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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部分：林业数字矢量基础地理数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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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ＬＹ／Ｔ１６６２《数字林业标准与规范》分为１１个部分：

———第１部分：森林资源非空间数据标准；

———第２部分：林业数字矢量基础地理数据标准；

———第３部分：卫星遥感影像数据标准；

———第４部分：林业社会经济数据标准；

———第５部分：林业政策法规数据标准；

———第６部分：林业文献资料数据标准；

———第７部分：数据库建库标准；

———第８部分：数据库软件规范；

———第９部分：数据库管理规范；

———第１０部分：元数据标准；

———第１１部分：退耕还林工程数据标准。

本部分为ＬＹ／Ｔ１６６２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提供了数字林业体系中林业数字矢量基础地理数据组织的统一标准。

现在国家基础测绘数据产品的大地基准呈１９５４系与１９８０系共存的局面，但由于１９８０西安坐标系

和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最终将成为我国各个行业和部门统一采用的大地基准与高程基准，因此本部分中

数据产品的大地基准采用１９８０西安坐标系，高程基准采用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

本部分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提出。

本部分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武红敢、田永林、李增元、陆元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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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林业标准与规范

第２部分：林业数字矢量基础地理数据标准

１　范围

林业数字矢量基础地理数据包括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和１∶１００００

的矢量数据。它们是在国家测绘局生产的全国矢量地形数据产品的基础上合成的产品。合成产品按国

家行政管理区划和林业管理区划分为两大类。按国家行政区划单元管理的产品分为前述的５种比例尺

级别，按林业管理区划单元管理的产品不含１∶４００００００比例尺级别。

ＬＹ／Ｔ１６６２的本部分对上述两大类合成产品的生产技术要求、作业规程等方面作了统一的规定。

本部分适用于林业信息化工作中对矢量基础地理数据产品的加工处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ＬＹ／Ｔ１６６２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９１７．１—２０００　公路路线标识规则　命名、编号和编码

ＧＢ９１７．２—２０００　公路路线标识规则　国道名称和编号

ＧＢ／Ｔ９１９—２００２　公路等级代码

ＧＢ１０３０２—８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车站站名代码

ＧＢ／Ｔ１３９２３—１９９２　国土基础信息数据分类与代码

ＧＢ／Ｔ１３９８９—１９９２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与编号

ＧＢ／Ｔ１６８２０—１９９７　地图学术语

ＧＢ／Ｔ１７１５９—１９９７　大地测量术语

ＪＴ／Ｔ３０７．１—１９９７　省干线公路代码

ＴＢ１９４５—８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线路名称代码

ＳＬ２４９—１９９９　中国河流名称代码

ＳＬ２５９—２０００　中国水库名称代码

ＳＬ２６１—１９９８　中国湖泊名称代码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１９８０西安坐标系　犡犻’犪狀犌犲狅犱犲狋犻犮犆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犲犛狔狊狋犲犿１９８０

采用１９７５国际椭球，以ＪＹＤ１９６８．０系统为椭球定向基准，选用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为大地原点所

在地，采用多点定位所建立的大地坐标系。

３．２

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　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犞犲狉狋犻犮犪犾犇犪狋狌犿１９８５

采用青岛水准原点和根据由青岛验潮站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７９年的验潮数据确定的黄海平均海水面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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