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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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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等同采用ISO19156:2011《地理信息 观测与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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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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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 观测与测量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用于观测及其所涉及采样要素的概念模式。它为不同科技团体内部及相互间的观测

行为及其成果描述提供信息交换模型。
观测通常涉及对最终关注要素的采样。本文件规定了一套主要按拓扑维度分类的通用采样要素类

型以及用于异地观测的样本。该模式包括采样要素之间的关系(子采样、派生采样)。
本文件只关注可见的外部接口,对内部实现方式不做限制,这有别于面向实际环境的接口规范。

2 一致性

2.1 概述

本文件的第7章~第11章用统一建模语言(UML)阐述描述观测的概念模式。这些模式对概念类

进行定义,这些概念类:

a) 既可用于构建交叉领域的应用模式,

b) 也可用在应用模式、专用标准、实现规范中。
一套能用多种方式实现的 UML类型控制其灵活性。在特定的领域可以使用其所熟悉的替代名

称,但需提供一个与本文件的类与属性一一对应的对照表。
本文件中的UML模型对概念类进行定义,各种软件系统对实现类或数据结构进行定义,所有这些

定义引用相同的信息内容。实现中可以使用与本模型中相同的名称,所以 UML模型中所定义的类型

可以直接在应用程序模式中使用。
附录A规定了一组一致性测试,这些测试支持应用程序从定义数据结构的最低要求到完整对象实

现的全程要求。

2.2 与包含观测与测量的应用模式相关的一致性类

ISO19109:2005描述应用模式的通用一致性规则。应用模式如果声称与本文件一致,就应遵从规

定在第7章~第11章的规则,并通过规定在附录A中的相关抽象测试套件的测试。
根据应用模式的特点,划分了18个一致性类。表1列出这些类以及与抽象测试套件对应的子

条目。

表1 涉及观测与测量应用模式的一致性类

一致性类中文名 一致性类英文名 子条目

通用观测交换 Genericobservationinterchange A.1.1

测量交换 Measurementinterchange A.1.1,A.1.2

分类观测交换 Categoryobservationinterchange A.1.1,A.1.3

计数观测交换 Countobservationinterchange A.1.1,A.1.4

验真观测交换 Truthobservationinterchange A.1.1,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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