如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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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分析

DLG数据 LiDAR数据 已有DEM数据

1:10000DLG数据1:50000DLG数据

基于DLG的作业流程

2米格网DEM数据10米格网DEM数据

基于LiDAR的

作业流程

基于已有DEM的作业

流程

 

图 5‐1  总体技术流程 

2 米格网 DEM 数据主要利用 1:10000 DLG 为资料源进行生产；对于已有的数

据精度优于 1:10000 DLG 的 LiDAR 数据或 DEM 数据,可优先利用其为资料源进行

生产；对于坡度小于 45°范围占图幅 80%以上面积的图幅，如有 5 米格网 DEM

覆盖，原则上也可直接对其重采样进行生产。 

10 米格网 DEM 数据主要利用 1:50000 DLG 为资料源进行生产。 

5.2 基于 DLG 的作业流程及技术要求 

5.2.1 作业流程 

在 1:10000 或 1:50000 DLG 数据的基础上，选取其中的等高线、高程点、水

系等要素以及已有的地形特征数据，同时进一步利用各种地形特征信息提取算

法，基于等高线数据采集地形特征点、特征线，进一步丰富地形特征信息，并按

照统一设计的格网大小，采用合适的数学内插方法生成 DEM 数据。 

整个生产过程以软件自动处理为主，人机交互处理为辅，必要时再通过人工

方式处理。生产作业流程见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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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基于 DLG数据的 DEM 处理作业流程 

5.2.2 技术要求 

（1） 采用 1:10000DLG 作为数据源的，生产格网间距为 2 米的 DEM；采用

1:50000DLG 作为数据源的，生产格网间距为 10 米的 DEM。  

（2） 精细化 DEM 生产前，要从数据源中提取等高线、高程点、水体等要

素，并进行质量检查，主要检查高程点、等高线高程赋值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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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取面积大于 400（1:10000DLG 数据源）或 10000（1:50000DLG 数

据源）平方米的静止水域，如湖泊、水库、池塘等，并根据相邻等高线或高程点

估读其水涯线高程并赋值，海域范围区的高程统一赋值为 0。 

（4） 精细化 DEM 生产过程中，要充分提取或采集各种地形特征信息，如

山脊线、山谷线、地形变换线等，提高 DEM 数据对真实地形的仿真度，优化 DEM

数据的相对高程精度。 

（5） 针对不同地貌区域，选择采用合适的数学内插方法进行精细化 DEM

生产。对于地形连续完整、等高线信息丰富的山地区域，一般采用不规则三角网

（TIN）内插算法；对于等高线信息稀少的平坦地区或地形破碎地区，可灵活采

用不同的内插算法，如基于距离变化的栅格插值法、基于地形特征的栅格插值法

等。 

（6） 内插生产精细化 DEM 时，为了保证图幅边缘 DEM 的精度，需调用周

边图幅数据参与内插处理。 

（7） 采用不规则三角网（TIN）内插 DEM 时，生成的 TIN 要与等高线叠合

检查，检查三角形构网是否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如发现异常问题，需对相关数

据检查后重新构网。 

（8） 生成 DEM 时应按照规定的数据范围进行裁切处理。 

（9） DEM 数据必须进行接边处理，接边后同名格网点的高程值应保持一

致。 

（10） 内插生成的 DEM 要进行质量检查，重点对数据范围、格网尺寸、高

程粗差、高程无值区、DEM 反生产等高线与原 DLG 套合程度等方面进行检查，确

保成果满足技术指标规定。 

5.3 基于 LiDAR 的作业流程及技术要求 

5.3.1 作业流程 

从 LiDAR 系统获取的带三维坐标的点云数据中分离出植被点、建筑物点等噪

声点和错误点，提取出地面特征点，然后通过这些地面特征点构建不规则三角网

生成 DEM 数据。生产作业流程见下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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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基于LiDAR数据的DEM处理作业流程 

5.3.2 技术要求 

（1） 采用高精度 LiDAR 点云数据做基础数据源，按 1:10000 标准分幅范

围生产 DEM，格网间距采用 2米。 

（2） 若收集的数据是获取的原始数据，应对原始资料完整性、飞行质量、

初始数据精度进行质检，再进行后续处理生产。 

（3） 将点云数据转换到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时，坐标转换中误差应不大

于 1米。高程系统转换中误差应不大于规定的格网点高程中误差的 1/2。 

（4） 根据实际需要对点云数据进行分块。每一个数据块为软件处理的一

个单元，按 1:10000 分幅进行矩形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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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进行地面点分类之前，应将明显低于地面的点或点群、明显高于

地表目标的点或点群（空中点）作为噪声点滤除，并改正移动地物点、地面建筑

物、地面植被等区域的高程。 

（6） 从原始激光点云数据分类提取地面点云时，可以先利用基于发射强

度、回波次数、地面形状等算法或算法组合，对点云数据进行自动分类，再采取

人工编辑分类方式对高程突变的区域、对分类错误的点进行重新分类。 

（7） 对于河流、湖泊等无数据水体区域（选取指标参照 5.2.2 第三条款

规定），应收集和使用 1:10000 或 1:50000 尺度水涯线数据作为特征线，并估算

其高程，参与数字高程模型的生成。 

（8） 对特殊地物如立交桥、高架路、桥梁等架空于地面或水面之上的人

工地物范围，不保留架空于地面或水面上的点云数据，对路堤、土堤、拦水坝等

构筑物底部与地面相接的，保留这些地物的点云数据。 

（9） 对内插生成的 DEM 检查无误后，按照规定的数据范围进行裁切处理。 

（10） 不同图幅 DEM 数据应进行接边处理，接边后同名格网点的高程值应

保持一致。 

（11） 使用地面检查点，对数字高程模型成果进行检查，比较检查点与内

插点的误差值，同时通过三维透视或晕渲，对数字高程模型整体可靠性进行检查，

对模型不连续、不光滑处应重新核实地面点分类的可靠性。 

（12） 内插生成的 DEM 要进行质量检查，重点对数据范围、格网尺寸、高

程粗差、高程无值区等方面进行检查。 

5.4 基于已有 DEM 的作业流程及技术要求 

5.4.1 作业流程 

对已有 DEM 数据进行整合处理，统一坐标系统和投影方式，按规定格网进行

重采样，并进行必要的拼接与裁剪，生成符合要求的成果数据。生产作业流程如

下图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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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基于已有DEM的处理作业流程 

5.4.2 技术要求 

（1） 采用已有DEM数据做基础数据源，按1:10000标准分幅范围生产DEM，

格网间距采用 2米。 

（2） 应对更高精度数字高程模型数据进行基本的质量检查，重点保证数

学基础、格网尺寸、数据范围等的正确性。 

（3） 采用更高精度 DEM 作为生产数据源时，如其格网间距与要求的格网

间距不同则需对 DEM 源数据进行重采样处理，并根据需要调用周边图幅 DEM 进行

拼接和裁切处理。一般采用双线性内插算法。 

（4） 对重采样后的 DEM 数据检查无误后，按规定的数据范围进行裁切处

理。 

（5） 不同图幅 DEM 数据应进行数据接边处理，接边后同名格网点的高程

值应保持一致。 

（6） 生成的 DEM 要进行质量检查，重点对数据范围、格网尺寸、高程粗

差、高程无值区等方面进行检查。 

6. 质量控制 

地理国情普查多尺度数字高程模型的质量控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空间参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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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检查 DEM 成果数据的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是否符合数据规范要求，

检查成果数据各项地图投影参数是否正确。 

2、位置精度 

1）高程中误差 

采集高精度的高程检测点，与 DEM 内插点高程比较，计算高程粗差，经过分

析剔除粗差后，统计计算出 DEM 内插点高程中误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高程接边误差 

将相邻图幅同名格网点高程值进行比较，计算高程接边误差，检查是否符合

设计要求。 

3）套合差 

将 DEM 成果反生成的等高线，与 DLG 成果等高线比较，检查两者的符合性。 

3、逻辑一致性 

利用程序自动检查或调用数据核查分析数据文件的存储、组织、归档是否符

合要求，数据文件格式、文件命名是否正确，数据文件有无缺失、多余，数据是

否可读。 

4、时间精度 

核查分析生产中使用的各种资料的现势性是否符合要求，各种资料的运用是

否符合现势性要求。 

5、栅格质量 

利用程序自动检查或调用数据人工核查 DEM 的格网间距是否符合数据规范

的要求，格网范围（起止点格网坐标和图幅范围）是否正确。 

6、附件质量 

1）元数据 

利用程序自动检查或调用数据人工核查分析元数据文件的组织、命名、格式、

个数、顺序是否正确，各项内容的填写有无错漏。 

2）附属资料 

核查分析各种基本资料、参考资料的完整性、正确性和权威性，技术设计、

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原始记录及其它文档资料的齐全性、规整性。 

7. 数据组织与成果汇交 

7.1 数据组织 

多尺度 DEM 数据采用 GRID 格式分幅存储，元数据采用 XLS 格式按图幅组织

存储，数据组织结构见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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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数据

1万图号/5万图号

百万图号

DEM 元数据

 

图 7‐1 DEM数据及元数据组织结构 

7.2 成果汇交 

7.2.1 汇交内容 

多尺度数字高程模型数据成果汇交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数据成果 

 DEM 数据成果； 

 DEM 元数据。 

2) 各种文档资料 

 文档资料清单； 

 数据接合图； 

 专业技术设计书； 

 技术总结； 

 检查报告； 

 验收报告； 

 相关的各种公文及技术文件等。 

7.2.2 汇交要求 

多尺度 DEM 数据成果以及相关文档资料，应按照统一要求整理并汇交。 

数据成果及其电子文档资料的汇交，统一采用硬盘作为数据存储的介质，且

应采用双硬盘备份方式进行汇交。 

各种文档资料等，应按国家测绘档案的文档归档要求进行组织。所有汇交的

文档都包含电子文档和文本文档，电子文档与文本应内容一致；文本文档除有特

殊纸张大小要求的，一律以 A4 纸双面打印汇交，打印稿需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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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目录组织 

成果目录组织如下： 

 

图 7-2 成果目录组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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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分幅元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格式 说明 样本 

1  数据名称 字符型 32C 
地理国情普查 1:10000数字高程模型/ 

地理国情普查 1:50000数字高程模型 

地理国情普查 1:50000数字高程

模型 

2  图名 字符型 32C 对于无图名的，填写“无图名”。 韩麻营 

3  图号 字符型 10C  K50E015019 

4  数据所有权单位名称 字符型 32C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xx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5  数据出版单位名称  字符型  20C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6  数据的来源项目  字符型 20C 地理国情普查  地理国情普查 

7  数据生产单位名称 字符型 32C 填写 XX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8  数据生产时间 字符型  YYYYMMDD，不足位补零  20130800 

9  参照分类编码的标准号 字符型 20C GB/T 13923‐2006 GB/T 13923‐2006 

10  图幅等高距 整    型 2D 数据源为 DLG时填写，单位为"米"  10 

11  图幅数据量  浮点型 3.1F 单位 M（兆），注至小数点后一位 52.7 

12  地形类别 字符型 8C 平地、丘陵地、山地、高山地 平地 

13  图廓角点经度范围 字符型 20C  1174500‐1180000 

14  图廓角点纬度范围 字符型 20C  0411000‐0412000 

15  西南图廓角点 X 坐标 双精度 12.2F 不足位补零 4559434.31 



15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格式 说明 样本 

16  西南图廓角点 Y坐标 双精度 12.2F  562943.47 

17  西北图廓角点 X 坐标 双精度 12.2F  4577944.63 

18  西北图廓角点 Y坐标 双精度 12.2F  562783.7 

19  东北图廓角点 X 坐标 双精度 12.2F  4578155.72 

20  东北图廓角点 Y坐标 双精度 12.2F  583711.84 

21  东南图廓角点 X 坐标 双精度 12.2F  4559645.24 

22  东南图廓角点 Y坐标 双精度 12.2F  583924.87 

23  椭球长半径 双精度 12.2F 单位为"米" 6378137 

24  椭球扁率 字符型 20C  1/298.257222101 

25  所采用的大地基准 字符型 20C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26  地形图投影 字符型 10C 高斯‐克吕格投影 高斯‐克吕格投影 

27  中央子午线 字符型 10C  117 

28  分带方式 字符型 10C  6 度带 

29  高斯—克吕格投影带号 整    型 2D  20 

30  坐标单位 字符型 4C  米 

31  高程系统名 字符型 10C 正常高 正常高 

32  高程基准 字符型 30C 填写:1985 国家高程基准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33  数据生产方式 字符型 30C 基于 DLG\LIDAR\更高精度 DEM 处理\... 基于 1:5万 DLG 

34  高程内插方法 字符型 30C 线性内插、反距离权值内插、样条曲线内插等 线形内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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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格式 说明 样本 

35  格网单元尺寸  整    型 2D  单位为"米" 10 

36  格网排列数  字符型 10C  行*列  762*926 

37  格网排列方式  字符型 10C  记录格网实际排列方式  由西向东，由北向南 

38  高程记录的小数点位数  整    型 2D  有效高程取位  1 

39  西图幅接边情况 字符型 32C  已接/未接/自由 已接 

40  北图幅接边情况 字符型 32C  已接/未接/自由 已接 

41  东图幅接边情况 字符型 32C  已接/未接/自由 已接 

42  南图幅接边情况 字符型 32C  已接/未接/自由 已接 

43  主要数据源描述 字符型 30C  1：1万、1:5万DLG数据\点云数据\高精度DEM\... 1:5 万 DLG数据 

44  主要数据源现势性 字符型   YYYYMMDD  20111000 

45  主要数据源所采用大地基准   字符型 20C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46  主要数据源投影 字符型 10C   高斯‐克吕格投影 

47  主要数据源中央子午线 字符型 10C   117 

48  主要数据源分带方式 字符型 10C   6 度带 

49  主要数据源坐标单位 字符型 4C   米 

50  主要数据源高程系统名 字符型 10C   正常高 

51  主要数据源高程基准 字符型 30C   1956 年黄海高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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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格式 说明 样本 

52  主要数据源图名 字符型 32C  非 DLG数据源可不填写 韩麻营 

53  主要数据源图号 字符型 10C  非 DLG数据源可不填写  K50E015019 

54  主要数据源经度范围 字符型 20C  非 DLG数据源可不填写  1174500—1180000 

55  主要数据源纬度范围 字符型 20C  非 DLG数据源可不填写  0411000—0412000 

56  主要数据源生产单位 字符型 30C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57  主要数据源格网单元尺寸  整    型 2D  记录更高精度 DEM 做数据源时原始格网尺寸 1 米 

58  数据生产软件  字符型 10C  生产软件名称及版本号   

59  作业员  字符型  20C     

60  自查结果及主要问题  字符型    详细记录主要问题，没有填“无”  无 

61  队级检查出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字符型    按条列出检查出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62  队级检查员  字符型  20C     

63  队级检查时间  字符型    YYYYMMDD，不足位补零  20130801 

64  院级检查结论  字符型  10C  优/良/合格/不合格  合格 

65  院级检查出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字符型    按条列出查出的主要问题和处理意见   

66  院级检查员  字符型  20C     

67  院级检查时间  字符型    YYYYMMDD，不足位补零  20130820 

68  局级验收对院级遗留问题合理性的评价  字符型  10C  合理/不合理  合理 

69  局级验收结论  字符型  20C  合格/不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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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格式 说明 样本 

70  局级验收出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字符型    按条列出检查出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71  修改情况及遗留问题 字符型    按实际情况填写。  无 

72  局级验收人  字符型  20C     

73  局级验收时间  字符型    YYYYMMDD，不足位补零  20130901 

74  局级验收单位 字符型 30C  填写局级单位名称或质检站名称  

75  高程中误差 浮点型 10.1F  填写标称精度  

76  接边质量评价 字符型 20C  接边达到精度要求/接边未达到精度要求 接边达到精度要求 

77  数据质量总评价 字符型 20C  合格/不合格 合格 

78  数据质量检验评价单位 字符型 30C  填写局级单位名称或质检站名称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陕西测绘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79  数据质量评检日期 字符型   YYYYMMDD，不足位补零 20130901 

80  出版日期  字符型     YYYYMMDD，不足位补零    

81  数据价格  浮点型  4.2F       

82  密级  字符型  10C  机密  机密 

83  数据的版本  字符型  10C  V‐YYYY   V‐2013 

84  分发介质  字符型  10C  CD-ROM/DVD-ROM  CD-ROM 

85  分发格式名称  字符型  20C  GRID/BIL/TIFF等  GRID 

86  分发单元  字符型  10C  1:50000地形图标准分幅范围  1:50000地形图标准分幅范围 

87  分发者联系电话  字符型  20C  (010)63880127  (010)6388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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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格式 说明 样本 

88  分发者传真电话  字符型  20C  (010)63880132  (010)63880132 

89  分发者所在省、市名称  字符型  30C  北京  北京 

90  分发者通讯地址  字符型  30C  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西路 28 号  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西路 28 号 

91  分发者邮政编码  字符型  10C  100830  100830 

92  分发者单位名称  字符型  30C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93  分发者电子邮箱地址  字符型  20C  xinxi@nsdi.gov.cn  xinxi@nsdi.gov.cn 

94  分发者网络地址  字符型  20C  http://ngcc.sbsm.gov.cn  http://ngcc.sbsm.gov.cn 

95  元数据创建单位 字符型 20C  填写元数据的生产单位名称 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 

96  元数据创建日期 字符型   格式为 YYYYMMDD 20130801 

97  元数据使用的字符集 字符型 20C   GB2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