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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空间科学及其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1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建军、谭旭、李春来、任鑫、牟伶俐、封剑青、左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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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月球与行星探测的数据产品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建立数据产品格式的标准体系,有利于

实现对数据的生成、分发和应用,提高数据处理和应用的效率。
本标准是面向我国的月球与行星探测任务制定的,依据GB/T33996—2017分别给出了各个级别

的数据产品格式规范。考虑到与国际接轨,使数据产品便于用户应用,本标准在0级数据产品格式的制

定过程中,参考了国际空间数据系统咨询委员会(CCSDS)制定的源包数据格式规范,在1级和2级数据

产品格式的制定过程中,参考了《行星数据系统标准指南3.6版》(PlanetaryDataSystemStandards
ReferenceVersion3.6)规定的数据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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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与行星数据产品格式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月球探测与行星探测数据产品的格式和结构。
本标准适用于月球探测与行星探测数据产品的生成、分发和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0114.1 空间科学及其应用术语 第1部分:基础通用

GB/T30114.4 空间科学及其应用术语 第4部分:月球与行星科学

GB/T33996—2017 月球探测数据产品分级与命名

3 术语和定义

GB/T30114.1和GB/T30114.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

重复列出了GB/T30114.1和GB/T30114.4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3.1 
月球探测 lunarexploration
借助绕月或登月的探测器对月球的物质组成、表面特征、物理场、内部构造、起源与演化历史等进行

的观测与采样研究活动。
[GB/T30114.1—2013,定义3.1.1]

3.2 
行星探测 planetaryexploration
对太阳系内除地球以外的行星、矮行星、卫星、小行星与彗星以及行星际空间的探测与采样研究

活动。
[GB/T30114.4—2014,定义3.2]

3.3 
数据产品 dataproduct
有效地运用数据分析方法,从海量的原始信息中挖掘出对用户有价值的信息,以直观、有效的表现

形式,为用户应用提供的数字化信息。
[GB/T30114.1—2013,定义4.32]

3.4 
数据标签 datalable
月球与行星数据产品中用来描述数据对象内容和格式的基本元素。

3.5 
数据对象 dataobject
月球与行星数据产品中科学数据以及相应辅助数据的集合,分为图像数据对象和表格数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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