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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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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实体时空标识编码是对实体进行时空标定的一种有效手段，建立规范的时空标识编码标准，用一维

整形数统一标识和表达实体时空位置，作为经纬度编码表达方式的重要补充，可解决因时空标识不统一

而导致的时空信息无法互通互认的问题，便于使用计算机进行索引、计算和表达，提高实体时空数据的

组织、处理、分析、传递和应用效率。本文件为建立城市中各类实体的统一时空标识提供规范化指导，

满足大数据时代城市实体时空信息的统一组织、融合共享、高效检索与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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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 实体时空标识编码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面向智慧城市应用的实体时空标识编码原则、时空基准、标识规则、标识编码要求以

及标识编码参考模型、标识编码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实体时空标识的编制、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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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9409 北斗网格位置码

GB/T 40087 地球空间网格编码规则

DB11/T 1917.1 城市码编码与应用规范 第1部分：标识

3 术语和定义

GB/T 39409-2020、DB/T 1917.1-20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实体 entity
现实世界中具有空间位置、共同属性的独立物体。

3.2

空间标识 space identification
用于确定实体的地理位置信息的标识。

3.3

时间标识 time identification
用于确定实体的时间信息的标识。

3.4

时空标识 time-space identification
用于确定实体的时间信息和地理位置信息的标识。

3.5

实体源数据 entity data
通过测绘等手段获取的实体几何形状、空间位置和其他关联属性信息。

3.6

粒度 granularity
实体在经线和纬线方向上的网格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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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码原则

4.1 适用性原则

时空标识能够适应多粒度实体时空信息表达。

4.2 兼容性原则

时空标识与经纬度平面坐标具有良好的包容关系。

4.3 唯一性原则

每个时空标识编码均唯一，同一编码不重复赋予不同实体，任意两个实体的时空标识不重复。

5 时空基准

时空基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平面坐标系采用北京2000坐标系；

b) 高程基准采用北京地方高程系，并与国家1985高程基准建立联系；

c) 时间基准采用北京标准时间（BST）。

6 标识规则

6.1 时空标识分类

时空标识分为二维时空标识和三维时空标识，实体时空标识赋码样例见附录 A。

6.2 标识结构

6.2.1 二维时空标识结构

二维时空标识共32位，由空间标识、时间标识、顺序号共同组成，其中第1-19位表示空间标识，第

20-27位表示时间标识，第28-32位标识顺序号，标识结构见表1。

表 1 二维时空标识结构

空间标识
时间标识 顺序号

剖分方式 剖分层级 椭球面网格编码

1位字母 2位数字 16 位十六进制数字 8位十六进制数字 5位数字

6.2.2 三维时空标识结构

三维时空标识共40位，由空间标识、时间标识、顺序号共同组成，其中第1-27位表示空间标识，第

28-35位表示时间标识，第36-40位标识顺序号，标识结构见表2。

表 2 三维时空标识结构

空间标识
时间标识 顺序号

剖分方式 剖分层级 椭球面网格编码 高度域编码

1位字母 2位数字 16 位十六进制数字 8位十六进制数字 8位十六进制数字 5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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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空间标识

6.3.1 剖分方式代码

应按照 GB/T 40087 规定执行，采用固定值 G 表示，代码共 1 位。

6.3.2 剖分层级代码

应按照 GB/T 40087 规定执行，采用数字表示，代码共 2 位。

6.3.3 椭球面网格编码

椭球面网格编码应按照GB/T 40087规定执行，并符合以下要求：

a) 椭球面网格编码记录能够完整包含实体最低层级网格的编码，采用四进制 1 维定长编码，编

码最长为 32 位，当位数不足 32 位时用 0补位；

b) 将 32 位四进制椭球面网格编码转换为 16 位十六进制数字表达，当位数不足 16 位时用 X 补位。

6.3.4 高度域编码

高度域编码应按照GB/T 40087规定执行，并符合以下要求：

a) 高度域编码记录能够完整包含实体最小外包体的立体空间网格编码，采用二进制 1 维定长编

码,编码最长为 32 位，当编码位数不足 32 位时用 0 补位；

b) 将 32 位二进制高度域编码转换为 8 位十六进制数字表达，当位数不足 8 位时用 X 补位。

6.4 时间标识

时间标识表示实体信息赋码时间，实体在该时空范围内属于存在状态。时间标识长度共8位，使用

北京时间（中国国家标准时间），从2021-01-01 08:00:00时间起采用时间累计数字表示，精确到秒，

并用十六进制表示，不足8位时用0从起始位补足。

示例：2022-01-01 08:00:00，从 2021-01-01 08:00:00 起算，共计为 31622400 秒，十六进制转换后，时间标识取

值为 01E28500。

6.5 顺序号

顺序号表示实体在同一级剖分网格内编码顺序代码，长度共5位，用数字表示。

7 标识编码要求

7.1 通用要求

时空标识编码应符合以下通用要求：

a) 应针对不同实体的粒度大小，合理选择空间标识剖分层级；

b) 同一实体的二维时空标识和三维时空标识应保持联动。

7.2 实体源数据要求

用于时空标识编码的实体源数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开展二维时空标识编码时，实体源数据应包含实体的坐标信息、地名地址信息及数据来源；

b) 在开展三维时空标识编码时，实体源数据应包含实体的坐标信息、地名地址信息、数据来源以

及基底高程、顶部高程或高度信息等高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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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被赋码实体应具有统一身份标识，身份标识编码应符合 DB/T 1917.1 的规定；

d) 以点表达的实体，应无多部件，可根据需求进行大小和形状缓冲；

e) 以线表达的实体应是连续的多段线，应无多部件；

f) 以面表达的实体应是一条或多条多段线构成的封闭区域，以顺时针多段线表示面实体内部区域，

以逆时针多段线表示面实体外部区域。

8 标识管理与使用要求

时空标识管理与使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实体时空标识编码的生成、变更、注销应由城市码平台统一管理，时空标识编码数据均应接入

统一标识库进行存储记录；

b) 实体时空标识变更时，时间标识应随空间标识同步更新；

c) 实体灭生后，应及时注销标识，时空标识应在历史库中保留，用于实体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d) 对实体时空标识编码进行核验使用时，应对拟核验实体的时空标识与实体空间位置进行匹配性

验证，若匹配成功则核验通过；

e) 对多个实体时空标识编码进行关联分析使用时，应基于空间标识判断对应网格间关系，分为重

合、包含、被包含、相邻、其他。

9 标识编码参考模型

图1给出了基于角色和所支撑系统的时空标识编码参考模型，各角色描述如下：

——时空标识服务方：针对业务需求提供时空标识生成、变更、注销、核验、关联分析服务者；

——时空标识管理方：实体时空标识的统一管理者，统一管理时空标识数据，负责服务授权管理，

并转发时空标识服务；

——时空标识使用方：发起时空标识编码或获取时空标识服务的用户。

图 1 时空标识应用参考模型

时空标识应用参考模型中各系统主要功能说明详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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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时空标识编码模型功能

角色 系统 功能描述

时空标识服务方 时空标识服务系统 负责时空标识的生成、变更、注销、核验、关联分析等服务工作

时空标识管理方
城市码

平台

统一标识库 负责统一存储、管理实体时空标识数据，支撑时空标识数据应用

鉴权管理系统 负责用户使用时空标识数据服务过程中的授权管理、服务转发等工作

时空标识使用方 用户 发起时空标识编码或获取时空标识服务的用户

10 标识编码流程

10.1 时空标识生成流程

时空标识生成流程应按图2执行：

a) 用户发起时空标识生成请求，将实体源数据发送至城市码平台，城市码平台鉴权管理系统受

理并核验权限；

b) 鉴权管理系统权限验证通过后，时空标识服务系统根据用户提供的实体源数据生成时空标识；

c) 时空标识生成后，时空标识服务系统将生成的时空标识发送至城市码平台统一标识库进行入

库；

d) 统一标识库收到时空标识后，将时空标识提供至用户。

图 2 时空标识生成流程

10.2 时空标识变更流程

时空标识变更流程应按图3执行：

a) 用户发起时空标识变更请求，将拟变更的时空标识和实体源数据发送至城市码平台，城市码平

台鉴权管理系统受理，并核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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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鉴权管理系统权限验证通过后，时空标识服务系统根据用户提供的变更后实体源数据生成新的

时空标识；

c) 新的时空标识生成后，时空标识服务系统将新生成的时空标识发送至城市码平台统一标识库；

d) 统一标识库收到变更后的时空标识，进行标识更新记录，并将新的时空标识提供至用户。

图 3 时空标识变更流程

10.3 时空标识核验流程

时空标识核验流程应按图4执行：

a) 用户发起时空标识核验请求，将拟核验的实体源数据和时空标识发送至城市码平台，城市码平

台鉴权管理系统受理，并核验权限；

b) 鉴权管理系统权限验证通过后，时空标识服务系统对拟核验实体的时空标识与实体空间位置进

行匹配性核验，将核验结果同步至城市码平台统一标识库；

c) 统一标识库收到核验结果后反馈至用户。

图 4 时空标识核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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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时空标识注销流程

时空标识注销流程应按图 5 执行：

a) 用户发起注销时空标识请求，将待注销实体的时空标识及实体源数据发送至城市码平台，城市

码平台鉴权管理系统受理，并核验权限；

b) 鉴权管理系统权限验证通过后，时空标识服务系统对拟注销实体的时空标识与实体空间位置的

匹配性进行核验，将注销核验结果发送至城市码平台统一标识库；

c) 统一标识库收到注销核验结果后记录时空标识注销状态，并将注销结果反馈至用户。

图 5 时空标识注销流程图

10.5 时空标识关联分析流程

时空标识关联分析流程应按图6执行：

a) 用户发起时空标识关联分析请求，将拟分析的实体时空标识发送至城市码平台，城市码平台鉴

权管理系统受理，并核验权限；

b) 鉴权管理系统权限验证通过后，由时空标识服务系统对用户提供的实体时空标识进行关联性分

析，将分析结果发送至城市码平台统一标识库；

c) 统一标识库收到分析结果后进行记录，并将分析结果反馈至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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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时空标识关联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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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实体时空标识赋码样例

实体二维时空标识赋码样例见表A.1。

表 A.1 实体二维时空标识赋码样例

样例信息
实体数据

类型
剖分样例 十六进制赋码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

顺源街某路灯
点实体 G320074EAF1F4745558F46884000002

北京市朝阳区

顺源里小区某

内部道路

线实体
G210074EAF1F148XXXXX46884000001

北京市朝阳区

左家庄 15号院

8号楼

面实体
G200074EAF1CA8XXXXXX46884000001

实体三维时空标识赋码样例见表A.2。

表 A.2 实体三维时空标识赋码样例

样例信息
实体数据

类型
剖分样例 十六进制赋码结果

某建筑物三维

模型
体实体

G200075EB985A7XXXXXX3E801XXX4688

4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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