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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背景 

本标准于2020年12月下达制定计划，依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

下达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0〕53号），国家

标准计划号为20204661-T-466，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报及

执行，主管部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本标准是在测绘行业标准

CH/T 1036-2015《管线要素分类代码与符号表达》基础上转为国家标准。 

主要起草单位包括：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六地

形测量队（自然资源部地下管线勘测工程院）、星际空间（天津）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精图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略。 

2、目的意义 

2014 年 6 月 3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

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27 号），第 3 条要求“2015 年底前，完

成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建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编制完成地下管线综合规

划。力争用 5 年时间，完成城市地下老旧管网改造，将管网漏失率控制在国

家标准以内，显著降低管网事故率，避免重大事故发生。用 10 年左右时

间，建成较为完善的城市地下管线体系，使地下管线建设管理水平能够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应急防灾能力大幅提升”；第 14 条规定“完善法规标

准。研究制订地下空间管理、地下管线综合管理等方面法规，健全地下管线

规划建设、运行维护、应急防灾等方面的配套规章。开展各类地下管线标准

规范的梳理和制（修）订工作，建立完善地下管线标准体系”。2015 年年

初，财政部、住建部等 5 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下管

线普查，并组织了 2015 年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评审工作。在 2015 年 7月

28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既要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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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要重“里子”，李总理在两年中 3 次提到城市建设“面子里子

论”。所谓的“里子”也就是地下管线、管廊、地铁等地下空间资源。2016

年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认真总结推广试点城市经验，逐步推开城市综合管廊

建设，统筹各类管线敷设，综合利用地下空间资源，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

力。”应该说，目前党和政府对地下管线建设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3、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1）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承担单位（主编单位）：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协作单位（参编单位）：自然资源部第六地形测量队（自然资源部地下

管线勘测工程院）、星际空间（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元地理信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精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略。 

2）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略。 

4、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启动 

本标准获得立项批准后，主编单位积极开展启动准备工作，邀请国内有

关单位、业界专家参加本标准编制工作，成立了包含产学研用有关单位和企

业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收集分析相关资料后，起草了标准编制大纲和工作

计划，并编制完成实施方案。 

2）起草阶段 

2021年-2022年初，起草工作组搜集了相关资料，认真分析、积极讨

论，起草了标准大纲，起草了标准草案，经过工作组专家讨论后，完善形成

标准草案，起草工作组对标准草案不断修改完善，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2022年5月31日，起草工作组在中山进行了第一次研讨会，全国地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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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江齐，自然资源部第六地形测量队（自然资

源部地下管线勘测工程院）、星际空间（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

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等20余家参编单位有关专家共计33人，通过线下和

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上，研究所作为主编单位，汇报了

《管线要素分类代码与符号表达》的背景、初稿编制情况与待讨论问题。工

作组成员逐条对标准内容进行了研讨，并听取了张江齐副秘书长的有关建

议，经充分沟通与讨论，本次会议明确了管线要素的分类原则、分类方案、

编码方案及扩展原则等主要技术内容，为标准文件的下一步编制奠定了坚实

基础。本次会议还确定了下一阶段计划和时间节点。 

2022年7月8日，起草工作组在成都进行了第二次研讨会，自然资源部第

六地形测量队（自然资源部地下管线勘测工程院）、星际空间（天津）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中煤（西安）地下空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20余家参编单位

有关专家共计33人，通过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上，

参会成员逐条对提交会议讨论的标准内容进行了研究，经充分沟通与讨论，

全体与会人员共同确定了管线要素的分类编码体系和编码内容，对于管线要

素符号表达主要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并确定了下一步征求专业技术单位及

专家意见的具体范围和要求。 

3）征求意见阶段 

2022年7月底，起草组经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开始面

向全国进行意见征求，征求意见时间2个月。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标准编制原则 

（1）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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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与 GB/T 41455-2022《管线要素数据字典》、GB/T 

35644-2017《地下管线数据获取规程》、CH/T 1037-2015《管线信息系统建

设技术规范》等相关标准进行了协调和衔接。 

（2）实用性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听取《管线信息系统建设技术规范》和《管线测

绘技术规程》课题组原编制意见，并吸纳在管线领域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专家

和单位作为课题组成员，融合科研、生产及有关质量等方面的要求，从实际

出发，力争做到兼顾实用，可操作性强。分类体系及要素内容充分考虑管线

领域的现实应用和发展需求，以适合管线测绘、系统建设及数据服务等。 

2、内容确定的主要依据 

1、 章节结构 

章结构大体上与 CH/T 1036-2015 保持一致，依据 GB/T 1.1-

2020，新增“术语和定义”一章。 

“分类代码”一章中包括原则、分类、编码、扩展四小节。“符号

表达”一章中包括一般规定、符号、表达示例三小节。 

采用附录形式具体给出了每一个管线要素的分类代码和点、线、

面、体符号规格、色彩、样式等内容，并给出样图实例。 

2、 分类 

分类的基本原则主要考虑管线要素保持稳定性、完整性、扩展性、

协调性四方面。 

分类方法采用线性分类法，分为大类、中类、小类和子类。 

在具体要素大类分类时，结合各城市测绘系统实践工作经验以及与

管线要素数据分类管理、数据共享等的需要，将管线分为长输管线、城

市管线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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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大类中的要素中类是在大类的基础上，按照输送介质进行分

类，长输管线分为 5 类，包括：输电线、通信线、输油管道、输气管

道、输水管道；城市管线分为 8 类，包括：电力管线、电信管线、给水

管道、排水管道、燃气管道、热力管道、工业管道、综合管廊。 

要素小类可在相应要素中类基础上，按照具体用途或功能划分；要

素子类在相应要素小类下，按管段、设施和构件类型划分。 

3、 编码 

编码规则继续采用 7 位十进制数字码，左起第一、二位为管线要素

大类码，表示管线要素大类，2 位数字表示，其能够第一位固定为

“5”，与我国基础地理信息领域将管线设置为第五类保持一致。左起

第三位为管线要素中类码，表示管线要素中类，1 位数字表示。左起第

四、五位为管线要素小类码，表示管线要素小类，2位数字表示。左起

第六、七位为管线要素子类码，表示管线要素实体，2 位数字表示。 

4、 表达 

符号表达与 GB/T 41455-2022《管线要素数据字典》进行了充分协

调，在原有行业标准 CH/T 1036-2015基础上进行了扩充，一是补充了

点要素符号内容，二是对面要素给出了表达得具体原则要求和实例，三

是结合当前管线领域实际现状补充了管线体要素表达实例，四是对长输

管线，城市管线等分别给出了具体样图示例。 

详见附录 B、C、D。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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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

对比情况 

本标准为采用国际标准。经国家标准共享服务平台检索，尚未有相关

国际标准、他国国家标准记录情况，因此本标准填补了空白。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要求。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与 GB/T 35644-2017《地下管线数据获取规程》、

GB/T 41455-2022《管线要素数据字典》、CH/T 1037-2015《管线信息系统

建设技术规范》等相关标准进行了衔接与协调。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实施。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等内容)  

该推荐性标准前身行业标准已经在测绘行业开展多年应用，建议尽快

发布实施，以更好的促进其在全国的推广实施。 

本标准在颁布实施之后，建议由标准起草单位开展相应的标准宣贯工

作和培训工作，有利于标准使用部门和人员正确理解标准的技术内容。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CH/T 1036-2015《管线要素分类代码与符号表达》自

动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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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是管线测绘系列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准的制定完善了管线

测绘标准体系，对于指导相应成果数据生产、推进管线数据共建共享有重要

意义。课题组在本标准制定中通过充分的调研论证，并参考各相关单位主要

管线现有数据分类与系统建设中的表达实例，与相关专业人员进行了充分的

交流和沟通，充分考虑和协调了各方的意见和要求，形成本标准内容。另一

方面，本标准在编制时得到了众多城市建设、市政管理、测绘等领域不同企

事业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帮助，部分单位和个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作为参编单

位出现，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