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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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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天津市测绘院、北京百度

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泛在地理信息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深圳市数字城市

工程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深圳大学、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

队信息工程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应申、李霖、闾国年、朱海红、翁敏、查祝华、王厚之、陈学业、张传明、张志军、

张学明、徐晋晖、赵志刚、李海亭、郭晗、于忠海、唐德瑾、王光霞、贾奋励、宋慧星、俞肇元、周良辰、李智、
程坤平、张雯博、熊静逸、苏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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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移动互联环境下随着应用服务的不断增多,位置服务数据来源日益广泛,数据格式越来越多样化,
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包含了更加多维化的信息,如时间信息、内容信息、人物信息、来源信息等等。虽然

这些信息自身具有独立的意义,但是它们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关联,整体呈分散而且孤立的状态,没有

承载和综合利用的方式,这对深层次的信息集成、共享和数据挖掘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使得位置服务已从单纯的定位服务转变为具有社会化、动态化、多样化

和移动性的新型业态。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定位和位置服务的需求发生转变,由静态到动态、
由单点到序列,更重要的由单一定位到复杂多样的位置服务信息挖掘。如何有效地根据当前移动互联

环境,以位置为核心构建人、事、物的数据和关联关系规则,进而实现围绕位置的数据聚合是位置服务的

关键。
为实现移动互联下与位置相关的信息描述的统一性,建立以地理位置为中心的数据描述规范,针对

移动互联下地理位置数据的内容、描述,建立数据关联的描述规则,促进来自不同位置服务的地理位置

数据或者不同数据源的地理信息进行深层次共享与集成,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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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下地理位置数据关联描述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移动互联下地理位置数据的内容、要求、描述以及数据关联描述。
本标准适用于公共服务需求的移动互联下地理位置数据及其关联描述。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移动互联 mobileinternetenvironment
由移动终端、移动网络和应用服务等构建的网络环境。
注:在该环境下,人们使用包括手机、笔记本、平板、POS机、刷卡机、车载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通过移动网络获取

各种便捷的移动通信网络服务和互联网服务,包括社交网络、邮件收发、信息搜索、门户浏览、购物支付、导航定

位等,同时产生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数据。

2.2 
位置 location
描述一个点,或者一个对象或人可能占据的几何空间。
注:位置包含几何位置,即采用特定空间坐标参照系定义的有序坐标元组表示的位置(GB/T35638—2017的定义

2.3);以及语义位置,如地名、地址、邮政编码、方位等,指采用具有位置意义的自然语言或符号表示的位置

(GB/T35638—2017的定义2.4)。

[GB/T17694—2009,B.365]

2.3 
地理位置数据 geographicallocationdata
在移动互联环境中使用位置服务时产生的以位置为核心的、具有人、对象或活动信息的数据。
注:用户使用移动终端设备时,通过网络产生某种主题(如签到、支付、定位)服务产生的相关位置数据。

2.4 
多维位置信息 multi-dimensionallocationinformation
从空间、时间和语义等多个维度描述的位置信息。

2.5 
位置分辨率 locationresolution
地理位置数据描述时,描述位置的详细程度。
示例:坐标的详细程度(米级、分米级、厘米级等)、地名的详细程度(国家、省、市、县、乡、兴趣点等)。

2.6 
时间分辨率 timegranularity
地理位置数据描述时,表达的最短时间单元。
示例:年、月、日、时、分、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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