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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委员会（SAC/ TC230/SC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安四维图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陕西四维数邦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大学、北京浩

宇天地测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乾石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蜂鸟

视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天路通智控科技有限公司、腾讯大地通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沈阳美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中科科地勘测地理信息有限公司、睿宇时空科技（重庆）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交

通大学、北京源恒图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建平、徐颖、周宝定、付宇、张璠、何田、李亮、张远见、王磊、杨志、李江

舟、王尚、魏茜茜、王月明、冯景林、刘秋平、包爱民、阳成飞、王淮、饶元、谷更祥、戚锦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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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室内导航电子地图主要应用场景主要包括大型购物中心、机场和火车站、医院和医疗机构等。在大型

购物中心，室内导航电子地图可以帮助用户轻松找到目标商铺，提高购物体验。在机场和火车站等交通枢

纽，室内导航电子地图可以指引人们到达特定乘车口、登机口或过关口、服务设施位置，停车场车位标记、

反向寻车、取车，提供更便捷的旅行体验，提高用户的出行效率。在医院和医疗机构，室内导航电子地图

可以帮助患者快速准确地找到需要前往的诊室或科室，减少迷路的时间和不便。 

室内导航电子地图规范由三个规范构成：产品规范、生产技术规范和质量规范。本规范主要应用的场

景是室内导航电子地图生产技术规范，规范使用中注意三个规范的相互关系。 

本规范阐述室内导航电子地图生产的技术要求，与室内导航电子地图产品规范配套使用。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5%A4%A7%E5%9E%8B%E8%B4%AD%E7%89%A9%E4%B8%AD%E5%BF%83&rsv_pq=e20cd96e006652f0&oq=%E5%AE%A4%E5%86%85%E5%AF%BC%E8%88%AA%E7%94%B5%E5%AD%90%E5%9C%B0%E5%9B%BE%E5%BA%94%E7%94%A8%E5%9C%BA%E6%99%AF&rsv_t=93acKcgCt8P7k+ikbpiKedri/pv7ZcKBnVCHK2QJzlXTPIiJUuZlUw5Xj/r3c3Jo+z6xh7uimH7S&tn=02003390_90_hao_pg&ie=utf-8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6%9C%BA%E5%9C%BA%E5%92%8C%E7%81%AB%E8%BD%A6%E7%AB%99&rsv_pq=e20cd96e006652f0&oq=%E5%AE%A4%E5%86%85%E5%AF%BC%E8%88%AA%E7%94%B5%E5%AD%90%E5%9C%B0%E5%9B%BE%E5%BA%94%E7%94%A8%E5%9C%BA%E6%99%AF&rsv_t=93acKcgCt8P7k+ikbpiKedri/pv7ZcKBnVCHK2QJzlXTPIiJUuZlUw5Xj/r3c3Jo+z6xh7uimH7S&tn=02003390_90_hao_pg&ie=utf-8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5%8C%BB%E9%99%A2%E5%92%8C%E5%8C%BB%E7%96%97%E6%9C%BA%E6%9E%84&rsv_pq=e20cd96e006652f0&oq=%E5%AE%A4%E5%86%85%E5%AF%BC%E8%88%AA%E7%94%B5%E5%AD%90%E5%9C%B0%E5%9B%BE%E5%BA%94%E7%94%A8%E5%9C%BA%E6%99%AF&rsv_t=93acKcgCt8P7k+ikbpiKedri/pv7ZcKBnVCHK2QJzlXTPIiJUuZlUw5Xj/r3c3Jo+z6xh7uimH7S&tn=02003390_90_hao_pg&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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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导航电子地图生产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室内导航电子地图的基本要求、数据内容、数据生产作业流程、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

采集与处理、数据制作、质量控制和成果提交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物内部导航电子地图数据的采集与制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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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3       导航电子地图安全处理技术基本要求 

CH/T 1058    公共停车资源信息调查技术规程 

CH/T XXXX      室内导航电子地图产品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室内导航电子地图 indoor navigation electronic map 

用于建筑物内部，能与空间定位系统结合，引导人、交通工具到达目的地的电子地图。 
注：建筑物内部主要指：商场、医院、机场、车站等。 

3.2 

    内部单元 internal unit 

室内空间的最小几何结构。整个室内空间由一系列内部单元组成，每个单元具有唯一标识。 
注：内部单元包括商铺、限制区、装修区、停车位、直梯、步行梯、扶梯、卫生间、母婴室等。 

3.3 

    端点 endpoint 

路径线段的起点或终点。 

3.4 

   结点 node 

    一个0维元素，是两个或者更多边的拓扑连接点，或是一条边的端点。 

4 基本要求 

4.1空间参考 

坐标系应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确有必要时可建立独立坐标系，并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建立联

系。 

4.2 数据格式 

数据生产过程中应采用常用空间数据格式。 

4.3 采集方法 

根据室内导航电子地图产品的精度需求，普通精度宜采用现场调绘法，高精度宜采用地面三维激光扫

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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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技术指标 

4.4.1 采用现场调绘法，测量绝对位置精度不应超过 5米； 

4.4.2 采用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法，点云位置相对位置精度不应超过0.2米。 

4.5 仪器检校 

数据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设备仪器应通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校，并在有效期内。 

4.6 数据现势性 

数据应保证现势性，重要内容的更新周期应不超过半年。 

4.7 数据安全处理 

数据采集和制作应按GB 20263的规定执行。 

数据内容 

室内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内容应按照CH/T XXXX规定的数据内容进行生产，包括基础要素、内部单元、通

行面、通道线、结点、兴趣点、注记。 

6 数据生产作业流程 

室内导航电子地图数据生产作业流程包括资料收集与分析、数据采集与处理、数据制作、检查验收和

成果提交。见图 1 所示。 

 
 

图1 室内导航电子地图数据生产作业流程 

7  

7.1 资料收集 

作业前宜收集作业区域的以下资料： 
a) 已有的测量资料； 
b) 建筑物已有的规划、设计、建设和验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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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室外、地上地形及地表覆盖情况。 

7.2  资料分析 

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以及预处理。预处理成果包括图纸，矢量化地图数据，栅格化或语义化的粗

略地图数据等。通过资料分析结果指导现场补测和调绘。通过图纸打印或数据导入方式将预处理成果转换

为现场采集的参考底图。 

8  现场采集与处理 

8.1 作业过程 

8.1.1 仪器准备与检查 

数据采集前，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仪器准备与检查： 

a) 采用现场调绘法获取室内导航电子地图数据时，所使用的传统测绘仪器应在检校合格的有效期内； 

b) 采用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法获取室内导航电子地图数据时，所使用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仪应满足以下

要求: 

1） 测量距离大于100m； 

2） 测量频率不低于300kHz； 

3） 在检校合格有效期内，对应的软件应经测试合格； 

4） 各部件及附件应齐全、匹配，仪器各个部件连接紧密且稳定； 

5） 仪器通电后能正常获取数据，电源容量和内存容量满足作业时间需求。 

8.1.2 现场采集 

8.1.2.1 现场采集时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核实，缺少的部分进行实地采集。根据不同的采集方法采用相应的

技术流程：  

a) 采用现场调绘法时，应按照GB/T 14912 规定的1:500比例尺数据获取技术流程执行； 

b) 采用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仪扫描时，应按照CH/Z 3017 规定的数据获取技术流程执行。 

8.1.2.2 主要采集室内导航电子地图数据中的几何信息、属性信息和关系信息。采集内容应满足8.2 

的要求。 

8.1.2.3 采集内容与标注方法见附录A。 

8.1.3 误差处理 

对于采集过程中出现的误差，可使用数据处理软件进行修正，若无法修正则应通过查询相关数据和重

新采集等手段进行修正。 

8.1.4 成果检查与整理 

8.1.4.1 采集完成后，应进行外业检查，外业检查应按照第10章的规定执行。 
8.1.4.2 对采集成果进行整理，可将图纸和现场照片进行对应，或将采集成果进行打包处理。 
8.1.4.3 采集成果整理完成后，应以有明确所属范围的区域为单位进行提交和归档。 

8.2 采集要求 

8.2.1 基础要素 

8.2.1.1 建筑物 

建筑物需采集的内容和标注方法见附录A，采集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采集建筑物的中文名称，中文名称以现场建筑物外部悬挂的标牌名称为准。若没有标牌则通过其

他方式确认建筑物名称。若现场存在英文名称和别名的应一并采集，别名一般是中英文简称或是

俗称； 
b) 采集建筑物开放时间，开放时间以建筑物大门处的标牌为准，如现场没有开放时间，则采集为全

年无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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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采集建筑物的最高楼层应以现场楼梯里楼层实际号码为准，无需去除不存在的楼层。若最高楼层

有5A和5B，则最高楼层为5； 
d) 采集建筑物的最低楼层应以现场楼梯里楼层实际号码为准。若现场地下楼层编号不是数字，则应

转换成数字采集，例如现场为“M、N、L”，则最低楼层为3； 
e) 采集建筑物的停车场，停车场信息采集要求应符合CH/T 1058的要求； 
f) 采集建筑物的地址信息，地址以现场标牌为准，外文地址现场若有则采集，没有则不采集。 

8.2.1.2 楼层 

楼层需采集的内容和标注方法见附录A，采集应满足以下要求： 

a）采集楼层名称，以现场实际名称为准。若现场存在英文名称和别名的也应一并采集，别名一般是

中英文简称或是俗称。夹层按照现场实际名称为准； 

b）对照参考底图核对楼层轮廓，各楼层轮廓与参考底图楼层轮廓不一致的地方应画示意图标注出来。 

8.2.2 内部单元 

内部单元应根据实际应用场景进行采集，采集的内容和标注方法见附录A。内部单元信息采集应满足

以下要求： 

a) 采集内部单元的名称、内部单元的类型、楼层代码和兴趣点代码； 

b) 不同内部单元类型采集如下，因现场内容繁多，这里只列举了部分内部单元类型，根据实际情况

增删。 

1） 商铺：商铺的名称、商铺分类、地址编码、商铺大门、开放时间、电话、高度。应对所有商 

铺进行拍照，拍照内容包括商铺牌匾、商铺地址编码、商铺经营产品等； 

2） 休息区：按照实际位置及形状采集内部单元的休息区，若休息区之间有物理隔挡或主要人行 

道应按照多个休息区采集； 

3） 公共服务场所：包括服务台、咨询台、存包处、VIP会员中心、银行、停车位、直梯、步行梯、 

扶梯、男卫生间、女卫生间、母婴室、茶水间等。采集要求同8.2.2 a)； 

4） 装修区域：位置、商铺大门，若现场可获取品牌信息，应按正常营业商铺进行采集；若无法 

判断开业信息，则按装修区域采集； 

5） 限制区：包括商场内部的办公区、商铺的仓库等非工作人员无法进入的区域。则根据实际需 

求进行采集。 

8.2.3 通行面 

通行面需采集的内容和标注方法见附录A，采集应根据楼层面及内部单元叠加生成。 

8.2.4 通道线 

通道线需采集的内容和标注方法见附录A，采集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如有物理隔离带应采集物理隔离带； 

b)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在图纸上标记通行方向，如，多向通行，禁止通行； 

c)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采集限制信息，如，限高、限宽、限重、限速、禁止鸣笛等； 

d) 是应急通道的需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标记； 

e) 采集室内的通道，包括斜坡、楼梯、是否有障碍物。 

8.2.5 结点 

结点需采集的内容和标注方法见附录A，采集应满足以下要求： 

a）采集通道线的拐点和交叉点； 

b）采集每层同其他楼层的连接结点，包括：楼梯、扶梯、直梯等； 

c）采集内部各类出入口，包括：楼层内区域性的门禁、封闭空间单元的出入口等。 

8.2.6 兴趣点 

兴趣点的分类应满足CH/T XXXX《室内导航电子地图产品规范》的要求。应根据兴趣点的类型确定其采

集内容和要求。采集要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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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注记 

注记需采集注记的名称、位置，采集的内容和标注方法见附录A。 

数据制作 

9.1 制作依据 

应按照CH/T XXXX《室内导航电子地图产品规范》 、项目委托书或合同书、项目委托方与承担方达成

的其他文件、项目技术设计书及补充技术文件等进行数据制作。 

9.2 基础要素 

9.2.1 建筑物 

建筑物制作主要包括几何信息制作和属性信息制作，应满足以下要求： 

a）几何信息 

建筑物是面要素，用于存储建筑主体外观二维轮廓，面的几何形状为建筑物地上部分最大面积的垂直

投影形状。其他任何内部要素图层均不应超出建筑物轮廓范围。建筑物轮廓制作方法包括： 

1) 现有轮廓底图配准法。将轮廓底图进行几何校正，使其具有真实地理坐标，再按照底图进行轮廓

线描绘，生成建筑物底面轮廓数据； 
2) 实地拐点量测法。利用现场实测建筑物的地面拐点坐标，进行多边形关联闭合，生成建筑物底面

轮廓数据； 
3) 现有底图数据提取法。直接调取室外导航数据建筑物轮廓，或者按照现有室外导航地图数据重新

描绘轮廓。 
b）属性信息 
建筑物应制作的属性包括建筑物代码、名称、基准高度、建筑物高度、最高楼层、地下最低楼层、停

车场、地址、开放时间、所在城市、纬度、经度。其余属性项可根据需要扩充。 

9.2.2 楼层 

楼层制作主要包括几何信息制作、属性信息制作和关系信息制作，应满足以下要求： 

a）几何信息 

楼层轮廓是面要素，用于存储建筑物楼层面形状。几何形状数据制作方法包括： 
1）外业数据边界提取法。根据外业采集的点云数据、轨迹数据，提取楼层最外边缘轮廓线； 
2）现有平面图配准法。数据来源和配准方法应同建筑物轮廓配准一致。 

b）属性信息 
楼层应制作的属性包括楼层名称、楼层代码、楼层高度、楼层用途、所属建筑物编号等。其余属性项

可根据需要扩充。因现场层数与实际层数不一致、楼层为夹层等，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作。 
c）关系信息 
楼层关系信息主要指的是连通关系，通过各端点间路径进行表达。连通关系分为建筑物连通关系、建

筑物分组关系、楼层连通关系三种，具体制作要求如下： 
1) 建筑物连通关系：当两栋建筑物中间某一层或某几层连通时，应为两栋建筑物制作建筑物连通关

系表。连通关系表中的结点类型为外部连接点。主要属性包括连通关系编号、关联建筑物编号、关

联结点编号； 
2) 建筑物分组关系：当一个建筑物名称对应的是建筑群，这些建筑物应制作建筑物分组表，分组关

系表中应包含该建筑群的所有建筑物编号。主要属性包括建筑物分组编号、建筑物分组名称以及组

内所有建筑物编号； 
3) 楼层联通关系：应记录一个建筑物所有楼层序号和楼层名称，主要属性包括楼层关系型编号、所

属建筑物编号、楼层名称、所在楼层编号、可联通端点编号、跨楼层折线编号。 

9.3 内部单元 

内部单元制作主要包括几何信息制作和属性信息制作，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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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几何信息 

内部单元为面状要素，是室内空间的最小几何结构。内部单元几何数据制作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内部单元内存在道路及公共服务设施，应与建筑物主要道路连接； 
2) 内部单元的面形状，2m 以内折线拐角应简化，圆弧宜简化成多边形，减少形状点数量。形状简

化示例见图 2； 
 

 

图2 形状简化示例图 

3) 每个楼层所有内部单元的边界不应超过楼层边界，每个功能分区内内部单元边界不应超过该功能

分区边界； 
4) 相邻两个内部单元，在几何图形上应共用一个公共边，公共边示例见图 3； 

 

图3 公共边示例图 

5) 对于楼层最边缘的内部单元，其外边缘应同楼层轮廓线重合，楼层轮廓边缘示例见图 4； 

 

图4 楼层轮廓边缘示例 

6) 每个楼层可以具有多种空间划分方法，同一楼层可按照物理隔断空间划分或逻辑空间划分； 
7) 从业务逻辑角度，每个楼层的内部单元划分，应包括主体单元和辅助单元。主体单元根据建筑类

型，可分为商铺（比如商场）、房间（比如医院）、停车位、展位等；辅助单元可分为辅助通行设

施（比如门、楼梯、电梯等）、服务设施（比如服务台、收款台等）等。各场景内部设施的制作要

求见文件附录 B。 
b）属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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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单元的属性仅记录区域编号。每个内部单元会有对应的兴趣点，内部单元对应设施的属性信息应

记录在对应的兴趣点图层。采集内容的标注方法参照本文件附录A。 
 

9.4 通行面 

通行面制作主要包括几何信息制作和属性信息制作，应满足以下要求： 

a）几何信息 

通行面为面状要素，楼内除了内部单元外可通行的面制作为通行面。通行面几何数据制作应满足以下

要求： 
1) 通行面内存在道路及公共服务设施，应与建筑物主要道路连接； 
2) 内部单元的面形状，2m 以内折线拐角应简化，圆弧宜简化成多边形，减少形状点数量。形状简

化示例见图 1； 
3) 相邻两个内部单元，在几何图形上应共用一个公共边，公共边示例见图 3； 

b）属性信息 
通行面的属性包括建筑物编号、楼层编号、通行面类型、通行能力。 

9.5 通道线 

通道线制作主要包括几何信息制作和属性信息制作，应满足以下要求： 

a）几何信息 

通道线是线状要素，包括建筑物内部道路线（含跨楼层道路线）和通过建筑物门同外部道路相挂接的

道路线。通道线几何数据制作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真实表达现场通道连接情况，每个内部单元均应有通道进行连接； 
2） 应包含主道路及到达具体内部单元的通道，到内部单元的通道绘制连接到门即可； 
3）如果有物理隔离带，隔离带两侧应分别制作通道。 

b）属性信息 
通道要素应制作的属性包括通道线代码、建筑物编号、楼层编号、通道线类型、通行方向、功能等级

等。其余属性项可根据需要扩充。 

9.6 结点 

结点制作主要包括几何信息制作和属性信息制作，应满足以下要求： 

a）几何信息 
结点是点要素，包括通道的起止点、交叉点、连接点（内部连接点、外部连接点）。结点几何数据制

作应满足以下要求： 
1) 一个结点连接的通道数应小于 8 条； 
2) 两个不同结点的坐标不能重合。 

b）属性信息 
结点要素应制作的属性包括结点代码、所属建筑编号、所属楼层编号、类型、关联连接点编号等。其

余属性项可根据需要扩充。 

9.7 兴趣点 

兴趣点（POI）包括几何信息制作和属性信息制作，应满足以下要求： 
a）几何信息 
POI是点要素。应根据不同应用场景，确定所需兴趣点种类，主要包括通行设施（比如门、楼梯、电梯

等）、服务设施（比如服务台、收款台等）及其他（商铺、柜台、车位等）。POI几何数据制作应符合以下

要求： 
1）每个楼层物理隔断的每个门应对应一个 POI，每个内部单元应对应一个 POI，其点位为内部单

元几何中心； 
2）对于没有内部单元多边形的部分重要设施也应标记为 POI，如：内部连接点、外部连接点和内

部出入口、ATM、自动售货机、收款台、公用电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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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一平面位置不同楼层的 POI 应保持平面坐标一致，比如跨越多个楼层的楼梯、直梯等。 
b）属性信息 
POI图层应制作的属性信息包括POI编码、POI分类码、楼层编号、建筑物编号、名称、电话、开放时

间、POI关联面ID等，其余属性项可根据需要扩充。分场景设施的名称见附录B的相应规定，若外部门、建

筑正门现场无名称，则应按照方位制作，如东门、南门、西门、北门等。 

9.8 注记 

注记信息包括建筑物名称、通道名称、设施名称等的文本及其符号。应满足以下制作要求： 
a）注记名称应为兴趣点属性表的相应字段信息； 
b）注记指示应准确，显示清晰、美观； 
c）注记之间不应出现压盖现象，如有压盖，应根据注记的重要性进行调整。 

10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方式 

10.1.1 室内导航电子地图数据成果质量应实行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包括过程检查、最终检查和验

收检验，各阶段应独立、按顺序进行，不得省略、代替或颠倒顺序。 

a) 过程检查由测绘单位作业部门承担，采用全数检查和抽样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1）全数检查：数据完整性中包含格式和建筑物数量的检查、室内导航电子地图的首份数据或首个

建筑物的检查； 

2）抽样检查：抽样检查比例宜为 30%-50%，也可根据产品类型由供方和需方商议决定。若产品仅

为一个产品单元（一个建筑物作为一个产品单元），应执行全数检查。 

b) 最终检查由测绘单位质量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内业实施全数检查，外业可采用抽样检查，最终检

查结束后应编写检查报告； 

c) 成果验收由项目委托方组织或委托具有资质的质量检验机构承担，验收检验可采用抽样检查，编

制验收报告。 

10.1.2 质量检验应依据下列文件进行： 

a) 项目委托书或合同书，以及项目委托方与承担方达成的其他文件； 
b) 经批准的项目技术设计书及补充技术文件； 
c) 项目依据的技术标准等。 

10.1.3 当质量检验中发现错漏时，应进行纠正，纠正后的成果应重新进行验证和确认。错漏分类见附录

C。 

10.2 外业检查 

10.2.1 外业成果检查由自动检查和人工抽查共同完成。 

10.2.2 检查内容 

根据采集的数据，检查内容主要围绕数据的几何信息、属性信息和关系信息展开，包括： 
a) 数据内容的完整性：采集的内容是否完整，是否存在缺失的情况； 
b) 几何信息的正确性：几何位置的相对精度是否满足本文件精度要求； 
c) 属性信息的正确性：属性信息是否正确； 
d) 关系信息的正确性：建筑物和楼层连通关系是否正确，以及不同要素的拓扑关系是正确； 
e) 数据格式的正确性：图像文件、点云文件以及其他过程文件格式是否正确； 
f) 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 

10.3 内业检查 

内业成果检查以自动检查为主，人工抽查为辅的方式进行质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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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完整性与正确性：包括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b) 整饰质量：包括各类注记表达的合理性、色彩、符号与标准的符合性； 
c) 时间精度：包括原始资料的现势性、室内导航电子地图内容的现势性； 
d) 资料质量：包括成果资料的齐全性、附件的正确性、全面性。 

11  成果整理与提交 

经检查合格后，成果提交宜包含以下内容： 

a) 成果清单； 

b) 室内导航电子地图数据； 

c) 外业测量记录； 

d) 内业数据处理记录； 

e) 技术设计书； 

f) 技术总结； 

g) 检查报告与验收报告； 
h) 其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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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室内导航电子地图数据采集内容要求与方法 

    表 A.1 规定了室内导航电子地图数据采集的内容和标注方法。 

 

表 A.1 室内导航电子地图数据采集的内容和标注方法 

 
数据 

项目 
数据子项目 详细内容 标记 采集方法与要求 

基本属性 

建筑物 

形状 — 预处理，打图，现场核实 

现场名称 

提交电子表格+

以建筑物命名

文件夹及现场

照片 

建筑物中文全称、英文名称、别名（建筑物的别名，可

能是中英文简称，也可能是俗称，比如“鸟巢”） 

基准高度 
建筑地面一层的绝对海拔高度，采集建筑物入口处的海

拔高度，作为建筑物的基准高度 

开放时间 建筑物的开放时间，可以是办公时间或者营业时间。 

建筑物高度 建筑物从地面到楼顶的相对高度。 

最高楼层 
最高楼层为建筑物的实际最高楼层编号，不可去除中间

不存在楼层 

地下最低楼层 

不考虑地下楼层如何编号，均需要转换为对应的数字作

为地下最低楼层，比如现场地下楼层编号为“M、N、

L”，则最低楼层为 3。 

停车场 
0：没有停车场；1：地下停车场；2：地上停车场；3：

地上和地下停车场 

地址 建筑物的中文街道地址。现场拍照，提交照片 

楼层 

形状 

各楼层与基准

楼层不一致的

地方应画示意

图 

需要现场水牌+判断 

名称 备注 图纸空白处标注说明 

别名 备注 图纸空白处标注说明 

楼层高度 备注 图纸空白处标注说明 

通道线 — 

几何信息 — 
标记图纸，示意连接点和大致形状，对于引导超过 10

米的特殊处理 

通行方向 — 标记图纸表明方向，如，多向通行，禁止通行 

通道类型 — 普通通道、无障碍通道、限制通道 

功能等级 — 主要通道、次要通道、内部通道 

通行能力 — 人/车/人和车 

限制信息 — 限高、限宽、限重、限速、禁行、禁止鸣笛 

应急通道 — 是否应急通道 

斜坡/楼梯/无

障碍 

斜坡 S 

楼梯 L 

无障碍 U 

在图纸道路形状上标记出此段 link 长度，并打上 S、L

或 U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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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数室内导航电子数据采集的内容和标注方法（续） 
数据 

项目 
数据子项目 详细内容 标记 注意事项 

内部单

元 

商铺 

位置、形状 
不一致的地方

画出正确形状 
标记图纸，画具体，相对关系正确 

名称 — 
现场拍照,预处理图纸空白的地方标注编号对应的名

称，如 S1:*** 

现场分类 名称后备注 

参考现场水牌分类“品牌男装、潮流服饰”等（导览图

或扶梯头顶处），预处理图纸空白的地方标注编号对应

的名称，如 S1:***  品牌男装 

大门 △ 有多个门，都要采集；开放的，要注意和道路的关系 

限制区 位置、形状 — 参考商铺 

装修区 位置、形状 — 参考商铺，若有即将开业信息应当成正常营业商铺采集 

停车位 

位置、形状 — 参考商铺 

编号 — 标记图纸记录编号 

分类 — 

大客车停车位（K），货车停车位（H），临时停车位

（L），过夜停车位（G），无障碍停车位（U），可充

电停车位的时候（E），预留停车位（Y）不标注默认为

小客车停车位 

大门 △ 有多个门，都要采集；开放的，要注意和道路的关系 

直梯 

形状 — 标记图纸，位置准确，相对关系正确 

连接点位 · 标记图纸 

电梯规格  长、宽、高 

电梯编号  数字或字母 

通达楼层号 — 每层标记在图纸空白处 

名称 — 
每层标记在图纸空白处，按现场，每层标记在图纸空白

处 如 Z01：A#客梯 F2,F4,F6  8:00-22:00 

运行时间 — 
每层标记在图纸空白处，按现场，每层标记在图纸空白

处 如 Z01：A#客梯 F2,F4,F6  8:00-22:01 

限制信息 — 
每层标记在图纸空白处，按现场，刷卡，人员限制等信

息，限人数、限重、限楼层 

步行梯 

形状 — 标记图纸，位置准确，相对关系正确 

连接点位 · 标记图纸 

通达楼层号 — 每层标记在图纸空白处 ，按现场 

上下行关系 — 
每层标记在图纸空白处 ，按现场，如在 3 层，写

B01:F3->F2，B02:F3->F4，B03:F4->F3 

扶梯 

形状  标记图纸，位置准确，相对关系正确 

连接点位 · 标记图纸 

通行方向 — 
标记图纸，如在 3 层，写 F01:F3->F2，F02:F3->F4，

F03:F4->F3 

卫生间 

形状 — 标记图纸，位置准确，相对关系正确 

类型 — 
卫生间分类标记：（如男卫生间标记为 M，女卫生间标

记为 W，公共卫生间 P，无障碍卫生间标记为 A） 

门 △ 标记图纸，位置准确，相对关系正确 

母婴室等其

他 

形状 — 参考商铺 

名称 — 参考商铺 

门 △ 参考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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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数室内导航电子数据采集的内容和标注方法（续） 
数据 

项目 
数据子项目 详细内容 标记 注意事项 

结点 — 
位置 — 标记图纸，楼梯、电梯、门等所在位置结点 

楼层 id — 标记图纸，所属楼层 

兴趣点 

建筑物大门 

位置 △ 标记图纸 

通行方向 — 标记图纸，写出或入，出入都不用写字 

名称 — 如：D01 1 号门 

类型 — 如：D01 1 号门 主门  D02 应急出口 

收银台 

位置 ¥ 标记图纸 

名称 — 
标记图纸，多个不同名称的收银台用 ¥+序号区分，名

称在图纸空白处标注 

自助取款机 

位置 ATM 
标记图纸，如果同一区域内有不同银行的取款机分别制

作 

名称 — 
标记图纸，多个不同名称用 ATM+序号区分，名称在图

纸空白处备注：银行名称 

自助售货机 

位置 — 标记图纸 

名称 — 标记图纸 

商铺 

品牌英文名称 — 按现场标记图纸  

营业时间 — 按现场标记图纸 

停车场 

计价方式 — 标记图纸，按现场收费标准 

车位总数 — 按现场标记图纸 

收费信息 — 按现场标记图纸 

注记 — 
位置 — 标记图纸 

名称 — 标记图纸，按现场标注注记信息的名称 

注：室内导航电子地图数据采集的内容繁多，这里只列举了部分内容，根据实际情况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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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分场景要素信息采集 

B.1  室内设施通用要求 

B.1.1 建筑物大门 

建筑物大门指建筑物与外界连接的通道口，包括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采集应符合以下： 
a) 采集项包括大门点位、类型、通行方向、名称； 
b) 采集要求包括： 

 对于出口和入口，需要将连接出口、入口道路的通行方向标注出来； 
 若现场有名称的需要采集名称； 
 建筑物主门需要特别标记出来，与其他门进行区分； 
 需标记是否为应急出口。 

B.1.2 直梯 

直梯用于高层建筑物内上下楼交通运输。包括客梯、货梯、无障碍电梯等。采集应符合以下： 
a) 采集项包括直梯形状、门点位、通达楼层、直梯名称、通行限制和人员限制； 
b) 采集标准要求应符合以下： 

 同一电梯间，相邻多个直梯时，应制作多个直梯，采集多个对应点位； 
 客梯、货梯、无障碍电梯、消防电梯应进行类别区分； 
 有通行限制和人员限制信息的也应采集； 
 电梯实地有编号的，应在名称中制作。如“2号电梯”； 

c) 标注方法见附录 A。 

B.1.3 步行梯 

步行楼梯是建筑物中作为楼层间垂直交通用的构件。采集应符合以下： 
a) 采集项包括步行梯形状、连接点位、通达楼层； 
b) 采集要求应符合以下： 

 采集步行梯出入口的点位； 
 从一楼室外通过扶梯或步梯可直接到达二楼及以上楼层室内，该扶梯或步梯不用表达，在二楼及以

上楼层电梯出口处制作外部门。 
c) 标注方法见附录 A。 

B.1.4 扶梯 

扶梯一般是斜置。按形态分为有载人的梯阶式和大超市内适用于手推车的斜坡式。 
a) 采集项包括扶梯形状、扶梯连梯点位（扶梯入口和扶梯出口）、通行方向； 
b) 采集要求应符合以下： 

 当扶梯为A层和B层之间的扶梯，采集扶梯在A层和B层的连接点位，在A层和B层的图纸上分别进行

标注，并给扶梯进行编号，扶梯的两个连接点应使用同一号码； 
 在同一建筑物中不同的扶梯编号应保证唯一性； 
 扶梯应采集通行方向。 

c) 标注方法见附录 A。 

B.1.5 卫生间 

卫生间包括男女卫生间、男卫生间、女卫生间、无障碍卫生间。 
a) 采集项包括卫生间点位、分类； 
b) 采集要求应符合以下： 

 采集卫生间的入口点位； 
 男卫生间和女卫生间需要分开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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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标注方法见附录 A。 

交通枢纽 

.1 几何 

    交通枢纽指机场、火车站及大型客运站。几何采集要求包括： 
a) 办公室及内部使用区域等，不制作不展示； 
b) 与乘客相关的内容应制作完整； 
c) 售票窗口制作面，相同功能的售票窗口可以合并制作为一个面，退改签窗口及独立功能窗口

需要单独表达为面； 
d) 自助取票机个数少于 5 个，制作为独立 POI，需要引导；自助取票机个数 5 个及以上，制作

为面，正常引导； 
e) 安检口制作面，正常引导；实名验票口也制作面，正常引导。相同位置有多个安检口或实名

制验票口，综合为一个大的面，制作为安检区或实名验票口； 
f) 候车大厅根据现场情况制作面； 
g) 进站检票口与候车区分别制作面； 
h) 出站检票口制作为面，多个功能相同的检票口综合为一个面； 
i) 对于进、出站时必须通过检票口、安检口及唯一通道旁边的围栏或墙体，要制作公众受限区

域； 
j) 经过同位置的多个检票口或者安检口，采集成一个。 

.2 属性 

    交通枢纽采集的属性内容包括以下： 
a) 所有登机口、行李提取处、检票口、火车站台实地有编码的要制作编号； 
b) 登机口的编号制作原则为“登机口”在前，编号在后，如“登机口 65”、“登机口 D81”； 
c) 行李提取处编号制作原则为“行李提取”在前，编号在后，如“行李提取 3”；检票口编号

原则同行李提取处； 
d) 站台编号原则为数字在前，“站台”在后，如“2 站台”； 
e) 一个面同时有两个检票口时，用“检票口 A1|A2”分隔。 

医院 

.1 几何 

    医院几何采集的要求包括以下： 
a) 医院办公室及内部使用区域等，不制作不展示； 
b) 与患者就诊相关的内容应制作完整； 
c) 各科室（就诊区、病房等）制作时，可将多个功能相同诊室综合为一个面表达。分诊台要制

作面； 
d) 手术室、重症监护室等无法进入采集的限制区域，现场只采集其对应的分诊台和面； 
e) 候诊区的休息区，如果单排座椅，制作 POI 点即可，双排及以上，需制作面； 
f) 对患者开放的，所有电梯、楼梯、门、厕所、停车场出入口等设施均应制作。 

.2 属性 

医院属性采集的名称制作只到科，不用细化到室及编号。 

停车场 

.1 几何 

    室内停车场类型包括室内地下停车场、室内某中间层停车场、室内顶层停车场。其几何采集要求如下： 
a) 不制作整体停车场逻辑分区面数据，直接制作具体停车位空间单元，每个停车位要用单独的

面和单独的 POI 同时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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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停车场内部有分区，例如现场分 A\B\C 区，则应制作逻辑分区 A 区、B 区、C 区； 
c) 室内停车场区域内道路：停车场如果分多层，应制作垂直通道线； 
d) 室内停车场的范围，若实际超过建筑物面，则按实际制作； 
e) 独栋停车楼应单独制作为一个建筑物。 

.2 属性 

    室内停车场的属性应符合以下： 
a) 每个停车位面，属性正常填写，名称即为车位实地编码； 
b) 如果同位置分上下层停车位，名称则根据实地编码表达，多个编码用“|”隔开。如果无实地编

号，名称制作为停车位。 

商场 

.1 几何 

.1.1 商铺 

根据商铺是否有大门划分为封闭式商铺和开放式商铺。封闭式商铺只能从大门进入，开放式商铺可以

从商铺的多个方向进入。几何采集要求应符合以下： 
a) 正在装修的商铺，如果现场能采集到店铺信息，按照正常的商铺制作，如果现场不能采集到

店铺信息，制作为空置单元； 
b) 多品牌集合店铺或柜台采集应符合以下： 

 只有一个牌匾，且牌匾上只有一个品牌名称，按一个内部单元绘制； 
 有多个牌匾，或一个牌匾上有多个品牌名称，有明确的划分界限：以品牌为单位拆分成多个内部单

元；无明确的划分界限：按1个内部单元绘制。 
c) 多层商铺分别制作各层的商铺内部单元，商铺内部的设施只制作点位。 

.1.2 限制区 

限制区包括商场内部的办公区、商铺的仓库等非工作人员无法进入的区域。限制区需采集形状、位置，

制作空间单元和兴趣点。 

.1.3 收银台 

采集收银台点位，制作兴趣点。采集要求应符合以下： 
a) 现场所有能正常使用的收银台都应采集； 
b) 若收银台在商场服务台里面包含，应和商铺类似，表达服务台的几何形状并引导。 

.1.4 自助取款机 

采集自助取款机点位，制作兴趣点。采集要求应符合以下： 
a) 只采集商场中独立运行的自助取款机，不采集商场中银行内部的取款机； 
b) 同一银行的多个相邻的自助取款机，只采集一个点位。 

.1.5 自动售货机 

采集自动售货机点位，制作兴趣点。采集时只采集商场中独立运行的自助售货机，固定店铺的售货机

不采集。 

.2 属性 

.2.1 商铺名称 

商铺名称采集关键字，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从牌匾中采集商铺名称时需要判断关键字，去除补充性介绍或广告； 
b) 牌匾中如果是中文名称，对标牌原意解释性拼音（包括英文、韩文等翻译）不作为名称采集； 
c) 牌匾中除品牌名称外如还含有品牌的子系列名称，需要采集； 
d) 牌匾中除品牌名称外如含有国家\城市名、年代、折扣店标识，需要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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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牌匾中除品牌名称外如含有品牌的分店名称，需要去除。 

.2.2 营业时间 

商场中电影院、KTV等有特定营业时间需要单独表达。 

会展中心 

.1 几何 

会展中心有很强的时效性，如果没有特殊时间要求，只制作不变化的部分，内部变化的展位不制作。 
各层展厅只画出功能分区即可。各层除展厅外，展厅出入口、会议室、洽谈区、咨询区、饮食区、厕

所、电梯、饮水间、休息室需表达；配电、通风、空调间等建筑设施类不需表达。 

.2 属性 

各分区的展厅要制作对应的 P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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