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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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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建设，推动城市建设、管

理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的建设、管理和运

行维护。

1.0.3 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建设、管理和运行维护，除应符

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缩略语和代码

2.1 术 语

2。1.1 国家级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 basic platform for city
information model/modeling at national level

    对全国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建设、应用履行监测监督、通

报发布、应急管理与指导等监督指导职能，与国家级其他政务系

统、下级CIM基础平台联网互通实现业务协同、数据共享的城

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简称国家级平台。

2.1.2 省级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 basic platform for city in-

formation model/modeling at provincial level

    纵向对接国家级平台的监督指导、业务协同、综合评价等应

用，联通下级CIM基础平台，横向同省级其他政务系统对接、

信息共享，具有重要数据汇聚、核心指标统计分析、跨部门数据

共享和监测下级CIM基础平台运行状况等功能的城市信息模型

基础平台，简称省级平台。

2.1.3 市级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 basic platform for city in-
formation model/modeling at city level

    纵向对接省级平台、国家级平台，横向同市级其他政务系统

对接，具有整合、管理或共享城市信息模型资源等功能，支撑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营工作的基础性信息协同平台，简称市

级平台。

2.1.4 元数据 metadata

    关于数据的数据，即数据的标识、覆盖范围、质量、时间和

空间模式、空间参考系和分发等信息。



2.2 缩  略 语

CIM (city Information Model/Modeling)城市信息模型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Modeling)建筑信息

模型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

wMs(web Map service)网络地图服务

wMTs(web Map Tile service)网络瓦片地图服务

WFS(Web Feature Service)网络要素服务

wcs(web coverage service)网络覆盖服务

SsM(Spatial 3D Model)空间三维模型

135(Indexed 3D Scene)索引三维场景

2.3 代 码

    本标准中数据体系采用约束条件代码及说明如下:

    M代表必选，对应英文 Mandatory，含义是必须具有的

内容;

    C代表条件具备时必选，对应英文Conditional，含义是实际

情况具备时应具有的内容;

    0代表可选，对应英文OPtional，含义是可自行判断是否需

要的内容。



3 基 本 规 定

3.1 一 般 规 定

3.1.1 CIM基础平台建设应统一管理CIM数据，提供数据和

服务访问的接口，满足业务协同、信息联动和应用延伸的要求。

3.1.2 CIM基础平台建设应满足数据更新和服务扩展的要求。

3.1.3 CIM基础平台和数据应采用 200。国家大地坐标系

(CGCSZO00) 或与之联系的城市独立坐标系，高程基准应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时间系统应采用公历纪元和北京时间。

3.1.4 CIM基础平台建设和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安全保
密要求。

3.2 国家级、省级、市级平台衔接关系

3.2.1 CIM基础平台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平台，三级平台

应实现网络联通、数据共享、业务协同。

3.2.2 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平台应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和运行管

理机制，国家级、省级、市级平台纵向之间及与同级政务系统横

向之间应建立衔接关系 (图3.2.2)，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监督指导:宜支撑监测监督、通报发布、应急管理与指

导等应用;

    2 业务协同:宜支撑专项行动、重点任务落实和情况通报

等应用;

    3 数据共享:国家级、省级、市级平台应与同级政务系统

进行数据共享，以及实现跨平台的数据共享，数据内容宜符合本

标准附录A的规定。



图3.2.2 国家级、省级、市级平台衔接关系



4 平台架构和功能

4.1 一 般 规 定

4.1.1 平台总体架构应包括自下而上的设施层、数据层和服务

层，以及标准规范体系、运维与安全保障体系;三个层次中的上

层对下层具有依赖关系，两大体系对三个层次具有约束关系。

4.1.2 平台设施层宜包括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服务

等基础软硬件及网络资源。

4.1.3 国家级和省级平台CIM数据层内容应符合本标准第5.5

节规定，市级平台CIM数据层内容应符合本标准第5.6节规定。

4.1.4 平台建设应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与国家和行业数据标

准及技术规范衔接。

4.1.5 平台建设应按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政策和标准建立运

行、维护、更新与安全保障体系，保障网络、数据、应用及服务

的安全运行。

4.2 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

4.2.1 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总体架构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信息技术  云计算  参考架构》GB/T32399和 《信息技术

云计算  平台即服务 (PaaS) 参考架构》GB/T 35301的要求

(图4.2.1)。

4.2.2 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应具备重要数据汇聚、数据查询

与可视化、统计分析、数据共享与交换、监测监督、运行管理和

开发接口等功能。

4.2.3 数据汇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数据汇聚功能应包括数据获取、

数据清洗、数据融合和数据资源编目等功能，应实现上下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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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 国家级和省级平台架构

台、同级平台之间数据共享和信息协同;

    2 数据获取应通过接口方式获取资源调查、业务系统、工

程建设项目等数据，宜获取其他渠道商业数据;

    3 数据清洗应具有多源异构数据转换、审核、比对校验、

去重和纠错等功能;

    4 数据融合应具有数据信息分类、标识、关联，以及加载

和人库等功能;

    5 数据资源编目应具备CIM信息资源编目、目录注册和目

录发布等功能。

4.2.4 数据查询与可视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应提供地名地址查询、空间查询、

关键字查询、模糊查询、组合条件查询、要素查询、模型查询、

模型元素查询、关联查询、多维度多指标统计、查询统计和结果

输出等功能;

    2 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应提供模型加载、集成展示、图

文关联展示、分级缩放、可视化渲染、图形变换和场景管理等

功能。

4.2.5 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应具备对CIM数据进行多维统计

和分析的功能，宜包括从时间、空间、指标等维度定义统计分析



模型，以报表和图表等形式进行可视化展示及结果导出。

4。2.6 数据共享与交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应支持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交换;

    2 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跨部门数据共享应支持跨部门间

联审业务，实现跨部门间业务协同;

    3 数据交换宜采用前置交换、在线共享或离线拷贝方式，

其中前置交换应提供CIM数据交换参数设置、数据检查、交换

监控、消息通知等功能;在线共享应提供服务浏览、服务查询、

服务订阅和数据上传下载等功能。

4.2.7 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应具备对下级平台远程监测监督

的功能，应支持对下级平台的无缝调人，支持对下级平台运行机

制、运行状况的监测监督。

4.2.8 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运行应提供组织机构管理、角色

管理、用户管理、统一认证、平台监控和日志管理等功能。

4.2.9 开发接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台宜提供开发接 口 (API)和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应提供开发指南或示例等说明文档;

    2 平台开发接口宜采用网络应用程序接口 (Web API)，宜

包括下列类别:

      1) 资源访问类:提供CIM元数据、模型信息查询、目录

          服务接口、服务配置和融合，实现信息资源的发现、

        检索和管理;

      2) 地图类:提供不同级别不同尺度CIM调用、加载、渲

          染和场景漫游，提供属性查询和符号化等功能;

      3) 事件类:CIM场景交互中可侦听和触发的事件;

      4) 控件类:CIM基础平台中常用功能控件调用;

      5) 数据交换类:CIM元数据查询、模型预览、授权访

          问、上传、下载和转换等功能;

      6)数据分析类:按空间、时间和属性等多维度数据对比

          分析，大数据挖掘分析;



7)平台管理类:提供用户认证、资源授权和申请审核等
    管理功能。

4.3 市 级 平 台

4.3.1市级平台总体架构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信息技术 云

计算  参考架构》GB/T32399和 《信息技术    云计算  平台即

服务 (PaaS)参考架构)) GB/T 35301的要求 (图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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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1市级平台架构

4.3.2 市级平台应具备数据汇聚与管理、场景配置、数据查询

与可视化、数据共享与交换、分析应用、运行与服务及开发接口

等功能。

4.3.3 数据汇聚与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市级平台数据汇聚与管理宜包括数据汇聚、数据管理及

数据交换;

    2 市级平台应提供二维、三维GIS数据、建筑信息模型、

物联网感知数据和其他三维模型数据汇聚的能力，实现模型检查

人库、碰撞检测、版本管理、模型轻量化、模型抽取、模型比对

与差异分析等功能;

    3 市级平台应提供资源目录管理、元数据管理、数据清洗、



数据转换、数据导人导出、数据更新、专题制图、数据备份与恢

复等功能。

4.3.4 市级平台应针对不同应用场景提供不同模型、图形等组

合，实现场景配置功能。

4.3.5 数据查询与可视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市级平台应提供地名地址查询、空间查询、关键字查询、

模糊查询、组合条件查询、要素查询、模型查询、模型元素查

询、关联查询、多维度多指标统计、查询统计和结果输出等

功能;

    2 市级平台应提供模型加载、集成展示、图文关联展示、

分级缩放、平移、旋转、飞行、定位、批注、剖切、几何量算、

体块比对、卷帘比对、多屏比对、透明度设置和模型细度设置等

功能;

    3 市级平台应具备模型数据加载、可视化渲染、图形变换、

场景管理、相机设置、灯光设置、特效处理和交互操作等能力。

4.3.6 数据共享与交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市级平台应支持跨部门数据共享功能;

      2

亨〔聚;

      3

市级跨部门数据共享应支持部门间CIM数据共享与

市级平台跨部门数据共享应支持跨部门间联审业务，实

现跨部门间业务协同;

    4 数据交换宜采用前置交换、在线共享或离线拷贝方式。

前置交换应提供CIM数据的交换参数设置、数据检查、交换监

控、消息通知等功能;在线共享应提供服务浏览、服务查询、服

务订阅和数据上传下载等功能。

4.3.7 分析应用宜提供缓冲区分析、叠加分析、空间拓扑分析、

通视分析、视廊分析、天际线分析、绿地率分析和日照分析等

功能。

4.3.8 运行与服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市级平台运行应提供组织机构管理、角色管理、用户管



理、统一认证、平台监控、日志管理等功能，以及CIM数据服

务、功能和接口的注册、授权和注销等;

    2 市级平台服务宜具备CIM服务发布、服务聚合、服务代

理、服务启动停止、服务调用、服务监控、访问控制和负载均衡

等能力。

4.3.9 开发接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市级平台应提供丰富的开发接口或开发工具包支撑CIM

应用，应提供开发指南或示例等说明文档;

    2 市级平台开发接口宜采用网络应用程序接口或软件开发

工具包等形式，应包括下列类别:

      1) 资源访问类:提供CIM元数据、模型信息查询、目录

          服务接口、服务配置和融合，实现信息资源的发现、

        检索和管理;

      2) 项目类:管理CIM应用的工程建设项目全周期信息，

          包含信息查询、进展跟踪、编辑、模型与资料关联等

          操作;

      3) 地图类:提供不同级别不同尺度CIM、调用、加载、

          渲染和场景漫游，提供属性查询、符号化等功能;

      4) 三维模型类:提供三维模型的资源描述、调用与交互

          操作;

      5)BIM类:针对模型信息查询、剖切、开挖、绘制、测

          量、编辑等操作和分析接口;

      6) 控件类:CIM基础平台中常用功能控件的调用;

      7) 数据交换类:CIM元数据查询、模型预览、授权访

          问、上传、下载和转换等功能;

      8) 事件类:CIM场景交互中可侦听和触发的事件;

      9) 实时感知类:物联感知设备定位、接人、解译、推送

          与调取;

      10) 数据分析类:按空间、时间、属性等多维度数据对比

          分析，大数据挖掘分析;



n)模拟推演类:基于CIM的典型应用场景过程模拟、

    情景再现、预案推演;

12)平台管理类:提供用户认证、资源授权和申请审核等

    管理功能。



5 平 台 数 据

5.1 一 般 规 定

5.1.1 纳人各级平台管理的各类CIM数据应按标准规定的内容

和格式组织，应生成相应元数据和资源目录。

5.1.2 城市信息模型数据应存人各级平台的数据库集中管理、

更新和共享应用。

5.2 数 据 建 库

5.2.1 数据建库应包括数据预处理、数据检查、数据人库和人

库后处理等步骤。

5.2.2 数据预处理按数据库存储要求应收集并整理成果数据与
元数据等，并对人库前成果数据进行坐标转换、数据格式转换或

属性项对接转换等处理。

5.2.3 数据检查应包括完整性、规范性和一致性检查，检查内

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二维要素应检查几何精度、坐标系和拓扑关系，应检查

其属性数据和几何图形一致性、完整性等内容;

    2 三维模型应检查包括数据目录、纹理贴图、坐标系、偏

移值等完整性和模型对象划分、名称设置、贴图大小和格式等规

范性;

    3 BIM数据应检查模型精确度、准确性、完整性和图模一

致性，规范模型命名、拆分、计量单位、坐标系及构件的命名、

颜色、材质表达。

5.2.4 CIM数据人库应选择合适的方式，矢量和栅格数据人库
宜采用分区、分层或分幅方式，三维模型和建筑信息模型人库宜

采用分区或分块的方式，其他相关数据人库宜采用分幅或分要素



方式。

5.2.5 数据人库后处理内容宜包括逻辑接边、物理接边、拓扑

检查与处理、唯一码赋值、数据索引创建、影像金字塔构建、切

片与服务发布等。

5.3 数 据 更 新

5.3.1 CIM数据应制定更新维护机制，宜采用要素更新、专题

更新、局部更新和整体更新等方式。

5.3.2 更新数据的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应与原有数据坐标系统

和高程基准相同，精度不应低于原有数据精度。

5.3.3 几何数据和属性数据应同步更新，并应保持相互之间关

联，数据更新后应同步更新数据库索引及元数据。

5。3。4 数据更新时应符合原有数据分类编码和数据结构要求，

应保证新数据正确的空间拓扑关系。

5.4 数据共享与服务

5.4.1 CIM数据共享内容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保密规定，

宜通过CIM基础平台安全共享。

5.4.2 CIM数据宜采用标准或公开数据格式进行交换共享。
5.4.3 CIM矢量、栅格数据等宜采用WMS、WMTS、WFS、

WCS等标准发布服务，三维模型、倾斜摄影模型和BIM等宜采

用S3M、3仆TileS、135等标准发布服务。

5.5 国家级和省级平台数据库

5.5.1 国家级和省级平台数据库应包括CIM成果、资源调查、

业务系统、工程建设项目等数据，来源应包含同级政务系统和下

级CIM平台，数据内容宜符合本标准附录A的要求。

5.5.2 CIM成果数据应包括CIMI级、2级模型成果数据，宜

包括重点城市的CIM3级模型成果数据，并根据实际需要拓展

数据内容。



5.5.3 资源调查数据宜包括房屋普查、市政设施普查数据等。

5.5.4 业务系统数据宜包括建筑行业企业/人员资质审批、房地

产市场监管、工程勘察设计统计信息和大型公建能耗管理等

数据。

5.5.5 工程建设项目数据宜包括立项用地规划许可数据、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数据、施工许可数据和竣工验收数据等。

5.6 市级平台数据库

5.6.1市级平台数据库应包括CIM成果数据、工程建设项目数

据、时空基础数据、资源调查数据、规划管控数据、公共专题数

据和物联感知数据，数据内容宜符合本标准附录B的要求，并

可根据实际需要拓展。

5.6.2 CIM成果数据宜包括工程建设项目报批和加工整理等形

成的CIMI级一7级模型成果数据;CIM源数据宜包括时空基

础、资源调查、规划管控等数据;关联数据宜包括公共专题数据

和物联感知数据。

5.6.3 工程建设项目数据宜包括立项用地规划许可数据、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数据、施工许可数据和竣工验收数据等。

5.6.4 时空基础数据宜包括行政区、测绘遥感数据及三维模

型等。

5.6.5 资源调查数据宜包括国土调查、地质调查、耕地资源、

水资源、房屋普查和市政设施普查等数据。

5.6.6 规划管控数据宜包括开发评价、重要控制线和国土空间

规划等数据。

5.6.7 公共专题数据宜包括社会数据、法人数据、人口数据、

兴趣点数据、地名地址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等。

5.6.8 物联感知数据宜包括建筑、市政设施、气象、交通、生

态环境等监测数据和城市安防数据。



6 平台运维和安全保障

6.1 平 台 环 境

6.1.1 CIM基础平台应充分共享已建政务基础设施资源，建立

满足系统运行的软硬件环境，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平台应配备稳定的网络管理、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

件等基础软件，性能指标应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2 平台宜适用云计算中心提供的运行环境，可按现行国家

标准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T 2887和 《计算机场地安全要求》GB/T 9361的规定自建

机房提供运行环境，宜按现行国家标准 《国家电子政务网络技术

和运行管理规范》GB/T21061要求建设网络环境。

6。1.2 CIM基础平台应建设满足平台部署运行、数据协同共

享、数据安全可靠等需求的网络环境，形成纵向互通、横向互联

的网络体系，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台纵向网络应与国家级、省级、市级网络环境互通，

不宜低于百兆光纤网，应能支撑 CIM数据的管理和数据

共享;

    2 平台横向网络应与本级电子政务网互联互通，宜为千兆

光纤网，应能支撑本级数据交换与共享。

6.2 平 台 运 维

6.2.1 CIM基础平台维护管理宜按现行国家标准 《信息技术服
务  运行维护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28827.1执行，应

制定包含运行管理规定、平台维护操作规程等的平台运行维护机

制，应建立专业、稳定的运维组织。

6.2.2 CIM基础平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信



息系统安全运维管理指南》GB/T 36626的规定，宜制定平台安

全运维策略和安全运维规程，宜建立安全运维支撑系统。

6.3 安 全 保 障

6.3.1 CIM基础平台安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GB 17859、《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

统安全管理要求》GB/T 20269、《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

技术要求》GB/T 20270、《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

术要求》GB/T 20271和《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

本要求》GB/T 22239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台应制定安全防护策略、安全管理措施;

    2 平台建设应综合评估安全风险，确定安全域，设计安全

方案，开展等保定级和等保备案，应根据不同安全域确定安全保

护等级;

    3 平台建设应对数据进行等级划分，根据分级结果划定安

全保护等级及制定相应的安全保密方案;

    4 平台建设应建立物理安全、主机安全、网络安全、应用

安全、数据安全等构成的安全保障体系;

    5 平台应采取统一身份认证及单点登录、权限管理、安全

认证、系统日志、安全审计等措施;

    6 平台应执行信息产生、处理、传输、存储和载体销毁全

过程中的国家保密标准。

6.3.2 数据采集安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信息安全技术 个

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公共安全重点区域视频图像信

息采集规范》GB 37300的规定。

6.3.3 数据传输和交换安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安全视

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GB/T 28181、

《物联网  信息交换和共享》GB/T36478、《信息安全技术 物

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GB/T37025的规定。

6.3。4 数据存储和备份安全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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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存储和管理 第1部分:总则》GB/T 31916.1、《信息技
备份存储  备份技术应用要求》GB/T 36092、《信息安全技

云存储系统安全技术要求》GA/T1347的规定。

术

术



附录A 国家级和省级平台数据内容

表 A 国家级和省级平台数据内容

门类 大类 中类 类型 约束 备注

CIM

成果

数据

CIMI级模型 信息模型 M 源自市级平台

CIMZ级模型 信息模型 M 源自市级平台

CIM3级模型 信息模型 C 源自市级平台

资源

调查

数据

房屋普查
房屋建筑 矢量 C

照片附件 电子文档 C

市政设

施普查

道路设施 矢量 C

桥梁设施 矢量 C

供水设施 矢量 C

照片附件 电子文档 C

业务

系统

数据

建筑行业

企业/人员

资质审批

企业基本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人员基本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不同资质的企业数 结构化数据 O

不同资质的人员数 结构化数据 O

房地产市场

  监管

房地产项目信息 矢量 C

房源基本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房地产企业信息 结构化数据 O

中介服务机构信息以及人员信息 结构化数据 0

工程勘察设

计统计信息

资质管理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注册管理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大型公建能

  耗管理

建筑 结构化数据 C

空调 结构化数据 C

办公设备 结构化数据 C

电梯扶梯 结构化数据 C

照明 结构化数据 C

19



续表A

门类 大类 中类 类型 约束 备注

工程

建设

项目

数据

立项用地

  规划

许可数据

策划项目信息 (未选址) 结构化数据 C 源自市级平台

协同计划项目(已选址) 矢量 C 源自市级平台

项目红线 矢量 C 源自市级平台

立项用地规划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源自市级平台

证照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源自市级平台

批文、证照扫描件 电子文档 C 源自市级平台

建设工程

  规划

许可数据

设计方案信息模型 信息模型 C 源自市级平台

报建与审批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源自市级平台

证照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源自市级平台

批文、证照扫描件 电子文档 C 源自市级平台

施工许可

  数据

施工图信息模型 信息模型 C 源自市级平台

施工图审查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源自市级平台

证照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源自市级平台

批文、证照扫描件 电子文档 C 源自市级平台

竣工验收

  数据

竣工验收信息模型 信息模型 C 源自市级平台

竣工验收备案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源自市级平台

验收资料扫描件 电子文档 C 源自市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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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市级平台数据内容

表 B 市级平台数据内容

门类 大类 中类 类型 约束

CIM

成果

数据

CIMI级模型 信息模型 M

CIMZ级模型 信息模型 M

CIM3级模型 信息模型 M

CIM4级模型 信息模型 C

CIMS级模型 信息模型 C

CIM6级模型 信息模型 C

CIM7级模型 信息模型 C

行政区

国家行政区 矢量 C

省级行政区 矢量 C

地级行政区 矢量 M

县级行政区 矢量 C

乡级行政区 矢量 C

其他行政区 矢量 C

测绘遥感数据

数字正射影像图 栅格 C

可量测实景影像 栅格 C

倾斜影像 栅格 C

三维模型

数字高程模型 栅格 M

水利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C

建筑三维模型 . 信息模型 M

交通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C

管线管廊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C

植被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C

其他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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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门类 大类 中类 类型 约束

资源

调查

数据

国土调查 土地要素 矢量 C

地质调查

基础地质 矢量 C

地质环境 矢量 C

地质灾害 矢量 C

工程地质 矢量 O

耕地资源
永久基本农田 矢量 C

耕地后备资源 矢量 C

水资源

水系水文 矢量 C

水利工程 矢量 C

防汛抗早 矢量 C

水资源调查 矢量 C

房屋普查
房屋建筑 矢量 C

照片附件 电子文档 C

市政设施普查

道路设施 矢量 C

桥梁设施 矢量 C

供水排水设施 矢量 C

照片附件 电子文档 C

规划

管控

数据

开发评价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

  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矢量 M

重要控制线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

  农田/城镇开发边界
矢量 M

国土空间规划

总体规划 矢量 C

详细规划 矢量 C

专项规划 矢量 C

工程

建设

项目

数据

立项用地规划
  许可数据

未选址策划项目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已选址协同计划项目 矢量 C

项目红线 矢量 M

立项用地规划信息 结构化数据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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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B

门类 大类 中类 类型 约束

工程

建设

项目

数据

立项用地规划

  许可数据

证照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批文、证照扫描件 电子文档 C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数据

设计方案信息模型 信息模型 M

报建与审批信息 结构化数据 M

证照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批文、证照扫描件 电子文档 C

施工许可数据

施工图信息模型 信息模型 M

施工图审查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证照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批文、证照扫描件 电子文档 C

竣工验收数据

竣工验收信息模型 信息模型 M

竣工验收备案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验收资料扫描件 电子文档 C

社会数据
就业和失业登记 结构化数据 C

人员和单位社保 结构化数据 C

法人数据

机关 结构化数据 C

事业单位 结构化数据 C

企业 结构化数据 C

社团 结构化数据 C

人口数据
人口基本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人口统计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兴趣点数据 矢量 O

地名 矢量 C

地址 矢量 C

宏观经济数据 结构化数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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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B

门类 大类 中类 类型 约束

物联

感知

数据

建筑监测数据
设备运行监测 C

O能耗监测

市政设施

监测数据

按城市道路、桥梁、城市轨道交通、

  供水、排水、燃气、热力、园林

  绿化、环境卫生、道路照明、

工业垃圾医疗垃圾、生活垃圾处理

    设备等设施及附属设施分类

C

气象监测数据

雨量监测 O

气温监测 O

气压监测 0

相对湿度监测 O

其他 O

交通监测数据

交通技术监控信息 O

交通技术监控照片或视频 0

电子监控信息 O

生态环境

监测数据

河湖水质监测 O

土壤监测 0

0大气监测

城市安防数据

治安监控视频 C

三防监测数据 C

其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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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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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GB/T 2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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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GB 1 7859

    5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GB/T20269

    6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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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9

    10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

术要求》GB/T 28181

    n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28827.1

    12 《信息技术  云数据存储和管理 第1部分:总则》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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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信息技术  云计算  参考架构》GB/T32399

    14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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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01

    16 《地理信息兴趣点分类与编码》GB/T35648

    17 《信息技术  备份存储  备份技术应用要求》GB/T 3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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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GB/T

《公共安全重点区域视频图像信息采集规范》GB 373。。

((信息安全技术  云存储系统安全技术要求》GA/T134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

    技 术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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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文 说 明



编 制 说 明

    《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技术标准》CJJ/T 315一2022，经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2022年1月19日以第12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对CIM各试点城市的建设成果

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政务信息化及工程建设信息

化的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先进的技术标准及规范。

    为便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及相关单位和人员在使用本标

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技术

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

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

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

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目 次

9
‘

0
乙

9
自

0
乙

n
j 

Cj

Q
口

‘
斗

庄
上

月
汁

叹
U

内b

乃匕

门了

八
6
 

C
J

Q
口

Q
口

O
J

乃
乃

八
j 

Q
d 

C
j 

n
j 

Cj
 

nj
 

C
O
 

C
j 

n
o 

Cj
 

Cj
 

C
j 

C
O 

Cj
 

C
j 

g
d

，
d 

C
J

2 术语、缩略语和代码······················...............⋯⋯。.⋯

  2.1 术语

  2.2缩略语

  2.3 代码

3 基本规定·························································⋯⋯

  3.1一般规定

  3.2国家级、省级、市级平台衔接关系 ························⋯⋯

4平台架构和功能················................................⋯⋯

4.2 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

4.3 市级平台

5 平台数据·························································⋯⋯

  5.1一般规定

  5.4数据共享与服务 ·············································⋯⋯

  5.5 国家级和省级平台数据库

  5.6市级平台数据库 ······························...............⋯⋯

6平台运维和安全保障。·········································⋯⋯

  6.1 平台环境

  6.2 平台运维

  6.3安全保障



2 术语、缩略语和代码

2.1 术

    本节规定了本标准使用的术语，

重要概念。

语

定义了本标准所涉及的一些

2.2 缩  略 语

    本节规定了本标准中使用的缩略语，定义了本标准所涉及的

一些专业名词缩略语。

2.3 代 码

本节规定了本标准中数据体系采用的约束条件代码及其说



3 基 本 规 定

3.1 一 般 规 定

3.1.1、3.1.2 CIM基础平台存储海量各类数据，并为不同单

位和部门提供数据的共享交换服务，因此建设平台时必须考虑到

平台数据更新和服务扩展的应用延伸要求。

3.1.3 国家要求2018年7月1日起全面使用2000国家大地坐

标系 (CGCS2000)，它是一个高精度的、以地球质心为原点的

球面坐标系。若采用城市独立坐标系，数据成果应建立与

CGCSZ000的转换关系，便于数据汇交与共享应用。高程要统一

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计算，城市若采用其他高程系统，

应根据与1985国家高程基准的关系进行换算。

3.2 国家级、省级、市级平台衔接关系

3.2.2 国家级政府机构依托国家级平台与省级平台的联动，对

省级政府机构的工作进行业务协同及监督指导功能，省级政府机

构依托省级平台和市级平台的联动对下级政府机构的工作进行工

作协同和运行管理的监督指导。国家级、省级、市级平台与同级

政务系统进行数据共享，打破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



4 平台架构和功能

4.2 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

4.2.3 本条明确了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的数据汇聚应实现的

功能，为了保证平台能够实现数据的共享交换和业务协同，对数

据的获取方式、数据清洗、数据融合及数据资源编目进行要求。

4.2.4 本条明确了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应实现的基本的查询

功能和可视化功能。

4.2.6 本条为了保障平台可正常提供数据共享交换服务，明确

了基本原则要求。

4.2.7、4.2.8 这两条明确了国家级平台、省级平台为支撑相应
级别政府管理部门对下级部门应具备的监督监测功能及运行管理

功能建设的基本原则要求。

4.3 市 级 平 台

4.3.3 CIM资源庞杂，为了聚焦特定CIM资源，应提供CIM

资源目录管理，支持用户按照不同的应用需求进行定制;专题制

图功能是指通过数据选取、叠加展现和在线标注等方式，实现基

于CIM基础平台的二维制图功能，利用二维图纸方便、占用信

息资源少的特点，提高工作效率。

4.3.5 CIM基础平台应具备的三维模型及BIM的纵向、横向、

任意角度及方向剖切功能，可通过动态剖切面实现BIM模型内

空间的显示操作，最终实现精细管理建筑模型内部构成;CIM

基础平台是GIS和BIM的继承和发展，通过空间漫游、缩略图、

卷帘比对和双屏充分发挥各自的特色。几何量算功能是指在常规

的几何量算功能基础上，对BIM模型的建筑面积进行计算统计。

4.3.6 本条为了保障平台可正常提供数据共享交换服务，明确



了基本原则要求。

4.3.7 本条规定了市级平台应具备的基本的分析应用能力。

4.3.8市级平台中各类政府管理相关应用场景所涉及的参与单

位多，业务协同频繁。为了保证业务协同以及数据的安全，CIM

基础平台应提供系统管理功能，支持组织、角色和用户管理，支

持多系统间的用户认证和单点登录，支持用户对系统功能点的授

权管理，支持设置CIM数据和资源目录权限，包括配置授权的

用户、范围及时限等。



5 平 台 数 据

5.1 一 般 规 定

5.1.1本条规定了各类CIM数据纳人各级平台管理时应遵循的

规定和格式组织。

5.1.2 本条规定了城市信息模型数据存人各级平台的数据库应

进行的操作。

5.4 数据共享与服务

5.4.1本条规定了CIM数据共享的保密规定，应符合国家、行
业及地方保密规定，宜通过CIM基础平台安全共享。CIM数据

应该按需进行共享与交换，实现数据联动、管理协同，推进数据

融合和开放共享，同时共享和交换数据应符合国家、地方、行业

有关信息安全保密管理规定。

5.4.2 本条规定了CIM数据宜采用的数据格式，城市信息模型

(CIM)数据交换原则上要求是一种通用的、无损的、易于读写

的格式。数据交换应尽量采用标准交换格式，详细可参考表1。

                        表 1 数据交换格式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矢量数据 (DLG等)
.SHP、.GDB、.口WG、.以二N、.DXF、

  .TAB、.MIF、.KML、.MDB等

影像数据 (以〕M等) .TIF(GEOTIFF格式)、.IMG等

数字高程模型 (DEM) .GRD、.IMG、.DEM、.BIL等

数字栅格图 (DRG) .TIF、.B州[P、.IMG等

地图瓦片
.JPG、.PNG、.BUNDLE/BUNDLX、.JS()N

(GE()J以)N格式)、.BUF(GEOBUF格式)等



续表1

      数据类型

地名地址 (矢量数据)

      点云数据

      TIN数据

数据格式

.SHP

.LAS、.

GDB、.MDB等

PCD、.TXT等

.GDB、.TIN等

三维数据
.3DS

实景数据

  文本

  图像

  声音

  视频

MAX、.DXF、.OBJ、.X、.WRL、.XPL、

.CACHE、.MPI，、.OSGB/O3〕等

  .JPG、.PNG、.0骆B/OSG等

        .TXT、.PDF、.以犯

.PNG、.JPG、.GIF、.BMP、.TIF

    .MP3、.WAV

MP4、.AVI、 .RMVB

5.4.3 本条规定了CIM数据提供的数据服务规格和各类CIM

数据应发布的服务。应遵循统一的数据互操作规范，通过服务为

主的方式提供数据读取和共享操作等功能，CIM数据服务应提

供给访问者CIM数据的描述、空间数据的图形及属性信息。根

据CIM数据的类别不同、数据服务等，CIM数据共享服务的类

别一般有:网络地图服务 (WMS)、基于缓存的网络地图服务

(WMSC)、网络瓦片地图服务 (WMTS)、网络要素服务

( WFS)、网络覆盖服务 (WCS)、网络地名地址要素服务

(WFSG)、索引三维场景 (135)、3D瓦片服务 (3卜TileS)。

5.5 国家级和省级平台数据库

    本节规定了国家级和省级平台数据库应包含的数据内容及其

来源。国家级和省级平台数据库应包括CIM成果、资源调查、

业务系统、工程建设项目等数据，来源应包含同级政务系统和下

级CIM平台。



5.6 市级平台数据库

    本节规定了市级平台数据库应包含的数据内容及其来源。市

级平台数据库宜由CIM成果、CIM源数据和关联数据三类数据

组成，其中CIM成果数据宜含工程建设项目报批和加工整理等

形成的CIMI级一7级模型成果数据;CIM源数据包括时空基

础、资源调查、规划管控等数据;关联数据宜包含公共专题数据

和物联感知数据。



6 平台运维和安全保障

6.1 平 台 环 境

6.1.1 本条规定了CIM基础平台系统运行的软硬件环境应符合

的要求，应充分共享已建政务基础设施资源。

6.1.2 本条规定了CIM基础平台应满足的网络环境及网络体系

的要求。

6.2 平 台 运 维

6.2.1 本条规定了CIM基础平台维护管理应遵循的现行国家标

准、应制定的平台运行维护机制及应建立的运维组织。

6.2.2 本条规定了CIM基础平台安全运维应符合的国家标准及

宜制定的平台安全运维策略、安全运维规程与安全运维支撑系

统。

6.3 安 全 保 障

6.3.1 本条规定了CIM基础平台安全应符合的现行国家标准及

相关规定。

6.3.2 本条规定了CIM数据采集安全应符合的现行国家标准。

6.3.3 本条规定了数据传输和交换安全应符合的现行国家标准。

6.3.4 本条规定了数据存储和备份安全应符合的国家现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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