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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概况

1、任务来源

2022年 12 月 5 日，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征集 2023年陕西省

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陕市监函〔2022〕1022号】，西安市勘察测绘院

结合“实景三维中国建设”的需求，以“国家新型基础测绘建设西安试点”在基

础地理实体系列标准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为基础，积极申请陕西省地方标准建设

项目。2023年 5 月 10日，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复编制《城市级基础地

理实体分类与代码》【SDBXM273-2023】、《城市级基础地理实体数据规范》

【SDBXM274-2023】、《基础地理信息数据（1：500 1：1000）实体化生产技术规

范》【SDBXM275-2023】、《城市级实景三维地理实体生产技术规范》

【SDBXM276-2023】系列标准。

本文件由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提出并归口，按计划于 2025年 5 月完成。

西安市勘察测绘院承担编制，宝鸡市测绘院、汉中市测绘院协作共同起草完成。

2、目的意义

本标准是陕西省实景三维地方标准之一，已成功应用于西安试点基础地理信

息数据实体化生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地理实体数据生产技术工艺，并在陕

西省各地市指导实景三维建设，避免各地市因标准不一致，导致数据质量不统一，

从而避免重复测绘，减少重复的财政投入，确保全省地理实体数据成果质量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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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标准研制的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1）保障陕西省实景三维建设的需要

根据《关于全面推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的通知》要求，为了确保陕西省各地

市城市级实景三维建设的顺利开展，以规范陕西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

地理实体数据技术流程，是当前迫切的工作。针对现有国家和陕西省地理实体数

据生产标准缺失，传统地理信息数据与地理实体概念和内涵存在较大差异，地理

实体数据生产相较于传统地理信息数据生产要求更高、内容更复杂，迫切需要研

制陕西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技术规范，以规范各地市利用存量基础地

理信息数据进行地理实体数据生产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2）支撑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

数字经济时代，以地理实体为核心内容的实景三维数据已上升为数字政府、

数字经济重要的战略性数据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时空大数据平台、CIM、智慧城市、孪生城市等建设项目对实景三维数据提出了

迫切需求，规范统一的地理实体数据生产流程已成为实景三维建设的必要条件。

制定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技术规范，开展陕西省实景三维建设，对支撑

陕西省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各行各业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建立陕西省实景三维地方标准体系的需要

随着全国各地实景三维建设的开展，上海、武汉、宁夏、北京、青岛等多省

区和城市相继制定和发布了各省、市地方标准。根据陕西省地方标准建设要求，

结合实景三维陕西建设的需求，制定具有陕西省地方特色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

体化生产技术规范，填补地方标准缺失，对于建立陕西省实景三维地方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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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重大。

4）推广“试点”成果应用的需要

“国家新型基础测绘建设西安试点”作为自然资源部实景三维中国建设的重

要实践之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于 2023年 1月 14 日通过了自然资源部组织的

专家验收。试点标准成果（基础地理实体分类与代码、数据规范及生产技术规范

等）获得了与会专家的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该标准内容丰富、技术指标科学合

理、生产工艺高效经济，具有显著的陕西省地方特色，要求进一步加快在陕西省

推广应用。

3、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1）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承担单位（主编单位）：西安市勘察测绘院

协作单位（参编单位）：宝鸡市测绘院、汉中市测绘院。

2）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序

号
章节 内容 分工

0

标 准

编 制

说明

根据标准编制进程，编

制说明
西安市勘察测绘院---------------------李文博

1 范围 标准适用范围 西安市勘察测绘院---------------------吴创奇

2

规 范

性 引

用 文

件

西安市勘察测绘院---------------------方登茂

宝鸡市测绘院---------------------------张旭

3 术 语 汉中市测绘院---------------------------许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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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定

义

4
基 本

要求

西安市勘察测绘院---------------------李文博

宝鸡市测绘院---------------------------张旭

汉中市测绘院---------------------------许剑

5

实 体

化 生

产 流

程

5.1 技术路线

5.2 源数据收集分析

5.3 基础数据预处理

5.4 地理实体生产

5.5 地理实体更新

5.6 地理实体关系构建

5.7 地理实体数据质检

5.8 成果提交

5.1 技术路线---------西安市勘察测绘院-张周平

5.2 源数据收集分析---西安市勘察测绘院-李文博

5.3 基础数据预处理---西安市勘察测绘院-李文博

5.4 地理实体生产-----西安市勘察测绘院-高文静

5.5 地理实体更新----西安市勘察测绘院-张伟朋、

邓薇

5.6 地理实体关系构建-------宝鸡市测绘院-张旭

5.7 地理实体数据质检-------汉中市测绘院-许剑

5.8 成果提交-----------西安市勘察测绘院-袁琳

6 附录 A
（资料性）地理实体生

产要求

水系------------------西安市勘察测绘院-王璐

居民地及设施--------西安市勘察测绘院-高文静

交通----------------西安市勘察测绘院-李文博

综合管线------------西安市勘察测绘院-吴创奇

地貌----------------------宝鸡市测绘院-张旭

植被与土质----------------汉中市测绘院-许剑

地名地址--------------西安市勘察测绘院-袁琳

7 附录 B
（资料性）地理实体关

系构建

水系------------------西安市勘察测绘院-邓薇

居民地及设施----------西安市勘察测绘院-黄嫚

交通----------------西安市勘察测绘院-李文博

综合管线------------西安市勘察测绘院-高红心

地貌----------------------宝鸡市测绘院-张旭

植被与土质----------------汉中市测绘院-许剑

地名地址--------------西安市勘察测绘院-刘梁

8 附录 C
（资料性）地理实体数

据质检

西安市勘察测绘院---------------------张春奎

宝鸡市测绘院---------------------------张旭

汉中市测绘院---------------------------许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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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工作过程

1）试点标准编制阶段

2021 年 3 月，国家新型基础测绘西安试点建设项目立项，基础地理实体相

关标准编制作为试点立项基本内容和要求之一，2021 年 4 月 6 日-2021 年 7 月

23 日，开始着手标准的调研、起草等第一阶段的工作。该阶段，主要对自然资

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的《新型基础测绘体系数据库建设试点技术指南》【2019】

1578 号和《新型测绘体系建设试点技术大纲》【2021】28 号进行了重点学习，

围绕地理实体这一核心数据产品，开展地理实体概念、精度、粒度、编码、施测

要求及关系建立等研究，厘清地理实体数据与基础地理信息要素的差异，梳理地

理实体数据采集和获取的技术路线。起草编制了：适合试点要求的《基础地理实

体分类与代码》、《基础地理实体数据规范》、《实景三维地理实体数据生产规

范》、《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技术规范》系列标准草案。

2）试点标准完善、生产验证和征求意见阶段

2021年7月24日到2022年4月31日生产验证阶段。

该阶段主要对标准草稿中利用1:500 1:1000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

地理实体的技术路线和各类地理实体生产要求进行深入的讨论；通过不断收集

试点实践过程中碰到的问题的解决，不断修改和完善标准草稿中存在的各种实

践性问题，以达到实用性的结合。

2022年7月到8月，征求意见阶段。

经过试点标准规范工作组讨论，采用定向征集专家意见方式，向全社会公

开征集以上四项试点标准的专家意见，从2022年7月15日开始，以邮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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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微信等方式发出《基础地理实体分类等标准规范征求意见公审函》、《评

审意见反馈表》、《基础地理实体分类等标准规范<征求意见稿>》等文件21组，

到2022年8月15日止，共回收到20人次有效专家意见，并制作了专家意见和建

议回收处理统计表。

2022年9月，形成试点成果版标准规范。

通过意见征集和梳理，对四项标准草稿分别进行了修改和完善，进一步改进

和提高了试点四项标准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最终形成了试点成果版标准规范。

3）陕西省地方标准编制项目启动

2023年2月10日，从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渠道收集到【陕市监函

〔2022〕1022号】文件，试点标准工作组开始着手准备相关的立项申报文件，

就立项所需准备文档资料、立项申报程序、地方标准适用范围和关键注意事项

等内容，向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陕西省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咨询。

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地方标准申报的主要管理部门是陕西省测绘地理信

息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处。通过各方咨询，并与标准申报管理方陕西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标准化处沟通，最终确定本次申报的陕西省地方标准草案名称如下：《城

市级基础地理实体分类与代码》、《城市级基础地理实体数据规范》、《城市

级实景三维地理实体生产技术规范》、《基础地理信息数据（1：500、1：1000）

实体化生产技术规范》。

2023年3月8日，正式通过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处向陕西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提交陕西省地方标准立项申报相关标准规范文件：

①陕西省地方标准制修订立项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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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陕西省地方标准草案；

③陕西省地方标准立项建议汇总表；

④陕西省地方标准立项申请汇总表。

2023年5月10日，本项目包含的四个标准正式列入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陕西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工作计划。

4）陕西省地方标准编制起草阶段

2023年5月11日，标准起草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式启动。首先经过主编单位

的多方沟通和酝酿，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联系参

与各方，进行分工组织、经费筹措与安排、参编人员确定、工作组织与工作进

度安排协商等各项工作；开展标准起草工作启动会及标准起草工作组第一次工

作会议的筹备工作。

2023年7月21日，召开了陕西省城市级基础地理实体系列标准编制项目启

动会暨研讨会，

2023年7月26日，召开了西安市勘察测绘院标准工作组标准起草工作计划

落实分工会

2023年8月15日，召开了陕西省城市级基础地理实体系列标准编制项目讨

论会，完成了项目按单位、按章节的基本分工

2023年10月15日，汇总各方意见，修改和完善

2024年2月26日到3月1日，标准工作组集中编制和讨论，编制形成《基础

地理信息数据（1：500、1：1000）实体化生产技术规范（征求意见草稿）》。

4）征求意见阶段

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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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送审阶段

暂略。

6）报批阶段

暂略。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标准规定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技术流程，主要目的是规范和指

导陕西省各地市城市级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在地理实体数据采集、生产、更新、

关系构建、数据质检等方面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是经济、高效进行实景三维建

设的重要基础。结合实际生产的检验，编制时认真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

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及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起草，

编制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与系统性

以国家新型基础测绘建设西安试点成功经验为基础，以总结归纳的科学理论

为依据，按照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的相关要求进行标准的编写。

2）通用性与实用性

标准的编写涵盖源数据收集分析、基础数据预处理、地理实体生产、地理实

体更新、实体关系构建、地理实体质检和成果提交 7 项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

生产内容，具有较强的通用性。标准内容全面、技术指标合理，可以充分指导城

市级地理实体数据生产，实用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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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操作性

标准编制过程中融入了实际生产经验，充分考虑了实际生产作业中出现的问

题，便于实际作业的操作。

2、主要内容确定依据

本标准编制除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17 版）等法律法规外，

还依据以下标准和文件：

GB/T 13923-2022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T 20257.1-201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

GB/T 20258.1-2019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源部 2023.11）；

GB/T 50137-2011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T 21010-2017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37346-2019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

GB/T 39609-2020 地名地址地理编码规则；

GB/T 24356-2023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DB 61/T XXXXX-202X《城市级基础地理实体数据规范》；

DB 61/T XXXXX-202X《城市级基础地理实体分类与代码》；

DB 61/T XXXXX-202X《实景三维地理实体生产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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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适用范围

本规范名称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1：500 1：1000）实体化生产技术规范，

明确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1：500 1：1000）实体化生产技术要求，包括：源数

据收集分析、基础数据预处理、地理实体生产、地理实体更新、实体关系构建、

地理实体质检和成果提交 7大部分。

4、标准相关技术内容说明

1）技术路线

明确了利用存量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和 mesh三维模型数据、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数据、不动产档案管理数据和统一地址数据等行业数据，按照几何信息补偿、

语义信息转换、地理实体重构、属性共享与补调的方式进行地理实体中地物实体

数据生产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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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技术路线

2）源数据收集分析

明确了可用于地理实体数据生产的源数据内容和源数据分析表制作示例。

3）基础数据预处理

明确了根据源数据分析表进行基础数据预处理的内容和要求。

4）地理实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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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地理实体生产的通用性原则以及各类地理实体生产特定要求。

5）地理实体更新

明确了地理实体更新的技术路线和更新方式。

6）地理实体关系构建

明确了地理实体关系构建的内容和关系构建的方式。

6）地理实体数据质检

明确了对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数据成果进行两级检查一级验收的

要求。地理实体数据成果应依次通过生产单位作业部门的成果（一级）检查、生

产单位质量管理部门的最终（二级）检查和生产任务委托单位的验收。

7）成果提交

明确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成果包括数据成果和文档成果两部分，

以及各成果内容的详细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

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已应用于国家新型基础测绘建设西安试点项目试验区数据生产，生产

了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行政区 23.38平方千米、新城区行政区 30.13平方千米、

莲湖区行政区 38.33平方千米、经开中心区 22.32平方千米，共计 114.16 平方千

米城镇空间地物实体数据成果。数据成果统计表如下表所示。

表 1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地物实体成果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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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类 三级类 点 线 面

水系

河流 0 3 3

沟渠 4 257 52

湖泊 / / 8

水库 / 0 0

水利附属设施 23 53 21

其他 15 0 0

居民地及设施

居民地 0 39691 138774

工矿及设施 161 4 890

农业及设施 1 / 37

公共服务 1001 / 2637

风景名胜古迹 3950 152 1381

宗教 41 / 5

科学观测站 5 / /

防灾减灾 0 / 0

其他 68235 207841 129528

院落 / / 6105

院门 / 8604 /

交通

铁路 1252 522 11

城际公路 / 75 0

城市道路 / 77567 1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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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类 三级类 点 线 面

乡村道路 / 0 /

交通附属设施 29684 556 25901

路口 / 4214 1218

交通标识 2432 / 0

水运设施 0 / 0

车站、港口 71 / 177

其他 / 4 /

综合管线

电力管线 15258 9027 3333

通讯管线 15438 1810 4

燃气管线 1653 635 77

热力管线 5357 2750 0

给水管线 21897 159 0

排水管线 68096 0 0

工业管道 117 143 0

综合管廊 1 0 0

其他不明管线 6287 30 0

地貌

自然地貌 0 0 0

灾害地貌 / / /

人工地貌 / 9591 351

其他地貌 323758 5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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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类 三级类 点 线 面

植被与土质

农林用地 / / 0

绿化绿地 239 8945 87440

土质 / / 0

地名地址 29299 0 0

利用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工艺，对试验区地理实体转换效率进行了

统计，实现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到地理实体类别映射转换率达到 90%以上，基础

地理信息数据到地理实体转换率达到 70%以上，地理实体语义转换与语义补充达

到 85%以上，地理实体关系构建达到 70%以上。具体转换率如下表所示。

表 2 地理实体转换率统计表

转换类型 转换率 备注

基础地理信息

数据到地理实

体类别映射

90%
存在“一对多”的情况，需人工进

行转换，故综合转换率为 90%

基础地理信息

数据到地理实

体几何补偿与

转换

水系实体 85%
河流、沟渠、湖泊、水库、池塘等

实体实现 100%转换

居民地及设施实体 80%

居民地实体需结合不动产档案管

理中自然幢数据进行房屋实体对

象的重新划分，有自然幢数据的可

以实现 60%的转换率，缺少自然幢

数据的需人工按房屋实体构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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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类型 转换率 备注

则判定构建

交通实体 40%

交通实体因传统道路、桥梁要素按

边线表达，不连续，需人工构建道

路面实体（转换率 0%）、路口实

体（转换率 0%）

道路中线实体可实现 100%自动构

建

综合管线实体 95% 已有综合管线数据可直接转换

地貌实体 70% 斜坡、陡坎等可实现 90%转换率

植被与土质实体 95%
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湿地、

城市绿地等可实现 95%转换率

地名地址实体 90%
因存在实体重新分类、去除重复实

体等工作，故转换率总体为 90%

地理实体语义

转换与语义补

充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属性信息语义转换

1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属性信息可直

接进行地理实体语义信息补充

地理实体关系

构建

70%
包含、隶属等关系可达到 95%转换

率

数据成果示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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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地物实体数据成果整体图

图 3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院落实体整体图、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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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路口实体与水系实体细节图

上述数据经自然资源部陕西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合格，成果数据符

合实景三维陕西建设需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技术规范科学合理、可

操作性强。

图 5 自然资源部陕西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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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

外同类标准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

数据对比情况

现阶段，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中国建设的推进工

作，结合全国试点城市地理实体数据生产经验，更好的指导和推广实景三维中国

建设，自然资源部和试点城市也出台了相应标准，列举如下：

1）国家标准

目前，国家尚未发布关于实景三维建设的国家标准，仅在 2021年 12 月 16

日和 2022年 4 月 18 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分别印发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中

国建设技术文件 1-4和技术文件 5-7，用于指导各地新型基础测绘试点、实景三

维建设，鼓励各生产单位边探索生产边总结经验，并以此形成各地特色的实景三

维建设规范和标准，总结最终形成国家标准规范。

其中，技术文件-5《基于 1：500 1：1000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转

换生产基础地理实体数据技术规程》与本标准存在相关性。

对比：“技术文件-5”从宏观层面出发，指导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转换生

产基础地理实体数据，在内容详细程度和地方实践的适用性等方面，与本标准存

在部分互补关系，不存在替代和冲突问题。

“技术文件-5”其转换生产依据为 GB/T 13923-2022、GB/T 20258.1-2019和

技术文件-2《基础地理实体分类、粒度及精度基本要求》，转换后的地理实体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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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100多类，不能完全适应实景三维建设对地理实体数据精细化的需求。本标

准以拟申报的《基础地理实体分类与代码》为依据，在上述技术文件的基础上，

根据城市级地理实体数据特点与应用需求，规定了 502类地理实体，可满足实景

三维建设中，省级和城市级对地理实体数据精细化管理的应用需求。

2）行业标准

目前，尚未发布相关行业标准，仅在 2021年 10 月 25日，由武汉市测绘研

究院为主向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委员会申报《1：500 1：

1000 1：2000数字线划图生产地理实体数据技术规程》，该标准已经立项未发布，

计划号：202132009。

对比：《1：500 1：1000 1：2000 数字线划图生产地理实体数据技术规程》

中多项指标为测绘地理信息行业通用性指标，对各地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现状、

质量、内容等方面未进行细化。本标准以国家新型基础建设西安试点试验区地理

数据生产为基础，在详细分析陕西省各地市存量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建设情况和地

理实体数据的应用需求下，同陕西省内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生产的行业权

威单位共同制定本标准，符合陕西省实景三维建设需求。

3）地方标准

目前，已知有类似计划的城市有青岛、上海、武汉、阳泉等。其中，阳泉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发布了地方标准《地理实体数据生产技术规程 第 1部分：存

量数据实体化》，DB 1403/T 19.1-2023；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1月 20

日发布的青岛市地方标准公告（2023年第 1 号）中提到《实景三维青岛建设技

术规范第 5部分：基础地理实体生产》已正式下达项目计划，拟于 2023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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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报批工作。上海、武汉尚未见到报道，也未见正式发布和公告的标准。

对比：①DB 1403/T 19.1-2023《地理实体数据生产技术规程 第 1部分：存

量数据实体化》主要以阳泉市存量数据为基础，对聚落、交通、水系、自然地理

单元、管理单元、植被与未利用地的实体化进行了生产技术指标的设计，各项技

术要求以示例的形式表达，缺乏整体性的技术要求，且规程适应范围不能覆盖全

类别的地理实体，并因地域差异，对陕西省实景三维建设缺乏适用性。本标准详

细制定了各类地理实体的实体化生产技术要求，并通过实际生产检验，可以直接

用于指导陕西省城市级地理实体数据生产。

②《实景三维青岛建设技术规范第 5部分：基础地理实体生产》未公开相关

内容，无法进行对比。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推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的通知》、《实景三维

中国建设总体实施方案（2023-2025 年）》、《关于加快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

级 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自然资源部办公厅《新型基础测

绘体系数据库建设试点技术指南》、《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试点技术大纲》、《新

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技术文件-5《基于 1：500 1：1000 1：2000 基础

地理信息要素数据转换生产基础地理实体数据技术规程》等技术文件的规定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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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陕西省指导性技术文件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地方标准。随着管理部门和应用部门的需要，将来可逐渐过

渡融入到推荐性国家标准。建议过渡期是 1年。

2023年 8 月 14 日，陕西省自然资源厅与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联合发布了

《实景三维陕西建设实施方案（2023-2025 年）》【陕自然资发〔2023〕37 号】，

省内各地市不同程度的开展了实景三维建设工作。为规范实景三维数据生产、管

理和共享应用，促进成果共享，建议本文件发布后第 2个月实施。

贯彻该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如下：

（1）建议标准发布实施用于指导省内不同地市城市级实景三维建设工作。

（2）建议资源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实景三维陕西建设单位、实景三维应用

单位结合实际工作需要落实本标准的执行。

（3）标准宣贯责任单位为西安市勘察测绘院。

（4）建议随着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实践的实施和相关国家规范的实行，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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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本标准进行修订。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标准化工作对于规范基础地理信息数据（1：500 1：1000）

实体化生产技术要求具有重大意义，通过源数据收集分析、基础数据预处理、地

理实体生产、地理实体更新、实体关系构建、地理实体质检和成果提交等关键技

术要求，开展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体化生产工作，研究地理实体标准化生产流程，

它的颁布实施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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