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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述地理格网作为一种空间定位参照系，适用于数字城市地理信息数据的定位。国家地理格网具有扩展性强、数据模型简

单、能准确表达位置、能根据实际需要控制格网精度、特别适于地理编码等优点，可广泛应用于电子政务及城市公共管理、电子商

务及物流、位置服务，以及地理国情监测等数字城市建设的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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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新的五年规划开局之年，国家测绘地理信息

局提出到“十二五”末期完成数字中国地理空间框

架建设的战略性目标，自下而上推进数字城市，乃

至数字省区、数字中国的建设。当前，各级测绘行

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数字城市地理空

间框架试点工作，利用测绘部门在数据资源、技术

水平方面的优势，与城市当地人民政府密切配合，

整合城市社会经济信息资源，共同推动数字城市建

设不断深入发展，并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数字城市建设的基础就是对地理信息进行定

位，即搭建地理空间框架。而地理信息的定位必须

基于某个特定的空间参照系统。传统的空间参照

系主要有地理坐标系、空间直角坐标系以及采用各

种不同投影方式的平面坐标系等。它们都可在不

同精度要求下实现对地理要素的准确定位。
近年来，基于格网的间接空间参照系即地理格

网参照系应用越来越广泛。地理格网参照系是一

种以平面子集规则分级剖分为基础的空间数据结

构，它能由粗到细，逐级分隔地球表面，将地球曲面

用一定大小的多边形网格进行模拟，再现地球表

面，从而实现将地理空间的定位和地理特征的描述

一体化，并 将 误 差 控 制 在 网 格 单 元 大 小 的 范 围

内［1］。在空间数据结构中，它既可以像栅格数据一

样用最小单元网格来表达空间区域对象，也可以像

矢量数据一样用点代替传统的坐标点来表达空间

实体的几何特征，这两种数据结构分别对应于存储

区域 信 息 的 网 格 系 统 和 存 储 位 置 信 息 的 网 格

系统［2］。

二、国家地理格网的概念

国家地理格网即在整个国家范围内，以特定的

经纬差作为划分基础进行空间定位的地理格网体

系。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都已建立了自

己的国家地理格网。
我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地理格网的研究。

2009 年相关部门更新发布了推荐性国家标准《地理

格网》( GB /T 12409—2009) ［3］。兀伟等则提出建立

我国新国家地理格网的建议［4］。与此同时，国家

质检总局等部门也立项对构建国家地理格网等数

字 化 关 键 测 绘 技 术 的 标 准 化 进 行 研 究

( 200910256—02 ) 。但在我国，国家地理格网尚未

得到广泛应用。
现行的 推 荐 性 国 家 标 准《地 理 格 网》( GB /T

12409—2009) ，规定了地 理 格 网 的 划 分 与 编 码 方

法，用于标识与地理空间位置有关的自然、社会和

经济信息的空间分布，支持地理数据的共建共享，

为多源、多尺度的地理空间信息的整合提供以格网

为单位的空间参照。地理格网分别建立在经纬坐

标格网和直角坐标格网上，两种格网可以相互转

换。地理格网采用的坐标系统为 2000 国家大地坐

标系［3］。
目前已经有一些应用基于该地理格网。如王

汶、孙克峰等基于 ArcGIS Engine 将人口数据进行了

格网可视化表达［5］。但这套格网划分及编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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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精确定位，且主要是服务于点对象，对于线、
面对象操作较为不便。

三、国家地理格网的优点

国家地理格网的主要优点叙述如下。
1． 格网层次丰富、扩展性强

第 1 级格网按经差 6°、纬差 4°进行划分，在本

级格网基础上逐级向下划分，可形成边长为 10 km、
1 km、100 m、10 m、1 m、0． 1 m 等不同级格网。

为适应不同需要，上下两级格网相差太大时，

可建立补充格网。每一级格网均可按补充格网规

则进行扩展。
2． 数据模型简单

格网为规则划分，数据模型简单，使得空间数

据格网化时易于与其原数学基础之间对接和相互

转换。数据单元之间无缝衔接，不存在图幅接边问

题。格网编码具有向上继承性，根据某一尺度的网

格可以方便地抽取上一层次的网格编码。
3． 准确表达地物位置

国家地理格网作为一种地理数据的间接空间

定位方式，与城市网格化管理中的格网［6］不同，它

能通过格网编码准确表达地物的地理位置。
对于矢量数据，将原地物坐标在一定精度下换

算得到相应格网编码即可得到格网化坐标。对于

栅格数据，确定一个起始点和数据记录顺序，再确

定好格网精度，即可方便地确定整体数据的格网

坐标。
基于传统的直接空间参照系中，尤其是在矢量

数据中，对于地物稀少区域，进行定位和表达其属

性比较困难。而使用格网参照系则可解决这一问

题。任何一个地点都对应有唯一的格网编码，能够

对相应范围的地表面实现无缝覆盖。
4． 能根据实际需要控制格网精度

国家地理格网划分和编码有很强的系列性，层

次清晰、分级明确。可以满足不同应用的需要，实

现数据量最小化，效率最大化。使用较小网格可以

弥补现有某些社会地理单元划分过于笼统的缺陷;

使用较大网格可以满足特定条件下的保密要求。
5． 特别适于地理编码

地址与空间位置的匹配即地理编码的应用，是

城市乃至一个国家范围内最为普遍，也是非常关键

的一类应用。现有地址系统往往是基于某些地理

实体的，如道路或建筑物。在地理实体稀少地带，

往往很难精确地表达地址，而国家地理格网可对任

意位置和范围进行编码，并且是对位置和范围的准

确表达。因此在地理编码上具有很大的优势。

四、国家地理格网在数字城市建设中的

应用前景

1． 电子政务及城市公共管理

居民登记、社会保险、房地产服务、交通车辆管

理、医疗等政府服务和管理均属于电子政务和公共

管理的范畴。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政务和公共管

理信息都可以关联到地理位置成为地理信息，政府

部门进行事务处理、综合业务管理、分析决策等所

需的数据绝大部分都与地理空间定位紧密相关。
随着电子政务建设逐渐由信息展示过渡到提供服

务的演变，空间数据作为基础数据将发挥更多的

作用。
基于国家地理格网表示的空间数据，能够对城

市范围的地理区域进行无缝、多尺度的表达，方便

数据的更新和维护，并且能够有效地解决数据交换

和共享的问题。在统一的空间数据基础上，叠加各

种专题信息，进行空间统计分析和决策支持，使城

市管理和服务空间化、精细化、可视化，提高管理的

科学性和准确性。
2． 电子商务及物流

电子商务是指以电子技术为手段，将传统的销

售、购物渠道转移到互联网上。电子商务最早产生

于 20 世纪 60 年代，20 世纪 90 年代得到长足发展，

经历了电子邮件阶段、信息发布阶段和电子商务阶

段。就我国而言，电子商务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时

期，2006 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已突破亿元大关［7］。
物流包括商品运输、存储、装卸、包装、配送、物

流信息管理等一系列活动。通过物流配送，将商品

或服务转移到消费者手中，电子商务才能结束［8］。
电子商务作为一个商业体系，属于数字城市的

范畴。但一直以来，电子商务和数字城市一直在独

自发展，二者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地理空间位置

可以作 为 将 电 子 商 务 集 成 到 数 字 城 市 最 好 的 切

入点。
基于国家地理格网表示的空间数据，能够避免

城市间、城市内各部门空间参照系不统一的缺陷，

使电子商务与数字城市的集成更易实现。同时，地

理格网编码定位，可以突破传统地址分布的无规律

性、精度不易扩展等瓶颈，提高物流效率。将国家

地理格网推广应用到电子商务中，有助于数字城市

大体系的构建。
3． 位置服务

基于位置的服务( LBS) ，是通过电信移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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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无线电通信网络或外部定位方式获取移动终

端用户的位置信息( 地理坐标，或大地坐标) ，在 GIS
平台的支持下，为用户提供相应服务的一种增值业

务［9］。LBS 服务内容可以为交通引导、地点查询、位
置查询、车辆跟踪、商务网点查询、紧急呼叫等。不

论何种服务，空间数据的建立和管理是核心。以国

家地理格网形式存储的空间数据，可以迅速确定用

户自身空间位置和欲前往的空间位置，定位精度

高，引导效率高。而且，目前 LBS 服务中使用的数

据主要是矢量形式的导航数据。这就决定了只能

对空间数据库中已经存有的实体或兴趣点进行位

置相关服务。国家地理格网数据可以实现对相应

范围的数据进行全面的表示，对于任意位置，只要

知道其格网编码，即可提供位置服务。

五、结束语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是经济社会信息化发

展的基础平台。在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建设中需要

更多地考虑数据精度的可扩展性、数据融合及交换

的方便性 等 因 素。地 理 格 网 能 较 好 地 解 决 这 些

问题。
以上所述国家地理格网应用，只是在数字城市

应用中的几个方面。国家地理格网的应用范围很

广，如还可综合运用成熟的二维条形码技术，对各

种地理实体或地址的格网化坐标进行编码解码，可

有效解决当前物流行业地址系统不够规范、定位不

准确等问题，促进物流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总之，

按地理格网组织地理信息，利用编码实现网格定

位，实现空间信息的无缝连接，能够有效促进地理

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在各种应用领域推动数字

城市建设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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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址点较多、图面复杂的情况下，标注会变得非常

繁琐。本文针对当前地籍要素标注的缺点，提出了

基于凸包的界址线绘制方法，并基于界址线型表达

为复杂条件下，特别是有规划信息参与的宗地图制

作提供了自动的、动态的标注方法。实践表明，利

用该方法绘制界址线简捷而快速，标注准确且灵

活，并同步输出数据成果，可显著提高宗地制图效

率。因标注产生的图面要素位置冲突问题，尚需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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