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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部分　 内容

Ａ￣１　 概述

Ｓ￣１００ꎬ即通用海道测量数据模型ꎬ是一种支持各种海道测量相关的数字数据源的海道测量地理空间数

据标准ꎬ且完全符合主流的国际地理空间标准ꎬ特别是 ＩＳＯ １９０００ 系列地理信息标准ꎮ 这种对标使海道测量

数据和应用程序更容易集成到地理空间解决方案中ꎮ Ｓ￣１００ 相比 Ｓ￣５７ 更为灵活ꎬ为使用栅格和网格数据类

型、增强型元数据和多种编码格式提供了条件ꎮ 它还通过专门的在线注册表为要素、属性和图示表达提供

了更灵活和动态的维护机制ꎮ Ｓ￣１００ 提供了一个为海道测量数据建立标准化产品规范的组件框架ꎬ从而为

不同的数据标准和系统之间提供真正的互操作性ꎮ

本指南旨在为所有计划开发或扩展符合 Ｓ￣１００ 标准的产品的人员提供指导ꎮ

Ａ￣２　 介绍

创建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对于缺乏 Ｓ￣１００ 研究经验的团队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ꎬ主要原因在

于 Ｓ￣１００ 是一个涵盖广泛应用的框架标准ꎬ它可能不会在每个产品规范中使用ꎮ Ｓ￣９７ 由 ＩＨＯ 创建ꎬ旨在帮

助产品规范开发人员更好地理解 Ｓ￣１００ꎬ并为创建和扩展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提供指导ꎮ

本指南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协助创建可用于 ｅ￣航海生态系统的统一产品规范ꎮ ｅ￣航海生态系统一词的含

义是指为 ＩＭＯ 定义的船岸 ｅ￣航海系统(如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ꎬＥＣＤＩＳ)而制定的所有产品规范ꎬ但 Ｓ￣

１００ 可以扩展到 ｅ￣航海之外ꎬ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ꎮ

本指南旨在为所有计划开发或扩展符合 Ｓ￣１００ 标准的产品的人员提供指导ꎮ 本标准由以下三部分

组成:

• Ａ 部分(本文档)是对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的各个组件的深入描述ꎻ

• Ｂ 部分(单独的文档)描述了创建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所涉及的典型步骤和活动ꎮ Ｂ 部分描述了

整个过程、具体活动和任务ꎬ包括对产品规范开发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的提示ꎻ

• Ｃ 部分(单独的文档)描述了适用于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的数据质量度量ꎮ

１



Ａ￣３　 规范性引用文件

ＩＨＯＩＢ　 ＩＨＯ Ｓ￣１００ 信息手册ꎬ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ꎮ

ＩＳＯ ８２１１　 ＩＳＯ ８２１１ 信息交换结构用数据描述文件规范ꎬＩＳＯ / ＩＥＣ８２１１ꎬ１９９４ 年ꎮ

ＩＳＯ ６４６　 信息技术　 国际编码标准信息交换用 ＩＳＯ ７ 位编码字符集ꎬＩＳＯ / ＩＥＣ６４６ꎬ１９９１ 年ꎮ

ＩＳＯ １０６４６　 信息技术　 通用编码字符集(ＵＣＳ)ꎬＩＳＯ / ＩＥＣ１０６４６ꎬ２０１７ 年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３　 地理信息　 概念模式语言ꎬＩＳＯ １９１０３ꎬ２００５ 年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０　 地理信息　 要素编目方法ꎬＩＳＯ １９１１０ꎬ２００５ 年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地理信息　 元数据　 第 １ 部分:基础ꎬ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ꎬ２０１４ 年ꎬ２０１８ 年第一次修订版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３６　 地理信息　 地理标记语言(ＧＭＬ)ꎬＩＳＯ １９１３６ꎬ２００７ 年ꎮ (也可作为 ＯＧＣ ０７￣０３６ 地理标记语

言(ＧＭＬ)编码标准获得ꎮ 开放地理空间联盟公司ꎬ２００７ 年ꎮ)

Ｓ￣５７　 ＩＨＯ 数字海道测量数据传输标准 ３. １ 版ꎬ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ꎮ

Ｓ￣５８　 ＩＨＯ Ｓ￣５８ 电子海图有效性检查 ６. ０. ０ 版ꎬ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ꎮ

Ｓ￣９９　 ＩＨＯ Ｓ￣９９ Ｓ￣１００ 地理空间信息注册系统组织与管理操作程序 １. １. ０ 版ꎬ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ꎮ

Ｓ￣１００　 ＩＨＯ Ｓ￣１００ 通用海道测量数据模型 ４. ０. ０ 版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ꎮ

Ｓ￣１２２　 ＩＨＯ Ｓ￣１２２ 海洋保护区 １. ０. ０ 版ꎬ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ꎮ

Ｓ￣１２３　 ＩＨＯ Ｓ￣１２３ 海上无线电服务 １. ０. ０ 版ꎬ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ꎮ

注:除非特别标明版本ꎬ则本文档提及的 Ｓ￣１００ 均指 Ｓ￣１００ ４. ０. ０ 版ꎮ

Ａ￣４　 术语和缩略词

Ａ￣４. １　 术语

抽象类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ｌａｓｓ

无法实例化的对象类ꎬ或在信息模型中被指定为不允许实例化的对象类ꎮ

注:抽象类的子类可以是抽象的ꎬ也可以是非抽象的ꎮ

聚合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一种特殊的关联形式ꎬ用于指定聚合体(整体)和组成部分(见组合)之间的整体与部分关系ꎮ [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３]

应用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支持用户要求的数据操作和处理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１￣１:２０１４]

２



　 　 应用模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

一个或多个应用所需数据的概念架构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１￣１:２０１４]

关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两个或多个类之间的语义关系ꎬ用于指定它们的实例之间的连接关系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３]

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１)实体的命名特性ꎮ [ＩＳＯ / ＩＥＣ ２３８２ － １７:１９９９]

注:描述实体的几何、拓扑、主题或其他特征ꎮ

(２)ＵＭＬ:分类器中要素实例可能包含的值的范围ꎮ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９５０１:２００５(改编)]

(３)ＸＭＬ:元素中包含的名称与值对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３６]

ｂａｓｅ６４ 编码

一种用于表示任意序列的二进制八位数编码ꎬ其格式允许同时使用大小写字母ꎬ但不必是人类可读的ꎮ

[ＩＥＴＦ ＲＦＣ ４６４８(重新设计)]

代码 ｃｏｄｅ

遵循特定方案的表示标签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８:２０１１]

代码表 ｃｏｄｅｌｉｓｔ

包含允许值代码的值域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３６]

代码空间 ｃｏｄｅｓｐａｃｅ

代码、名称、术语或类别的规则或权限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３６]

示例:ｃｏｄｅｓｐａｃｅ 的示例包括字典、权威机构、代码表等ꎮ

组合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ꎬ具有强所有权和相同生命周期的聚合关联形式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３]

概念模型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定义话语世界概念的模型ꎮ [１９１０１￣１:２０１４]

概念模式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ｃｈｅｍａ

概念模型的正式描述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１￣１:２０１４]

数据客户端 ｄａｔａ ｃｌｉｅｎｔ

接收基于 Ｓ￣１００ 的加密数据的终端用户ꎮ 数据客户端将使用软件应用程序(例如 ＥＣＤＩＳ)来执行 Ｓ￣１００

保护方案中详细描述的诸多操作ꎮ [Ｓ￣１００ 第 １５ 部分 (改编)]

例如:ＥＣＤＩＳ 用户ꎮ

数据许可证 ｄａｔａ ｐｅｒｍｉｔ

包含解密许可产品所需的加密产品密钥的文件ꎬ通常是专门为特定数据客户端创建的ꎮ [Ｓ￣１００ 第 １５

部分 (改编)]

３



　 　 数据服务器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ｖｅｒ

生产加密数据文件或向数据客户端颁发数据许可证的组织ꎮ [Ｓ￣１００ 第 １５ 部分(改编)]

要素 ｆｅａｔｕｒｅ

真实世界现象的抽象表现ꎮ [ＩＳＯ１９１０１:２００３]

注:要素可能以类型、类或实例的形式出现ꎮ 要素类型或要素实例仅用于一种情况时应予以明确ꎮ 要

素类应在模型或应用程序架构的语境中使用ꎮ

示例:被称为“埃菲尔铁塔”的真实世界现象可以与其他现象一起归入名为“铁塔”的要素类型ꎮ

要素关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将一种要素类型的实例与相同或不同要素类型的实例链接的关系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０]

要素属性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要素的特征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１]

注:一个要素属性类型有一个名称、一个数据类型和一个与其相关联的域ꎮ 要素属性实例具有从要素

属性类型的值域获取的属性值ꎮ

示例 １:名为“颜色”的要素属性可能具有属于数据类型“文本”的属性值“绿色”ꎮ

示例 ２:名为“长度”的要素属性可能具有属于数据类型“实数”的属性值“８２. ４”ꎮ

要素目录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包含定义和描述一组或多组地理数据中出现的要素类型、要素属性和要素关联的目录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０]

要素类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ｃｌａｓｓ

应用模式或模型中表示要素的类ꎮ

标识符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一种语言上独立的字符序列ꎬ能够唯一和永久地识别与之相关的字符ꎮ [改编自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１１７９￣３:

２００３]

信息类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仅具有主题属性的数据集中可识别的信息单元ꎮ [Ｓ￣１００ ３￣５. １. ２(改编)]

示例:信息类型可以包含海图改正信息ꎮ

注:信息类型也可以相互关联ꎮ 在有与信息类型有关的补充信息或需要翻译信息时ꎬ可以这样处理ꎮ

例如ꎬ携带海图改正的信息对象可以包含英文文本ꎬ相关联的补充信息对象可以携带相应的中文文本ꎮ

４



　 　 实例化 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ｅ

通过实例表达ꎮ [韦氏词典在线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ｒｒｉａｍ￣ｗｅｂｓｔｅｒ. ｃｏｍ /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 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ｅ]

接口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表征实体行为的命名操作集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９:２００５]

元数据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有关资源的信息ꎬ[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ꎻ定义和描述其他数据的数据ꎮ [ＩＳＯ １１１７９￣３:２０１３]

模型 ｍｏｄｅｌ

现实世界某些方面的抽象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９￣２０１５]

操作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可以调用对象来执行的转换或查询的规范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９:２００５]

注:一个操作有一个名称和一个参数列表ꎮ

注册表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一组文件ꎬ其中包含分配给具有相关项描述的项的标识符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３５]

注:描述可能包括许多类型的信息ꎬ包括名称、定义和代码ꎮ

注册系统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维护注册表的信息系统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３５]

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模型元素之间的语义联系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３]

资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符合要求的可识别资产或手段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示例:数据集、数据集系列、服务、文档、计划、软件、人员或组织ꎮ

方案管理员 ｓｃｈｅｍ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专门负责维护和协调 Ｓ￣１００ 规定的保护方案的组织ꎮ [Ｓ￣１００ 第 １５ 部分(改编)]

服务 ｓｅｒｖｉｃｅ

实体通过接口提供的功能的不同部分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９:２００５]

空间对象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

用于表示要素的空间特性的对象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７:２００３]

流 ｓｔｒｅａｍ

在线数据交换中ꎬ由通信系统传送的连续的碎片化数据序列ꎮ [Ｓ￣１００]

话语世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对包括所有感兴趣事物的现实或假想世界的看法ꎮ [１９１０１￣１:２０１４]

５



　 　 词汇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包含一个或多个特定主题领域的名称和定义的术语词典ꎮ [ＩＳＯ １０８７￣１:２０００]

Ａ￣４. ２　 缩略词

ＡＩＳ　 自动标识系统(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ＱＷＧ　 数据质量工作组(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ＥＣＤＩＳ　 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ｈａｒｔ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Ｃ　 电子海图(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ｔ)

ＧＭＬ　 地理标记语言(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ａｒｋｕ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ＧＦＭ　 通用要素模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ＧＩ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地理空间信息注册系统(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ＨＤＦ　 层次数据格式(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ｍａｔ)

ＨＴＴＰ　 超文本传输协议(Ｈｙｐｅｒｔｅｘ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ＨＴＴＰＳ　 ＨＴＴＰ 安全(ＨＴＴＰ Ｓｅｃｕｒｅ)

ＩＡＬＡ　 国际航标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ｈｔｈｏｕ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ＥＣ　 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ＨＯ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Ｏ　 国际海事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Ｏ　 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ＮＣ　 区域电子海图协调中心(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ＲＥＳＴ　 表述性状态转移(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ＥＮＣ　 系统电子海图(Ｓｙｓｔｅｍ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ｔ)

ＳＯＡＰ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Ｓｉｍｐ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ＳＯＳ　 传感器观察服务(Ｓｅｎｓｏ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ＳＬ　 安全链路层(Ｓｅｃｕｒｅ Ｓｏｃｋｅｔｓ Ｌａｙｅｒ)

ＳＶＧ　 可缩放矢量图形(Ｓｃａｌａｂｌｅ Ｖｅｃｔｏｒ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ＴＣＰ / ＩＰ　 传输控制协议 /因特网协议(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ＶＴＳ　 船舶交通服务(Ｖｅｓｓｅｌ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ＷＳＤＬ　 网络服务描述语言(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ＦＳ　 网络要素服务(Ｗｅｂ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ＸＭＬ　 可扩展标记语言(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 Ｍａｒｋｕ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ＸＳＤ　 ＸＭＬ 模式定义(ＸＭＬ Ｓｃｈｅｍ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ＸＳＬＴ　 可扩展样式表语言转换(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 Ｓｔｙｌｅｓｈｅｅｔ Ｌａｎｇａ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６



Ａ￣５　 Ｓ￣１００ 技术成熟度

在 Ｓ￣１００ 框架下开发新产品规范的关键在于与更广泛的社会组织或团体沟通规范的完备性及其可操作

性ꎮ 由于正在开发的产品规范具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操作设置ꎬ并且不是所有规范都需要 Ｓ￣１００ 的所有组件ꎬ

这也使其更加复杂ꎮ 因此ꎬ海道测量服务和标准委员会(ＨＳＳＣ)采用了 Ｓ￣１００ 技术成熟度的概念ꎮ

技术成熟度的概念展示了一个从想法到常规应用的过程ꎬ它可以让 ＩＨＯ 成员清楚地了解该规范是否可

以得到认可和批准ꎮ 也可以让其他使用 Ｓ￣１００ 框架的非 ＩＨＯ 利益相关组织衡量其产品规范何时才能符合从

过渡到实际操作的技术成熟度ꎮ

表 Ａ￣５￣１ 列出了符合每个 Ｓ￣１００ 技术成熟度的先决条件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所有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都

必须符合 Ｓ￣１００ 标准ꎬ并且必须使用已发布的 Ｓ￣１００ 基础设施和流程对要素目录和图示表达目录进行创建

和维护ꎮ
Ｓ￣１００ 技术成熟等级 表 Ａ￣５￣１

所需产品规范组件
１ 级

ｖ１. ０. ０

２ 级

ｖ１ － ２. ０. ０

３ 级

> ｖ２. ０. ０

４ 级

> ｖ２. ０. ０

５ 级

> ｖ２. ０. ０

　 主文档 (定义了产品规范要求的

Ｓ￣１００ 中相关部分)
× × × × ×

　 默认编码 × × × × ×

　 Ｓ￣１００ 兼容要素目录
×

(草案)

×

(更新)

×

(定稿ꎬ通过

ＩＨＯ ＧＩ 注册)

× ×

　 数据分类和编码指南
×

(草案)
×

×

(定稿)
× ×

　 Ｓ￣１００ 兼容描述目录

　 注:并非每个规范都需要描述目录ꎬ

这应该作为开发过程和涉众反馈的一

部分来确定

× × × ×

　 数据质量检查 × × × ×

　 测试数据集 × × × ×

　 数据验证(及测试数据集) × × × ×

　 交换目录 × × × ×

　 加密 / 数字签名 × × ×

　 互操作性
× ∗

(草案)

× ∗

(经测试)
× ∗

７



续上表

所需产品规范组件
１ 级

ｖ１. ０. ０

２ 级

ｖ１ － ２. ０. ０

３ 级

> ｖ２. ０. ０

４ 级

> ｖ２. ０. ０

５ 级

> ｖ２. ０. ０

　 警告和显示 × ∗ × ∗

　 操作数据 ×

　 　 ( × ∗:仅用于 ＥＣＤＩＳ )

１ 级:包含开始测试数据集和系统原型开发所需的最少数量的组件ꎬ１ 级是演示开始前的最后一个开发

阶段ꎬ通常是产品规范的 １. ０. ０ 版ꎮ

２ 级:包括数据质量检查和测试数据集等附加项ꎬ以便产品规范可以在原型环境中演示ꎮ 通常以产品规

范版本 １. ｎ. ｎ ~ ２. ０. ０ 的版本形式出现ꎮ 根据产品规范的最终用户要求ꎬ２ 级可以在操作语境中实现ꎮ 随后

的 Ｓ￣１００ 技术成熟度取决于导航系统内产品的操作要求ꎮ

３ 级:构建在 ２ 级之上ꎬ包括一个功能齐全且文档化的交换目录ꎬ以及(可选的)用于数据和实现系统的

加密层ꎮ 在这个级别ꎬ应在真实的环境中演示原型系统、产品或流程ꎮ

４ 级:仅用于船舶导航系统ꎬ如 ＥＣＳ 和 ＥＣＤＩＳꎮ 在本级别ꎬ产品规范的开发人员需要确保根据 Ｓ￣９８ 的要

求对互操作性、报警和提示功能进行思考并形成文件ꎮ 在本级别ꎬ应该有一个基础、合规的系统、过程或产

品以显示其预期的运行或功能ꎮ

５ 级:系统、过程或产品已部署和使用ꎮ 在本级别ꎬ数据和合规系统随时可供操作使用ꎮ 此阶段包括基

于机器的现势性检查功能(即自动预警和更新状态报告)ꎬ现势性所需的功能可以在个别产品规范中提供ꎬ

也可以通过 Ｓ￣１２８ 航海产品目录提供ꎮ

Ａ￣６　 Ｓ￣１００ 产品规范模板及其构成

数据产品规范是定义地理空间数据产品的精确技术描述ꎮ 它描述了给定应用程序的所有要素、属性和

关系ꎬ以及它们到数据集的映射ꎮ 包括用于数据识别的一般信息以及以下信息:

• 数据内容和结构ꎻ

• 参考系统ꎻ

• 数据质量方面ꎻ

• 数据收集ꎻ

• 图示表达ꎻ

• 维护ꎻ

• 交付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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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数据ꎮ

Ｓ￣１００ 第 １１ 部分描述了地理数据产品的数据产品规范ꎮ 它的目的是为将要编写的任何数据产品规范

提供一个清晰和相似的结构ꎮ 产品规范应构成一组人类可读的文档ꎮ 通常ꎬ它还应包括机器可读文件ꎬ以

获取要素目录、图示表达目录等信息ꎮ 符合产品规范的示例见 Ｓ￣１００ 的附录 １１￣Ｂꎮ

Ａ￣６. １　 对产品规范可读性很重要的通用 Ｓ￣１００ 概念

Ａ￣６. １. １　 强制性要求与可选要求

为了符合 Ｓ￣１００ 的要求ꎬ产品规范必须包含一些特定的组成部分ꎮ 例如ꎬ它需要包括一个要素目录ꎬ而

图示表达目录是可选的ꎮ Ｓ￣１００ 利用多重字段来帮助确定产品规范中哪些是强制性的ꎮ 表 Ａ￣６￣１ 就是其中

一个例子ꎮ
Ｓ￣１００ 表示示例(数据产品信息描述ꎬＳ￣１００ 表 １１￣１) 表 Ａ￣６￣１

名称 描述 多重性 类型

标题 数据产品的官方名称 １ 字符串

摘要 数据产品的非正式信息描述 １ 字符串

缩写 数据产品标题的简称 ０. . ∗ 字符串

内容 遵循规范的数据集的内容描述 １ 字符串

空间范围 数据产品覆盖的空间范围描述 １ ＥＸ＿Ｅｘｔｅｎｔ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时间范围 数据产品覆盖的时间范围描述 ０. . １ ＥＸ＿Ｅｘｔｅｎｔ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特定用途 数据的用途 １ 字符串

　 　 在上面的示例中ꎬ多重性一栏表示哪些元素是必需的ꎬ哪些是可选的ꎮ Ｓ￣１００ 使用以下符号来表示多重

类型:

• １　 必选

• １. . ∗　 至少一个或多个

• ０. . １　 可选或只有一个

• ０. . ∗　 可选或多选

Ａ￣６. １. ２　 驼峰命名法及其在 Ｓ￣１００ 中的使用

Ｓ￣１００ 广泛使用驼峰命名法(ｃａｍｅｌＣａｓｅ)ꎬ其使用基于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３ 原则ꎮ 驼峰命名法(通常写为 ｃａｍｅｌ￣

Ｃａｓｅ 或 ＣａｍｅｌＣａｓｅ)是一种书写复合词或短语的做法ꎬ即短语中间的每个词或缩略语以大写字母开头ꎬ中间

没有空格或标点符号ꎮ 常见的例子包括“ ｉＰｈｏｎｅ” “ ｅＢａｙ” “ＦｅｄＥｘ” “ＤｒｅａｍＷｏｒｋｓ” “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 “ ｉＣａｒｌｙ”

“ＷｏｒｄＷｏｒｌｄ”“ＷｏｒｄＧｉｒｌ”等ꎮ Ｓ￣１００ 使用驼峰命名法作为构造 Ｓ￣１００ 本身和 ＩＨＯ 地理信息(ＧＩ)注册系统中

使用的元素的不同标识符或名称的一种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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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驼峰命名法标识符必须符合 Ｓ￣１００ 条款 ２ａ￣４. ２. ３ 的如下要求:

• 是一种复合词ꎬ单词之间没有空格相连ꎬ并且复合词中的首字母大写ꎻ

• 在注册表中是唯一的ꎻ以及

• 符合 ＩＳＯ １０６４６ꎬ大写字符为 Ａ ~ Ｚꎬ０ ~ ９ꎬ“＿”和小写字符为 ａ ~ ｚꎻ

此外:

• 要素和信息类型必须以大写字母 Ａ ~ Ｚ 开头ꎻ

• 复杂和简单属性、代码表、属性和枚举值必须以小写 ａ ~ ｚ 开头ꎮ

示例 １:Ｂｅａｃｏｎ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是要素 Ｂｅａｃｏｎ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的驼峰命名法标识符ꎮ

示例 ２: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Ｏｆ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是陆标类的驼峰命名法标识符ꎮ

Ａ￣６. ２　 Ｓ￣１００ 产品规范的主要组成

本节重点介绍构成 Ｓ￣１００ 产品规范的组件ꎬ并阐述为什么需要这些组件ꎮ

Ａ￣６. ２. １　 概述部分及其分项内容

产品规范的概述部分为读者提供有关数据产品的一般介绍性信息以及产品规范元数据ꎮ Ｓ￣１００ 指出ꎬ

概述应包括以下部分(不包括“引用文件”和“语言的使用”ꎬ但本指南建议也包括这两部分):

• 介绍ꎻ

• 引用文件ꎻ

• 术语、定义和缩略词ꎻ

　 　 ⚫ 语言运用

　 　 ⚫ 术语和定义

　 　 ⚫ 缩略词

• 数据产品描述概要ꎻ

• 数据产品规范元数据ꎻ

• 产品规范维护ꎮ

Ａ￣６. ２. １. １　 介绍

本节提供有关创建产品规范的信息ꎬ其中包括产品规范的主题和意图ꎮ

Ａ￣６. ２. １. ２　 引用文件

本节应列出定义产品规范的整体要素、实现产品规范所依据的标准ꎬ如规范性的 ＩＳＯ 或其他标准ꎮ 包含

其他有用信息的标准或文件ꎬ如果不是产品规范的组成部分ꎬ可以作为参考文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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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６. ２. １. ３　 语言运用

语言运用虽然是个可选项ꎬ但添加一个语言运用部分来详细说明产品规范文档(包括附录和附件)中使

用的特定词语的预期含义是有益的ꎮ 其目的是尽可能消除这些词的模糊性ꎬ以便在规范中清楚地说明什么

是强制性要求ꎬ什么是强烈推荐的以及什么是可选的ꎮ ＩＨＯ 的规范中经常使用以下语句:

• Ｍｕｓｔ 表示强制性要求ꎮ

• Ｓｈｏｕｌｄ 表示可选要求ꎬ即建议遵循的流程ꎬ但不是强制性的ꎮ

• Ｍａｙ 是指“允许”或“可能”ꎬ不是强制性的ꎮ

Ａ￣６. ２. １. ４　 术语和定义

术语和定义是有用的参考ꎬ反映了规范的内容及其预期用途ꎮ

Ａ￣６. ２. １. ５　 缩略词

规范中使用的缩略词都应在产品规范介绍的缩略词部分中列出其全部含义ꎮ

Ａ￣６. ２. １. ５. １　 首字母缩写

按照惯例ꎬ数据产品的名称要用首字母缩写ꎬ例如 ＡＭＬ(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ꎬ附加军事层)或 ＥＮＣ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ｔꎬ电子海图)ꎮ 由于各种原因ꎬ缩略词也可以在整个规范中使用ꎬ这些缩略词应

该编写在文档开头的缩略词段落中ꎬ作为读者的快速参考使用ꎮ

Ａ￣６. ２. １. ６　 数据产品描述概要

这部分是对数据产品的非正式描述ꎬ也可以作为规范的摘要使用ꎬ用以明确产品的预期使用目的ꎮ 另

见第 Ａ￣６. ２. ４ꎮ

Ａ￣６. ２. １. ７　 产品规范维护

ＩＨＯ 发布的产品规范变更将作为新版本、修订版或包含澄清说明的文档发布ꎮ 使用哪个级别取决于更

改的性质ꎮ 其他发行人很可能会效仿 ＩＨＯ 的做法ꎮ 一般而言ꎬ本文遵循 Ｓ￣１００ 第 １２ 部分中的指导ꎬ其中描

述了三种类型的变化ꎬ即新版、修订和澄清ꎮ 这些变更类型如下所述ꎮ

Ａ￣６. ２. １. ７. １　 新版

新版引入了重大变化ꎮ 新版本允许引入新概念ꎬ例如支持新功能或新的应用程序ꎬ或引入新的构造或

数据类型ꎮ 新版对于产品规范的当前用户和潜在用户均会产生重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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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６. ２. １. ７. ２　 修订

修订版被定义为实质性的语义变化ꎮ 通常情况下ꎬ修订将引入更改以纠正相关错误ꎬ或引入由于实践

经验或环境变化而导致的必要更改ꎮ 修订不是澄清ꎬ修订会对当前用户和潜在用户产生影响ꎮ 修订版在发

布时必须包含此前累积的所有澄清说明ꎮ

修订版中的更改可确保同一版本中的新版本与旧版本兼容ꎮ 例如ꎬ较新的修订引入了新的要素和属

性ꎮ 在同一版本中ꎬ一个版本的数据集始终可以与要素和图示表达目录的较新版本一起处理ꎮ 在大多数情

况下ꎬ一个新的要素或图示表达目录将导致该规范的修订ꎮ

Ａ￣６. ２. １. ７. ３　 澄清

澄清是非实质性改动ꎮ 通常情况下ꎬ澄清可以消除歧义ꎬ纠正语法和拼写错误ꎬ修改或更新交叉引用ꎬ

插入改进的图形、拼写、标点符号和语法等ꎮ 澄清不得引起任何实质性的语义变化ꎮ

澄清中的更改很小ꎬ并确保与同一版本中的新版本与旧版本兼容ꎮ 在同一版本中ꎬ可以始终使用更高

版本的要素和图示表达目录处理前一个版本的数据集ꎮ 而图示表达目录始终可以依赖于要素目录的较早

版本ꎮ

Ａ￣６. ２. ２　 版本号

用于标识 Ｓ￣１００ 和派生规范中的更改(ｎ)的相关版本控制编号通常遵循以下格式:

• 新版表示为 ｎ. ０. ０ꎻ

• 修订版表示为 ｎ. ｎ. ０ꎻ

• 澄清版表示为 ｎ. ｎ. ｎꎮ

ＩＨＯ 其他标准也多采用了同样的版本控制格式ꎮ

Ａ￣６. ２. ３　 规范范围

规范范围是指产品规范的指定部分对整个产品或部分产品的适用性ꎮ

例如ꎬ坐标参考系统通常适用于整个产品ꎬ而导航要素和语境特征的维护机制可能不同ꎮ 这种差异可

以用规范范围进行描述ꎮ 根据产品规范的类型ꎬ范围可以包括表 Ａ￣６￣２ 中的项目ꎮ
规范范围信息(Ｓ￣１００ 表 １１￣３) 表 Ａ￣６￣２

名称 描述 多重性 类型

范围标识

ｓｃｏｐ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范围的具体标识 １ 字符串

级别

Ｌｅｖｅｌ
范围规定的数据的层次级别 ０. . １ ＭＤ＿ＳｃｏｐｅＣｏｄｅ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级别名称

ｌｅｖｅｌＮａｍｅ
规范规定的数据的层次级别的名称 ０. . １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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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名称 描述 多重性 类型

级别描述

ｌｅｖｅｌ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级别的详细说明 ０. . １ 字符串

覆盖范围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要素的子类型ꎬ使用一组属性来表达真实世界现象 ０. . １ 字符串

范围

Ｅｘｔｅｎｔ
数据的空间、垂直和时间范围 ０. . １ ＥＸ＿Ｅｘｔｅｎｔ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如果一个规范在整个数据产品中是同质的ꎬ那么只需要定义一个通用范围(根范围)ꎬ产品规范的每个

部分都适用于此通用范围ꎮ 此通用范围可能类似于以下示例:

范围标识:全局范围

级别:００６￣ｓｅｒｉｅｓ

级别名称:数据集

级别描述:级别适用于所有 ＥＮＣ 数据集

覆盖范围:ＥＮＣ 要素目录中的所有要素

范围:ＥＸ＿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ＢｏｕｎｄｉｎｇＢｏｘ

ｗｅｓｔＢｏｕｎ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 １８０

ｗｅｓｔＢｏｕｎ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１８０

ｓｏｕｔｈＢｏｕｎｄ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 ９０

ｎｏｒｔｈＢｏｕｎｄ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９０

级别属性是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中的一个代码列表ꎬ称为 ＭＤ＿ＳｃｏｐｅＣｏｄｅꎬ包含了规范的主要组件ꎮ 范围属性是

一个类ꎬ可以是描述性字符串、地理范围(如上例所示)、垂直范围或时间范围的任意组合ꎮ

产品规范可以基于一个或多个标准来指定产品的数据内容的分区ꎮ 对于产品规范的不同部分ꎬ这种分

区可能是不同的ꎮ 数据内容的每一部分都应由一个规范范围来描述ꎬ该规范范围可以继承或覆盖通用范围

规范ꎮ 原则上ꎬ产品规范的任何或所有剩余部分可以具有适用于产品内范围的变体ꎮ 每个变体必须标识其

适用的范围ꎮ

示例:支持导航的数据产品通常包含两组要素类型ꎬ即提供快速变化的导航信息的要素类型和对导航

安全至关重要的要素类型ꎬ以及提供背景参考信息的项ꎮ 维护和交付信息将根据这些分组进行划分ꎬ对必

要信息将予以维护和交付ꎬ而对参考系统信息则不予以维护和交付ꎮ

Ａ￣６. ２. ４　 数据集标识

除了对数据产品的非正式描述(另见第 Ａ￣６. ２. １. ６ 节)外ꎬＳ￣１００ 还要求有一节用以描述根据特定产品

规范系列创建的能够唯一标识任何数据集的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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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数据产品的概述信息不同ꎬ数据集标识用于单个数据集ꎮ 如有必要ꎬ可以对其中的一些元素进行标

准化ꎮ 例如ꎬ用途属性值可能通用在根据特定规范创建的所有数据集ꎮ 其他属性可能受益于遵循通用模

式ꎬ例如数据集标题可能遵循用户熟悉的特定样式ꎮ 一些属性是定义在其他地方的代码列表类型ꎬ如

ＩＳＯ１９１１５￣１ꎮ 这些属性被限定为代码列表中给出的值ꎬ例如ꎬ并非所有值对于规范的范围都有意义ꎬ那么在

某些情况下ꎬ将给定的代码表限制为值的子集是有益的ꎮ

这些信息存储在与数据集关联的元数据中ꎮ 因此ꎬ必须确保提供适当的元数据属性ꎬ从而使本节与元

数据节协调一致ꎮ

一些产品规范已经将数据产品的非正式描述与数据集标识部分合并到一个部分中ꎬ这是被允许的可

选项ꎮ

Ａ￣６. ２. ５　 数据内容和结构(应用模式)

应用模式定义了 Ｓ￣１００ 产品的数据内容和结构ꎮ 应用模式使用 Ｓ￣１００ 第 １ 部分(概念模式语言)中描述

的统一建模语言(ＵＭＬ)来表达ꎬ并允许开发人员以一致和可维护的方式实现 Ｓ￣１００ 产品规范ꎮ Ｓ￣１００ 的通

用要素模型(第 ３ 部分)规定了开发应用程序模式的规则ꎬ其中包括要素的概念模型及其特征和关联ꎮ

Ｓ￣１００ 产品规范模板规定ꎬ具有大型应用程序模式的规范只需在规范文档中包含 ＵＭＬ 中的特定示例ꎬ

因为应用程序模式需要在要素目录中完整的实现ꎮ 由于应用程序模式通常变得太大ꎬ无法在一个页面中保

持可读性ꎬ因此根据函数和元素ꎬ将应用程序模式拆分为多个部分可能更有利于整体的可读性ꎮ

Ａ￣６. ２. ５. １　 基于要素的数据内容结构

地理应用的数据内容是根据真实世界要素的视角并结合特定应用程序的需求定义的ꎮ 内容按照对象

进行构建ꎮ Ｓ￣１００ 考虑了第 ３ 部分第 ５. １ 款中定义的两种类型的对象或要素ꎬ定义如下:

１)要素:要素与其属性一起定义ꎮ 要素是对现实世界现象的抽象表现ꎮ 要素包含两个方面:要素类型

和要素实例ꎮ 要素类型是一个类ꎬ在要素目录中定义ꎮ 要素实例是要素类型的单个实例ꎬ并表示为

数据集中的对象ꎮ

２)信息:信息类型用于在要素和其他信息类型之间共享信息ꎮ 信息类型是在要素目录中定义的一类对

象ꎮ 信息类型的实例是数据集中可识别的信息单元ꎮ 信息类型仅具有主题属性ꎮ 信息类型的实例

可以与一个或多个要素实例或其他信息类型的一个或多个实例相关联ꎮ 信息类型可以被视为共享

属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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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要素模型(ＧＦＭ)为这些对象提供了一个概念模型ꎮ 要素类型的定义保存在要素目录中ꎮ ＧＦＭ 还

充当要素目录的概念模型ꎮ 空间信息在 Ｓ￣１００ 第 ７ 部分空间模式中定义ꎬ由简单的几何图形组成ꎬ这些几何

图形可以用多种配置表示ꎮ 应用模式必须定义产品规范中使用的空间组件以及与要素类的关系ꎮ

Ａ￣６. ２. ５. ２　 基于覆盖的数据内容结构

Ｓ￣１００ 还将图像、网格和覆盖数据定义为面向要素的数据ꎮ 在最简单的形式中ꎬ可以将图像或任何一组

网格化数据视为单个要素ꎮ 因此ꎬ用于要素数据的应用模式的规则也适用于图像和网格化数据ꎮ 但是ꎬ必

须注意确保应用模式能够根据 Ｓ￣１００ 第 ８ 部分第 ８￣６ 条的规定以及第 ８￣８ 条中定义的网格化数据空间引用

要求来准确地定义图像和网格ꎮ 如果产品包含一系列或一组图像或网格化数据集ꎬ则应按照 Ｓ￣１００ 第 ８ 部

分第 ８￣７ 条中定义空间关系的应用模式来规定定义ꎮ

Ａ￣６. ２. ６　 数据产品格式

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应定义数据产品中每个范围的交付格式(编码)ꎮ 这包括对文件结构和格式的描

述(如果适用)或数据流的格式ꎮ 编码结构可以在产品规范指定ꎬ或者通过参考单独的专用标准配置文件或

标准来指定ꎮ Ｓ￣１００ 包括三种编码的专用标准配置文件ꎬ即 ＩＳＯ ８２１１ 二进制编码、ＧＭＬ(ＩＳＯ １９１３６)编码和

ＨＤＦ５ 编码ꎮ 产品规范可以引用这些专用标准配置文件ꎬ并说明如何在特定的产品规范中使用这些标准ꎮ

例如ꎬ给定的产品具有一个特定的 ＧＭＬ 应用模式ꎬ并使用一个或多个 ＸＭＬ 模式定义语言文件来表示ꎮ

专用产品可以通过在产品规范中指定整个编码(或通过引用已建立的外部标准ꎬ或两者的适当组合)来

使用其他编码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实施成本可能高于使用标准 Ｓ￣１００ 编码的系统ꎮ

Ｓ￣１００ 专用标准配置文件编码的简要说明见以下条款ꎮ

Ａ￣６. ２. ６. １　 ＩＳＯ ８２１１

ＩＳＯ / ＩＥＣ ８２１１ 规范是一种用于信息交换的数据描述文件格式ꎮ Ｓ￣１００ 第 １０ａ 部分规定了设置在记录和

字段级别的交换集的结构ꎮ 它进一步指定了实现它们所需的物理构造的内容ꎬ如 ＩＳＯ / ＩＥＣ ８２１１ 数据记录、

字段和子字段ꎮ 将记录分组到 ＩＳＯ / ＩＥＣ ８２１１ 文件被认为是特定于应用的ꎬ因此需要在相关产品规范中进行

描述ꎮ Ｓ￣１００ 仅使用二进制 ＩＳＯ / ＩＥＣ ８２１１ 格式ꎮ

５１



字段标签:ＤＳＩＤ　 　 　 【Ｕｐｄ】∗ 字段名称:数据集识别

子字段名称 标签 格式 子字段内容和说明

记录名字 ＲＣＮＭ ｂ１１ {１０}∗∗)

记录标识号 ＲＣＩＤ ｂ１４ 范围:１ 到 ２３２ － ２

编码规范 ＥＮＳＰ Ａ( ) 定义编码的编码规范

编码规范版本 ＥＮＥＤ Ａ( ) 编码规范版本

产品标识符 ＰＲＳＰ Ａ( ) 产品规范中规定的数据产品的唯一标识符

产品版本 ＰＲＥＤ Ａ( ) 产品的版本∗

应用实例 ＰＲＯＦ Ａ( ) 指定数据产品中实例的标识符

数据集名 ＤＳＮＭ Ａ( ) 数据集名称

版本号 ＥＤＴＮ ｂ１２ 数据集版本号

更新号 ＵＰＤＮ ｂ１２ 数据集更新号

发行日期 ＩＳＤＴ Ａ(８) 发行日期格式:根据 ＩＳＯ ８６０１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图 Ａ￣６￣１　 字段示例表

Ａ￣６. ２. ６. ２　 ＧＭＬ

地理标记语言(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ａｒｋｕ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ꎬＧＭＬ)是由开放地理空间联盟(Ｏｐｅｎ 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ꎬ

ＯＧＣ) / ＩＳＯ １９１３６ 定义的一种 ＸＭＬ 语法ꎬ用于表示地理要素ꎮ ＧＭＬ 既是地理系统的建模语言ꎬ也是网络上

地理事务的开放交换格式ꎮ 应当注意的是ꎬＧＭＬ 中的要素概念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ꎬ不仅包括常规的“矢

量”或离散对象ꎬ还包括覆盖和传感器数据ꎮ 具备综合各种形式的地理信息的能力是 ＧＭＬ 应用的关键ꎮ

Ｓ￣１００ １０ｂ 部分规定了 ＧＭＬ 配置文件作为 Ｓ￣１００ 数据产品 ＧＭＬ 应用模式开发的基础标准ꎮ ＧＭＬ 应用

模式在每一个数据产品中均定义了一个机器到机器的信息交换文件格式ꎬ遵循规范的应用模式ꎮ

Ｓ￣１００ ＧＭＬ 配置文件定义了用于 Ｓ￣１００ 数据产品的 ＧＭＬ 编码的核心 ＧＭＬ 组件ꎬ定义了 ＸＭＬ 和 ＧＭＬ 类

型的受限子集ꎬ排除了 Ｓ￣１００ ＧＭＬ 数据集不需要的 ＧＭＬ 要素ꎮ ＧＭＬ 子集用于创建特定的 ＧＭＬ 编码文件ꎮ

具体方法如图 Ａ￣６￣２ 所示ꎮ

Ａ￣６. ２. ６. ３　 ＨＤＦ５

ＨＤＦ５ 是 ＨＤＦ 组开发的一种文件格式ꎬ主要用于传输图像和网格数据ꎮ ＨＤＦ５ 尤其适用于处理复杂性

和扩展性非常重要的数据ꎮ 任意类型和大小的数据均可以保存在 ＨＤＦ５ 中ꎬ包括复杂数据结构和数据类型ꎮ

ＨＤＦ５ 文件的典型结构如图 Ａ￣６￣３ 所示ꎮ

译者注:此处疑原文有误ꎬ本译文按译者理解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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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６￣２　 ＧＭＬ 专用标准配置文件的继承演化及其在数据产品中的使用

图 Ａ￣６￣３　 显示文件结构(左侧)和规则网格数据的二维复合值数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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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１００ 第 １０ｃ 部分规定了 Ｓ￣１００ 采用的 ＨＤＦ５ 专用标准配置文件ꎮ 它指定了如何以符合 ＧＦＭ 的方式使

用 ＨＤＦ５ꎬ以及如何为 Ｓ￣１００ 支持的覆盖类型和点集规定一致的数据格式ꎮ

Ａ￣６. ２. ６. ４　 其他编码和编码标准配置文件

当 Ｓ￣１００ 所描述的编码配置文件不满足产品规范的预期用途时ꎬ可以在产品规范中指定不同的编码ꎮ

如果使用的编码不是 Ｓ￣１００ 的一部分ꎬ应该提供充足的详细信息ꎬ以方便制定者理解所选择的编码ꎮ

注:如果选择非基于 Ｓ￣１００ 的编码ꎬ那么支持 Ｓ￣１００ 的系统可能无法处理使用该编码的数据产品(例如

ＥＣＤＩＳ)ꎮ 另一种方法是向 Ｓ￣１００ 请求添加额外的编码配置文件ꎬ并将其添加到符合 Ｓ￣１００ 的系统中ꎮ

如果使用非 Ｓ￣１００ 编码ꎬ则必须对元数据进行正确编码ꎬ以指示产品规范包含数据产品的编码格式ꎮ 这

是通过每个兼容数据产品的发现元数据中的 Ｓ１００＿ＤａｔａＦｏｒｍａｔ 属性中的未定义值实现的ꎮ 详情见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部分ꎮ

Ａ￣６. ２. ７　 数据内容和结构

本节描述产品规范中使用的不同类型的数据模型元素ꎮ Ｓ￣１００ 定义了各种不同的元素ꎬ但具体允许使

用哪些元素取决于各个规范ꎮ 以下是如何在产品规范中定义元素子集的示例ꎮ

示例:

要素类型

<以下条款描述要素目录中可能使用的不同要素类型ꎮ >

地理

<地理(Ｇｅｏ)要素类型构成数据集的主要内容ꎬ并由其关联的属性和信息类型完全定义ꎮ >

元

<元要素包含数据集中其他要素的有关信息ꎮ 由元要素定义的信息将覆盖由数据集描述性记录定义

的默认元数据值ꎮ 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元要素ꎬ以便减少单个要素的元属性ꎮ >

要素关系

<要素关系将一种要素类型的实例与相同或不同要素类型的实例链接ꎮ 要素关系有三种常见类型:关

联、聚合和组合ꎮ >

信息类型

<信息类型是数据集中可识别的信息片段ꎬ可以在其他要素之间共享ꎮ 它们具有属性ꎬ但与任何几何

图形都没有关系ꎬ信息类型可以引用其他信息类型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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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产品规范中包含的模型元素的另一个选项是根据某种逻辑方案对元素进行分组ꎬ然后描述这些分

组ꎮ 此方法允许类型描述的组合ꎬ同时将其与规范中的用法链接ꎮ 图 Ａ￣６￣４ 是该方法的一个示例ꎬ描述了特

定产品规范中的所有信息类型ꎮ

图 Ａ￣６￣４　 信息类型概述示例(Ｓ￣１２３)

Ａ￣６. ２. ８　 要素目录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０ 将要素目录定义为包含在一组或多组地理数据中的要素类型、要素属性和要素关联的定义和

描述的目录ꎮ 因此ꎬ要素目录充当了机器可读形式的应用模式ꎬ并为系统提供了描述符合要素目录的数据

集的元素的方法ꎮ

当产品规范中的数据模型太大而不能在 ＵＭＬ 中完全重现时ꎬ要素目录与整个 ＵＭＬ 应用程序模式的特

定子集相结合ꎬ可以代替产品规范中描述的完整应用模式的要求ꎮ

ＩＨＯ 在 Ｓ￣１ × ×编号系统下认可的产品规范必须使用 ＩＨＯ 的要素目录构建器ꎬ以确保符合 Ｓ￣１００ 标准ꎮ

可以在 ＩＨＯ 要素目录构建器(ＦＣＢ)之外创建要素目录ꎬ但是ꎬ要素目录应该根据 Ｓ￣１００ 要素目录模式进行

验证ꎮ

Ａ￣６. ２. ９　 数据集

本节指定了数据集的规则ꎮ 规则的类型可能与数据集大小限制或数据覆盖类型以及数据是否相互重

叠有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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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６. ２. １０　 数据集加载和卸载

如果数据集在不同的比例尺上有多种表示ꎬ则应该考虑加载和卸载方案ꎮ 应该提供足够的详细信息ꎬ

以便系统实施人员了解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创建或加载数据集ꎮ 例如ꎬ任何关于数据集加载的规则都可以使

用可视化指令来描述ꎬ如图 Ａ￣６￣５ 所示ꎮ

图 Ａ￣６￣５　 Ｓ￣１０１ 数据加载规则示例

Ａ￣６. ２. １１　 几何

本章节描述了几何规则在产品规范中的应用ꎮ 对于矢量数据ꎬ描述中应包括在产品规范中使用 Ｓ￣１００

几何级别的规范ꎬ以及 Ｓ￣１００ 第 ７ 部分第 ７￣４. ３ 条所述规则的任何例外情况ꎮ 对于覆盖数据ꎬ应该描述使用

了 Ｓ￣１００ 第 ８ 部分中的哪个空间模型ꎬ例如 ＴＩＮ 网格数据使用哪种类型的网格ꎬ并应包括任何网格、点集或

ＴＩＮ 结构的规则和特性ꎬ见图 Ａ￣６￣６ 中的示例ꎮ

Ａ￣６. ２. １２　 参考系统

产品规范必须指定数据产品使用的参考系统ꎮ 所有包含地理参考信息的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都应具

有水平参考系统ꎬ而垂直参考系统适用于具有高度信息或水深数据的产品规范ꎮ 产品规范可以包括一个以

上的垂直参考系统ꎬ例如一个用于水深数据ꎬ一个用于高程数据ꎮ

Ｓ￣１００ 的第 ６ 部分提供了如何描述和指定参考系统的信息ꎮ 指定参考系统的方法通常是通过在产品规

范中建立约定来完成的ꎬ该约定通过声明参考系统或使用参考系统列表ꎬ然后将信息添加到结果数据集的

元数据中ꎮ 图 Ａ￣６￣７ 是 Ｓ￣１００ 产品规范模板的示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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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值 备注

Ｓ１００￣网格覆盖

维度 ２

起源
网格原点经度

网格原点纬度
来自运营商元数据的值

轴名 “经度ꎬ纬度”

偏移向量
网格间距经度

网格间距纬度
来自运营商元数据的值

程度:底 “０ꎬ０”

程度:高 “ｎｕｍＲＯＷ￣１ꎬｎｕｍＣＯＬ￣１” 来自运营商元数据的值

序列规则:类型 “线性的”

序列规则:启动顺序 “０ꎬ０”

共同点规则 “平均”

插值类型 “分离的” 对于表面电流没有空间插值

范围类型 名字:数据类型
描述覆盖范围内属性类型的一对:

表面电流速度ꎬ单精度浮点数真实

Ｓ￣１００ 点覆盖

域范围 基于所有经度和维度的范围

轴名 “经度ꎬ纬度”

范围类型 名字:数据类型 描述覆盖范围内属性类型的一对

元数据 ＵＲＩ 链接到元数据

共同点规则 名字:数据类型

几何 ＧＭ 点

值 实数 对应速度和方向值

图 Ａ￣６￣６　 Ｓ１００＿Ｇｒｉｄ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和 Ｓ１００＿Ｐｏｉｎ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的属性及其值示例

水平基准线参考 对从其中获取水平基准值的注册表的引用 １ 字符串 ＥＰＳＧ

水平基准值 整个数据集的水平基准 １ 整数 ４３２６

垂直基准 整个数据集的垂直基准 １ Ｓ１００＿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ｕｍ

图 Ａ￣６￣７　 参考系统引用示例

如图 Ａ￣６￣７ 中的示例ꎬＥＰＳＧ 注册表是一个有用的水平基准注册表ꎮ 最常用的水平基准 ＷＧＳ８４ 的代码

列表值为 ４３２６ꎮ 对于垂直基准和测深基准ꎬＳ￣１００ 包括一个名为 Ｓ１００＿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ｕｍ 的枚举列

表ꎮ 最常用的垂直基准面和测深基准面包括在这份清单中ꎮ 可以通过请求 ＩＨＯ Ｓ￣１００ 工作组增加附加值来

扩展枚举列表ꎮ

Ａ￣６. ２. １３　 对象标识符

建议产品规范包含要素和信息对象的持久全局标识符的规则ꎮ 在现实世界中另有规定的情况下ꎬ或已

知不需要对该对象引用时ꎬ可以省略标识符ꎮ 例如ꎬ无需为制图对象定义标识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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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标识符应使用海事资源名称(ＭＲＮ)的概念和命名空间ꎮ ＭＲＮ 命名空间由 ＩＡＬＡ 通过网站ｈｔｔｐ:∥

ｍｒｎ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ｏｒｇ 进行管理ꎬ该网站还包含对适用于ＭＲＮ 概念的全套规则的引用ꎮ 最顶层的命名空间 ｕｒｎ:ｍｒｎ

保持固定ꎬ后续的名称空间用冒号分隔ꎬ并可通过网站上的申请流程获得ꎮ 任何希望发布符合 ＭＲＮ 标识符

的组织都应该从 ＩＡＬＡ 或已经注册了命名空间的组织(如 ＩＨＯ)申请名称空间ꎮ Ｓ￣１００ 第 １１ 部分的附件 Ｅ 包

含有关 ＭＲＮ 概念的其他详细信息ꎮ

无论是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持续保留的全局标识符ꎬ还是在其他产品中重复使用它们时ꎬ均应包含

相应的指导信息ꎮ 在产品之间维护持久的全局标识符有助于实现互操作性ꎬ并帮助用户和系统识别数据产

品之间的相同要素ꎮ

Ａ￣６. ２. １４　 数据质量

所有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都应包括全面的获取有关规范所产生的数据质量信息的方法ꎮ 本指南的 Ｃ

部分对如何解决数据质量方面的问题提供了全面的指导ꎮ

Ａ￣６. ２. １５　 数据收集和编码说明

任何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都必须提供关于如何收集符合产品规范的数据的信息ꎮ 这些资料应尽可能

详细和具体ꎮ 为此ꎬＳ￣１００ 产品规范模板建议开发一个数据分类和编码指南(ＤＣＥＧ)ꎬ用于将真实世界的示

例链接到数据模型ꎮ 例如ꎬＤＣＥＧ 可以解释如何使用特定数据模型对不同类型的水下岩石进行编码ꎬ包括应

该使用哪个要素类、什么属性以及对应不同类型水下岩石的期望值ꎮ

数据收集指南主要由数据生产者使用ꎬ它是有关如何根据特定产品规范创建数据的全球通用规则的集

体指导文档ꎮ 随着更多的特殊情况得到解决并进入到全球商定的进程ꎬ该文件也将随着经验的增长而完

善ꎮ 这也提高了生产者和产品之间的总体一致性ꎬ从而形成更稳定的用户系统ꎬ因为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对

如何使用数据产品有了共同的理解ꎮ

Ａ￣６. ２. １６　 维护

通常ꎬ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创建的数据不会无限期地保持有效ꎮ 因此ꎬ需要指定根据产品规范创建的

数据的维护方法ꎬ包括如何更新数据集和支持文件ꎮ

以下是两种主要类型的更新例程:

• 按需更新:这种类型的更新例程意味着在需要时更新数据集ꎬ并且在进一步更新之前将其视为当前

信息ꎮ 电子海图和航海出版物是以这种方式维护的两类数据ꎮ

• 按计划更新:这种类型的更新例程意味着数据集是按固定的计划或间隔更新的ꎬ并且用户总是可以

预测新数据集何时可用ꎮ 表层流和水位信息是以这种方式维护的两类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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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为根据产品规范创建的产品建立了更新例程ꎬ就有必要建立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ꎮ 同样ꎬ主要有

增量更新和整个数据集替换两种选择ꎬ这两种方式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介绍ꎮ

Ａ￣６. ２. １６. １　 增量更新

增量更新是通过插入新信息或者修正信息来修改数据集的一部分ꎬ从而更新先前发布的数据集的方

法ꎮ 如果需要考虑带宽ꎬ并且修改的部分在整个数据集的范围内占比相对较小时ꎬ此方法非常有用ꎮ

例如将两个要素添加到包含数千个其他要素的数据集中ꎬ此时ꎬ增量更新将是一个比较小的数据集ꎬ它

只包含主产品数据或基本数据集的修订指令ꎮ 一旦应用了修订指令ꎬ更新后的数据集将包括更新的两个

要素ꎮ

应该注意的是ꎬ对于增量更新ꎬ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ꎬ即当需要更改的内容过多时ꎬ重新发布数据集

则更为适用ꎬ从而用完全更新的基础数据集替换原始基础数据集ꎬ并在此数据集基础上发布新的增量变化ꎮ

在 Ｓ￣１００ ４. ０. ０ 版中ꎬＩＳＯ ８２１１ 和 ＨＤＦ５ 编码支持这种类型的更新ꎮ ＧＭＬ 编码尚不支持这种类型的编码ꎮ

Ａ￣６. ２. １６. ２　 整个数据集更新

这种类型的更新是用新数据集替换先前发布的数据集ꎮ 当替换数据改变了先前数据集的全部或绝大

部分时ꎬ该方法最有意义ꎮ 例如ꎬ当某一自然现象的预测数据被更新的预测数据替换ꎬ并且由于数据更新使

被替换的数据变为无效时ꎮ Ｓ￣１００ 中的所有编码都支持这种更新方法ꎮ

Ａ￣６. ２. １６. ３　 支持文件维护

可以通过与支持文件一起使用的元数据来更新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中的支持文件ꎮ 这是通过在发现

元数据文件中包含发布日期和管理信息来完成的ꎬ该文件包含在更新的支持文件的交换集中ꎮ 下面是如何

为产品规范编写此类指令的示例ꎮ

示例:

支持文件的类型在发现元数据的“目的”字段中指示ꎮ 必须从系统中删除带有“删除”标志的支持文件ꎮ

当删除或更新指向文本、图片或应用程序文件的要素使其不再引用该文件时ꎬ系统软件必须在删除该文件

之前检查是否有任何其他要素引用同一文件ꎮ

为了避免复杂的管理程序ꎬ最好指定每个支持文件在交换集中只使用一次ꎬ并将支持文件存储在交换

集中的单独文件夹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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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６. ２. １７　 数据产品交付

产品规范可以为规范中的每个确定的范围定义交付介质(例如 ＤＶＤ 或 Ｗｅｂ 服务)ꎮ 这是一个可选的部

分ꎬ但它包括所交付的数据产品的结构ꎮ 因此ꎬ当数据被交付到包含数据自动化水平的系统时ꎬ将标准化的

交付结构自动化具有重要意义ꎮ 指定数据产品何时以不同格式交付(例如 ＳＥＮＣ 交付)也很有用ꎮ 交付到

ＥＣＤＩＳ 和类似系统的数据通常需要交换集ꎮ Ｓ￣１００ 包含了对用于交换地理空间数据及其相关元数据的 Ｓ￣

１００ 交换集的描述ꎬ如图 Ａ￣６￣８ 所示ꎮ 详情见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部分的附录 Ｄꎮ

图 Ａ￣６￣８　 Ｓ￣１００ 交换集(Ｓ￣１００ ４. ０. ０ 版图 ４ａ￣Ｄ￣３)

在交换集中ꎬ除了数据集之外ꎬ还可以有几种类型的文件ꎮ 这些类型的文件通常称为支持文件ꎮ 支持文

件可分为两种类型:单个数据集的支持文件和交换集的支持文件ꎮ 与单个数据集关联的支持文件通常包括

的文件类型有文本文件和图像文件ꎬ而与交换集相关联的支持文件通常是要素目录和图示表达目录ꎮ

根据目标用户的不同ꎬ数据产品可以通过多种供应链方式交付ꎬ例如通过区域 ＥＮＣ 协调中心(ＲＥＮＣ)、

服务提供商、Ｗｅｂ 服务、ＦＴＰ 等ꎮ 在指定数据产品交付时ꎬ应充分考虑供应链方式ꎮ

Ａ￣６. ２. １７. １　 服务和数据流

Ｓ￣１００ 支持一种叫做在线数据交换的替代分发方法ꎬ在 Ｓ￣１００ 第 １４ 部分有详细描述ꎮ 此方法可用于一

组数据或具有连续性质的数据ꎬ后者也称为“流式数据”ꎬ用于动态信息流的交付ꎬ例如用在 ＶＴＳ 中监视船舶

轨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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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程序或设备之间的在线数据交换可以遵循不同的通信模式ꎬ以支持各种海上业务需求ꎮ 多个客户

端可以与服务交互ꎬ以交换 Ｓ￣１００ 建模的数据ꎬ并可以区分像 ＡＩＳ 这样的单向消息流和像 Ｗｅｂ 要素服务

(ＷＦＳ)这样的交互式信息交换ꎮ 通信的语境可以通过使用面向会话的通信概念实现ꎬ即将不同通信伙伴之

间的通信分配给一个逻辑实体———会话ꎮ 这允许为分配给会话的交互定义元数据ꎮ

用于服务的通信方式应该在通信栈中定义ꎮ 指定通信堆栈可确保通信服务的协调一致ꎬ且更容易实现ꎮ

由 ＩＳＯ￣ＯＳＩ 参考模型定义的堆栈组织的通信:

• 用于定义消息类型的会话协议(例如 ＷＳＤＬ、ＳＯＡＰ、ＲＥＳＴ、ＳｏＳ)ꎻ

• 编码和压缩(例如 ＧＭＬ、ＸＭＬ、ＩＳＯ８２１１、ＨＤＦ 等)完成数据的序列化ꎻ

• 通信协议(例如 ＨＴＴＰ)及加密(例如 ＨＴＴＰＳ)ꎬ用于定义网关之间的交互ꎻ以及

• 传输层(例如 ＴＣＰ / ＩＰ)及加密(例如 ＳＳＬ)ꎬ用于定义网关之间的传输节点ꎮ

图 Ａ￣６￣９ 对堆栈进行了描述ꎮ

图 Ａ￣６￣９　 通信堆栈

Ｓ￣１００ 第 １４ 部分只涉及应用层和表示层中的概念ꎮ 下面各层超出了 Ｓ￣１００ 的范围ꎮ

使用在线交换方法的产品规范必须描述用于构造会话的概念ꎬ并且必须解释在会话内传输数据的方

式ꎮ 面向会话的服务通常包含三个组件ꎬ每个组件处理不同类型的数据ꎮ

• 会话组件:描述会话数据的处理(服务请求、服务响应、登录、登录响应、注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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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服务组件:描述维护服务的信息(例如ꎬ保持活动消息、服务状态)ꎮ

• 数据组件:描述数据本身ꎬ例如ꎬ船舶交通图像数据(对象)ꎮ

每个组件所需的任何元数据都应在产品规范中详细说明ꎮ

Ａ￣６. ２. １８　 数据集命名规则

数据集命名应遵循标准模式ꎬ以使实现者对即将到来的数据集具有更强的可预见性ꎮ 建议所有数据集

命名约定尽可能遵循这些规则ꎮ

ＸＸＸＹＹＹＹØØØØØØØØØ

ＸＸＸ 是产品代码(例如 １２３ 是用于海上无线电服务的ꎻ１０１ 用于 ＥＮＣ)ꎮ

ＹＹＹＹ 是生产机构代码注册表中的生产机构代码ꎮ

ØØØØ 是以字母数字字符表示的任意长度的唯一代码ꎮ

如有必要ꎬ产品规范可以在文件名的“ØØØØ”中包含区分字符或代码(例如ꎬ下划线(＿)字符)ꎮ

支持文件应遵循类似的命名规则ꎮ

Ａ￣６. ２. １９　 元数据

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ꎮ 在 Ｓ￣１００ 中ꎬ元数据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关于标识的信息、空间和时间范围、

质量、应用模式、空间参考系统和分发数字地理数据ꎮ 它适用于数据集的编目、信息交换活动以及地理和非

地理资源的全面描述ꎮ

元数据可以满足多种用途ꎬ如数据发现、用于联机查看分发和联机参考(ＵＲＬ)、数据使用、数据创建的

详细信息、数据拟合度、数据共享、数据管理等ꎮ 图 Ａ￣６￣１０ 描述了元数据的一些典型用途和受众ꎮ

Ｓ￣１００ 第 ４ 部分(元数据)规定了一致性数据产品中必须包含的最小元数据元素ꎮ 此外ꎬＳ￣１００ 要求发现

和质量元数据应分别按照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和 ４ｃ 部分进行结构化ꎮ 特定产品规范所需的任何其他元数据项都必

须记录在数据产品规范中ꎬ这些元数据项应使用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和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３ 进行定义ꎬ并根据需要进行扩展

或限制ꎮ Ｓ￣１００ 第 ４ 部分的附录 ４ａ￣Ｅ 包含了扩展或限制最小元数据时适用的规则ꎮ

产品规范应用模式应规定如何将元数据打包在符合的数据集中ꎮ 应在产品规范中为每个确定的范围

指定此信息ꎮ 此外ꎬ如果数据产品用于标准化的用户环境(如 ＥＣＤＩＳ)ꎬ则应注意任何显著偏差(例如添加或

减少标准元数据)可能导致其在系统中不适用的情况ꎬ具体取决于是否已实施了标准的 Ｓ￣１００ 模式ꎮ 因此ꎬ

在开发产品规范的元数据时要小心ꎬ强烈建议保持在 Ｓ￣１００ 的元数据范围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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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６￣１０　 元数据层级示例

Ａ￣６. ２. １９. １　 发现元数据

对于信息交换ꎬ需要几类元数据:关于整个交换目录的元数据、目录中包含的每个数据集的元数据和有

关组成包支持文件的元数据ꎮ 这些数据在 Ｓ￣１００ 中称为发现元数据ꎬ在交换集中使用发现元数据ꎬ可以使用

户在不必打开每个数据集或支持文件的情况下就能够了解相关内容ꎮ

Ａ￣６. ２. １９. １. １　 数据集的发现元数据

Ｓ￣１００ 指定数据集的发现元数据包含在根据 Ｓ￣１００ 元数据模式创建的外部 ＸＭＬ 文件中ꎮ 此元数据集符

合最小元数据ꎬ并在一些地方进行了扩展ꎬ以提供更多详细信息(例如ꎬ有关参考数据和数据发布日期的信

息)ꎮ 有关数据集的发现元数据的更多信息ꎬ请参见 Ｓ￣１００ 规范附录 ４ａ￣Ｄ 信息交换目录的发现元数据ꎮ

Ａ￣６. ２. １９. １. ２　 支持文件的发现元数据

Ｓ￣１００ 指定支持文件的发现元数据包含在根据 Ｓ￣１００ 元数据模式创建的外部 ＸＭＬ 文件中ꎮ 此元数据集

符合最小元数据ꎬ并对其进行扩展ꎬ以提供有关支持文件管理的信息ꎬ以便对其进行更新ꎮ 更多详情见 Ｓ￣

１００ 规范附录 ４ａ￣Ｄ 信息交换目录的发现元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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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６. ２. １９. １. ３　 数据流和服务的元数据

Ｓ￣１００ 规范附录 ４ａ￣Ｄ 信息交换目录发现元数据中也描述了数据流或服务的元数据ꎮ Ｓ￣１００ 第 １４ 部分规

定了附加元数据和其他元数据ꎮ 到 ４. ０. ０ 版为止ꎬ这两个版本还没有一致ꎮ 此时ꎬ产品规范开发人员应使用

第 １４ 部分的元数据ꎬ并根据需要补充第 ４ 部分的元数据ꎬ包括使用第 ４ 部分附录 ４ａ￣Ｅ 中详述的元数据扩展

原则ꎮ

Ａ￣６. ２. ２０　 图示表达

图示表达是产品规范的可选部分ꎮ 但是ꎬ如果跨所有用户平台的一致图示对于基于 Ｓ￣１００ 的数据产品

很重要ꎬ那么指定如何完成图示表达将变为强制性要求ꎮ 在 Ｓ￣１００ 产品规范中ꎬ这部分是通过包括一个图示

表达目录来完成的ꎮ 图示表达目录是要素目录的已定义图示指令的集合ꎬ包括图示功能、符号和图示语境ꎮ

Ｓ￣１００ 中可能有 ＸＳＬＴ 和 Ｌｕａ 两种类型的图示表达目录ꎮ Ｓ￣１００ 的第 ９ 部分提供了有关产品规范如何包

含从提供的抽象模式派生的输入模式的说明ꎬ一组映射规则(在 ＸＳＬＴ 或 Ｌｕａ 中定义)、一组符号(以 ＳＶＧ 格

式定义)、线样式、颜色等使其可用于产品数据集ꎮ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创建图示表达目录ꎬ包括手动和使用

图示表达目录构建器(了解更多详细信息ꎬ参见本指南第 ７. ４ 条)ꎮ

例如ꎬ图示表达目录可以在交换集中提供ꎬ并且可以与要素目录和数据集组合ꎮ 确切的分发方法应在

产品规范中定义ꎬ但应考虑有效分配ꎬ并尽可能减少数据量ꎮ 因此ꎬ考虑某种形式的图示表达目录的集中分

发可能是有益的ꎮ

产品规范应包括使用图示表达目录的实施者的说明ꎬ包括使用数据的语境ꎮ

许多 ＩＨＯ 产品规范将用于具有一定型式认证要求的系统(例如 ＥＣＤＩＳ)ꎮ 船级社进行型式认证的说明

应酌情添加到产品规范中ꎮ 这些说明应包括微小偏差容许度指南和微小偏差的定义ꎮ

Ａ￣６. ２. ２１　 附加信息

产品规范应包含所有的详细信息ꎬ以便让预期的利益相关者更容易实施ꎮ 但是ꎬ可能还需要考虑到实

现者、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其他因素ꎮ 这些额外的注意事项可以添加到实施指南的章节或附录中ꎬ或

者添加到另一个适当的标题中ꎮ 这一节可用于说明预期用途的背景ꎬ或详细说明可能影响利益相关者的特

殊情况等ꎮ

Ａ￣７　 ＩＨＯ Ｓ￣１００ 基础设施

本节介绍为支持 Ｓ￣１００ 框架和 ｅ￣航海概念而开发的 ＩＨＯ 基础设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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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７. １　 ＩＨＯ 地理空间基础设施(ＧＩ)注册系统

注册系统是注册表集合所在的整个信息系统(或位置)ꎮ 注册表是数据库中表的集合ꎬ其中包含分配给

具有相关项说明的项的标识符ꎮ 描述可能包含许多类型的信息ꎬ包括名称、定义和代码ꎮ

图 Ａ￣７￣１　 注册系统(第 ３ 版)

在 Ｓ￣１００ 中ꎬＩＨＯ 托管了一个名为 Ｓ￣１００ 地理空间信息(ＧＩ)注册表的在线注册

系统引擎ꎮ 可在此处访问:ｈｔｔｐ: /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ｉｈｏ. ｉｎｔꎮ 此注册系统提供访问和维护各种

Ｓ￣１００ 注册表的工具ꎮ Ｓ￣１００ ＧＩ 注册表包含次级注册表ꎬ如图 Ａ￣７￣１ 所示ꎮ

每种注册表类型可进一步细分为若干领域ꎬ例如海道测量、内陆 ＥＮＣ、助航信息

等ꎮ 注册表由 ＩＨＯ Ｓ￣９９ Ｓ￣１００ 地理空间信息注册系统的组织和管理业务程序负责

管辖ꎮ

注册系统和注册表概念的主要优点是其灵活性ꎬ允许在概念注册表中使用独特

的标识和分类对类似条目进行多个版本的注册ꎮ 条目分为以下几类:

• 有效(最新版本)ꎻ

• 取代(以前的版本)ꎻ

• 取消(不再建议使用)ꎻ或

• 无效(提议但未被接受或不再被接受)ꎮ

由于此种分类和时间戳ꎬ要素目录的某一个版本引用的项始终是合法的ꎬ即使被引用项在稍后日期注

册了较新版本ꎮ 这意味着ꎬ如果注册了新产品或修改了现有产品ꎬ则不会因此自动要求提供新版本的产品

规范ꎮ 注册系统中专门列入了“无效”项目的类别ꎬ以帮助标识不适用的项ꎮ

Ａ￣７. ２　 要素目录构建器

要素目录是产品规范数据模型的机器可读表达式ꎮ 它既可以用现成的 ＸＭＬ 编辑器构建ꎬ也可以用要素

目录构建器(ＦＣＢ)构建ꎮ 这两种情况都必须符合 Ｓ￣１００ 第 ５ 部分的结构和 Ｓ￣１００ 要素目录模式ꎮ ＩＨＯ 提供

了一个 ＦＣＢꎬ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为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创建一个要素目录ꎮ 该软件与 ＩＨＯ ＧＩ 注册表交

互ꎬ提供一种机制ꎬ用于将注册表中可用的元素绑定在一起ꎬ以形成要素、属性、枚举列表及其可用值等等ꎬ

图 Ａ￣７￣２ 说明了 ＩＨＯ 要素目录构建器的概念ꎮ

ＦＣＢ 还包含一个用于处理尚未添加到注册表中的提案的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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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７￣２　 Ｓ￣１００ 要素目录构建器

Ａ￣７. ３　 ＤＣＥＧ 构建器

为了简化产品规范的数据分类和编码指南(ＤＣＥＧ)的创建ꎬＩＨＯ 开发了 ＤＣＥＧ 生成器ꎮ 该工具利用要

素目录为 ＤＣＥＧ 表创建绑定和输入ꎮ 然后ꎬ将图像和特定文本手动添加到 ＤＣＥＧ 表的编码部分ꎮ 图 Ａ￣７￣３

显示了通过 ＤＣＥＧ 构建器创建 ＤＣＥＧ 的过程的概述ꎮ 需要应用模式来编制要素目录ꎬ这等同于应用模式的

ＸＭＬ 表示形式ꎮ 要素目录的使用可以在 ＤＣＥＧ 中描述ꎮ

图 Ａ￣７￣３　 使用 ＤＣＥＧ 创建 ＤＣＥＧ 的过程

在准备产品规范时ꎬＤＣＥＧ 构建器的使用是可选的ꎮ 任何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都必须包含如何以符

合规范的方式对信息进行编码的说明ꎬ但这些说明不必遵循特定的 ＤＣＥＧ 样式ꎮ 然而ꎬＤＣＥＧ 样式很容易理

解ꎬ并且通过使用 ＤＣＥＧ 构建器ꎬ还很容易创建要素和信息类型、属性、关联和编码实例的表格ꎬ并确保这

些表格与要素目录一致ꎮ ＩＨＯ 样式的要素表(或等效要素表)可以使用普通的 Ｏｆｆｉｃｅ 文字处理软件来准备和

维护ꎬ但经验表明ꎬ确保最初和持续符合 ＸＭＬ 要素目录可能是一项重要任务ꎬ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维护和保

持最新ꎮ 图 Ａ￣７￣４ 显示了 ＤＣＥＧ 构建器是如何连接到 ＧＩ 注册表的ꎬ并显示 ＤＣＥＧ 生成器如何在创建要素目

录的过程中分级ꎮ 使用构建器可以极大地简化开发过程并提高与要素目录的一致性ꎮ 应当注意ꎬＤＣＥＧ 构

建器依赖于在要素目录数据库中注册的要素目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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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７￣４　 ＤＣＥＧ 构建器架构

Ａ￣７. ４　 图示表达目录构建器

图示表达目录是机器可读的指令ꎬ用于说明如何描述符合特定产品规范特定版本的数据模型ꎮ 它们可

以手动构建ꎬ也可以通过图示表达目录构建器(ＰＣＢ)创建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它们必须符合 Ｓ￣１００ 第 ９ 部分规

定的结构和 Ｓ￣１００ 图示表达目录模式ꎮ ＩＨＯ 基础设施包含一个用于 ＸＳＬＴ 的 ＰＣＢꎬ希望产品规范开发团队利

用它为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创建图示表达目录ꎮ

图 Ａ￣７￣５　 图示表达目录构建器

该软件与 ＩＨＯ ＧＩ 注册表和要素目录中的图示表达注册表交互ꎬ并提供一个接口ꎬ用于将注册表中可用

的元素绑定在一起ꎬ以形成要素目录中所需元素的符号、线样式和区域形式ꎬ图 Ａ￣７￣５ 说明了图示表达目录

构建器的概念ꎮ

ＬＵＡ 图示表达目录的 ＰＣＢ 计划在未来提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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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部分　 编制产品规范的步骤

Ｂ￣１　 概述

Ｓ￣１００ 通用海道测量数据模型是一种海道测量地理空间数据标准ꎬ可以支持各种海道测量相关的数字

数据源ꎬ并与主流国际地理空间标准ꎬ特别是 ＩＳＯ １９０００ 系列地理标准完全一致ꎮ 这种方式使海道测量数据

和应用程序更容易集成到地理空间解决方案中ꎮ Ｓ￣１００ 本质上比 Ｓ￣５７ 更灵活ꎬ并制定了使用图像和网格数

据类型、增强的元数据和多种编码格式的条款ꎮ 它还通过专门的在线注册表为要素、属性和图示提供了更

灵活和动态的维护机制ꎮ Ｓ￣１００ 提供了一个组件框架ꎬ其能够为海道测量数据建模建立标准化的产品规范ꎬ

从而在不同的数据标准和系统之间提供真正的互操作性ꎮ

Ｓ￣９７ 是一本指南ꎬ目标读者是基于 ＩＨＯ Ｓ￣１００ 标准(通用海道测量数据模型)产品规范的开发人员和维

护人员ꎮ

Ｂ￣２　 介绍

Ｂ 部分旨在为开发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者解释产品规范的各个组件ꎮ 它描述了典型的产品规范的典

型开发阶段ꎬ以及每个阶段的规定顺序ꎮ 它为如何使用 Ｓ￣１００ 中包含的规则来构建产品规范组件提供了指

导ꎬ包括文档组件、ＵＭＬ 模型以及机器可读组件(如 ＸＭＬ 编码的要素目录和数据格式)ꎮ

Ｂ￣３　 规范性引用文件

ＩＳＯ ８２１１　 ＩＳＯ ８２１１ 信息交换结构实现的数据描述型文件规范ꎮ ＩＳＯ / ＩＥＣ ８２１１ꎬ１９９４ 年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９　 地理信息　 应用模式规则ꎬＩＳＯ １９１０９:２００５ꎮ (由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９:２０１５ 取代ꎬ但 Ｓ￣１００ ４. ０. ０ 版

仍参考 ２００５ 版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地理信息　 元数据　 第 １ 部分:基础ꎬ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ꎬ２０１４ 年ꎬ２０１８ 年第一次修正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２　 地理信息　 元数据　 第 ２ 部分:图像和网格数据扩展ꎬ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２ꎬ２００９ 年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３　 地理信息　 元数据　 第 ３ 部分:基础概念的 ＸＭＬ 模式实现ꎬＩＳＯ / ＴＳ １９１１５￣３ꎬ２０１６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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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９　 地理信息　 服务ꎬＩＳＯ １９１１９ꎬ２０１６ 年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３６　 地理信息　 地理标记语言(ＧＭＬ)ꎬＩＳＯ １９１３６ꎬ２００７ 年ꎮ [也可作为 ＯＧＣ ０７￣０３６ 地理标记

语言 (ＧＭＬ) 编码标准提供ꎮ 开放地理空间联盟公司ꎬ２００７ 年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　 地理信息　 数据质量ꎬ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ꎬ２０１３ 年ꎬ２０１８ 年第一次修正ꎮ

ＩＳＯ １９７５７￣３　 信息技术　 文档模式定义语言(ＤＳＤＬ)　 第 ３ 部分:基于规则的有效性验证　 图创ꎮ ＩＨＯ

决议第 ２ / ２００７ 号(修订)修改国际海道测量组织技术标准和规范的原则和程序ꎮ

Ｓ￣５２　 ＥＣＤＩＳ 海图内容与显示规范ꎮ

Ｓ￣５８　 ＩＨＯ Ｓ￣５８ 电子海图有效性检查ꎬ６. １. ０ 版ꎬ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ꎮ

Ｓ￣９９　 ＩＨＯ Ｓ￣９９ Ｓ￣１００ 地理空间信息注册系统组织与管理操作程序ꎬ１. １. ０ 版ꎬ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ꎮ

Ｓ￣９９Ａ　 ＩＨＯ Ｓ￣９９ 附录 Ａ ＩＨＯ ＧＩ 注册系统内容惯例和指南ꎮ (正在开发中)

Ｓ￣１００　 ＩＨＯ Ｓ￣１００ 通用海道测量数据模型ꎬ４. ０. ０ 版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ꎮ

Ｓ￣１０１　 ＩＨＯ Ｓ￣１０１ 电子海图产品规范ꎬ１. ０. ０ 版(草稿)ꎬ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ꎮ

Ｓ￣１１１　 ＩＨＯ Ｓ￣１１１ 表层流产品规范ꎬ１. ０. ０ 版(草稿)ꎬ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ꎮ

Ｓ￣１２２　 ＩＨＯ Ｓ￣１２２ 海洋保护区ꎬ１. ０. ０ 版ꎬ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ꎮ

Ｓ￣１２３　 ＩＨＯ Ｓ￣１２３ 海上无线电服务ꎬ１. ０. ０ 版ꎬ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ꎮ

ＳＶＧＴｉｎｙ　 可扩展矢量图形(ＳＶＧ)简洁版 １. ２ 规范ꎬＷ３Ｃ 推荐标准ꎬ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ꎮ

ＵＲＬ: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３. ｏｒｇ / ＴＲ / ２００８ / ＲＥＣ￣ＳＶＧＴｉｎｙ１２￣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 >

注:除非特别标明版本ꎬ本文档提及的 Ｓ￣１００ 均指 Ｓ￣１００ ４. ０. ０ 版ꎮ

Ｂ￣４　 术语和缩略词

Ｂ￣４. １　 术语

抽象类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ｌａｓｓ

无法实例化的对象类ꎬ或在信息模型中被指定为不允许实例化的对象类ꎮ

注:抽象类的子类可以是抽象的ꎬ也可以是非抽象的ꎮ

聚合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一种特殊的关联形式ꎬ用于指定聚合体(整体)和组成部分(见组合)之间的整体与部分关系ꎮ [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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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支持用户要求的数据操作和处理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１￣１:２０１４]

应用模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

一个或多个应用所需数据的概念架构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１￣１:２０１４]

关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两个或多个类之间的语义关系ꎬ用于指定它们的实例之间的连接关系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３]

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ｅ

(１)实体的命名特性ꎮ [ＩＳＯ / ＩＥＣ ２３８２￣１７:１９９９]

注:描述实体的几何、拓扑、主题或其他特征ꎮ

(２)ＵＭＬ:分类器中要素实例可能包含的值范围ꎮ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９５０１:２００５(改编)]

(３)ＸＭＬ:元素中包含的名称与值对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３６]

ｂａｓｅ６４

一种用于表示任意序列的二进制八位数编码ꎬ其格式允许同时使用大小写字母ꎬ但不必是人类可读的ꎮ

[ＩＥＴＦ ＲＦＣ ４６４８(重新设计)]

代码 ｃｏｄｅ

遵循特定方案的表示标签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８:２０１１]

代码表 ｃｏｄｅｌｉｓｔ

包含允许值代码的值域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３６]

代码空间 ｃｏｄｅｓｐａｃｅ

代码、名称、术语或类别的规则或权限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３６]

示例:代码空间的示例包括字典、权威机构、代码表等ꎮ

组合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作为整体一部分的具有强所有权和相同生命周期的聚合关联形式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３]

概念模型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定义话语世界概念的模型ꎮ [１９１０１￣１:２０１４]

概念模式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ｃｈｅｍａ

概念模型的正式描述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１￣１:２０１４]

数据客户端 ｄａｔｅ ｃｌｉｅｎｔ

接收基于 Ｓ￣１００ 的加密数据的终端用户ꎮ 数据客户端将使用软件应用程序(例如 ＥＣＤＩＳ)来执行 Ｓ￣１００

保护方案中详细描述的诸多操作ꎮ [Ｓ￣１００ 第 １５ 部分 (改编)]

例如:ＥＣＤＩＳ 用户ꎮ

数据许可 ｄａｔｅ ｐｅｒｍｉｔ

包含解密许可产品所需的加密产品密钥的文件ꎬ通常是专门为特定数据客户端创建的ꎮ [Ｓ￣１００ 第 １５

部分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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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服务器 ｄａｔｅ ｓｅｒｖｅｒ

生产加密数据文件或向数据客户端颁发数据许可证的组织ꎮ [Ｓ￣１００ 第 １５ 部分(改编)]

要素 ｆｅａｔｕｒｅ

真实世界现象的抽象表现ꎮ [ＩＳＯ１９１０１:２００３]

注:要素可能以类型、类或实例的形式出现ꎮ 要素类型或要素实例仅用于一种情况时应予以明确ꎮ 要

素类应在模型或应用程序架构的上下文中使用ꎮ

示例:名为“埃菲尔铁塔”的真实世界现象可以与其他现象一起归入名为“铁塔”的要素类型ꎮ

要素关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将一种要素类型的实例与相同或不同要素类型的实例链接的关系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０]

要素属性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要素的特征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１]

注:一个要素属性类型有一个名称、一个数据类型和一个与其相关联的域ꎮ 要素属性实例具有从要素

属性类型的值域获取的属性值ꎮ

示例 １:名为“颜色”的要素属性可能具有属于数据类型“文本”的属性值“绿色”ꎮ

示例 ２:名为“长度”的要素属性可能具有属于数据类型“实数”的属性值“８２. ４”ꎮ

要素目录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ｙｐｅ

包含定义和描述一组或多组地理数据中出现的要素类型、要素属性和要素关联的目录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０]

要素类 ｉｄｅｎ ｔｉｆｉｅｒ

应用模式或模型中表示要素的类ꎮ

要素类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要素目录中对要素、属性及关联进行描述的元素ꎮ

标识符 ｉｎ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一种语言上独立的字符序列ꎬ能够唯一和永久地识别与之相关的字符ꎮ [改编自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１１７９￣３:

２００３]

信息类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仅具有主题属性的数据集中可识别的信息单元ꎮ [Ｓ￣１００ ３￣５. １. ２(改编)]

实例化 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ｅ

用具体实例表示ꎮ [韦氏词典线上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ｒｒｉａｍ￣ｗｅｂｓｔｅｒ. ｃｏｍ /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 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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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描述实体行为的命名操作集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９:２００５]

元数据 ｍｅｔａｄａｔｅ

有关资源的信息[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ꎻ定义和描述其他数据的数据ꎮ [ＩＳＯ １１１７９￣３:２０１３]

模型 ｍｏｄｅｌ

现实世界某些方面的抽象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９￣２０１５]

操作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可以调用对象来执行的转换或查询的规范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９:２００５]

注:一个操作有一个名称和一个参数列表ꎮ

注册表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一组文件ꎬ其中包含分配给具有相关项描述的项的标识符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３５]

注:描述可能包括许多类型的信息ꎬ包括名称、定义和代码ꎮ

注册系统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维护注册表的信息系统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３５]

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模型元素之间的语义联系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３]

资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符合要求的可识别资产或手段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示例:数据集、数据集系列、服务、文档、计划、软件、人员或组织ꎮ

方案管理员 ｓｃｈｅｍ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专门负责维护和协调 Ｓ￣１００ 规定的保护方案的组织ꎮ [Ｓ￣１００ 第 １５ 部分(改编)]

服务 ｓｅｒｖｉｃｅ

实体通过接口提供的功能的不同部分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９:２００５]

空间对象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

用于表示要素的空间特性的对象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７:２００３]

流 ｓｔｒｅａｍ

在线数据交换中ꎬ由通信系统传送的连续的碎片化数据序列ꎮ [Ｓ￣１００]

话语范围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对包括所有感兴趣的事物的现实或假想世界的看法ꎮ [１９１０１￣１:２０１４]

词汇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包含一个或多个特定主题领域的名称和定义的术语词典ꎮ [ＩＳＯ １０８７￣１: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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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４. ２　 缩略词

ＣＯＲＢＡ　 通用对象请求代理体系结构(Ｃｏｍｍ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Ｂｒｏｋ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ＣＯＴＳ　 商用成品(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Ｏｆｆ￣Ｔｈｅ￣Ｓｈｅｌｆ)

ＣＲＳ　 坐标参考系统(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ＳＳ　 层叠样式表(Ｃａｓｃａｄ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ｈｅｅｔｓ)

ＤＣＥＧ　 数据分类与编码指南(Ｄａｔ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

ＥＣＤＩＳ　 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ｈａｒｔ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ＣＳ　 电子海图系统(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ｈａ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Ｃ　 电子海图(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ｔ)

ＦＣ　 要素目录(Ｆｅａｔｕｒ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ＧＦＭ　 通用要素模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ＧＩ　 地理空间信息(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ＭＬ　 地理标记语言(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ａｒｋｕ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ＨＳＳＣ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服务和标准委员会(ＩＨＯ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ＩＡＬＡ　 国际航标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ｈｔｈｏｕ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ＥＣ　 国际电工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ＥＴＦ　 因特网工程任务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ＩＨＯ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Ｏ　 国际海事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Ｏ　 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ＣＯＭＭ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ＷＭＯ￣ＩＯＣ Ｊｏｉ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ＭＲＮ　 海上资源名称(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ｍｅ)

ＯＥＭ　 原始设备制造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ＲＥＮＣ　 区域电子海图协调中心(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ＳＶＧ　 可扩展矢量图形(Ｓｃａｌａｂｌｅ Ｖｅｃｔｏｒ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Ｗ３Ｃ　 万维网联盟(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Ｗｅｂ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ＸＭＬ　 可扩展标记语言(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 Ｍａｒｋｕ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ＸＳＤ　 ＸＭＬ 模式定义(ＸＭＬ Ｓｃｈｅｍ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ＸＳＬ　 可扩展样式表语言(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 Ｓｔｙｌｅｓｈｅｅ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ＸＳＬＴ　 ＸＳＬ 转换(ＸＳ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

Ｂ￣５　 开发步骤概述

在开发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时ꎬ建议开发人员考虑基本开发过程中定义的每个阶段ꎮ 本节总结了产

品规范编制的各个阶段ꎮ 接下来的部分将更详细地描述这些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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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５. １　 基本开发过程

下面的描述适用于新的数据产品规范开发ꎮ

１)启动:确定对新数据产品的需求ꎬ定义其范围ꎬ并确定新产品与现有数据产品规范之间的界限ꎬ获取

样品源材料ꎬ描述典型的应用场景ꎮ

２)开发域模型 /应用模式:定义那些可以描述域和与数据产品相关的类和属性ꎮ 定义类之间的关系并

指定适用的约束ꎮ 准备一个或多个描述域模型的 ＵＭＬ 图ꎮ

３)从域模型填充 ＩＨＯ ＧＩ 注册系统:提出对 ＩＨＯ ＧＩ 注册系统中建议修改的现有的类和属性ꎬ并建议使

用系统接口将新的类和属性添加到 ＧＩ 注册表中ꎮ 跟踪从注册系统管理员或域控制机构返回的任何

建议或询问ꎮ

４)开发要素目录:使用要素目录构建器ꎬ根据 ＧＩ 注册表中批准的要素和信息类、属性和关系准备 ＸＭＬ

要素目录ꎮ

５)定义打包和数据传输模式:确定是否通过 Ｗｅｂ 服务(如果是ꎬ标识或概述服务协议)、电子邮件等将

数据产品作为传输(交换)集交付数据文件ꎮ 确定数据是实时传递还是近实时传递ꎮ 确定由交付机

制和通信约束(如消息大小、带宽限制、客户通信可用性、许可和授权、支付和加密等)引起的约束和

要求ꎮ

６)定义元数据:调查 Ｓ￣１００ 中列出的元数据元素是否适合数据产品及其可用的打包和交付方法ꎮ 为

Ｓ￣１００ 中列出的元数据元素定义适当的值和限制ꎮ 考虑是否需要其他特定产品的元数据元素ꎮ

７)定义数据格式:选择适当的数据格式ꎮ Ｓ￣１００ 提供了 ３ 种标准交付格式(ＩＳＯ ８２１１、ＧＭＬ 和 ＨＤＦ５)ꎮ

定义强制格式的项(例如ꎬ嵌入的标头元数据)ꎮ 如果需要ꎬ准备特定格式的制件(例如ꎬＧＭＬ 格式的

ＧＭＬ“应用模式”ＸＳＤ 文件)ꎮ

８)开发数据分类和编码指南(ＤＣＥＧ):ＤＣＥＧ 面向制图员、编辑和数据编码人员ꎬ而不是应用程序开发

人员或原始设备制造商ꎬ应该从这个角度编写ꎮ ＤＣＥＧ 应包含足够的关于基本概念(如数据类型、要

素、信息类型和关联等)的概览和一般材料ꎬ以使其目标受众对需要应用的概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ꎬ

它的主要内容应该是编码内容以及如何对其进行编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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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定义图示表达符号和规则:确定用于图示表达的符号以及从数据产品生成显示的规则ꎮ 这意味着决

定应该显示的要素、属性值或关联数据对象的组合应分配不同的符号ꎬ以及预先存在的符号和颜色

哪些可以重用ꎬ哪些需要定义ꎮ 它还包括以适当的格式定义新元素ꎮ

１０)图示表达元素的注册:使用 ＩＨＯ ＧＩ 注册系统界面向 ＧＩ 注册表中的图示表达注册表中提供新的图示

表达组件(例如符号、颜色标志、线样式和区域填充等)提案ꎮ 跟踪从注册系统管理员或域控制机构

返回的任何建议或查询ꎮ

１１)开发图示表达目录:为预期应用程序域和使用方案中显示的要素和信息类型准备一个或多个图示

表达目录ꎬ包括在步骤 ８)中确定的符号ꎬ并以适当的图示表达语言编码相应的规则ꎮ

１２)定义空间参考系统:确定推荐的坐标参考系统和垂直基准ꎮ

１３)定义数据产品打包和维护方法:定义交付包的内容和结构ꎬ数据的更新以及随数据交付或作为数据

附件交付的任何辅助内容ꎮ

１４)定义有效性检查和质量度量:定义对数据集的空间、结构和概念完整性的测试方案ꎮ 定义有效性检

查的特定格式实现方法[例如ꎬＧＭＬ 格式的 Ｓｃｈｅｍａｔｒｏｎ 规则(ＩＳＯ １９７５７￣３)]ꎮ 为数据集定义质量指

标(质量指标通常是关于“通过测试”和“失败测试”获得的统计数据)ꎮ

１５)确定与其他数据产品的互操作性:与 ＩＨＯ 互操作性目录维护小组一起ꎬ确定互操作性目录中的任何

产品组是否因新数据产品得到补充或增强ꎬ并确定 ＩＨＯ 互操作性目录将如何受到新产品的影响ꎬ包

括显示优先级、交错、预定义组合以及其他互操作性规则和操作的更新ꎮ

１６)为测试平台准备样品数据:创建符合产品规范中定义的数据格式、打包和要素目录的示例数据集和

交换集ꎮ

１７)测试和反馈:测试数据生产和样本数据在特定应用系统中的使用ꎬ以验证产品规范的正确性、完整

性、一致性和实用性ꎬ包括相关制件ꎬ如要素目录和 ＸＭＬ 模式ꎮ

产品规范的开发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迭代过程ꎬ按照 Ｓ￣１００ 成熟度阶段进行推进ꎮ 开发者应该根据每个

阶段的经验和结果ꎬ以更小或更大的周期多次循环执行以上阶段ꎮ 例如ꎬ样本数据的第一次准备(阶段 １６)

可能识别域模型中的差距ꎬ并且需要重新访问阶段 ２ 的域模型的开发ꎬ或者图示表达规则的开发(阶段 ９ ~

１１)可以识别域模型中的差距(阶段 ２)ꎮ 在第二次及以后的过程中ꎬ迭代过程的部分阶段不再重要ꎬ因为结

果可能不受后期阶段发现的影响ꎮ 例如ꎬ打包和交付或空间参考系统的选择可能不受样本数据编制过程中

发现的变化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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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Ｂ￣５￣１ 描述了整个过程ꎬ也包括预期的迭代过程ꎮ

图 Ｂ￣５￣１　 产品规范编制过程

Ｓ￣１００ 第 １１ 部分附录 １１￣Ａ 描述了理想的开发域模型和相关注册表操作的基本步骤过程(图 １１￣Ａ￣１ 产

品规范过程)ꎮ 在过程的最后ꎬ该图还包括“坐标参考系统”和“产品规范文档”的黑盒阶段ꎮ 实际过程可能

更多地是一个迭代求精的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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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５. ２　 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的审查周期

ＩＨＯ 第 ２ / ２００７ 号决议(经修订)概述了基于 ＩＨＯ 的产品规范的开发和批准过程ꎮ 作为生命周期的一部

分ꎬ工作组和项目团队应与 ＩＨＯ 数据质量工作组(ＤＱＷＧ)合作ꎬ审查产品规范是否符合 Ｓ￣１００ 对数据质量方

面的要求和完整性ꎮ 虽然此审查可以在 １. ０. ０ 版(测试和实施版)之前进行ꎬ但 ＤＱＷＧ 将在 １. ０. ０ 至 １. ９. ｎ

版本期间进行审查并提供反馈ꎮ 任何基于 ＩＨＯ Ｓ￣１００ １. ０. ０ 版的产品规范都不是常规使用版本ꎬ不以提供

运营服务为目的ꎮ 产品规范的 ２. ０. ０ 版被认为是成熟的ꎬ可以用于实施ꎮ 图 Ｂ￣５￣２ 显示了 ＩＨＯ 国际海道测

量组织第 ２ / ２００７ 号决议所记录的 ＩＨＯ 组织审查周期ꎮ

图 Ｂ￣５￣２　 审查周期[ＩＨＯ 第 ２ / ２００７ 号决议(经修订)]

Ｂ￣５. ３　 规范扩展过程

如果证明需要扩展现有的产品规范ꎬ开发者应审查第 ５. １ 节中基本过程的步骤ꎬ并确定哪些步骤可以

省略ꎮ

例如ꎬ如果要添加、删除或修改要素、信息类型、属性或关系ꎬ则需要基本流程中的大部分步骤ꎮ 在这种

修订中ꎬ空间参考系统和打包 /维护可能不会改变ꎬ因此相应的阶段可以跳过ꎮ

如果扩展包括定义新的传输模式ꎬ例如为最初打算在交换集中传输的数据产品添加流式传输模式ꎬ则

可能只需要执行以下阶段:

• 传输模式:要添加传输的流模式ꎬ应定义服务器的规范等ꎮ

• 元数据:定义交换集模式中哪些元数据元素应用于流模式ꎬ是否需要任何新的元数据ꎬ以及如何在新

模式中交付或提供元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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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格式:考虑已经定义的数据格式是否适合于流式传输ꎬ是否与预期的服务交付和协议兼容ꎬ并在

必要时指定适当的格式ꎮ

• 打包和维护:指定适当的数据包装格式和服务协议ꎬ例如 ＷＦＳ、ＲＥＳＴ 等ꎮ 允许定义新的打包格式或

协议ꎬ但这应该是最后的措施ꎮ

• 样本数据:流模式测试用的样本数据的准备ꎮ

• 测试和反馈:应该包括一个原型或模拟的流式数据传输环境ꎮ

Ｂ￣６　 准备

启动阶段包括以下活动ꎮ 除第一项活动(确定需求)外ꎬ大多数其他活动可以并行进行ꎮ

１)确定数据产品可满足的需求:这通常是外部环境结果ꎬ如服务组合的定义、应用程序驱动对新类型信

息的需求、航运的新法律要求和 ＩＭＯ 决议等ꎮ

２)定义产品的范围:主题域、预期包含的信息类型ꎬ同样也应确定不包含的信息ꎮ

３)确定是否可以扩展现有产品规范:如果可以ꎬ那么这种扩展可能比开发一个新的产品规范花费更少

的时间和精力ꎮ

４)确定产品内的子区域:即产品规范的范围ꎬ或现有产品规范的新范围ꎮ

５)定义约束:域、应用和平台等ꎮ

６)收集源信息的示例:通常包括现有的数据库、官方、非官方、政府和商业出版物ꎬ特别是那些广泛使用

的出版物ꎮ

７)定义应用用例ꎮ

８)概述数据产品启用的应用程序功能ꎮ

９)定义交付模式(传输集、消息和 Ｗｅｂ 服务等)ꎮ

１０)获得相应赞助组织的批准ꎮ

１１)组建一个项目小组ꎮ

如果产品规范的制定是在 ＩＨＯ 的框架下进行的ꎬ则启动阶段还需要包括以下步骤:

在决定将新的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纳入 ＨＳＳＣ 工作计划之前ꎬ应考虑以下因素:

１)是否已将所建议的产品规范的必要性记录在案?

２)是否用详细的例子证明了迫切的需求?

３)产品规范是否在 ＨＳＳＣ 的职责范围内?

４)拟议的产品规范说明是否充分说明了 ＩＨＯ 的成本以及可能的立法和行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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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是否考虑了开发时长?

为简化上述决策过程ꎬ产品规范说明书应预先提供一套信息供 ＨＳＳＣ 审议ꎬ如表 Ｂ￣６￣１ 所示ꎮ
产品规范说明模板 表 Ｂ￣６￣１

产品规范说明

行为 描述 注释

产品规范编号 　 产品规范的预期编号 　 在 ＨＳＳＣ 分配编号前ꎬ将此部分保留为空

标题 　 产品说明书的标题

摘要

　 产品规范的简要摘要总结如下:

　 １. 预期用途ꎻ

　 ２. 主要用户和次要用户ꎻ

　 ３. 预期的功能

产品规范范围 　 本规范的总体范围

　 应包括预期的数据来源ꎮ

　 例如:ＮＩＰＷＧ 出版物来源是 Ｓ￣１２６ 的海岸引航

员 / 航行方向(例如ꎬ如果有人认为潮汐表应该在这里而

不应在 Ｓ￣１０４ꎬ那么它就会被列在此处)

理由 　 制定本产品规范的原因

规范的互操作性
　 与 Ｓ￣１００ 系列中其他产品规范的互

操作性
　 说明产品规范的限制

Ｓ￣９８ 的适用性 　 是否适用于 Ｓ￣９８(是 / 否) 　 在 Ｓ￣１００ 航行系统中的 Ｓ￣９８ 互操作规范

与其他 ＨＳＳＣ 工作组的合作 　 指定哪个工作组将参与到哪个扩展
　 ＮＣＷＧ:图示

　 ＤＱＷＧ:数据质量的规范信息

预算 　 预算需求和数字说明

　 是否需要 ＩＨＯ 预算? 开发项目会不会由外部融资?

融资的程度如何? 应该有一个通用的指导方针来计算

这一点根据现实和证据得出合理的值

计划 　 对计划时间范围的说明 　 或者至少是要完成的步骤ꎬ因为这很难确定

Ｂ￣７　 开发数据模型(应用模式)

Ｂ￣７. １　 介绍

Ｓ￣１００ 中定义的应用模式通常与“域模型”同义ꎬ后者用于信息建模ꎮ 它是与数据产品相关的类、属性和

关系的规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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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ꎬ产品规范只包括一个应用模式(可以分解为多个关系图)ꎮ 然而ꎬ在理论上ꎬ描述不同作用域的产

品规范可能需要区分不同作用域的应用模式ꎮ 例如ꎬ同时包含矢量和覆盖数据的产品可能需要两个应用

模式ꎮ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复杂性ꎬ产品规范开发人员应该尽量避免定义多个应用模式ꎮ

请注意ꎬ这并不妨碍使用多个关系图来描述单个应用模式ꎮ

应用模式应该只描述要包含在数据产品中的要素、信息类型及其属性和关系ꎮ 理解数据产品及其在应

用程序、服务或服务组合中的角色所必需的任何其他类、约束或元素(如参与者、状态图、流等)都应与应用

程序架构区分开来ꎬ并在产品规范中单独记录ꎮ

模型开发人员应该尝试限制模型元素的数量ꎬ同时仍然允许进行适当的(概念上适当、逻辑上适当、一

致、正确和基于性能的)区分ꎮ

牢记在关系数据库设计中学习的数据规范化原则ꎬ但是模型开发人员还应该注意到ꎬ基于 Ｓ￣１００ 的域模

型和应用模式是对象￣属性￣关系模型ꎬ而不是数据库设计ꎮ

Ｂ￣７. ２　 模型开发步骤

１)确定数据产品是覆盖数据还是矢量数据ꎮ 覆盖数据的特征是分布在一个或多个区域上的特征值ꎬ而

矢量数据的特征是局部区域(点和 /或区域)ꎬ这些局部区域具有边界并且在特征值中不表现出内部

变化(或者在可以忽略这些内部变化的情况下)ꎮ

２)确定应用域中的概念ꎮ 这将涉及审查原始材料ꎬ以确定域中的重要要素和信息块ꎬ这些要素和信息

块将在启动阶段定义的用例的上下文中对最终用户有用ꎮ 原始材料包括启动阶段确定的样本文本ꎬ

以及相关应用的文档和数据字典(如果有的话)ꎬ现有或假设应用的要求、相关标准以及 ＩＥＣ、ＩＭＯ、

ＩＡＬＡ 等机构的通知ꎮ

３)使用关键字(类别、属性和关系)在 ＩＨＯ ＧＩ 注册表中搜索可重复使用的现有概念ꎮ

４)仅为 ＩＨＯ ＧＩ 注册系统尚不存在的概念创建新概念ꎮ 这涉及更详细地检查前面提到的原始材料ꎬ以

确定概念及其定义ꎮ 提交建议书(提案)的过程见 Ｓ￣９９ 标准ꎮ

５)定义描述域和与数据产品相关的类和属性ꎮ 如果是已经在 ＩＨＯ ＧＩ 注册表或现有产品规范中定义的

类、属性和代码列表 /枚举ꎬ则可以重复使用ꎮ 如果没有ꎬ项目团队将需要开发和定义类和属性ꎬ包括

枚举和代码表类型的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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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定义类之间的关系ꎮ 应定义关系ꎬ以便获取那些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数据ꎬ并建立对应用程序处理

有用的链接ꎮ 上述两个理由通常都适用ꎮ

示例 １:类建模结构对象和安装在结构上的类建模设备之间的结构 /设备关系ꎮ

示例 ２:类建模引航服务区和引航服务联系人信息间的联系人信息关系ꎮ

７)指定适用于类、属性和关系的任何约束ꎮ 例如ꎬ需要对属性进行条件编码的约束、排他关系(即当一

个实例只允许参与多个可能关系中的一个时)等ꎮ 结构约束通常在 ＵＭＬ 类图中描述ꎬ不适用于单个

属性(为了减少混乱)ꎮ 无论是否描述ꎬ任何限制都必须执行ꎬ(如果可能)并记录在产品规范的适当

章节或制件中ꎮ

８)准备一个或多个描述域模型的 ＵＭＬ 类图ꎮ Ｓ￣１００ 模型的推荐实践方法是基于经本文件第 Ｂ￣７. ６ 节修

改的 ＩＳＯ ＴＣ２１１ 推荐实践方法ꎮ

９)准备支持性文本ꎬ解释应用程序架构的整体结构ꎮ 解释每个图的用途以及和类之间的关系ꎮ 此外ꎬ

解释一些不明显或应该特别注意的类的其它任何细节或其关系内容ꎮ 文本不应该仅仅是类、属性和

关系的列表ꎬ相反ꎬ其应该通过解释图所表示的领域现象以及和类之间的关系来阐明图中所描述的

模型的用途ꎮ 例如 Ｓ￣１２２ 中的示例:

　 　 一些保护区要求在某些事件(如动物攻击或污染事件)发生时ꎬ向当局提交报告ꎮ 其他区域要求在进

入和离开时向指定的主管部门报告ꎮ 这些要求通过船舶报告类与主管部门类的关联来建模ꎮ 所涉地区

以所需类型的要素为模型ꎮ 例如ꎬ第 ６. ２. １. ３(Ｓ￣１２２)条所述的海洋保护区或船只运输服务区ꎮ 任何时

候ꎬ报告归档的要求或限制由通知时间属性描述ꎬ并在船舶报告的文本内容属性中以文本形式提供解释

(如果有的话)ꎮ 文本内容属性中还描述了所需的报告格式(如果需要包括的话)ꎮ (图)显示了用于携带

这些条件的模型元素ꎬ注意ꎬ为了减少混乱ꎬ这并不包括所有允许的关联或角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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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Ｂ￣７￣１　 Ｓ￣１２２ 应用模式 ＵＭＬ 图示例(来自 Ｓ￣１２２)

Ｂ￣７. ３　 与通用要素模型的关系

通用要素模型是要素及其特征和关联的概念模型ꎬ是要素目录结构的基础ꎮ 应用模式中的要素和信息

类型必须通过 Ｓ￣１００ 通用要素模型(ＧＦＭ)的元类 Ｓ１００＿Ｇ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ｙｐｅ 和 Ｓ１００＿Ｇ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 或相应

元类的子类来实现(Ｓ￣１００ 第 ３ 部分图 ３￣１)ꎮ 属性必须通过 Ｓ￣１００ 第 ３ 部分图 ３￣２ 中定义的主题或空间属性

元类或子类实现ꎮ 产品规范可以定义派生其所有要素和信息类的本地根类ꎬ如图 Ｂ￣７￣２ 所示ꎬ或者可以分别

通过 Ｓ１００＿Ｇ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ｙｐｅ 和 Ｓ１００＿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 实现要素和信息类型ꎮ

Ｂ￣７. ４　 应用模式规则

应用模式的 Ｓ￣１００ 规则基于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９ꎮ Ｓ￣１００ 应用模式的规则见 Ｓ￣１００ 第 ３ 部分第 ３￣６ 和 ３￣７ 条ꎮ

Ｂ￣７. ４. １　 矢量数据应用模式

矢量数据应用模式的规则见 Ｓ￣１００ 第 ３ 部分第 ３￣６ 条ꎮ 主要规则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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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Ｂ￣７￣２　 Ｓ￣１００ ＧＦＭ 实现示例

　 　 • 要素、信息类型和复杂属性必须以类建模ꎮ

• 关系由 ＵＭＬ 关联或关联类建模(后者仅在关联本身具有属性时才建模ꎮ 参见本文中的第 Ｂ￣７. ５. ４. ２

条)ꎮ

• 属性由 ＵＭＬ 属性使用适当的类进行建模ꎮ

• 关联必须被标记(具有关联名称)ꎮ 还必须标记可导航的关联结尾(应具有角色名称)ꎮ

注:图可以抑制标签的绘制ꎬ从而保证清晰和减少杂乱ꎮ 标签可以由产品规范文本中给出的特定规

则来定义ꎬ而不是由 ＵＭＬ 图来定义(例如ꎬ允许产品规范使用类似“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Ｘ 在其所有关联中的角

色是 ＦｅａｔｕｒｅＸ”(参见 Ｓ￣１００ 第 ３ 部分第 ３￣５. ４. ５ 条ꎬ关于关联结束的默认名称)的语句来“标记”关

联结束ꎮ

• 空间属性必须建模为具有空间模式中允许的空间类型中的一个或多个(即联合)数据类型的属性ꎬ或

者表示要素的类与空间架构中定义的空间对象之一之间的关联ꎮ

• 枚举类型及其列出的值必须由 ＵＭＬ 枚举建模ꎬ代码列表必须用 Ｓ￣１００ 第 ３ 部分第 ３￣６. ７ 条中指定的

标记建模为 ＵＭＬ 类ꎮ

• 标准模式(例如空间模式、要素目录模式)不应在应用程序模式内扩展ꎮ

• 应用模式中用于数据传输的所有类都应该是可实例化的ꎮ 这意味着集成的类不能是构造型 < < ｉｎ￣

ｔｅｒｆａｃｅ > > ꎮ

• ＵＭＬ 应用模式应在 ＵＭＬ 包中进行描述ꎬ该 ＵＭＬ 包应带有应用模式的名称和包文档中所述的版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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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７. ４. ２　 覆盖数据应用模式

Ｓ￣１００ 第 ３ 部分第 ３ ~ ７ 条和第 ８ 部分给出了覆盖数据应用模式的规则ꎮ 这些规则与矢量数据的规则相

似ꎬ但有以下区别:

• 覆盖要素的空间类型由 Ｓ￣１００ 第 ８ 部分中定义的点集、网格或 ＴＩＮ 类型建模ꎮ

Ｂ￣７. ４. ３　 附加规则

要素和信息类型的名称必须使用驼峰命名法进行编码ꎮ 矢量要素类必须使用构造型 <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ｙｐｅ > > ꎬ

信息类必须使用构造型 <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 > > ꎮ 构造型允许设计人员通过创建新的模型元素来扩展 ＵＭＬ

模型ꎮ 符合 Ｓ￣１００ 的覆盖类型元素(描述覆盖几何)应该使用 Ｓ￣１００ 第 ８ 部分中适当的构造型ꎬ覆盖数据的

应用模式可以通过定义具有主题数据属性的 <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ｙｐｅ > > 元素ꎬ并将其与覆盖类型元素相关联来描

述数据属性ꎮ

图 Ｂ￣７￣３　 符合 Ｓ￣１００ 的覆盖要素和类型元素示例(来自 Ｓ￣１１１)

如有必要ꎬ产品规范除了使用标准的原型之外ꎬ还可以使用域特定的原型ꎮ

抽象类必须通过斜体化类名进行标识(如果在 ＵＩ 中选中“抽象”复选框ꎬ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会自动

执行此操作)ꎮ

Ｓ￣１００ 指出ꎬ“应尽量减少使用多重继承ꎬ因为它往往会增加模型的复杂性”ꎮ 多重继承是指一个类具有

多个直接父类的情况ꎮ 应用模式开发人员应该注意ꎬ多个继承与 Ｓ￣１００ ＧＦＭ 相抵触ꎬ后者允许要素和信息

类型最多具有一个父类型ꎮ

Ｂ￣７. ５　 其他约定和建议

Ｂ￣７. ５. １　 重用和协调

在定义新元素之前ꎬ应检查 ＩＨＯ ＧＩ 注册表中是否存在可重复使用的已有元素ꎮ 还应考虑以下几点:

• 要素、信息类型和属性应尽可能重复使用ꎮ

• 结构和关联应与 Ｓ￣１０１ 和其他现有的相关或补充产品相协调ꎮ

• 除非绝对必要ꎬ否则应避免定义相似却略有不同的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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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向注册系统提议扩展项(如枚举中的其他列出值)ꎬ如有可能ꎬ必须避免发生同一术语的不同定

义等产生的冲突ꎮ

• 通过添加特定于产品的约束(例如限制枚举或代码列表类型的允许值集)ꎬ现有项可能是可重复使用

的ꎮ 例如ꎬ重复使用在其他产品规范中定义的复杂属性ꎬ并带有排除其某些子属性的限制ꎮ

Ｂ￣７. ５. ２　 要素和信息类型

要素类是“真实世界现象的抽象表示”(Ｓ￣１００ 第 ３ 部分 第 ３￣５. １. １ 条)ꎮ 应用模式应定义一个用于描述

的要素类:

１)实例具有空间(地理)位置的概念ꎮ 此类代表一个地理要素ꎮ

２)概念的实例是上述的集合ꎮ 集合可以由一个这样的类的实例或多个这样的类的实例组成ꎮ 根据集

合的性质ꎬ此概念可以是聚合要素或组合要素ꎮ 在应用模式中ꎬ它们被视为地理要素ꎬ但可能具有空

间属性ꎬ也可能不具有空间属性ꎮ

３)制图信息(例如要素名称、注记、罗经圈、图例)用于定位在指定位置(或者必须从其相对于要素的默

认位置重新定位)ꎬ以避免模糊其他要素ꎮ 这些信息虽然不是任何现实世界现象的表示ꎬ但也被建模

为要素ꎬ并在要素目录中作为要素处理ꎮ 这种要素称为制图要素ꎮ 要显示的信息可以被编码在制图

要素类的属性中ꎬ或者通过参考另一要素类来识别ꎮ

４)与特定区域中的所有要素(或要素的定义子集或定义属性)相关的元信息或元数据被称为元要素ꎮ

Ｓ￣１００ 要素目录模型提供了一个 ｆｅａｔｕｒｅＵｓｅＴｙｐｅ 元素ꎬ用于将要素类型指定为“地理” “制图”或“元”ꎮ

聚合和组合要素类型被指定为“地理”ｆｅａｔｕｒｅＵｓｅＴｙｐｅꎮ

信息类型是可识别的对象ꎬ可以与要素或其他信息类型相关联ꎬ以便将特定信息携带到相关联的对象ꎮ

信息类型通常用于在要素和其他信息类型之间共享信息ꎮ 信息类型仅具有主题属性ꎮ

Ｂ￣７. ５. ３　 父类和子类

当模型中存在 ３ 个或更多概念上相似的类时ꎬ建议定义抽象父类ꎮ 相似的类具有一些相同的属性或关

系和允许值ꎬ共享相同属性ꎮ 类不必绑定完全相同的属性集或具有完全相同的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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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ꎬ除非显式重写ꎬ否则关联和属性都是由子类继承的ꎮ 虽然允许重写ꎬ但不鼓励使用它ꎬ因为它

在概念上以及在数据格式和实现中引入了额外的复杂性ꎮ 取而代之ꎬ应更改模型让其在层次结构中向下移

动属性或关联ꎬ并只将其分配给允许使用它的类ꎮ

Ｂ￣７. ５. ３. １　 子类与类别属性

对同一物品有不同的建模方法ꎮ 如ꎬ为了指示不同的浮标类型ꎬ可以使用子类方法或枚举法(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ꎮ

图 Ｂ￣７￣４ 描述了这两种方法ꎮ

图 Ｂ￣７￣４　 使用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属性和同级子类的替代模型说明

由产品规范开发团队决定哪种方法最适合他们的需求ꎮ 为了确定这一点ꎬ应考虑以下问题:

１)这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会导致与外部源的显著差异吗?

２)“类别属性”方法是否会因为类型符号的不同而导致图示表达的问题? 或者子类方法是否会因为符

号相同而导致不必要的显示规则?

３)任何子类都有自己的特定属性或关系吗? 如果是ꎬ最好采用子类方法ꎮ

４)不同的类别 /子类是否位于(或可能位于)不同的视图组中ꎬ或具有不同的绘制顺序? 如果是ꎬ则会

“稍微”倾向于创建子类ꎮ (只是“稍微”ꎬ因为图示规则和互操作目录可以使用属性值将视图组分配

给要素实例)ꎮ

５)如果使用子类ꎬ是否会引入对不同类别的重合对象进行编码的情况? 如果答案是“是”则更倾向于类

别方法ꎮ

６)子类在概念上是否非常不同? 如果答案是“是”则更倾向于子类方法ꎮ

７)哪种方法可能与现有数据库和实现等外部资源兼容?

８)如果有大量的子类型ꎬ那么类别方法可能更可取ꎬ因为它导致 ＵＭＬ 图中更紧凑的表示和更紧凑的

ＤＣＥＧꎮ (“大量”显然是主观的ꎬ但根据对人类认知心理学和用户界面中可能的实现方法的研究ꎬ一

般在 ５ 到 ９ 之间ꎬ根据概念语义和相似性而有所不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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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应用模式和要素目录的总体复杂性ꎮ 要素(或信息类型)的同级子类比类别属性生成更多的制件和

文档ꎮ 这意味着要素为 ＤＣＥＧ 中的每个子类添加一个表ꎬ要素目录中的每个元素都有一个额外的

ＸＭＬ 元素ꎬ以及每个类的 ＵＭＬ 关系图应用模式中的一个框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同级子类对编码器和

开发人员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认知负担ꎮ

Ｂ￣７. ５. ４　 关联和关联类

Ｂ￣７. ５. ４. １　 导航性、源和目标

如果关联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导航ꎬ则应指示关联的导航性ꎮ 也就是说ꎬ模型设计者希望应用从一个对

象访问另一个对象ꎬ但反之则不然ꎮ 要素 /要素和信息 /信息关联通常可在两个方向上导航ꎬ而要素 /信息关

联必须从要素端导航ꎬ不需要建模为可在另一个方向上导航ꎮ ＵＭＬ 将 ＵＭＬ 图中的导航性信息视为运行提

示而不是强制需求ꎬ实现和数据格式可以认最有效的方式自由地实现导航性ꎮ

单向导航性通常将决定关联的源和目标ꎮ

关联的源和目标应该在语法和语义上与关联的名称和定义兼容ꎮ 例如ꎬ对于关联“人 /订阅 /杂志”ꎬ源

应该是人ꎬ目标为杂志ꎮ

对于要素 /要素关联ꎬ两端都应命名ꎬ对于要素 /信息关联ꎬ应该命名信息端ꎬ并且可以命名要素端ꎮ 这

是 Ｓ￣１００ 的要求ꎬ而不是 ＵＭＬ 的要求ꎮ

Ｂ￣７. ５. ４. ２　 关联类

关联类是向关联添加参数(特征)的一种方法ꎬ而不是在关联结束时向类中添加参数ꎮ 关联类的属性描

述了位于关联末端的类之间的关系ꎮ

关联类的用例基本上是“每当一个关系以一个或多个属性为特征时”ꎮ

示例 １:一组船舶受法规约束ꎬ另一组船舶免于该法规约束ꎮ 船舶由信息类型描述ꎬ法规由另一个信息

类型描述ꎬ它们之间通过关联关系建模ꎬ该关联具有将关系描述为包含或排除(特定法规中指定子集中的)

的属性ꎮ 这个关系是通过下面图 Ｂ￣７￣５ 中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ｙｐｅ 关联类建模的ꎮ

示例 ２:载有特定货物和尺寸的船舶必须使用指定的引航员登船点ꎮ 尺寸较小的船舶建议使用引航员

登船点ꎬ军舰可免于使用引航员登船点ꎮ 船舶类型由信息类型描述ꎬ引航员登船点为要素类ꎬ它们之间通过

具有属性的关联类关系ꎬ来述明是否需要 /建议 /豁免使用特定于此类船舶的引航员登船点ꎮ 此关系由下面

图 Ｂ￣７￣５ 中的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ｙｐｅ 关联类建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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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Ｂ￣７￣５　 关联类建模示例

Ｂ￣７. ５. ５　 通用属性

某些属性可以使用与其他属性相同的一组列表值ꎮ 例如ꎬ罗经圈点的枚举可以由属性 ｗ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ｓｓＰｏｉｎｔ 共享ꎬ它的属性是风来的方向ꎬ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是描述天气系统去向的属性ꎮ 目前可以

简单地在属性的定义中处理ꎮ

复杂属性和空间属性可以建模为 ＵＭＬ 模型类元素中的命名属性ꎬ其类型对应于空间几何图元或复杂属

性的名称ꎮ 或者ꎬ通过关联(空间类型的普通关联ꎬ复杂属性的组合)将模型元素链接到要素 /信息类ꎮ 这两

种方法如图 Ｂ￣７￣６ 所示ꎮ 由于附加的框和关联线ꎬ第二种方法不适用于复杂模型ꎮ

图 Ｂ￣７￣６　 表达复杂属性绑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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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７. ５. ６　 代码表和枚举属性

代码列表应该仅在枚举不可用或效率低下时使用(例如ꎬ如果产品规范作者不知道完整的值列表ꎬ或者

允许值列表很长、不稳定、由另一个权威机构控制和 /或由多个域共享)ꎮ

代码列表或单个枚举值(“列出的值”)通常仅在给定的上下文(或“容器”)中有意义ꎬ该上下文是特定

的(命名的)枚举ꎮ 上下文对应于属性概念ꎮ

Ｂ￣７. ５. ７　 列表值的标签和定义

标签应该简短但信息丰富ꎬ需要注意的是终端用户和编码器都会利用标签ꎮ 终端用户显示和生产工具

的实现者可能会使用列出的值标签作为“工具提示”或解释性文本ꎬ或者用作终端用户属性数字代码值的

“显示文本”ꎮ 终端用户更有可能看到标签ꎬ而不是完整的定义ꎬ这是由他们的注意力和屏幕显示等限制造

成的ꎮ

Ｂ￣７. ５. ８　 数据类型

Ｓ￣１００ 定义了一组基本数据类型和派生数据类型(第 ２ａ 部分第 ２ａ￣４￣１０ 条)ꎮ 主题属性的属性值应该是

该表中列出的类型之一ꎮ 如果需要对值进行限制ꎬ产品规范可以定义限制ꎬ如果可能ꎬ可以使用 Ｓ１００＿Ｃ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中的一个或多个元素(长度、范围、模式和精度)进行编码ꎮ 如果有不能这样编码的约束ꎬ则必须

记录为“备注”或注ꎮ

Ｓ￣１００ 中定义的数据类型原则上可以通过应用模式进行扩展ꎬ但如果这样做ꎬ产品规范必须根据 Ｓ￣１００

中预定义的数据类型定义扩展的数据类型ꎬ并在要素目录中使用预定义的数据类型ꎬ因为要素目录模式当

前不允许用户定义数据类型ꎮ 数据格式可以使用在底层格式标准中定义的等效内置类型(例如 ＨＤＦ５ 和

ＸＭＬ 内置类型)ꎬ以便利用标准数据验证软件ꎬ前提是在产品规范或底层格式标准中记录了等效性ꎮ

Ｂ￣７. ５. ９　 列表值代码

数字代码必须是正整数ꎬ如果可能ꎬ应在 １ ~ ２５４ 的范围内(允许数据格式和实现使用紧凑的表示ꎬ但最

多允许 ６５５３５ 个)ꎮ 仅当提案是已作废列表值的修订版(替代)时ꎬ才能使用已作废列表值的代码ꎮ

ＩＨＯ ＧＩ 注册系统还允许为列表值指定别名和驼峰编码代码ꎮ 驼峰编码代码字段应使用从标签派生的

驼峰编码代码来完成ꎬ以小写字母开头ꎮ 驼峰编码代码准则见 Ｓ￣９９ 附录 Ａꎮ

Ｂ￣７. ６　 推荐做法

Ｂ￣７. ６. １　 模型元素和结构审查

在开发过程中ꎬ应经常审查模型ꎬ审查应包括相关领域专家和信息建模专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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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７. ６. ２　 图的布局

应该遵循 ＵＭＬ 图布局的常见“最佳实践”ꎮ 特别是图不应该包含太多的元素ꎬ应尽量减少线交叉ꎬ并对

层次结构使用垂直布局(如果垂直布局不起作用ꎬ则使用左右水平布局)ꎮ 表示关联的线条应最大限度地减

少曲线段的使用ꎮ

Ｂ￣７. ６. ３　 模型元素的颜色编码

颜色编码应用于区分要素、信息类型、枚举和代码表、复杂属性、关联类以及约束和注释的图元素ꎮ 抽

象类型应该用深色表示ꎮ

图 Ｂ￣７￣１ 和图 Ｂ￣７￣５ 说明了使用颜色编码来描述不同类型的 ＵＭＬ 元素ꎮ 将这些图中的非抽象要素和信

息类的阴影与图 Ｂ￣７￣２ 中的抽象要素和信息类进行比较ꎮ

为了区分要素和信息类型(信息类型的概念是 Ｓ￣１００ 独有的)ꎬＳ￣１００ 偏离了 ＩＳＯ ＴＣ２１１ 关于使用黑白纯

ＵＭＬ 图的建议ꎮ

Ｂ￣７. ６. ４　 文档表格

可以像 Ｓ￣１００ 中的 ＵＭＬ 模式文档表那样进行格式化ꎬ也可以由 ＵＭＬ 软件生成ꎮ 无论使用哪种方法ꎬ文

档都必须记录类、属性、枚举和代码表类型、关联ꎬ包括名称、定义、多重性、数据类型和角色ꎮ

Ｂ￣７. ６. ５　 推荐的软件工具

Ｓ１００ 工作组建议使用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ＴＭ来开发 ＵＭＬ 应用模式ꎮ 其他 ＵＭＬ 工具或现成编辑器中的

特殊模板也可以使用ꎬ但在 ＵＭＬ 符号中可能有一些小的差异ꎬ需要在产品规范中进行调整或说明ꎮ

ＸＭＬ 数据(包括要素目录和元数据)比普通的文本编辑器更容易在开源或 ＣＯＴＳ ＸＭＬ 软件中查看ꎮ

Ｂ￣７. ６. ６　 模型标识

每个应用模式的标识应包括名称和版本ꎮ 如果产品规范中只有一个应用模式ꎬ则此标识包含在产品规

范的名称和版本中ꎮ 具有多个应用模式的产品规范必须标识每个应用模式ꎬ可以通过将其与范围进行关联

来实现ꎮ

Ｂ￣８　 数据分类和编码指南

数据分类和编码指南(ＤＣＥＧ)提供有关获取数据的信息ꎬ应尽可能详细和具体ꎮ ＤＣＥＧ 主要由制图员、

编辑和数据编码人员使用ꎬ而不是给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或原始设备制造商使用ꎬ编写时应注意角度ꎮ

ＤＣＥＧ 包括将现实世界对象映射到数据集的概念对象的集合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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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数据获取的组织除了需要提供获取过程中使用的产品规范中所示的参考外ꎬ还应提供更详细的编

码指南ꎮ

Ｂ￣９　 ＩＨＯ ＧＩ 注册系统

Ｓ￣９９ 标准解释了注册程序ꎮ 建议至少将项目组或工作组的一名成员注册为提交组织ꎮ 提交组织负责

提交对注册表的内容进行修改和增补的提案ꎮ 提交报告的组织通常代表一个公认的机构或利益相关方群

体(如政府、工业界、学术界和相关用户群体等)ꎮ 已注册的提交组织可向注册表中的任何域提交提案ꎮ 利

益相关方和其他有关各方应通过现有提交组织提交提案ꎮ

为了与其他产品规范协调一致ꎬ开发人员应尽可能提出对现有注册表项的扩展ꎮ 例如ꎬ提议现有元素

的泛化或专用化ꎬ或者枚举以及代码表类型中的附加值ꎮ 现有类型的限制可以成为新的子类型ꎬ而不是更

改已定义的类型ꎬ或者在产品规范中定义一个约束即可ꎮ

Ｂ￣１０　 要素目录

要素目录是符合 Ｓ￣１００ ＸＭＬ 要素目录模式的 ＸＭＬ 文档ꎮ 注意ꎬ对于图像和网格化数据ꎬ覆盖是一种要

素类型ꎬ产品规范要素目录应该定义要素覆盖属性(具有空间图元类型“覆盖”)ꎮ

要素目录应以文本形式记录其内容ꎬ并应由项目组和负责的工作组进行审查ꎮ 为了便于查看ꎬ应该从

ＸＭＬ 要素目录中生成文本文档ꎮ 生成的文本可以是 Ｗｏｒｄ 或 ＰＤＦ 格式ꎬ也可以是团队首选的其他格式ꎮ

Ｂ￣１１　 数据传输模式和封装

定义交付模式ꎬ即交换集、消息或服务ꎮ 产品规范还可以指定多个交付模式ꎮ

该工作需要在指定元数据之前完成ꎬ因为某些元数据元素以及元数据的处理(例如ꎬ单独的和嵌入的)

依赖于交付机制、约束和协议ꎮ

包装和传输内容的细节可在稍后阶段最后确定(见第 Ｂ￣１８ 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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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２　 元数据

Ｓ￣１００ 的第 ４ 部分规定了最低元数据要求(矢量数据的附录 ４ａ￣Ｄꎬ覆盖数据的附录 ４ｂ 和附录 ８)ꎮ 产品

规范开发人员应该考虑 Ｓ￣１００ 中列出的元数据元素是否与数据产品相关ꎬ以及哪些元数据元素适合其允许

的打包和交付方法ꎮ 对于相关元素ꎬ如果需要ꎬ为 Ｓ￣１００ 附录 ４ａ￣Ｄ 或 ４ｂ 和 ８ 部分中列出的元数据元素定义

适当的值和限制ꎮ 开发者应该注意到ꎬＳ￣１００ 第 ４ 版中的第 ４ｂ 部分非常简单ꎬ开发团队需要使用底层的 ＩＳＯ

标准和 ＩＳＯ 元数据模式ꎮ

Ｂ￣１２. １　 交换集产品元数据

本节描述交付交换集中产品的元数据ꎮ

Ｂ￣１２. １. １　 通用元数据模型

Ｓ￣１００ 在交换目录中为 Ｓ￣１００ 交换集发现元数据定义了编码ꎮ 图 Ｂ￣１２￣１ 是相关的类ꎮ 最新批准的 Ｓ￣

１００ 发现元数据模型位于最新版本的 Ｓ￣１００ 第 ４ 部分中ꎮ

图 Ｂ￣１２￣１　 交换目录和发现元数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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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额外的元数据元素ꎬ则应在产品规范元数据部分和使用标准 ＩＳＯ 扩展机制开发的通用元数据

模式的扩展中记录这些元素ꎮ

　 　 在创建扩展元数据之前ꎬ必须仔细检查 ＩＳＯ１９１１５￣１(和 Ｓ￣１００ 通用元数据模型)中的现有元数据ꎬ以确

认目前不存在合适的元数据ꎮ 如果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或通用 Ｓ￣１００ 元数据模型)中存在合适的元数据ꎬ则必须

使用它ꎮ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部分ꎬ附录 ４ａ￣Ｅꎬ扩展到包括 Ｓ￣１００ 通用元数据ꎮ)

　 　 ＩＨＯ 交换目录和发现元数据的 ＸＭＬ 模式已经开发完成ꎬ可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ｇｉｔｈｕｂ. ｃｏｍ / ＩＨＯ￣Ｓ１００ＷＧ 中

下载ꎬ最终会在 ＩＨＯ ＧＩ 注册系统( ｈｔｔｐ: /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ｉｈｏ. ｉｎｔ)中呈现ꎮ

由 ＩＨＯ 提供的交换目录构建器正在开发中ꎮ 还可以使用现成的商业和开源 ＸＭＬ 编辑和创作工具来编

写交换目录ꎮ 通用 ＩＳＯ 元数据工具可用于每个数据集的 ＩＳＯ 元数据文件(在 Ｓ￣１００ 第 ４ 版和 Ｓ￣１００ 第 ３ 版

中ꎬＩＳＯ 元数据文件与交换目录 ＸＭＬ 文件分离并由其引用)ꎮ

Ｂ￣１２. １. ２　 ＩＨＯ Ｓ￣１００ 通用元数据模型和模式在交换目录中的使用

如果可以按原始形态使用通用 Ｓ￣１００ 交换目录格式和 ＸＭＬ 架构ꎬ无论是否有限制ꎬ都必须使用它们ꎮ

否则ꎬ产品规范必须从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部分中的通用模型(对于网格化数据ꎬ由第 ４ｂ 部分补充)和本文第 １２. １. １

条中描述的通用模型派生其元数据模型ꎮ 派生可以是限制、扩展或两者的组合ꎮ 派生必须符合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部分附录 ４ａ￣Ｅ 中的规则ꎮ 自定义 ＵＭＬ 图类似于图 ４ａ￣Ｄ￣４ꎬ对于添加类或属性的产品规范是必需的ꎬ如果产

品规范在枚举中省略了可选的类 /属性或限制了允许值ꎬ则建议使用ꎮ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部分指定了 Ｓ￣１００ 元数据类和属性中哪些是必需的ꎬ哪些是可选的ꎮ 产品规范可以根据需

要省略可选的 Ｓ￣１００ 元数据类或属性ꎮ

对 Ｓ￣１００ 类和属性的限制必须表示为约束ꎮ 限制包括强制可选属性或使用属性值的子集ꎮ 限制也不需

要新的元数据类ꎮ

可以使用从通用模型中的类派生的特定于产品的类来扩展该模型ꎮ 派生类可以定义其他属性ꎮ

为了运行特定产品的元数据模型ꎬ可以补充使用通用编码 Ｓ￣１００ 元数据的 Ｓ￣１００ ＸＭＬ 模式:

• 可以使用 Ｓｃｈｅｍａｔｒａｎ 或其他语言来执行应用特定于产品限制的约束检查ꎮ

• 导入通用 ＸＭＬ 架构并扩展通用 ＸＭＬ 类型以获取扩展的特定于产品的架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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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ｃｈｅｍａｔｒｏｎ 规则可以使用现成的软件(如 ＸＭＬ 编辑器)进行检查ꎬ但对于无法将 Ｓｃｈｅｍａｔｒｏｎ 验证或 ＸＳＬＴ 集成到工作流中的生产工具

或应用程序ꎬ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语言来实现约束ꎮ



　 　 此方法表示不需要更改通用交换目录、ＸＭＬ 架构或 ＸＳＤ 文件ꎮ 相反ꎬ可以通过向 Ｓ￣１００ 通用实现添加

补充文件来实现特定于产品的定制ꎮ

表 Ｂ￣１２￣１ 描述了产品规范如何描述其元数据模型ꎮ 这些行动是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部分附录 ４ａ￣Ｅ 所列举的允

许扩展的详细说明ꎮ ＵＭＬ 图将基于 Ｓ￣１００ 图 ４ａ￣Ｄ￣４ 制作ꎮ

　 　 产品规范必须通过重复使用 Ｓ￣１００ 通用元数据模型或根据 Ｓ￣１００ 附录 ４ａ￣Ｅ 中的规则扩展通用模型来

定义其元数据模型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和 Ｓ￣１００ 第 ４ａ￣Ｅ 部分要求在创建扩展元数据之前ꎬ必须仔细检查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中的现有

元数据ꎬ以确认适合的元数据不存在ꎮ 如果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中存在适合的元数据ꎬ则必须使用它ꎮ

因此ꎬ应该避免对一般 Ｓ￣１００ 元数据类进行不必要的专门化ꎮ

为各个产品规范制定交换目录中的元数据 表 Ｂ￣１２￣１

行动 ＵＭＬ 图 文档表格 ＸＭＬ 实现

　 省略可选类或属性 　 使用绘图工具功能抑制其显示 　 省略相应的表格或行
　 用于检查 ＸＭＬ 元素不存在的

规则

　 创建可选类或强制属性

　 无变化ꎮ 多重性为 ０ꎬ但表注释

可以添加并声明其在产品中是强

制的

　 “多重性”列应具有强制多

重性ꎬ同时“备注”列声明其在

产品中是强制的

　 用于检查 ＸＭＬ 元素存在的规则

　 限制多重性
　 对于以上内容ꎬ请进行适当修改ꎮ

　 这是使可选属性成为强制属性的一般情况

　 限制枚举值到子集
　 使用绘图工具功能抑制排除值

的限制
　 省略相应的行 　 用于检查该值未使用的规则

　 将值限制为文本、数字和字

符串属性
　 无需改变 　 在备注例中指明该值 　 用于检查该值是指定值的规则

　 添加一个新的元数据类或

属性

　 专门化 Ｓ￣１００ 元数据类ꎬ添加新

类和属性

　 添加新的文档表格或扩展

描述原类的表格ꎮ 继承属性

应与直接属性进行区分

　 附加的 ＸＳＤ 引入了通用元数据

ＸＭＬ 模式并扩展了它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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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行动 ＵＭＬ 图 文档表格 ＸＭＬ 实现

　 在数据交换目录中添加新

元数据包

　 (注:新包是否必须在交换

目录或 ＩＳＯ 元数据中取决于产

品的具体考虑因素ꎮ 比如它

在应用程序中的预期用途)

　 为新元数据包添加类ꎬ并聚合到

交换目录容器类(Ｓ１００＿交换目录)

的专门化中

　 新类和扩展的目录容器类

的新表格

　 如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３ 和 Ｓ￣１００ 条款 ４ａ￣

５. ６. ５)规定ꎮ 如果交换目录中需

要ꎬ则把附加 ＸＳＤ 导入通用元数

据 ＸＳＤ 并扩展它的类型

　 只在 ＩＳＯ 元数据中添加新的

元数据包

　 图扩展了 Ｓ￣１００ 图 ４ａ￣１ 并指明

了新类和属性
　 新类的新表格

　 描述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３ 元数据扩展格

式的扩展ꎬ同时使用新的类型扩展

ＩＳＯ 元数据 ＸＳＤｓ

　 向枚举中添加值

　 (可以考虑通过 Ｓ￣１００ 维护

提案向 Ｓ￣１００ 通用元数据中添

加ꎬ而不是扩展产品)

　 专门化相关 Ｓ￣１００ 元数据类ꎬ并

重写受影响的属性

　 在合适的表格中描述该重

写和新数据类型

　 ＸＭＬ 模式在继承的 ＸＳＤ 中重

写ꎮ 忽略由于通用约束检查规则

引起的所有警告ꎮ 如果必要的话ꎬ

定义新的约束检查规则

　 创 建 新 的 元 数 据 代 码 表

元素

　 (扩展代码表)

　 在图中扩展代码表

　 (有一些代码表ꎬ如语言ꎬ可能对

于 ＵＭＬ 图来说过长ꎮ)

　 在代码表表格中添加代码

表值ꎬ或记录新值

　 在合适的代码表和 ＧＭＬ 字典文

件中添加新值

　 创建一个新的元数据代码

表ꎬ取代具有“自由文本”列表

域值的现有元数据元素域

　 (注:在先前的行中限制字

符串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案)

　 专门化相关 Ｓ￣１００ 元数据类ꎬ并

重写受影响的属性ꎮ 添加记录了

代码表的 ＵＭＯ 元素

　 在合适的表格中记录专门

化和新的代码表

　 ＸＭＬ 模式在继承的 ＸＳＤ 中重

写ꎮ 忽略由于通用约束检查规则

引起的所有警告ꎮ 如果必要的话ꎬ

定义新的约束检查规则

　 在合适的代码表和 ＧＭＬ 字典文

件中添加新值

　 强制属性没有值 　 无
　 指明强制属性为空或添加

默认值
　 用于检查该值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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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规范不应克隆和重命名通用模型中定义的类、属性和枚举ꎬ应根据需要扩展通用模型ꎮ 随着 Ｓ￣１００

和产品规范在后续版本中的发展ꎬ此要求有助于保持特定产品的 Ｓ￣１００ 元数据和通用 Ｓ￣１００ 元数据的一致

性ꎮ 克隆和重命名类和属性将导致元数据形成不同分支ꎮ 随着 Ｓ￣１００ 和产品规范的增加ꎬ元数据分支的差

异将增大ꎬ导致版本过于复杂ꎮ 结果之一是需要具有独立的特定产品的元数据处理模块ꎮ 对于由同一应用

程序(如通用浏览器、ＥＣＤＩＳ 或 ＥＣＳ)处理的产品ꎬ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ꎮ

典型的产品规范交换目录 ＵＭＬ 图如图 Ｂ￣１２￣２ 所示ꎮ 与图 Ｂ￣１２￣１ 相比ꎬ可以注意到数据集发现元数据

中省略了垂直和深度基准的属性ꎬ以及对支持文件格式和数据格式枚举的限制ꎮ

图 Ｂ￣１２￣２　 Ｓ￣１２７ 中交换目录元数据类(海上交通管理)

Ｂ￣１２. １. ３　 ＩＳＯ 元数据文件中的扩展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部分ꎬ第 ４ａ￣５. ６. ５ 条规定了扩展必须如何被记录ꎮ 该规范源自 ＩＳＯ 规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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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２. １. ４　 数据保护、认证和加密

Ｓ￣１００ 数据保护的目的如下:

１)防盗版保护:通过加密产品信息来防止未经授权使用数据ꎮ

２)选择性访问:限制客户只能对已获得许可的产品进行访问ꎮ

３)认证:保证产品是由在产品包或数据集中被标识为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实际创建和分发的ꎮ

防盗版保护和选择性访问是通过对产品进行加密并提供解密产品的数据许可来实现的ꎮ 数据许可有

一个到期时间ꎬ以便客户在许可期限内访问产品ꎮ 认证是通过应用于产品文件的数字签名来提供的ꎮ 通过

向用户提供一套经许可的数据许可证ꎬ支持有选择地访问个别产品ꎮ 许可证使用目标系统的唯一硬件标识

符创建ꎬ并且对于每个数据客户端都是唯一的ꎮ 许可证不能在各个数据客户端之间交换ꎮ

Ｂ￣１２. １. ４. １　 保护措施的应用

产品规范应使用 Ｓ￣１００ 推荐的安全方案ꎬ使用 Ｓ１００＿ＤａｔａＳｅｔ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的 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属性确定

数据集必须、不能和可以进行加密ꎮ 如果它的布尔属性设置为 ＴＲＵＥꎬ则还必须从安全方案枚举中为共同属

性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 分配一个值(Ｓ１００＿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ꎮ Ｓ￣１００ 目前仅定义了一个推荐的安全方案ꎬ该方案

在第 １５ 部分中进行了描述ꎮ

Ｂ￣１２. １. ４. ２　 数字签名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部分规定交换集中的数据集和目录必须使用数字签名ꎮ 对于支持删除文件ꎬ允许使用数字

签名ꎬ但可选ꎮ 因此ꎬ产品规范作者应该指定哪些支持文件必须、可以或不可以签名ꎮ 签名数据集与是否将

推荐的安全方案应用于数据集无关ꎮ

数字签名方法的编码在属性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中ꎮ 还有一个对数字签名本身进行编码的属性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ꎮ 这些属性存在于数据集发现元数据ꎬ目录元数据和支持文件发现元数据(Ｓ１００＿ＤａｔａｓｅｔＤｉｓ￣

ｃｏｖｅｒｙ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Ｓ１００＿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和 Ｓ１００＿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ｉｌ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类)ꎮ 关于数字签名结构规定

在 Ｓ￣１００ 第 １５ 部分ꎮ Ｓ￣１００ ４. ０. ０ 第 ４ａ 部分在格式方面规定非常宽松ꎬ允许使用格式良好的 ＸＭＬ(来自未

指定模式的一个或多个 ＸＭＬ 元素)或字符串(例如 ｂａｓｅ６４ 编码的签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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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２. １. ４. ３　 压缩和存档格式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和 １５ 部分中使用的数据产品的压缩包括存档格式的规范以及实际的文件压缩方法ꎮ 在

Ｓ￣１００ ４. ０. ０ 版中只有一种存档格式(ＺＩＰ)和一种允许的压缩方法(ＤＥＦＬＡＴＥ)ꎮ 压缩需要打包到存档中ꎮ

产品规范作者必须指定交换集必须、绝不可以或可以通过在交换目录中的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ｌａｇ 元数据属性上指

定适当的约束来压缩ꎮ 有关存档格式和压缩方法的更多信息ꎬ请参阅 Ｓ￣１００ 第 １５ 部分第 １５. ５ 条ꎮ Ｓ￣１００

４. ０. ０ 版为交换目录提供了每个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ｌａｇ 属性只有一个实例ꎬ因此该属性适用于交换集中的所有文

件(即ꎬ在压缩之后ꎬ在交换集中将只有一个包含所有数据文件、支持文件和目录的 ＺＩＰ 存档ꎬ将 ＤＥＦＬＡＴＥ

压缩方法应用于所有文件)ꎮ

产品规范作者应注意ꎬ一个交换集可以包含其他交换集ꎬ并且每个包含的交换集都可以被视为用于压

缩目的的单个交换集(即ꎬ是否打包到 ＺＩＰ 存档中)ꎮ 但它们都将被打包到整个容器交换集的存档中ꎬ要么

作为文件夹层次结构ꎬ要么作为单个文件 ＺＩＰ 存档ꎬ这取决于它们是否被单独压缩ꎮ

不使用 ＺＩＰ 的加密和数字签名功能ꎮ

Ｂ￣１２. １. ５　 图像和网格数据的元数据

处理图像和网格信息的产品规范的交换集元数据与普通矢量数据集(条款 Ｂ￣１２. １. １ 至 Ｂ￣１２. １. ４)相

同ꎬ扩展了额外的元数据元素和特定于图像或网格数据的属性ꎮ Ｓ￣１００ 第 ４ｂ 部分描述了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２ 中详细

定义的附加元数据元素ꎮ

这类产品的交换目录与矢量数据产品的交换目录相同ꎮ 对于矢量数据ꎬ产品规范编制组可以根据

Ｓ￣１００ 附录 ４ａ￣Ｅ 定义其他特定于产品的元数据元素和属性ꎮ ＩＳＯ 定义的元素和属性应该在 ＩＳＯ 元数据文

件中ꎮ

Ｂ￣１２. １. ６　 嵌入式元数据

某些元数据可以嵌入数据集标题(ＩＳＯ ８２１１ 和 ＧＭＬ 格式 Ｓ￣１００ 部分 １０ａ 和 １０ｂ)或定义属性和组(ＨＤＦ５

格式第 １０ｃ 部分)中ꎮ 虽然指定嵌入的元数据符合单个产品规范ꎬ但本指南建议只应嵌入被认为对识别和读

取数据集至关重要的元数据ꎮ 例如数据集名称、持久全局标识符和 ＭＲＮ(如果有)、边界、每种类型的对象数

和 ＣＲＳ 标识ꎮ 网格化数据产品可以将网格间距和网格边界框等空间表示信息编码为单个要素的元数据ꎮ

网格化数据产品还可以编码结构化元数据ꎬ例如表示网格类型(规则、不规则等)的代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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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ＺＩＰ 实现可以检查压缩方法是否实际生成了一个小文件ꎬ如果没有ꎬ则存储原始文件ꎮ 即使文件大小不减ꎬ也有可能进行了压缩ꎮ



Ｂ￣１２. ２　 服务元数据

本节介绍作为服务交付产品的元数据ꎮ

Ｂ￣１２. ２. １　 服务的通用元数据

服务的通用元数据正在开发中ꎮ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部分定义了符合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 ２ 模型的服务元数据模型ꎮ

Ｓ￣１００ 第 １４ 部分以不同的方式定义了服务元数据(Ｓ１００＿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第 １４￣８. １. １ 条)ꎮ 由产品规范来确

定服务器是否需要按照底层 ＩＳＯ 标准提供服务标识元数据(参见 Ｓ￣１００ 图 ４ａ￣Ａ￣２)ꎮ

需要定义服务元数据(标识和描述服务本身)的产品规范应该使用或扩展 Ｓ￣１００ 图 ４ａ￣ ２ 中的 ＳＶ＿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类ꎮ 任何扩展或限制都应符合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部分附录 ４ａ￣Ｅ 中所述的 ＩＳＯ 规则ꎮ

Ｂ￣１２. ２. ２　 ＩＨＯ Ｓ￣１００ 元数据模型和模式的使用

Ｓ￣１００ 第 １４ 部分第 １４￣９. １. ３ 条规定了一个 ＧｅｔＭｅｔａｄａｔａ()操作ꎬ其字符串参数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ｅｔ 被定义为“描

述数据集的交换集”ꎮ 目前尚不清楚这是 Ｓ￣１００ 第 １４ 部分第 １４￣８ 条中定义的元数据还是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部分

图 ４ａ￣Ｄ￣４ 定义的元数据ꎮ 可以将其视为有效负载元数据(描述传输信息的元数据)ꎬ将其与描述服务本身的

元数据区分开来ꎮ

如果产品规范需要定义 Ｓ￣１００ 交换目录的子集和 /或扩展以描述有效载荷元数据ꎬ则应使用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 ４ｂ 部分和本指南第 Ｂ￣１２. １ 条中规定的相同方法ꎮ 请注意ꎬ这些章节要求符合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部分附录 ４ａ￣Ｅ

中描述的 ＩＳＯ 规则ꎮ

Ｂ￣１２. ２. ３　 数据保护ꎬ认证和加密

Ｓ￣１００ 第 １５ 部分的许多数据保护、认证和加密规定也应适用于服务ꎬ但细节和实施限制将有所不同ꎮ

例如ꎬ数据产品可以使用 ＺＩＰ 以外的格式创建其传输包ꎬ并且连接协议可能需要安全措施(例如使用 ＨＴＴＰＳ

而不是 ＨＴＴＰ)ꎮ 鼓励需要在服务传输模式中使用安全方案的产品规范团队探索使用或改编 Ｓ￣１００ 第 １５ 部

分并报告其经验ꎮ

Ｂ￣１２. ２. ４　 嵌入式元数据

第 Ｂ￣１２. １. ６ 条中描述的嵌入式元数据具有类似考虑ꎮ 传输模式可能引起其他考虑ꎬ例如ꎬ更加重视最

大限度地减少数据量ꎮ 鼓励产品规范团队考虑使用或调整第 Ｂ￣１２. １. ６ 条中的嵌入式元数据原则以及所使

用的数据格式(ＩＳＯ ８２１１、ＧＭＬ、ＨＤＦ５ 或其他格式)的方法和约束ꎬ并报告他们的经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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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３　 定义数据编码格式

Ｂ￣１３. １　 编码格式选择

编码格式应根据产品类型和其他要求选择ꎬ包括生产和加工等的要求ꎮ 方便起见ꎬ下表总结了 Ｓ￣１００

４. ０. ０ 版所包含的三种标准数据格式的特点ꎮ
Ｓ￣１００ 标准编码格式特点 表 Ｂ￣１３￣１

ＩＳＯ ８２１１ ＧＭＬ ＨＤＦ５

　 适合的产品类型
　 航海图和要素为核心的矢量

数据

　 航海出版物和信息为核心的

矢量数据ꎻ离散天气信息ꎻ例如

海上安全信息的小数据集ꎻ通过

消息和 Ｗｅｂ 服务交付的数据

　 基于覆盖的数据

　 通用数据格式 　 是 　 是 　 是

　 数据生产复杂性 　 需要定制工具

　 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ꎬ也可以

使用定制的应用程序和数据库

查询

　 定制应用程序ꎬ使用现有的库

　 处理复杂性 　 高 　 低 　 高

　 支持现有软件 　 是
　 现有浏览器和服务器软件ꎬ可

以使用二进制文本编辑器查看
　 现有软件

　 数据体积 　 小 　 大 　 小

　 数据类型 　 矢量
　 矢量、ＧＭＬ 规范中定义的覆盖

模式(Ｓ￣１００ 中不适用)
　 网格

　 产品规范需要的支持制件 　 要素目录

　 数据验证用的 ＸＭＬ 模式ꎻ可

以使用应用程序处理的数据集

(无需 ＸＭＬ 模式)ꎻ自归档格式

(标签指示对象和属性)ꎻ要素目

录可选

　 嵌入的对象和属性标签ꎻ要素

目录可选

　 　 虽然除了三种标准编码之外还可以使用其他格式ꎬ但使用非标准格式会产生以下影响:

• 失去通用性ꎬ需要实施者进行特殊目的的开发或转换为对性能有影响的标准格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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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能损失互操作性及兼容性ꎮ

对于事务性、ｗｅｂ 服务或基于消息的信息的适当格式问题ꎬ目前还没有正式深入解决ꎬ但是需要这种交

付模式的产品规范应尽量使用其中一种标准格式ꎬ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实现的复杂性ꎮ

Ｂ￣１３. ２　 ＧＭＬ 数据格式定义

选择 ＧＭＬ 格式需要将封装 Ｓ￣１００ 应用模式的 ＸＳＤ 文件定义为符合 ＧＭＬ 规范的 ＸＳＤ 文件(ＩＳＯ１９１３６ 和

Ｓ￣１００ 第 １０ｂ 部分)ꎮ 在将模型实现为 ＧＭＬ 应用程序模式的 ＧＭＬ ＸＳＤ 文件中ꎬ应用程序模式与 ＸＭＬ 模式结

构之间必须 １ / １ 映射ꎮ

• ＵＭＬ 域模型中的要素和信息类映射到 ＸＭＬ 复杂类型和 ＸＭＬ 元素ꎮ 类(驼峰编码)名称与元素名称

相同(ＸＭＬ 标记不包括任何命名空间)ꎮ

• ＵＭＬ 域模型中的简单属性映射到包含在上面提到的要素和信息复杂类型中的 ＸＭＬ 元素ꎮ 名称

(ＸＭＬ 标记ꎬ不包括任何名称空间)与 ＵＭＬ 属性的名称(驼峰编码)相同ꎮ

• ＵＭＬ 域模型中的复杂属性映射到第一个项目中提到的要素和信息复杂类型中包含的 ＸＭＬ 元素ꎮ 名

称(ＸＭＬ 标记ꎬ不包括任何名称空间)与 ＵＭＬ 属性的名称(驼峰编码)相同ꎮ 这些 ＸＭＬ 元素的类型

具有相同名称(驼峰编码)的 ＸＭＬ 复杂类型ꎬ可以带或不带“Ｔｙｐｅ”后缀ꎮ

• 枚举映射到同名的 ＸＭＬ 枚举(驼峰编码)ꎮ

• 代码表映射到同名的 ＸＭＬ 联合类型(驼峰编码)ꎬ联合类型的一个成员是所列值的匿名枚举ꎬ另一个

成员是一个字符串ꎬ限制为模式“ｏｔｈｅｒ:”ꎬ如 Ｓ￣１００ 第 ３ 部分第 ３￣６. ７ 条所规定ꎮ

• 关联被编码为包含在要素和信息复杂类型中的元素ꎬ根据 ＵＭＬ 域模型中指示的角色命名ꎬ并使用

ＧＭＬ 属性包含被引用对象的 ｇｍｌ:ｉｄꎮ

模式开发人员应该注意ꎬ与 ＧＭＬ 规范的一致性需要遵循 ＧＭＬ 规范(ＩＳＯ １９１３６ / ＯＧＣ ０７￣０３６)中规定的

规则ꎬ而不仅仅是针对 ＧＭＬ 模式的 ＸＭＬ 验证ꎮ

Ｓ￣１００ 第 １０ｂ 部分描述了 Ｓ￣１００ ＧＭＬ 配置文件ꎮ Ｓ￣１００ ＧＭＬ 配置文件的 ＸＳＤ 文件可以在 ＩＨＯ 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ｇｉｔｈｕｂ. ｃｏｍ / ＩＨＯ￣Ｓ１００ＷＧ)中下载ꎮ 早前其他产品规范定义的 ＧＭＬ 模式(例如 Ｓ￣１２２、Ｓ￣１２３)可以

提供有帮助的指南ꎬ可以在 ＩＨＯ 产品规范分发页面找到下载ꎬ或在 ＧｉｔＨｕｂ 中下载ꎮ

ＧＭＬ 数据集通用处理指南包含在 Ｓ￣１００ ４. ０. ０ 版中ꎮ

Ｂ￣１４　 图示表达元素和规则

计划以图形方式显示的数据产品(而不是文本或其他处理)则需要图示表达目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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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只有一个预期的应用领域ꎬ就是 ＥＣＤＩＳ 及相关使用场景(航线监测 /航线规划)会使用图示表达目

录ꎮ 有些数据产品可能不用于显示ꎬ在这种情况下ꎬ不需要编写图示表达目录ꎮ 有的数据产品可能用于多

个应用领域ꎬ在这种情况下ꎬ应该考虑需要不同的图示表达目录ꎮ 不同的应用场景可能使用不同的图示表

达目录ꎮ

Ｓ￣１００ 在第 ９ 部分中定义了一个基于 ＸＳＬＴ 的图示表达机制ꎮ Ｓ￣１００ ４. ０. ０ 版添加了 ＬＵＡ 脚本语言作为

第二种图示机制ꎬ并定义了在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中包含脚本支持的标准机制ꎮ 开发人员 / ＯＥＭｓ 可能更喜欢

ＬＵＡꎬ因为它可以保证性能并与公共编程语言相似ꎮ

产品规范的图示表达部分应包括:

• 符号和颜色的图形表示ꎬ并附有符号规范(后者最好是以机器可处理的文件形式以及图示部分文本

中的形式规范)ꎮ

• 实施者使用符号的规范和建议ꎬ例如ꎬ根据属性值计算方向ꎬ通过数据综合减少小比例尺下的图面拥

挤ꎬ显示伴随符号的文本ꎬ掩蔽边界等ꎮ

• 需要包含在 ＥＣＤＩＳ 中的产品必须定义白天、夜晚和黄昏调色板ꎮ

Ｂ￣１５　 图示表达元素的注册

图示表达元素必须在 ＧＩ 注册系统图示表达注册表中注册ꎮ 原则上ꎬ图示表达元素只有在注册表中是新

的时才需要注册ꎬ已经在注册表中的元素不需要再次注册ꎮ 需要注册的元素如下所示ꎮ

• 新符号、字体、线条样式、区域填充和像素映射ꎮ

• 新显示模式ꎮ

• 新视图组层ꎮ

• 视图组ꎮ

• 新显示平面ꎮ

• 新颜色标记ꎮ

• 本产品图示表达使用的新颜色配置文件ꎮ 如果有多个调色板(例如白天 /黑夜 /黄昏)ꎬ则颜色配置文

件必须定义所有调色板ꎮ

• 新的 ＣＳＳ 文件ꎬ对本产品图示中所有符号使用的颜色标记和 ＲＧＢ 值进行编码ꎮ

• 新的上下文参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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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显然在不同的数据产品之间引入了依赖性ꎮ 需要制定管理这种依赖关系的图示注册表设计和业务流程ꎮ 在此之后ꎬ本节会在该工

作完成后进行修订ꎮ



　 　 • 新的显示优先级ꎮ

Ｂ￣１６　 图示表达目录

产品规范开发人员可以在 ＩＨＯ ＧＩ 注册系统的帮助和指导下ꎬ或者在存储库部分获得 ＩＨＯ 图示目录生

成器ꎮ

Ｂ￣１７　 参考系统

首选的坐标参考系统是基于 ＷＧＳ ８４ 水平基准的 ＥＰＳＧ ４３２６ꎮ

水平基准通常通过在 ＥＰＳＧ 注册表中给出其代码参考ꎮ 如果坐标参考系统不是 ＥＰＳＧ 注册表中的坐标

参考系统之一ꎬ且数据产品范围内存在用例ꎬ则可以在支持文件中指定数据ꎬ如 Ｓ￣１００ 第 ６ 部分所述ꎮ

Ｓ￣１００ 附录 ４ａ￣Ｄ(Ｓ１００＿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ｕｍ)中列出了一组垂直基准ꎮ 如有可能ꎬ鼓励产品规范开

发者采用 Ｓ￣１０１ ＥＮＣ 基准(标准或本地 Ｓ￣１０１ ＥＮＣ 基准)作为共同的垂直参考基准ꎮ 如果确定需要增加一

个基准ꎬ则应提议将其作为 Ｓ￣１００ 的订正ꎮ

Ｓ￣１００ 包含“本地基准”作为基准属性的允许值ꎬ但即使在数据产品中ꎬ这也是有限的ꎮ [Ｓ － １０１ 举了一

个在非潮汐盆地中使用本地基准的例子ꎬ其中深度可以指不同于开阔水域中的深度基准ꎮ 如果该区域在

ＥＮＣ 数据的最大显示尺度上是可航行的ꎬ则必须使用属性垂直基准 ＝ ２４(本地基准)来编码该基准的值ꎬ在

元要素中与码头覆盖区域重合ꎮ]将数据转换为本地数据或从未指定的本地数据进行转换都是有问题的ꎮ

Ｂ￣１８　 数据产品交付

Ｂ￣１８. １　 交付内容和结构

定义交付包的内容和结构:交换集、消息或 Ｗｅｂ 服务ꎮ

Ｂ￣１８. １. １　 交换集

应按原样使用 Ｓ￣１００ 附录 ４ａ￣Ｄ(转载于下文)中的结构图来定义交换集结构ꎬ或限制允许的组件ꎬ或定

义单个组件的扩展ꎮ 如果交换集中存在内部结构(例如文件夹和子文件夹)ꎬ请确定所需的布局和命名约

定ꎮ 确定整个交换集的打包方式(例如ꎬ普通文件夹、ｚｉｐ 文件等)ꎮ

确定哪些命名约定(如果有)必须应用于交换集的各个组件￣数据集文件、交换集和支持文件ꎮ 对于基

于消息或服务的数据传递模式ꎬ通常不需要命名约定ꎬ但是对于每个消息或服务事务ꎬ通常需要唯一的标

识符ꎮ

Ｂ￣１８. １. ２　 服务

Ｓ￣１００ 第 １４ 部分描述了三种类型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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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Ｂ￣１８￣１　 原型交换集结构

　 　 • 应用于会话的通信(Ｓ￣１００ 第 １４ 部分第 １４￣４ 条):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点对点连接ꎬ由描述会话生

命周期(会话的启动、维护和终止)的交互模型描述ꎮ

• 无会话交互通信(Ｓ￣１００ 第 １４ 部分第 １４￣５ 条):所有请求中的相关信息ꎬ服务器根据这些信息进行

响应ꎮ

• 信息流(Ｓ￣１００ 第 １４ 部分第 １４￣６ 条):包含定义良好的信息的单向流数据集ꎮ

对于消息和 ｗｅｂ 服务的传递模式ꎬ请指定容器格式、打包ꎬ并指定传输协议[例如 ＲＥＳＴ(表示状态传

输)、ＳＯＡＰ(简单对象访问协议)]和打包[例如 ＷＳＤＬ(网络服务描述语言)、ＷＦＳ(网络要素服务)]ꎮ Ｓ￣１００

第 １４ 部分目前允许三种服务技术:ＳＯＡＰ、ＲＥＳＴ 和 ＣＯＲＢＡꎮ

(在线服务的开发规范将包含在本文档的更高版本中ꎬ更多关于 Ｓ￣１００ 第 １４ 部分的经验待定ꎮ)

Ｂ￣１８. ２　 数据集更新

Ｂ￣１８. ２. １　 更新的一般注意事项

定义数据更新的条件和机制ꎬ特别是:

• 更新周期:必须更新数据的周期ꎬ是定期发布、视需要发布还是两者兼而有之ꎻ

• 说明每个数据集的有效期和有效期的标识ꎻ

• 数据集的取消、替换和重新发布机制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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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于更新的元数据ꎻ

• 更新类型:数据产品是需要增量更新、全数据集替换、不规则更新或累积更新ꎻ

• 确定必须用新数据集替换的时间ꎬ以及取代、重新发布、更新和取消数据集的标准ꎮ

Ｂ￣１８. ２. ２　 特定格式的更新注意事项

ＩＳＯ ８２１１:Ｓ￣１００ 第 １０ａ 部分描述了 ＩＳＯ ８２１１ 数据集的更新机制ꎮ 每个产品规范都必须定义更新数据集

的结构ꎮ

ＧＭＬ:建议使用替换整个对象的方法ꎬ也有允许更新单个属性的 ＸＭＬ 规范ꎮ (详情将载于本文件后续版

本ꎬ待进一步讨论ꎮ)

ＨＤＦ５:要素(覆盖范围)可以全部或部分更新(可以是子网格的更新)ꎮ

Ｂ￣１８. ３　 支持信息

描述辅助内容如何随数据或作为数据的附件进行交付ꎮ Ｓ￣１００ 提供了需要包括在交换集中的“支持文

件”ꎮ 支持文件可以是由数据集对象引用的图形或文本信息文件ꎬ也可以是其他文件ꎬ如字典和目录(包括

要素目录或图示表达目录)ꎮ 为支持文件定义允许的文件格式和命名约定ꎮ

请注意ꎬ由于符合产品规范特定版本的所有数据集共享要素和图示表达目录ꎬ因此ꎬ相较与每个交换集

一起交付ꎬ一次交付要素和图示表达目录会更有效ꎮ 这种特殊交付的可能方法尚未标准化ꎬ而是留给产品

规范开发人员ꎬ可能包括通过一般渠道分发的特殊交换集或诸如 ｗｅｂ 服务出版物ꎮ 如果采用集中分配机

制ꎬ则必须考虑到无法或很少进入分发中心的用户(例如ꎬ低带宽或没有因特网接入的用户)ꎮ

Ｂ￣１９　 有效性检查和数据质量

至少需要两种类型的有效性检查:

• 针对单个数据集的数据集有效性检查ꎮ 这些检查将数据集中的单个对象和单个数据集作为一个整

体进行操作ꎮ 应检查数据集中单个对象(空间、要素和信息类型)的完整性ꎻ数据集中对象之间的关

联ꎻ数据集中嵌入的任何元数据或标题信息和支持数据集中引用的文件ꎮ

• 打包有效性检查用于验证包(例如交换集)的结构和内容以及附带的元数据ꎮ

目前正在开发一套通用的有效性检查(见 Ｓ￣９７ Ｃ 部分)ꎮ 根据从有效性检查中得出的数据集统计数据ꎬ

制定一套建议的数据质量衡量标准ꎮ Ｓ￣９７ Ｃ 部分也介绍了建议采取的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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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９. １　 数据集的验证检查

对数据集的有效性检查应包括:

１)完整性:包括属性的填充和所需信息是否存在ꎬ无子属性的复杂属性等ꎮ

２)逻辑一致性:例如缺少关联目标ꎮ

３)空间一致性:例如非交叉外部边界的拓扑完整性检查ꎬ线状要素节点过多等ꎮ

４)定位精度:例如报告的坐标值与接受的或已知的绝对或相对坐标值的接近程度ꎮ

５)时间精度:例如报告的时间测量值与被接受为真或已知为真的已接受或已知值的接近程度ꎬ事件顺

序的正确性或数据相对于时间的有效性ꎮ

６)专题准确性:如与任何其他相关属性一致ꎬ并在允许范围或集合内的属性值ꎮ

７)对支持文件的引用ꎮ

８)产品特有的其他要求:例如加密、签名等ꎮ

其中一些问题将在目前正在开发的一套通用有效性检查中加以解决ꎮ Ｓ￣９７ 第 Ｃ 部分描述了推荐的通

用有效性检查集ꎮ 产品规范开发人员应使用适用于特定产品的附加检查来补充通用有效性检查集ꎮ

Ｂ￣１９. ２　 包的有效性检查

包的有效性检查应包括:

１)包的完整性:是否包括所有必需的组件ꎬ包括数据集、支持文件、元数据和适当的目录(例如交换集目

录、要素目录和图示表达目录)ꎮ 请注意ꎬ产品规范必须指明目录适合的交付方法ꎬ例如ꎬ基于消息的传递方

法可能不包括交付包中的目录ꎮ

２)包容器格式和结构:包装是否采用批准的容器格式(例如 ＩＳＯ ８２１１、ＴＩＦＦ 等)ꎬ以及是否在容器级别应

用了适当的加密和签名ꎮ 包验证检查的示例如下:

• 假设产品规范将交付指定为 ｚｉｐ 文件ꎬ那么容器是否为适当类型的 ｚｉｐ 文件?

• 如果包被安排在目录(文件夹)结构中ꎬ那么目录(文件夹)的结构和名称是否符合产品规范的要求?

包有效性检查是验证交付的包所必需的流程ꎬ如果预计将超出 Ｓ￣９７ 第 Ｃ 部分的范围ꎬ那么产品规范编

制组可能必须指定自己的包ꎮ 交换集和服务交付模式的测试显然会有所不同ꎬ但是应该针对产品规范中涵

盖的所有交付模式来解决验证交付包或流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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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９. ３　 通用有效性检查

由于某些要素、信息类型和应用模式构造用于多个产品中ꎬ因此将采取与现有产品规范相同的有效性

检查ꎬ并且应参考任何与此类相关的产品规范来进行检查ꎮ 特别是空间一致性检查ꎬ以及与元要素相关的

一致性检查ꎬ可以预期与几个数据规范相同ꎮ

有效性检查中使用的空间操作必须是 ＩＨＯ ＥＮＣ 有效性检查(Ｓ￣５８ ６. ０. ０ 版或其后续版本)中定义的

操作ꎮ

Ｂ￣１９. ４　 基本数据集与更新数据集的有效性检查

如果产品规范定义了更新数据集格式ꎬ则应检查为新的(基本)数据集开发的验证检查是否适用于更新

数据集格式ꎮ

Ｂ￣２０　 互操作性准备

如果数据产品是包含在互操作性目录(Ｓ￣９８)中的候选产品ꎬ那么产品规范开发人员应该执行以下活

动ꎮ 关于这些活动的进一步详情将在 Ｓ￣１００ 的未来版本和国际海道测量组织出版物 Ｓ￣９８(正在准备中)中

提供ꎮ

• 确定数据产品是否对互操作性目录中的任何产品组进行了补充或增强ꎮ

• 确定 ＩＨＯ 互操作性目录是否以及如何受到新产品的影响ꎬ包括显示优先级、交错、预定义组合以及其

他互操作性规则和操作的更新ꎮ

• 根据 ＩＨＯ 互操作性团队的建议修订图示表达目录ꎮ

• 将应用模式与相关的产品规范进行比较ꎬ并向互操作性目录的开发人员建议与其他产品规范中的要

素的相似性ꎮ 这种比较应该包括要素概念相似度、属性绑定、属性值域、要素几何中的潜在差异等ꎮ

• 检查规范范围和影响信息质量的因素ꎬ这些信息也可能存在于其他产品中ꎮ 例如ꎬ信息是针对一个

产品中的上下文还是背景ꎬ在另一个产品中是否是重要部分ꎬ这些分析的结果应传达给互操作性目

录开发人员ꎮ

• 考虑由于制图对象而产生的交互ꎮ 例如互操作性模式中的文本放置问题ꎮ 产品规范团队应就如何

缓解此类问题与原始设备制造商进行磋商ꎮ

• 就要素是否是另一产品中要素的补充信息向互操作性目录开发人员提供建议ꎮ 这些要素可以组合

作为互操作性的一部分ꎮ

• 尝试协调数据集使用的最大和最小显示比例尺的效果ꎬ以避免出现一个数据产品在显示比例尺内ꎬ

而补充产品不在显示比例尺内的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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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２１　 样本数据 /测试数据集

应创建足够数量的测试数据ꎬ以验证应用模式的主要特性ꎮ 具体地说ꎬ第一个测试数据集应该包含:

• 每种要素和信息类型至少一个实例ꎮ

• 要素和信息关联的表达集ꎬ最好列出每个命名关联的至少一个实例ꎮ (不必为可能由关联链接的每

对对象类创建实例)

• 每个元要素和数据质量要素至少一个实例ꎮ

还应至少准备一个更新数据集ꎬ以验证更新数据集的格式和打包ꎮ

附加的测试数据集应该测试典型的数据量、代表性的数据获取问题和错误案例ꎮ

如果要以交换集的形式交付ꎬ则应将测试数据集打包为完整的交换集ꎬ包括示例元数据文件ꎮ 对于其

他形式的交付(事务、消息、Ｗｅｂ 服务等)的示例包ꎬ应该尽可能真实地进行仿真ꎬ如为 Ｗｅｂ 服务设置、Ｗｅｂ

服务器、服务代理ꎬ但这些不是基本要求(它可以ꎬ并且应该作为测试阶段一部分)ꎮ

Ｂ￣２２　 测试和反馈

应该准备一个正式的测试计划ꎬ包括测试用例ꎮ

Ｂ￣２３　 工作流程

Ｂ￣２３. １　 注册和请求 Ｓ编号

申请产品规范编号:通常在开发项目启动阶段获得批准时指定规范的编号ꎮ

应按照 ＩＨＯ 出版物 Ｓ￣９９ 中规定的程序在 ＩＨＯ ＧＩ 注册系统中注册产品规范ꎮ

Ｂ￣２３. ２　 项目组

项目组应包括领域专家、信息建模专家和原始设备制造商 /开发方的代表ꎮ

Ｂ￣２３. ３　 作为开发过程的迭代优化

开发应制定迭代优化计划ꎬ并在指定的开发阶段审查以下内容:

• 初始化应用模式ꎮ 对后续修订的审查可转到对主要产品规范文件的审查中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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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品规范和 ＤＣＥＧ 主要文件初稿ꎮ 随后的修订应在准备就绪时进行审查ꎻ

• 每次对应用模式和要素目录进行重大修改后ꎬ都应检查要素目录、数据格式和样本数据集ꎻ

• 图示表达目录:初稿和重大修订ꎻ

• 其他制件或组件(例如有效性测试)ꎬ在基本完成时ꎬ以及由于应用模式、要素目录或数据格式的更改

而进行修改后ꎻ

• 将产品规范作为一个整体:在完整的包准备好之后ꎮ

对不同组成部分的审查可以结合起来ꎬ以符合开发时间表或工作组会议时间表ꎮ 应用模式、主产品规

范文档和 ＤＣＥＧ 应该在开发的不同阶段进行多次评审ꎮ

开发阶段的审查应向以下机构提出:

• 项目组:初步审查ꎻ

• 在达到一定的稳定性之后ꎬ由技术小组以及相关的技术工作组发起规范的编制工作ꎻ

• 开发人员、实施者和原始设备制造商:在项目团队和赞助技术工作组中进行初步审查和稳定后进行

正式审查ꎮ 请注意ꎬ单个实现者 /原始设备制造商 /开发人员最好从开发的最初阶段就参与进来ꎮ

评审应该是对完整性、正确性、获取和表达域的能力、性能 /效率以及验证 Ｓ￣１００ 和基础标准符合性所进

行的一致性评审ꎮ

此外ꎬＩＨＯ 数据质量工作组应该对产品规范进行完整性审查ꎮ 当规范成熟时ꎬ应要求利益相关方进行审

查ꎬ应包括:

• 生产者ꎻ

• 开发人员和原始设备制造商ꎮ

后续阶段应包括用户和用户测试ꎬ并编写一份影响研究报告ꎮ

测试开发和测试应从要素目录和数据格式开始ꎬ以达到合理的稳定性ꎬ可能需要经过一两个周期的

审查ꎮ

ＩＨＯ 的最终评估将在 ＨＳＳＣ 级别或其他同级别组织进行ꎮ

出版前审查将由 ＩＨＯ 或其他出版机构在出版前进行ꎬ以检查出版问题ꎮ

Ｂ￣２３. ４　 产品规范维护

澄清、更正和修订应按照 Ｓ￣１００ 第 １２ 部分第 １２￣ ２ 条(维护程序)中所述的与 Ｓ￣１００ 使用的相同标准

指定ꎮ

产品规范应定期审查ꎬ建议新规范的审查周期为两年ꎬ可在规范成熟后延长至五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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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部分　 数据质量

Ｃ￣１　 概述

Ｓ￣１００ 通用海道测量数据模型是一种海道测量地理空间数据标准ꎬ可以支持各种海道测量相关的数字

数据源ꎬ并与主流国际地理空间标准ꎬ特别是 ＩＳＯ １９０００ 系列地理标准完全一致ꎮ 这种方式使海道测量数据

和应用程序更容易集成到地理空间解决方案中ꎮ Ｓ￣１００ 本质上比 Ｓ￣５７ 更灵活ꎬ它可以使用图像和网格数据

类型、增强的元数据和多种编码格式ꎮ 它还通过专门的在线注册表为要素、属性和图示提供了更灵活和动

态的维护机制ꎮ Ｓ￣１００ 提供了一个组件框架ꎬ能够为海道测量数据建模建立标准化的产品规范ꎬ从而在不同

的数据标准和系统之间提供真正的互操作性ꎮ

Ｓ￣９７ 是一本指南ꎬ目标读者是使用 ＩＨＯ Ｓ￣１００ 标准(通用海道测量数据模型)产品规范的开发人员和维

护人员ꎮ

Ｃ￣２　 介绍

Ｃ 部分旨在确保所有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都以适当和协调的方式处理数据质量方面的问题ꎮ

本数据质量指南可供开发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的 ＨＳＳＣ 工作组使用ꎮ 它为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的

数据质量度量的适用性提供了 １０ 条建议ꎮ

起草产品规范时ꎬ数据质量指南将作为指导文件ꎬ以验证产品规范中是否包含了适当的数据质量元素ꎮ

数据质量元素是记录数据集质量的定量组件ꎮ 数据质量元素对数据集的适用性取决于数据集的内容及其

产品规范ꎬ数据质量元素不可能适用于所有数据集ꎮ

各种 ＩＳＯ 标准(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ＩＳＯ １９１３９、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 ２ / ３、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和 Ｓ￣１００ 第 ４ａ ~ ４ｃ 部分描述了数据

集和交换集元数据中数据质量度量的位置以及元数据中数据质量的编码ꎮ

Ｃ￣３　 规范性引用文件

ＩＧ￣Ｄ２. ８. ＩＩ. １　 Ｄ２. ８. ＩＩ. １ ＩＮＳＰＩＲＥ 高程数据规范　 技术指南ꎮ

ＩＳＯ ８２１１　 信息交换结构实施用数据描述文件规范ꎮ ＩＳＯ / ＩＥＣ ８２１１ꎬ１９９４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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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　 地理信息　 元数据(２００３)ꎬ经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号修正案修正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地理信息　 元数据　 第 １ 部分:基础ꎬＩＳＯ１９１１５￣１ꎬ２０１４ 年ꎬ经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号修正案修订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２　 地理信息　 元数据　 第 ２ 部分:图像和网格数据的扩展ꎬ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２ꎬ２００９ 年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３　 地理信息　 元数据　 基本概念的 ＸＭＬ 模式实现ꎬＩＳＯ / ＴＳ １９１１５￣３ꎬ２０１６ 年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３９　 地理信息　 元数据　 ＸＭＬ 模式实现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　 地理信息　 数据质量ꎬ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ꎬ２０１３ 年ꎬ经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号修正案修正ꎮ

Ｓ￣４４　 ＩＨＯ Ｓ￣４４ 海道测量规范

Ｓ￣１００　 ＩＨＯ Ｓ￣１００ 通用海道测量数据模型ꎬ４. ０. ０ 版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ꎮ

Ｓ￣１０１　 ＩＨＯ Ｓ￣１０１ 电子海图产品规范ꎬ１. ０. ０ 版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ꎮ

Ｓ￣１０２　 ＩＨＯ Ｓ￣１０２ 水深表面产品规范ꎬ１. ０. ０ 版ꎬ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ꎮ

Ｓ￣１２１　 ＩＨＯ Ｓ￣１２１ 海上边界与界限ꎬ１. ０. ０ 版ꎬ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ꎮ

注:除非特别标明版本ꎬ本文档提及的 Ｓ￣１００ 均指 Ｓ￣１００ ４. ０. ０ 版

Ｃ￣４　 术语和缩略词

Ｃ￣４. １　 术语

数据产品规范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数据集或数据集系列的详细描述ꎬ以及使其能够被另一方创建、提供和使用的附加信息ꎮ 数据产品规

范提供了对海道测量概念的描述ꎬ并提供了将讨论范围映射到数据集的规范ꎮ 可用于生产、销售、终端使用

或其他目的ꎮ

数据质量元素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

记录数据集质量的定量成分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０１:２００２ꎻＳ￣１００ ４. ０. ０ 附件 Ａ]ꎮ

注:数据质量元素对数据集的适用性取决于数据集的内容及其产品规范ꎬ但数据质量元素不可能适用

于所有数据集ꎮ

数据质量评估程序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应用和报告质量评价方法和结果的全部操作ꎮ

数据质量度量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数据质量子元素的评估ꎮ

数据质量概述元素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ｅｌｅｍｅｎｔ

记录数据集质量的非定量组件ꎮ 有关数据集的用途ꎬ使用和沿袭的信息是非定量的质量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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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质量结果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ｓｕｌｔ

通过应用数据质量度量而产生的值或值集ꎬ或根据指定的一致性质量级别对所获得的值或值集进行评

估的结果ꎮ

数据质量范围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ｃｏｐｅ

用于报告质量信息的数据的范围或特征(多个)ꎮ

注:数据集的范围可以包括数据集所属的数据集系列、数据集本身或者物理上位于数据集中的共享公

共特性的较小数据组ꎮ 公共特征可以是被识别的要素类型、要素属性或要素关系、数据收集标准、原始资料

来源或特定的地理或时间范围ꎮ

数据质量子元素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ｕｂ￣ｅｌｅｍｅｎｔ

描述数据质量元素某一方面的数据质量元素的组件ꎮ

元数据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

符合 ＩＳＯ 相关标准(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１ / ２ / ３ 和 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规定格式的质量报告ꎮ

元质量 ｍｅｔａｑｕａｌｉｔｙ

有关数据质量结果可靠性的信息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

结果范围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ｃｏｐｅ

(数据质量)结果的范围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ꎬ改编]

注:结果范围是数据质量范围的子集ꎮ

独立质量报告 ｓｔａｎｄａｌｏｎ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提供关于所用数据质量评估、结果和措施的全面的详细信息的自由文本文件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２０１３]

Ｃ￣４. ２　 缩略词

ＤＱＷＧ　 数据质量工作组(ＩＨＯ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ＥＣＤＩＳ　 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ｈａｒｔ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ＣＳ　 电子海图系统(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ｈａ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Ｃ　 电子海图(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ｔ)

ＧＩ　 地理空间信息(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ＭＬ　 地理标记语言(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ａｒｋｕ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ＧＳＤ　 地面采样距离(Ｇｒｏｕ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ＨＤＦ５　 分层数据格式第 ５ 版(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ｍａ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５)

ＩＥＣ　 国际电工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ＨＯ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Ｏ　 国际海事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Ｏ　 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Ｓ　 产品规范(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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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ＭＳＥ　 均方根误差(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

ＳＤ　 标准差(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ＸＭＬ　 可扩展标记语言(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 Ｍａｒｋｕ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５　 数据质量度量概述

数据质量项之间的关系如图 Ｃ￣５￣１ 所示ꎮ 术语已在 Ｃ￣４. １ 条中定义ꎮ 

图 Ｃ￣５￣１　 地理数据质量概念模型６

数据质量度量的组件可分为以下元素:

１. 完整性

２. 逻辑一致性

３. 位置精度

４. 专题准确性

５. 时间质量

６. 聚合

７. 可用性

数据质量评估可分为以下要素:

１. 数据质量全面检查

２. 数据质量抽样检验

３. 数据质量间接评价

４. 数据质量聚合派生

数据质量结果可分为以下元素:

１. 数据质量一致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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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 地理信息 数据质量ꎬ第 ６ 页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 地理信息 数据质量ꎬ第 ７ 页ꎮ



　 　 ２. 数据质量定量结果

３. 数据质量描述结果

Ｃ￣５. １　 数据质量度量

本节对数据质量度量的描述引自 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ꎮ

完整性被定义为要素、要素属性和关系的存在和不存在ꎮ 它由两个数据质量元素组成:

• 冗余:数据集中存在的多余数据ꎻ

• 缺失:数据集中缺少的数据ꎮ

逻辑一致性被定义为对数据结构、属性和关系(数据结构可以是概念的、逻辑的或物理的)的逻辑规则

的遵守程度ꎮ 如果这些逻辑规则在其他地方有文档记录(例如在产品规范中)ꎬ那么应该引用源(例如在数

据质量评估中)ꎮ 它由四个数据质量元素组成:

• 概念一致性:对概念模式规则的遵守ꎻ

• 域一致性:值与值域的一致性ꎻ

• 格式一致性:根据数据集的物理结构存储数据的程度ꎻ

• 拓扑一致性:数据集显式编码拓扑特性的正确性ꎮ

位置精度被定义为要素在空间参考系统中的位置精度ꎮ 它由三个数据质量元素组成:

• 绝对或外部精度:报告的坐标值与被接受为真或为真值的接近程度ꎻ

• 相对或内部精度:要素在数据集中的相对位置与其各自被接受为真或为真相对位置的接近程度ꎻ

• 网格数据位置精度:网格数据空间位置值与被接受为真或为真值的接近程度ꎮ

主题准确度是指定量属性的准确度、非定量属性的准确度、要素分类及其关系的准确度ꎮ 它由三个数

据质量元素组成:

• 分类正确性:将分配给要素或其属性的类别与语篇范围(例如基本真理或参考数据)进行比较ꎻ

• 非定量属性的正确性:衡量一个非定量属性是否正确的尺度ꎻ

• 定量属性准确度:定量属性值与被接受为真或已知为真值的贴近度ꎮ

时间质量是指要素的时间属性和时间关系的质量ꎮ 它由三个数据质量元素组成:

• 时间测量的精确性:报告的时间测量值与被接受为真或已知为真值的接近程度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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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一致性:事件顺序的正确性ꎻ

• 时间有效性:数据相对于时间的有效性ꎮ

可用性基于用户需求ꎮ 所有质量元素都可以用来评估可用性ꎮ 可用性评估可以基于不能使用上述质

量元素描述的特定用户需求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可用性元素应用于描述关于数据集是否适合特定应用或是否

符合一组要求的特定质量信息ꎮ

Ｃ￣６　 给产品规范开发人员的建议

Ｓ￣９７ Ｃ 部分将 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 中的数据质量概念应用于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的开发ꎮ 本文件提供了十项

建议ꎬ有助于找到和应用 Ｓ￣１００ 中要求的适用数据质量度量ꎮ

Ｃ￣６. １　 完整性 >冗余 /缺失

ＤＱ＿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１００ 附录 ４ｃ￣Ｃ 中定义的海道测量质量元数据属性定义ꎮ

ＤＱ＿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Ｏ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１００ 附录 ４ｃ￣Ｃ 中定义的海道测量质量元数据属性定义ꎮ

　 　 建议 １:数据质量度量完整性(冗余 /缺失)应包括在产品规范中ꎮ

Ｃ￣６. ２　 逻辑一致性 >概念一致性

Ｓ￣１００ 第 １ 部分中对概念模式语言给出了定义ꎬ提供了如下描述:

• 类ꎻ

• 属性ꎻ

• 基本数据类型ꎻ

• 几何图元类型ꎻ

• 复杂类型ꎻ

• 预定义派生类型ꎻ

• 枚举类型ꎻ

• 代码表类型ꎻ

• 关系和关联ꎻ

• 组合和聚合ꎻ

• 原型以及可选、有条件和强制的属性和关联ꎻ

• 命名和命名空间ꎻ

• 注释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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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包ꎮ

　 　 建议 ２:数据质量量度概念一致性应遵循 Ｓ￣１００ 第 １ 部分中的准则ꎬ并纳入产品规范ꎮ

Ｃ￣６. ３　 逻辑一致性 >域一致性

这一部分在 Ｓ￣１００ 第 ５ 部分要素目录中进行了描述ꎮ 该部分提供了使用地理数据集组织和报告现实世

界地理现象的标准框架ꎮ 它定义了要素类型和分类方法ꎬ以及在要素目录中组织并呈现给用户的方法ꎮ 该

方法适用于在以前未编目的领域中创建要素类型的目录ꎬ并适用于修改现有的要素目录以符合标准实践ꎮ

它适用于以数字形式表示的要素类型的编目ꎮ 其原则可以扩展到其他形式的地理数据的编目ꎮ

　 　 建议 ３:数据质量量度域一致性应遵循 Ｓ￣１００ 第 ５ 部分的指南ꎬ并纳入产品规范ꎮ

Ｃ￣６. ４　 逻辑一致性 >格式一致性

这部分在 Ｓ￣１００ 第 １０ 部分编码格式中进行了描述ꎮ Ｓ￣１００ 未强制规定编码格式ꎬ因此产品规范开发者

可以决定适合的编码标准并指定具体编码格式ꎮ 这主要是由于编码类型非常多ꎬ包括且不局限于 ＩＳＯ /

ＩＥＣ８２１１、ＧＭＬ、ＸＭＬ、ＧｅｏＴｉｆｆ、ＨＤＦ￣５、ＪＰＥＧ２０００ 等ꎮ

　 　 建议 ４:数据质量度量格式一致性应遵循 Ｓ￣１００ 第 １０ 部分的指南ꎬ并纳入产品规范ꎮ

Ｃ￣６. ５　 逻辑一致性 >拓扑一致性

这部分在 Ｓ￣１００ 第 ７ 部分空间模式中进行了描述ꎮ 它支持 ０、１、２ 和 ２. ５ 维的空间模式和两种复杂度级

别———几何原型和几何复型ꎮ

拓扑一致性的条件在 Ｓ￣１００ 第 ７ 部分空间模式 ７￣４. ３ 节和附录 ７￣Ａ 中进行了描述ꎮ 详情参见 ７￣４. ３ 和

附录 ７￣Ａ 中的图ꎮ

　 　 建议 ５:数据质量衡量拓扑一致性应遵循 Ｓ￣１００ 第 ７ 部分中的指南ꎬ并纳入产品规范ꎮ

Ｃ￣６. ６　 位置精度

位置精度由 Ｓ￣１００ 第 ４ｃ 部分 元数据 数据质量描述ꎮ

它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绝对或外部精度、垂直位置精度、水平位置精度和网格数据位置精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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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注意应用空间数据参考的不同方式ꎮ 点集数据包括点集中每个点(点 /曲线)的坐标直接位置ꎮ 网

格化数据将网格作为一个整体引用ꎮ 网格化数据的两个空间属性描述了空间范围如何被划分为小单元和

对地球的空间参考ꎮ ＩＳＯ １９１２３ 标准指示网格可以根据坐标参考系统来定义ꎮ 这需要关于网格原点在坐标

参考系统内的位置、网格轴的方向以及网格线之间间距的度量的附加信息ꎮ 以这种方式定义的网格称为纠

正网格ꎮ 如果坐标参考系统是通过一个基准面与地球相关的ꎬ那么这个网格就是地理校正网格ꎮ 其实质是

网格坐标到外参照系坐标的一个仿射变换ꎮ

目前在海道测量领域ꎬ９５％的置信度(高斯分布)是常用的位置精度ꎮ 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是科学界常

用的一种误差估计方法ꎮ ＲＭＳＥ 是数据集坐标值和坐标值之间的平方差集合的平均值的平方根ꎬ坐标值来

自对同一点具有更高精度的独立源ꎮ

根据具体的产品规范ꎬ也可以采用其他计算方法ꎮ 对 Ｓ￣４４、Ｓ￣１０１、Ｓ￣１０２ 和 Ｓ￣１２１ 进行了比较ꎮ 它们使

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和 /或表达相同的概念(不确定性)ꎮ 使用的方法如下:

• Ｓ￣４４:９５％ (２ × ＳＤ)

• Ｓ￣１２１:标准循环错误{ ＝ ０. ７０７１ × ＳＱＲＴ[ＳＤ(Ｘ) ＋ ＳＤ(Ｙ)]}ꎬ已转换为类别属性ꎮ

• Ｓ￣１０１:所有水平位置(２Ｄ)、垂直(１Ｄ)、水平距离(１Ｄ)和方向(１Ｄ)不确定性属性都涉及所有测量、

处理和可视化误差源相关的变化的 ９５％ 置信度ꎮ 不确定度编码为:(１)不确定度固定[一维误差(垂直方

向)或二维误差(水平方向)的最大绝对值ꎬ假定误差为正负]ꎻ(２)不确定变量因子[应用于计算某一量的不

确定度的因数ꎮ 表示与导致可变不确定度分量的因数(或百分比)相等的分数ꎬ即 ５％的因数编码为 ０. ０５ꎮ]

上述情况就像是在不同的产品规范之间分别使用海里、英里和公里ꎮ 这在单独使用时可能很好ꎬ但是

一旦开始组合不同的产品规范并使用计算机算法来创建一个基于这些质量参数的“智能”系统ꎬ则开发系统

时就必须非常小心ꎬ以确保不会混淆ꎮ

ＩＨＯ ＤＱＷＧ 正在考虑解决这种情况的不同方法ꎬ可能会让单独的产品规范保留自己的参数ꎬ但需要告

知开发人员和规范的其他用户如何从一种精度标准转换到另一种精度标准ꎮ

　 　 建议 ６:数据质量度量位置精确度应遵循 Ｓ￣１００ 第 ４Ｃ 部分的指南ꎬ并纳入产品规范ꎮ 位置精度的计

算应尽可能与其他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协调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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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６. ７　 主题准确性

在 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 中进行了描述ꎮ

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部分:定量属性精度、非定量属性精度和专题分类准确性ꎮ

地理应用程序的数据内容是根据真实世界要素的图和特定应用程序在文中的要求定义的ꎮ 内容按照

对象进行结构化ꎮ 本文考虑两种类型的对象:

１)要素:要素与其属性一起定义ꎮ

２)信息类型:信息类型用于在要素和其他信息类型之间共享信息ꎮ 信息类型仅具有主题属性ꎮ

对于主题分类的准确性ꎬ将一个项分配给某个类可能是正确的ꎬ也可能是不正确的ꎮ

对于定量属性的准确性ꎬ可以用不确定度区间来衡量定量属性的准确性ꎮ

对于非定量属性的准确性ꎬ非定量属性的属性值可以是正确的ꎬ也可以是不正确的ꎮ

　 　 建议 ７:数据质量度量专题准确性应遵循 Ｓ￣１００ 第 ４ｃ 部分的准则ꎬ并纳入产品规范ꎮ

Ｃ￣６. ８　 时间质量

时间质量由第 ４ｃ 部分 元数据 数据质量进行了描述ꎮ

建议包括时间一致性和时间有效性ꎬ因为这为用户提供了在时间与空间域中正确注册信息的保证ꎮ 对

于具有非常精确的时间属性(例如遥感)的数据元素ꎬ也可以提供时间精度ꎮ

　 　 建议 ８:数据质量度量时间质量应遵循 Ｓ￣１００ 第 ４ｃ 部分的准则ꎬ并纳入产品规范ꎮ 应包括时间一致性

和时间有效性ꎮ

Ｃ￣６. ９　 聚合

上层指定的数据质量(例如系列)适用于下层(例如数据集)ꎬ见下表 Ｃ￣６￣１(引用 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ꎮ 如果上

层和下层之间的数据质量不同ꎬ则应在下层提供补充信息ꎮ

２８



层次结构 表 Ｃ￣６￣１∗

上层

↓

下层

系列

数据集

子集

要素类型 属性类型

要素实例 属性实例

　 　 在聚合不同质量结果的情况下ꎬ独立质量报告将提供关于原始结果的完整信息(采用评价程序和措

施)、聚合结果和聚合方法ꎬ而元数据仅描述聚合结果ꎬ可以参考独立质量报告中描述的原始结果ꎮ

如果数据集已传递了对数据产品规范的一致性ꎬ则聚合数据质量结果将提供一个结果ꎮ

　 　 建议 ９:数据质量度量聚合结果应被包含在指明数据集 /数据及系列是否传递给产品规范ꎮ

Ｃ￣６. １０　 可用性

可用性基于用户需求ꎮ 所有质量元素应用于评估可用性ꎮ 可用性评估可以基于那些无法用上述质量

元素描述的特定需求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可用性元素可以用来描述数据集对于特殊应用和需求的特定质量

信息ꎮ

所有产品规范都应有一个描述数据质量的图ꎮ 为了确保不同产品规范间的协调ꎬＤＱＷＧ 推荐所有产品

规范都共享一个通用文本来解释数据质量的概念ꎬ见下文的数据质量介绍ꎮ 下文是关于这一共同介绍的

提案:

　 　 数据质量介绍

数据质量允许用户和用户系统评估所提供的数据的使用情况ꎮ 数据质量度量和相关评估被报告为

数据产品的元数据ꎮ 此元数据提高了与其他数据产品的互操作性ꎬ并提供了不适用数据产品的用户群ꎮ

次要用户可以根据报告的数据质量度量评估数据产品在其应用中的有用性ꎮ

对于 <本产品规范 > ꎬ包含下列数据质量元素:

－ 遵循本产品规范ꎻ

－ 数据产品的预期用途ꎻ

３８

 ＩＨＯ 海道测量标准与服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ꎮ
∗译者注:此外疑原文有误ꎬ应为表 Ｃ￣６￣１∗ꎮ



　 　 － 数据产品在覆盖方面的完整性ꎻ

－ 逻辑一致性ꎻ

－ 位置不确定度和精度ꎻ

－ 专题准确性ꎻ

－ 时间质量ꎻ

－ 聚合度量ꎻ

－ 验证检查或一致性检查ꎬ包括:

√ 数据集完整性的一般测试ꎻ

√ 特定数据模型的特定测试ꎮ

　 　 建议 １０:所有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将“数据质量介绍”段落用作模板ꎮ

Ｃ￣７　 数据质量度量

此列表源自 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ꎮ

这里定义了 ２０ 种不同的数据质量度量ꎬ可用于验证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ꎮ 如表 Ｃ￣７￣１ 所示ꎮ 下表建

议了等深线和网格水深测量的位置精度目标结果ꎮ

适用于基于 Ｓ￣１００ 的产品规范的 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 度量的完整清单见 Ｓ￣１００ 附录 ４ｃ￣Ｃ 海道测量质量元数据属

性定义ꎮ
推荐的数据质量度量 表 Ｃ￣７￣１

数据质量度量 定义 数据质量测量 / 描述 评价范围
空间表达类型

适用性

　 完整性 / 冗余
　 根据范围ꎬ数据集中的过量

数据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ｘｃｅｓｓＩｔｅｍｓ / 该数据质量度量是不应

该出现在数据集中的项的数量

　 数据集 / 数

据集系列

　 所有基于 Ｓ￣１００

的 ＰＳ

　 完整性 / 冗余
　 根据范围ꎬ数据集中的过量

数据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 该数据质

量度量是数据中要素实例重复的数量

　 数据集 / 数

据集系列

　 所有基于 Ｓ￣１００

的 ＰＳ

　 完整性 / 缺失
　 根据范围ꎬ数据集中的数据

缺失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ｉｓｓｉｎｇＩｔｅｍｓ / 该数据质量度量是一

个指示符ꎬ显示了数据中缺失的特定项

　 数据集 / 数

据集系列 / 空

间对象类型

　 所有基于 Ｓ￣１００

的 ＰＳ

　 逻辑一致性 / 概

念一致性
　 与概念模式规则的符合性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ｖａｌｉ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ｓ / 该数据质量

度量是数据集中所有错误重叠的总数量ꎮ 面可

能重叠ꎬ但不可以是依赖应用的ꎮ 不是所有的

重叠面都是错误

　 空间对象 /

空 间 对 象

类型

　 含 有 几 何 面

的 ＰＳ

４８



续上表

数据质量度量 定义 数据质量测量 / 描述 评价范围
空间表达类型

适用性

　 逻辑一致性 / 域

一致性
　 值与值域的符合性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Ｉｔｅｍｓ / 该数据质量度

量是数据集中与值域不符的所有项

　 空间对象 /

空 间 对 象

类型

　 所有基于 Ｓ￣１００

的 ＰＳ

　 逻辑一致性 / 格

式一致性

　 根据范围ꎬ数据存储与数据

集物理结构的符合性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Ｎｕｍｂｅｒ / 该数据质量

度量是数据集中与数据集物理结构冲突的项的

总和

　 数据集 / 数

据集系列

　 所有基于 Ｓ￣１００

的 ＰＳ

　 逻辑一致性 / 拓

扑一致性

　 根据范围ꎬ数据集显示编码

的拓扑特征的正确性

　 ｒａｔｅＯｆＦａｕｌｔｙＰｏｉｎｔＣｕｒｖ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 该 数 据 质

量度量是链接节点的错误数ꎬ提供了错误的点￣

曲线连接与总的点￣曲面连接数量的关系

　 空间对象 /

空 间 对 象

类型

　 含有曲线的 ＰＳ

　 逻辑一致性 / 拓

扑一致性

　 根据范围ꎬ数据集显示编码

的拓扑特征的正确性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ｉｓｓｉｎｇ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ｓｈｏｏｔｓ / 该 数

据质量度量是数据集的容差中未达到参数的项

的数量

　 空间对象 /

空 间 对 象

类型

　 含有曲线的 ＰＳ

　 逻辑一致性 / 拓

扑一致性

　 根据范围ꎬ数据集显示编码

的拓扑特征的正确性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ｉｓｓｉｎｇ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ｓｈｏｏｔｓ / 该 数

据质量度量是数据集的容差中超过参数的项的

数量

　 空间对象 /

空 间 对 象

类型

　 含有曲线的 ＰＳ

　 逻辑一致性 / 拓

扑一致性

　 根据范围ꎬ数据集显示编码

的拓扑特征的正确性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ｖａｌｉｄＳｌｉｖｅｒｓ / 该数据质量度量是数

据集中无效的碎面项的数量ꎮ 碎片是由于相邻

面未进行有效数字化造成的ꎮ 相邻面的边界可

能存在空隙或重叠ꎬ从而引起拓扑错误

　 数据集 / 数

据集系列

　 含 有 几 何 面

的 ＰＳ

５８



续上表

数据质量度量 定义 数据质量测量 / 描述 评价范围
空间表达类型

适用性

　 逻辑一致性 / 拓

扑一致性

　 根据范围ꎬ数据集显示编码

的拓扑特征的正确性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ｖａｌｉｄ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ｓ / 该数据质量度

量是数据集中非法的交叉项的总和

　 空间对象 /

空 间 对 象

类型

　 含有曲线 / 几何

面面的 ＰＳ

　 逻辑一致性 / 拓

扑一致性

　 根据范围ꎬ数据集显示编码

的拓扑特征的正确性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ｖａｌｉｄＳｅｌｆＯｖｅｒｌａｐ / 该数据质量度量

是数据集中非法的自重叠项的总和

　 空间对象 /

空 间 对 象

类型

　 含有曲线 / 几何

面的 ＰＳ

　 位置精度 / 绝对

或外部精度

　 报告坐标值与真值之间的

接近程度

　 均方根误差 / 标准差ꎬ真值并非从观测得来ꎬ

而是先前已知的

　 空间对象 /

空 间 对 象

类型

　 含有物标坐标

位置信息值的 ＰＳ

　 位置精度 / 垂直

位置精度

　 报告坐标值与真值之间的

接近程度

　 ｌｉｎｅａｒＭａｐ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２Ｓｉｇｍａ / 上下限定义的间隔

的一半长度ꎬ其中真实值的概率为 ９５％

　 空间对象 /

空 间 对 象

类型

　 含有垂直坐标

位置信息值的 ＰＳ

　 位置精度 / 水平

位置精度

　 报告坐标值与真值之间的

接近程度

　 ｌｉｎｅａｒＭａｐ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２Ｓｉｇｍａ / 上下限定义的间隔

的一半长度ꎬ其中真实值的概率为 ９５％

　 空间对象 /

空 间 对 象

类型

　 含有水平坐标

位置信息值的 ＰＳ

　 位置精度 / 网格

数据位置精度

　 报告坐标值与真值之间的

接近程度

　 平面测量的均方根误差 / 特定圆点构成的圆

的半径ꎬ真实值的概率为 Ｐ

　 空间对象 /

空 间 对 象

类型

　 含有网格坐标

位置信息值的 ＰＳ

　 时间质量 / 时间

一致性
　 时间一致性 　 有序事件或序列的正确性

　 数据集 / 数

据集系列 / 空

间对象类型

　 含有时间价值

的 ＰＳ

６８



续上表

数据质量度量 定义 数据质量测量 / 描述 评价范围
空间表达类型

适用性

　 主题精度 / 主题

分类正确性

　 分配给要素的类或它们的

属性与话语世界的比较

　 ｍ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 该数据质量度量是不正确

的要素类的数量ꎮ (引自 ＩＳＯ １９１５７)这是一个

比率ꎬ使用实数分数形式表示ꎮ 例如ꎬ如果有 １

项被错误的分类ꎬ数据集中有 １００ 个项ꎬ那么比

率为 １ / １００ꎬ即 ０. ０１

　 数据集 / 数

据集系列 / 空

间对象类型

　 所有基于 Ｓ￣１００

的 ＰＳ

　 聚合度量 / 聚合

度量

　 在数据产品规范中ꎬ有一些

特定的数据产品需求

　 Ｄａｔ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ａｓｓｅｄ / 该数据质量度

量是一个布尔值ꎬ指示产品规范中所有数据的

需求都已满足

　 数据集 / 数

据集系列 / 空

间对象类型

　 需要完全传递

数据集 / 数据集系

列 /空间对象数据

类 型 所 有 元 素

的 ＰＳ

　 聚合度量 / 聚合

度量

　 在数据产品规范中ꎬ有一些

特定的数据产品需求

　 Ｄａｔ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ａｉｌＲａｔｅ / 该数据质量

度量是一个数字ꎬ表示当前产品 / 数据集不满足

数据产品规范数据需求的总体数量

　 数据集 / 数

据集系列 / 空

间对象类型

　 需要完全传递

数据集 / 数据集系

列 /空间对象数据

类 型 所 有 元 素

的 ＰＳ

　 　 注:位置精度 /绝对或外部精度建议:

最大 ＲＭＳＥ(水平) ＝ Ｅ / １００００

最大 ＲＭＳＥ(垂直) ＝ Ｖｉｎｔ / ６

位置精度 /网格数据位置精度建议:

最大 ＲＭＳＥ(水平) ＝ ＧＳＤ / ６

最大 ＲＭＳＥ(垂直) ＝ ＧＳＤ / ３

Ｅ ＝预期编绘比例尺分母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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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Ｖｉｎｔ ＝标准等深线间隔

ＧＳＤ ＝地面采样距离

Ｃ￣８　 数据验证的最低标准

数据验证的最低标准检查集正在开发中ꎬ完成后将添加到此文档中ꎮ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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