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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北斗卫星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４４）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大学、北京旋极伏羲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程承旗、童晓冲、陈波、黄乔华、周翔、濮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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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迈入大数据时代，随着北斗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ＧＮＳＳ）的广泛普及，位置信息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大数据应用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

北斗网格位置码是在地球空间剖分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适用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各种应用终

端输出的一种网格位置编码，它与以 ＧｅｏＳＯ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ｇｌｏｂａｌ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ｅｒａｎｄＴｗｏｔｏｎ
ｔｈ
ｐｏｗｅｒ）模型为基础的相关编码体系同根同源、一脉相承，设计上

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包括增强系统）的定位精度相适应，同时兼顾人和设备的使用，是经纬度点位置编

码体系的重要补充。将它作为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代表的定位导航授时（ＰＮＴ）体系的一种基本输

出，为万事万物的区域位置赋值，目的是在信息链的最前端实现全球空间位置网格化和一维整形数的统

一标识和表达，从而为大数据条件下的各种应用提供更好、更便捷的空间信息基础服务，提高地球空间

位置数据的组织、处理、分析、传递和运用效率。

本标准提供了涵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同类型输出规格的北斗网格位置码，包括北斗二维网格位

置码、北斗三维网格位置码、北斗参考网格位置码以及北斗短位置码等几种不同形式。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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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斗 网 格 位 置 码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北斗网格位置码的网格选择和编码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终端位置输出信息的设计与应用，以及空间位置信息标识、传输及

大数据处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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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３９８９—２０１２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ＧＢ２２０２１—２００８　国家大地测量基本技术规定

ＧＢ／Ｔ３９２６７—２０２０　北斗卫星导航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９２６７—２０２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网格　犵狉犻犱

由两组或多组曲线（面）集所包络的空间区域。

３．２　

空间剖分　狊狌犫犱犻狏犻狊犻狅狀狅犳狊狆犪犮犲

将空间划分成形状近似、尺度连续、无缝无叠的多层次网格系统的过程。

３．３　

网格单元　犵狉犻犱犮犲犾犾

网格系统中所包含某级的基本单位。

３．４　

网格编码　犵狉犻犱犮狅犱犲

网格单元按照一定规则被赋予的唯一代码标识。

３．５　

大地高　犵犲狅犱犲狋犻犮犺犲犻犵犺狋

一点沿法线到地球参考椭球面的距离。

注：向上或向外为正，向下或向内为负。

３．６　

北斗网格位置码　犅犲犻犇狅狌犵狉犻犱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犮狅犱犲

基于地球空间剖分模型（ＧｅｏＳＯＴ）、适用于北斗终端输出的，对地球空间区域位置的一种网格化代

码标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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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　犅犲犻犇狅狌狋狑狅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犵狉犻犱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犮狅犱犲

地球表面空间剖分后，地球表面网格单元位置采用北斗终端输出，被赋予的网格位置代码。

３．８　

北斗三维网格位置码　犅犲犻犇狅狌狋犺狉犲犲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犵狉犻犱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犮狅犱犲

地球立体空间剖分后，地球立体网格单元位置采用北斗终端输出，被赋予的网格位置代码。

３．９　

北斗参考网格位置码　犅犲犻犇狅狌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犵狉犻犱犮狅犱犲

用参照对象的北斗网格位置码来标识目标区域位置的代码。

３．１０　

北斗短位置码　犅犲犻犇狅狌狊犺狅狉狋犮狅犱犲

简化编码形式的北斗网格位置码，结合地名地址进行定义。

４　总则

４．１　坐标框架

北斗位置网格的坐标框架按ＧＢ２２０２１—２００８规定采用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４．２　分类

根据使用范围，北斗网格位置码分成四类：

ａ）　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

ｂ）　北斗三维网格位置码；

ｃ）　北斗参考网格位置码；

ｄ）　北斗短位置码。

４．３　编码原则

北斗网格位置码符合以下基本编码原则：

ａ）　唯一性：网格具有全球空间唯一性；

ｂ）　嵌套性：网格剖分按级递归进行，不同级网格具有嵌套性；

ｃ）　兼容性：与主要地图图幅兼容；

ｄ）　计算性：网格与代码便于计算机索引、计算和表达；

ｅ）　实用性：涵盖从米级、分米级至厘米级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含增强系统）不同精度的输出。

５　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

５．１　网格划分

地球表面北斗二维网格的划分原点在赤道面与本初子午面的交点处，地球表面非两极区域（南纬

８８°～北纬８８°）二维网格划分为十级，方法如下：

ａ）　第一级网格划分：第一级网格根据ＧＢ／Ｔ１３９８９—２０１２中１∶１００万图幅进行划分，单元大小

是６°×４°；

ｂ）　第二级网格划分：将第一级６°×４°网格，按照经纬度等分，分成１２×８个第二级网格，对应于

３０′×３０′网格，约等于地球赤道处５５．６６ｋｍ×５５．６６ｋｍ网格；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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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第三级网格划分：将第二级网格，按照经纬度等分，分成２×３个第三级网格，对应于１∶５万地

图图幅１５′×１０′网格，约等于地球赤道处２７．８３ｋｍ×１８．５５ｋｍ网格；

ｄ）　第四级网格划分：将第三级网格，按照经纬度等分，划分成１５×１０个第四级网格，约等于地球

赤道处１．８５ｋｍ×１．８５ｋｍ网格；

ｅ）　第五级网格划分：将第四级网格，按照经纬度等分，划分成１５×１５个第五级网格，约等于地球

赤道处１２３．６９ｍ×１２３．６９ｍ网格；

ｆ）　第六级网格划分：将第五级网格，按照经纬度等分，划分成２×２个第六级网格，约等于地球赤

道处６１．８４ｍ×６１．８４ｍ网格；

ｇ）　第七级网格划分：将第六级网格，按照经纬度等分，划分成８×８个第七级网格，约等于地球赤

道处７．７３ｍ×７．７３ｍ网格；

ｈ）　第八级网格划分：将第七级网格，按照经纬度等分，划分成８×８个第八级网格，约等于地球赤

道处０．９７ｍ×０．９７ｍ网格；

ｉ）　第九级网格划分：将第八级网格，按照经纬度等分，划分成８×８个第九级网格，约等于地球赤

道处１２．０ｃｍ×１２．０ｃｍ网格；

ｊ）　第十级网格划分：将第九级网格，按照经纬度等分，划分成８×８个第十级网格，约等于地球赤

道处１．５ｃｍ×１．５ｃｍ网格。

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与ＧＢ／Ｔ１３９８９—２０１２规定的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幅的转换方法参见附

录Ａ。

５．２　编码规则

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编码规则由最多不超过２０个码元组成，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分成十一段，分

别对应地球表面南北半球以及第一级至第十级网格，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编码结构与代码取值见图１，

具体如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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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编码结构与代码取值应满足如下要求：

ａ）　第一位码元，取值Ｎ或者Ｓ，分别代表地球表面北半球、南半球。

ｂ）　第二位～第四位码元，标识第一级网格。其中，第二位、第三位码元，标识经度方向网格，用

０１～６０编码；第四位码元，标识纬度方向网格，纬分南北半球按照Ａ～Ｖ编码，第一级网格码元

编码方向见图２。

图２　第一级网格码元编码方向

ｃ）　第五位、第六位码元，标识第二级网格。其中，第五位码元，标识经度方向网格，用０～Ｂ编码；

第六位码元，标识纬度方向网格，用０～７编码。第二级网格码元编码方向与该网格所在半球

相关，见图３。

犪）　西北半球 犫）　东北半球

犮）　西南半球 犱）　东南半球

图３　第二级网格码元编码方向

ｄ）　第七位码元，标识第三级网格，编码顺序按照Ｚ序采用０～５编码，Ｚ序编码方向与第三级网格

所在半球相关，见图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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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　西北半球 犫）　东北半球

犮）　西南半球 犱）　东南半球

图４　第三级网格码元编码方向

ｅ）　第八位、第九位码元，标识第四级网格。其中，第八位码元，标识经度方向网格，用０～Ｅ编码；

第九位码元，标识纬度方向网格，用０～９编码。第四级网格码元编码方向与该网格所在半球

相关，见图５。

犪）　西北半球 犫）　东北半球

犮）　西南半球 犱）　东南半球

图５　第四级网格码元编码方向

ｆ）　第十位、第十一位码元，标识第五级网格。其中，第十位码元，标识经度方向网格，用０～Ｅ编

码；第十一位码元，标识纬度方向网格，用０～Ｅ编码。第五级网格码元编码方向与该网格所在

半球相关，见图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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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　西北半球 犫）　东北半球

犮）　西南半球 犱）　东南半球

图６　第五级网格码元编码方向

ｇ）　第十二位码元，标识第六级网格，编码顺序按照Ｚ序采用０～３编码，Ｚ序编码方向与第六级网

格所在半球相关，见图７。

犪）　西北半球 犫）　东北半球

犮）　西南半球 犱）　东南半球

图７　第六级网格码元编码方向

ｈ）　第十三位、第十四位码元，标识第七级网格。其中，第十三位码元，标识经度方向网格，用０～７

编码；第十四位码元，标识纬度方向网格，用０～７编码。第七级网格码元编码方向与该网格所

在半球相关，见图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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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　西北半球 犫）　东北半球

犮）　西南半球 犱）　东南半球

图８　第七级～第十级网格码元编码方向

ｉ）　第十五位、第十六位码元，标识第八级网格。其中，第十五位码元，标识经度方向网格，用０～７

编码；第十六位码元，标识纬度方向网格，用０～７编码。第八级网格码元编码方向与该网格所

在半球相关，见图８。

ｊ）　第十七位、第十八位码元，标识第九级网格。其中，第十七位码元，标识经度方向网格，用０～７

编码；第十八位码元，标识纬度方向网格，用０～７编码。第九级网格码元编码方向与该网格所

在半球相关，见图８。

ｋ）　第十九位、第二十位码元，标识第十级网格。其中，第十九位码元，标识经度方向网格，用０～７

编码；第二十位码元，标识纬度方向网格，用０～７编码。第十级网格码元编码方向与该网格所

在半球相关，见图８。

经纬度坐标转换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的流程与示例参见附录Ｂ。

５．３　南北极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

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对应的南极地区南纬８８°～９０°和北极地区北纬８８°～９０°之间地球表面网格划

分，采用部分网格合并方式，规则如下：

ａ）　第一级网格：将南（北）纬８８°～９０°范围２°×２°网格合并成一个网格，合并示例见图９。

图９　两极区域第一级网格及编码

ｂ）　第二级网格：将南（北）纬８８°～９０°范围２°×２°网格，划分成１６个网格，具体的如图１０，与非两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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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区域的第二级网格对应：

１）　Ｐ０所分的网格，Ｐ００（３６０°×３０′）、Ｐ０１（１２０°×３０′）、Ｐ０２（１２０°×３０′）、Ｐ０３（１２０°×３０′）；

２）　Ｐ１所分的网格，Ｐ１０（６０°×３０′）、Ｐ１１（６０°×３０′）、Ｐ１２（６０°×３０′）、Ｐ１３（６０°×３０′）；

３）　Ｐ２所分的网格，Ｐ２０（６０°×３０′）、Ｐ２１（６０°×３０′）、Ｐ２２（６０°×３０′）、Ｐ２３（６０°×３０′）；

４）　Ｐ３所分的网格，Ｐ３０（６０°×３０′）、Ｐ３１（６０°×３０′）、Ｐ３２（６０°×３０′）、Ｐ３３（６０°×３０′）。

ｃ）　第三级网格：

１）　将第二级网格（图１０中）的Ｐ１０、Ｐ１１～Ｐ３３部分的１２网格，每个纬度方向二分成１５′，经

度方向二分成３０°，剖分成４个网格；

２）　将第二级网格的Ｐ００、Ｐ０１、Ｐ０２、Ｐ０３部分的４个网格，纬度方向二分成１５′，中间部分

３６０°×１５′，其余三块分别为１２０°×１５′，与非两极区域的第三级网格对应。

ｄ）　第四级网格：

１）　将第三级网格的中间部分１个网格（极点处，３６０°×１５′），纬度方向１５分成１′，经度方向

１５分成２４°，形成３６０°×１′（１个网格）和２４°×１′（２１０个网格）；

２）　将第三级其他网格，纬度方向１５分成１′，经度方向１５分成２４°。

ｅ）　第五级～第十级网格：

１）　将前一级网格的中间部分１个网格（极点处），纬度方向按照低纬区域同样的划分方式，经

度方向的划分份数与纬度方向一致，形成极点处１个网格（编码方式最后１位为０）和其

余网格；

２）　将前一级网格的其他部分网格，按照低纬度区域同样的划分方式进行。

图１０　两极区域第二级网格及编码

南极地区南纬８８°～９０°和北极地区北纬８８°～９０°之间北斗网格位置码形式与图１保持一致，规则

如下：

ａ）　第一位～第四位码元，对应第一级网格，处于北极时，为Ｎ０００；处于南极时，为Ｓ０００。

ｂ）　第五位、第六位码元，对应第二级网格，如图１０分别为：

１）　Ｐ０所分的网格，编码分别为：００、０１、０２、０３；

２）　Ｐ１所分的网格，编码分别为：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３）　Ｐ２所分的网格，编码分别为：２０、２１、２２、２３；

４）　Ｐ３所分的网格，编码分别为：３０、３１、３２、３３。

ｃ）　第七位码元，对应第三级网格，分别取０、１、２、３。

ｄ）　第八位、第九位码元，对应第四级网格，分别取０～Ｅ（注：第九位码元的取值范围与５．２约定的第九

位码元范围不同）。

ｅ）　第十位～第二十位码元，分别对应第五级～第十级网格，编码方式按照低纬度区域同样的编码

规则进行。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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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北斗三维网格位置码

６．１　网格划分

北斗三维网格位置码的地球立体网格剖分由地球表面二维网格剖分＋高度域网格剖分组成，其中

二维网格依据第５章规定进行二维剖分，高度域剖分的级数与地球表面剖分的级数一致。对于任意剖

分级数犿，高度域剖分成２犿 层，且地下为２犿－１层，地上为２犿－１层。同一级各网格在相同层高度（大地高

方向粒度）应相等，并且其高度与该层对应等高面赤道处相应级剖分形成的网格纬线方向长度匹配。同

一级相同层网格高度与对应等高面赤道处网格纬线长度关系见图１１。

北斗三维网格位置码高度域定义和划分的方法参见附录Ｃ规定的高度域定义和划分方法，并且选

择和地球表面４°、３０′、１５′、１′、４″、２″、１／４″、１／３２″、１／２５６″、１／２０４８″十个基本网格作为北斗三维网格位置

码定义大地高的中的θ，形成下列高度域网格划分：

图１１　高度域方向不等距离划分方法（赤道面）

ａ）　初始网格，地上、地下划分成两个部分；

ｂ）　第一级网格，采用和赤道４°长度一致的划分，每个划分约４４５．２８ｋｍ；

ｃ）　第二级网格，采用和赤道３０′长度一致的划分，每个划分约５５．６６ｋｍ；

ｄ）　第三级网格，采用和赤道１５′长度一致的划分，每个划分约２７．８３ｋｍ；

ｅ）　第四级网格，采用和赤道１′长度一致的划分，每个划分约１．８５ｋｍ；

ｆ）　第五级网格，采用和赤道４″长度一致的划分，每个划分约１２３．６９ｍ；

ｇ）　第六级网格，采用和赤道２″长度一致的划分，每个划分约６１．８４ｍ；

ｈ）　第七级网格，采用和赤道１／４″长度一致的划分，每个划分约７．７３ｍ；

ｉ）　第八级网格，采用和赤道１／３２″长度一致的划分，每个划分约０．９７ｍ；

ｊ）　第九级网格，采用和赤道１／２５６″长度一致的划分，每个划分约１２．１ｃｍ；

ｋ）　第十级网格，采用和赤道１／２０４８″长度一致的划分，每个划分约１．５ｃｍ。

６．２　编码规则

北斗三维网格位置码由二维编码＋高度维（三维）编码交叉组成，共３２位码元组成，其中二维网格

编码依据第５章规定进行编码，北斗三维网格位置码（第三维度编码部分）由１２位码元组成，其结构与

码元取值见图１２。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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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维度编码如下：

ａ）　第一位码元，地上、地下标识用０、１进行表示，其中：地表以下，用１标识、地表以上，标识为０，

对应初始网格；

ｂ）　第二位、第三位码元，编码标识采用００～６３，对应第一级网格；

ｃ）　第四位码元，编码标识采用０～７，对应第二级网格；

ｄ）　第五位码元，编码标识采用０～１，对应第三级网格；

ｅ）　第六位码元，编码标识采用０～９、Ａ～Ｅ，对应第四级网格；

ｆ）　第七位码元，编码标识采用０～９、Ａ～Ｅ，对应第五级网格；

ｇ）　第八位码元，编码标识采用０～１，对应第六级网格；

ｈ）　第九位码元，编码标识采用０～７，对应第七级网格；

ｉ）　第十位码元，编码标识采用０～７，对应第八级网格；

ｊ）　第十一位码元，编码标识采用０～７，对应第九级网格；

ｋ）　第十二位码元，编码标识采用０～７，对应第十级网格。

７　北斗参考网格位置码

７．１　网格选择

参考网格应选择第五级（含）以下的网格。参考网格（参照对象）与标识网格（目标区域）距离宜在

１ｋｍ的范围以内。

示例：当选择第五级网格作为参考网格时，两个方向最多偏移８个网格。因此，标识网格与参考网格经向或纬向上

距离近似１ｋｍ（１２８ｍ×８＝１０２４ｍ）。

７．２　编码规则

北斗参考网格位置码是不定长码，由定位网格码和跨度码组成，编码结构见图１３。

图１３　北斗参考网格位置码的结构

注：为了将北斗参考网格位置码与５中规定的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区分，北斗参考网格位置码的各码段采用连字

符连接。

北斗参考网格位置码编码规则如下：

ａ）　定位网格编码Ｃ０：参考位置的北斗网格位置码；

ｂ）　跨度码：

１）　经向跨度编码犕：目标位置距定位网格编码Ｃ０ 在经向上的网格跨度个数，取值为０～７，

Ａ～Ｇ；

２）　纬向跨度编码犖：目标位置距定位网格编码Ｃ０ 在纬向上的网格跨度个数，取值为０～７，

Ａ～Ｇ。

７．３　网格位置参考方法

网格位置参考方法包括如下两种：

ａ）　同一层级的网格参考方法：当采用同一层级的网格进行位置参考时（图１４），应直接使用７．２规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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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参考网格位置码表示。其中，当待参考网格位于参考网格的东北方向时，犕、犖 的取值为

０～７；当待参考网格位于参考网格的西北方向时，犕 的取值为Ａ～Ｇ，犖 的取值０～７；当待参

考网格位于参考网格的西南方向时，犕、犖 的取值为Ａ～Ｇ；当待参考网格位于参考网格的东

南方向时，犕 的取值为０～７，犖 的取值Ａ～Ｇ。

图１４　同一层级的网格参考方法

ｂ）　不同层级的网格参考方法：当用于参照的网格和目标网格不在一个层级时，使用Ｌ犿 层级的网

格来参考Ｌ狀层级的网格（Ｌ犿＜Ｌ狀）。

图１５　不同层级的网格参考方法

当使用不同层级的网格进行位置参考时（图１５，以参考网格在左下角点为例），网格参考方法规定

如下：

ａ）　在Ｌ犿 层级，使用Ｃ０ 来参考过渡网格Ａ。依据７．３ａ），网格Ａ表示为Ｃ０～犕犖。

ｂ）　在Ｌ狀层级，使用过渡网格Ａ来参考目标网格Ｂ。依据７．３ａ），网格Ｂ表示为Ｃ０′～犕′犖′。其

中，Ｃ０′＝犆０～犕犖。

ｃ）　使用Ｃ０ 来参考目标网格Ｂ最终表示为Ｃ０～犕犖～犕′犖′。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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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北斗短位置码

８．１　编码规则

北斗短位置码是北斗参考位置码的一个特例，当北斗参考位置码对应的是一个具体的地名时，可用

该地名代替相应的北斗参考位置码，以构成北斗短位置码。

示例：

某某大学东一门所在位置为北纬Ｎ３９°５９′５６．１４４４″，东经Ｅ１１６°１９′１４．３１８４″，对应的第五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为

Ｎ５０Ｊ４７５４９３Ｅ；某某大学求是塔所在位置为北纬Ｎ３９°５９′５９．７０１２″，东经Ｅ１１６°１９′５．９８０８″，对应的第五级北斗二维网格位

置码为Ｎ５０Ｊ４７５４９１Ｅ；某某大学办公楼所在位置为北纬Ｎ３９°５９′５６．５２６０″，东经Ｅ１１６°１９′９．３５４０″，对应的第五级北斗二

维网格位置码为Ｎ５０Ｊ４７５４９２Ｅ；

１）　使用求是塔作为参考地名地址时，某某大学东一门的北斗短位置码为求是塔－２０；

２）　使用某某大学办公楼作为参考地名地址时，某某大学东一门的北斗短位置码为某某大学办公楼－１０；

３）　使用某某大学东一门作为参考地名地址时，求是塔的北斗短位置码为某某大学东一门－Ｂ０。

８．２　编码还原

北斗短位置码的还原步骤如下：

ａ）　构建地名地址与北斗网格位置码关联表；

ｂ）　基于地名地址快速检索到参考位置的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

ｃ）　还原北斗短位置码所省略部分，得到目标位置的全球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

９　北斗网格位置码表现形式

北斗网格位置码具有４种表现形式，包括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北斗三维网格位置码、北斗参考网

格位置码以及北斗短位置码，如表１所示。

表１　北斗网格位置码四种表现形式

表现形式 示例

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
Ｎ３６Ｊ９３０７８Ｂ３１０１５２４３１４

最长２０位，精度可达１．５ｃｍ

北斗三维网格位置码
Ｎ０３６Ｊ００９３０００７８０Ｂ３０１００１０５２０４３０１４０

最长３２位编码，精度可达１．５ｃｍ

北斗参考网格位置码
Ｎ５０Ｊ４７５４９２Ｅ１０

不定长码

北斗短位置码
求是塔－２０

参考地名＋网格偏移量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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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北斗网格位置码与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幅的转换关系

　　北斗网格位置码与现有地形图图幅具有较好的兼容性。１∶１００万、１∶５０万地形图图幅分别与第

１层、第３层二维网格等价，其他比例尺系列地形图也可以用合适层级的二维网格聚合形成。北斗网格

位置码与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幅的转换关系示例见表Ａ．１。

表犃．１　与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幅的转换关系

图幅比例尺 图幅经纬度范围 北斗网格位置码层级 网格大小 转换方式

１∶１００万 ６°×４° １ ６°×４° 等价

１∶５０万 ３°×２° ２ １°×１° 网格聚合

１∶２５万 １°３０′×１° ３ １５′×１０′ 网格聚合

１∶１０万 ３０′×２０′ ３ １５′×１０′ 网格聚合

１∶５万 １５′×１０′ ３ １５′×１０′ 等价

１∶２．５万 ７′３０″×５′ ６ ２″×２″ 网格聚合

１∶１万 ３′４５″×２′３０″ ７ １／４″×１／４″ 网格聚合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２．５″×１′１５″ ７ １／４″×１／４″ 网格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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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经纬度坐标转换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的流程与示例

犅．１　经纬度坐标转化成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的流程

已知某位置的经纬度坐标为（犔狀犵，犔犪狋），计算第犔 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的流程如下：

ａ）　当犔＝１：

１）　根据该位置所处半球，获得南北半球标识码。

２）　根据ＧＢ／Ｔ１３９８９—２０１２中５．１ａ）的规定计算经、纬向标识码。

３）　根据５．２所规定的编码规则，获得该位置的第犔 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

ｂ）　当２≤犔≤１０：

１）　计算该位置的第犔－１级二维北斗网格的定位角点经纬度坐标。

当犔－１＝１，按照ＧＢ／Ｔ１３９８９—２０１２图１获取。

当犔－１＞１，根据式（Ｂ．１）和式（Ｂ．２）计算：

λ犔－１＝λ犔－２＋ 犪犔－１－１（ ）×Δ犔－１λ ……………………（Ｂ．１）

犔－１＝犔－２＋犫犔－１－１（ ）×Δ犔－１φ ……………………（Ｂ．２）

式中：

λ犻　———该位置所在第犻级二维北斗网格的定位角点经度；

犻 ———该位置所在第犻级二维北斗网格的定位角点纬度；

犪犻 ———该位置在第犻级二维北斗网格的列号；

犫犻 ———该位置在第犻级二维北斗网格的行号；

Δ犻λ ———第犻级二维北斗网格的经差；

Δ犻 ———第犻级二维北斗网格的纬差。

２）　根据式（Ｂ．３）和式（Ｂ．４）计算该位置在第犔 级二维北斗网格的行列号。

犪犔＝
犔狀犵－λ犔－１

Δ犔λ
［ ］＋１ …………………………（Ｂ．３）

犫犔＝
犔犪狋－犔－１

Δ犔
［ ］＋１ …………………………（Ｂ．４）

式中：

［　］———表示商取整；

犔狀犵———该位置的经度；

犔犪狋———该位置的纬度。

３）　根据５．２所规定的编码规则，计算该位置在第犔 级的标识码与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

犅．２　经纬度坐标转化成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的示例

示例：某某大学办公楼的中心经纬度坐标为（３９°５９′３５．３８″Ｎ，１１６°１８′４５．３７″Ｅ），转换得其第一级～第八级的北斗二

维网格位置码如下：

ａ）　第一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的计算：该位置处于北半球，获得北半球标识码Ｎ。根据ＧＢ／Ｔ１３９８９—２０１２中５．１ａ）

的规定，计算其经、纬向标识码分别为５０、Ｊ。根据５．２，得到第一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为Ｎ５０Ｊ，如图Ｂ．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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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１　第一级北斗网格位置码

ｂ）　第二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的计算：首先获得该位置的第一级网格的定位角点经纬度坐标：λ１＝１１４°，１＝３６°。然后

计算该位置在第二级网格的行列号：犪２＝
１１６°１８′４５．３７″－１１４°

３０′［ ］＋１＝５，犫２＝ ３９°５９′３５．３８″－３６°

３０′［ ］＋１＝８。根据５．２，得
到第二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为Ｎ５０Ｊ４７，如图Ｂ．２。

图犅．２　第二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

ｃ）　第三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的计算：首先获得该位置的第二级网格的定位角点经纬度坐标：λ２＝１１４°＋

５－１（ ）×３０′＝１１６°，２＝３６°＋ ８－１（ ）×３０′＝３９°３０′。然后计算该位置在第三级北斗二维网格的网格码。根

据５．２，得到第三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为Ｎ５０Ｊ４７５，如图Ｂ．３。

图犅．３　第三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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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第四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的计算：首先获得该位置的第三级网格的定位角点经纬度坐标：λ３＝１１６°＋

２－１（ ）×１５′＝１１６°１５′，３＝３９°＋ ６－１（ ）×１０′＝３９°５０′。然后计算该位置在第四级网格的行列号：犪４＝

１１６°１８′４５．３７″－１１６°１５′

１′［ ］＋１＝４，犫４＝ ３９°５９′３５．３８″－３９°５０′

１′［ ］＋１＝１０。根据５．２，得到第四级北斗二维网格
位置码为Ｎ５０Ｊ４７５３９，如图Ｂ．４。

图犅．４　第四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

ｅ）　第五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的计算：首先获得该位置的第四级网格的定位角点经纬度坐标：λ４＝１１６°１５′＋

４－１（ ）×１′＝１１６°１８′，４＝３９°５０′＋ １０－１（ ）×１′＝３９°５９′。然后计算该位置在第五级网格的行列号：犪５＝

１１６°１８′４５．３７″－１１６°１８′

４″［ ］＋１＝１２，犫５＝ ３９°５９′３５．３８″－３９°５９′

４″［ ］＋１＝９。根据５．２，得到第五级北斗二维网格
位置码为Ｎ５０Ｊ４７５３９Ｂ８，如图Ｂ．５。

图犅．５　第五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

ｆ）　第六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的计算：首先获得该位置的第五级网格的定位角点经纬度坐标：λ５＝１１６°１８′＋

１２－１（ ）×４″＝１１６°１８′４４″，５＝３９°５９′＋ ９－１（ ）×４″＝３９°５９′３２″。然后计算该位置在第六级网格的行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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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６＝
１１６°１８′４５．３７″－１１６°１８′４４″

２″［ ］＋１＝１，犫６＝ ３９°５９′３５．３８″－３９°５９′３２″

２″［ ］＋１＝２。根据５．２，得到第六级北斗
二维网格位置码为Ｎ５０Ｊ４７５３９Ｂ８２，如图Ｂ．６。

图犅．６　第六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

ｇ）　第七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的计算：首先获得该位置的第六级网格的定位角点经纬度坐标：λ６＝１１６°１８′４４″＋

１－１（ ）×２″＝１１６°１８′４４″，６＝３９°５９′３２″＋ ２－１（ ）×２″＝３９°５９′３４″。然后计算该位置在第七级网格的行列号：

犪７＝

１１６°１８′４５．３７″－１１６°１８′４４″

１

４（ ）″
熿

燀

燄

燅

＋１＝６，犫７＝

３９°５９′３５．３８″－３９°５９′３４″

１

４（ ）″
熿

燀

燄

燅

＋１＝６。根据５．２，得到第七级北斗

二维网格位置码为Ｎ５０Ｊ４７５３９Ｂ８２５５，如图Ｂ．７。

图犅．７　第七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

ｈ）　第八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的计算：首先获得该位置的第七级网格的定位角点经纬度坐标：λ７＝１１６°１８′４４″＋

６－１（ ）×
１

４（ ）″＝１１６°１８′４５．２５″，７＝３９°５９′３４″＋ ６－１（ ）×
１

４（ ）″＝３９°５９′３５．２５″。然后计算该位置在第八级

网格的行列号：犪８＝

１１６°１８′４５．３７″－１１６°１８′４５．２５″

１

３２（ ）″
熿

燀

燄

燅

＋１＝４，ｂ７＝

３９°５９′３５．３８″－３９°５９′３５．２５″

１

３２（ ）″
熿

燀

燄

燅

＋１＝５。根据

５．２，得到第八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为Ｎ５０Ｊ４７５３９Ｂ８２５５３４，如图Ｂ．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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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８　第八级北斗二维网格位置码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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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高度域不等距划分及编码方法

犆．１　高度域剖分计算方法

北斗网格位置码的高度域方向以 ＧＢ２２０２１—２００８定义的大地高为基准，大地高剖分计算方法

如下：

如图１１（赤道面），其中犔０ 表示地球表面对应地心角θ０ 是地球表面赤道上的弧长，犔犻，犻＝１，２，３，

…，狀表示不同高度层处，对应同样的地心角θ０，赤道面与等高面交线的弧长；狉０ 表示地球的长半轴，

狉０，犻＝１，２，３，…，狀表示不同高度层对应的地心距离。

高程方向采用不等距划分方式，如图１１，为了满足在不同高度层上的网格为近似的方体，避免出现

由于高程变化，导致犔犻 逐渐变大，如果仍然采用等距离划分方式，将会带来网格随着高程增大，变得越

来越扁。由此，需要满足每一高度层（第犻层）上的网格高度应该犎犻 与该高度层的犔犻－１相等的初始约

束条件，如式（Ｃ．１）：

犔０＝狉０·θ０

犔１＝狉１·θ０，狉１＝犎１＋狉０

犔２＝狉２·θ０，狉２＝犎２＋狉１

……

犔狀＝狉狀·θ０，狉狀＝犎狀＋狉狀－１

…………………………（Ｃ．１）

当θ０＝
π

１８０
ｒａｄ（１°网格，以地球表面１°网格为计算基准）时，满足下面约束条件：

犎犻＝犔犻－１ …………………………（Ｃ．２）

将式（Ｃ．２）代入式（Ｃ．１），将式（Ｃ．１）累计得到：

　　　
　　　　　　　　∑

狀

犻＝０

犔犻＝θ０·∑
狀－１

犻＝０

犔犻＋θ０·∑
狀－１

犻＝０

狉犻＋θ０·狉０

θ０·∑
狀

犻＝０

狉犻＝θ０
２·∑

狀－１

犻＝０

狉犻＋θ０·∑
狀－１

犻＝０

狉犻＋θ０·狉０∑
狀

犻＝０

狉犻＝ １＋θ０（ ）·∑
狀－１

犻＝０

狉犻＋狉０

……（Ｃ．３）

令犛狀＝∑
狀

犻＝０

狉犻 ，式（Ｃ．３）得到：

　　　　

犛狀＝ １＋θ０（ ）犛狀－１＋狉０

　＝ １＋θ０（ ） １＋θ０（ ）犛狀－２＋狉０［ ］＋狉０

　＝ １＋θ０（ ）２犛狀－２＋ １＋θ０（ ）＋１［ ］狉０

　＝ １＋θ０（ ）３犛狀－３＋ １＋θ０（ ）２＋ １＋θ０（ ）＋１［ ］狉０

　……

　＝ １＋θ０（ ）狀犛０＋ １＋θ０（ ）狀－１＋…＋ １＋θ０（ ）２＋ １＋θ０（ ）＋１［ ］狉０

　＝ １＋θ０（ ）狀狉０＋狉０
１＋θ０（ ）狀－１

θ０

　＝ １＋θ０（ ）狀
狉０

θ０
＋狉０（ ）－狉０θ０

………………（Ｃ．４）

根据式（Ｃ．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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狉狀＝犛狀－犛狀－１

　＝ １＋θ０（ ）狀
狉０

θ０
＋狉０（ ）－狉０θ０［ ］－ １＋θ０（ ）狀－１

狉０

θ０
＋狉０（ ）－狉０θ０［ ］

　＝ １＋θ０（ ）狀－１狉０＋狉０θ０（ ）＝ １＋θ０（ ）狀狉０

………………（Ｃ．５）

犔狀＝狉狀θ０＝ １＋θ０（ ）狀狉０θ０ …………………………（Ｃ．６）

对于任意剖分级数犿，高度域划分成２犿 层（地下２犿－１层，地上２犿－１层），此时地表网格的经纬度跨

度为θ时。为了保证不同剖分级别，整体的地球空域高度剖分范围的一致性，因此对于任意剖分级数

犿，将在犿＝９级，θ０＝
π

１８０
ｒａｄ的基础上进行，目的是为了保证和地球表面网格的跨度一致，因此在式

（Ｃ．５）和式（Ｃ．６）的基础上，对角度θ进行划分，得到地球表面上空（或地下）第狀层网格的地心距离狉狀

（以赤道面上来计算），如式（Ｃ．７）。在此基础上，地球表面上空（或地下）第狀层网格的大地高犎狀 如式

（Ｃ．８）；地球表面上空（或地下）第狀层网格的高度（纵向粒度）犺狀 等于犎狀－犎狀－１，如式（Ｃ．９）；地球表面

上空（或地下）第狀层网格在等高面上的长度（横向粒度）犔狀 等于狉狀θ，如式（Ｃ．１０）。

狉狀＝ １＋θ０（ ）狀·
θ

θ０（）狉０ …………………………（Ｃ．７）

犎狀＝ １＋θ０（ ）狀·
θ

θ０（）狉０－狉０ …………………………（Ｃ．８）

犺狀＝ １＋θ０（ ）（狀－１）
θ

θ０（）狉０［１＋θ０（ ）
θ

θ０－１］…………………………（Ｃ．９）

犔狀＝ １＋θ０（ ）狀·
θ

θ０（）狉０·θ …………………………（Ｃ．１０）

从狉狀 的表达式（Ｃ．７）中，可以得到大地高方向的网格计数，如式（Ｃ．１１），其中上下标狀就是大地高

方向的网格计数：

狀＝
θ０

θ
ｌｏｇ１＋θ０

狉狀

狉０
…………………………（Ｃ．１１）

为了满足地球位置网格在大地高方向上的剖分，大地高需要满足等距离的要求，将不等距离的真实

大地高变换成等距的虚拟大地高。大地高变换的方式根据式（Ｃ．８）得到式（Ｃ．１２）：

狀＝
θ０

θ
ｌｏｇ１＋θ０

犎＋狉０

狉０
（ ） …………………………（Ｃ．１２）

式中：

θ０ ———初始剖分范围定义的基础网格（１°网格）对应的经（纬）跨度差，
π

１８０
ｒａｄ；

θ ———该网格对应的经（纬）跨度差，单位为弧度（ｒａｄ）；

狀 ———从地面向上（或向下）数第狀层立体网格，狀为整数，地面以上狀≥０，地面以下狀＜０；

狉０ ———地球长半轴取６３７８１３７ｍ（ＧＢ２２０２１—２００８中定义）；

狉狀 ———地球表面上空（或地下）第狀层网格的地心距离（以赤道面上来计算），单位为米（ｍ）；

犎狀———地球表面上空（或地下）第狀层网格的大地高，单位为米（ｍ）；

犺狀 ———地球表面上空（或地下）第狀层网格的高度（纵向粒度），单位为米（ｍ）；

犔狀 ———地球表面上空（或地下）第狀层网格在等高面上的长度（横向粒度），单位为米（ｍ）。

犆．２　整个地球空域高度划分的范围

为了保证地上地下的范围与椭球面范围一致，因为椭球面经过扩展后，其经纬两个方向的范围都为

－２５６°～２５６°的范围，那么理论上１°网格就划分了５１２×５１２个，当然部分网格是在地球之外的虚拟网

格，但是整个剖分是在－２５６°～２５６°的虚拟经纬度空间开始剖分的。因此，为了保证和地球表面的划分

范围一致，对应地表１°网格，地面上一直延伸至高空有２５６个网格，地下延伸至地心有２５６个网格，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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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π

１８０
（１°）带入式Ｃ．７～式Ｃ．１０，因为图１１中，地表向上第１个网格的下标狀＝０，因此计算狉－２５６、

犎 －２５６、犺－２５６、犔－２５６以及狉２５５、犎２５５、犺２５５、犔２５５，得到式（Ｃ．１３）如下：

狉－２５６＝７６．０３０２７７３９７８１７１４ｋｍ

犎 －２５６＝－６３０２．１０６７２２６０２１８２ｋｍ

犺－２５６＝１．３０４２１５８１１７２５３５６ｋｍ

犔－２５６＝１．３２６９７８６７１７９６５３６ｋｍ

狉２５５＝５２５８７９．９７１１５８２３９５ｋｍ

犎２５５＝５１９５０１．８３４１５８２３９５ｋｍ

犺２５５＝９０２０．８９２６８８１２７１７６ｋｍ

犔２５５＝９１７８．３３６９６７００４０９７ｋｍ

…………………………（Ｃ．１３）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图１１中的网格都是以网格下底面起算的，因此第２５５个网格的上顶面才是整

个空域的划分范围，即犎２５６＝５２８６８０．１７１１２５２４３７ｋｍ。因此，整个地球空域高度划分的范围，按照地

球长半轴狉０＝６３７８．１３７ｋｍ计算，整个空域的高度划分范围从大地高－６３０２．１０６７２２６０２１８２ｋｍ～

５２８６８０．１７１１２５２４３７ｋｍ的范围，涵盖目前为止最高的静止轨道人造卫星系统甚至月球系统。

犆．３　大地高为犎计算高程方向编码犪０犪１犪２…犪１１

对于输入的大地坐标（犅，犔，犎），根据北斗网格码的最小层级，确定对应的网格经纬跨度θ＝

１

２０４８
″，其中狉０＝６３７８．１３７ｋｍ为地球长半轴，狉狀＝狉０＋犎，根据式（Ｃ．１２）计算高程方向的整数编码狀。

根据北斗网格码第三维的编码方式，根据整数编码狀，计算第三维编码的方式，根据图１２，设第三维

编码方式为犪０犪１犪２…犪１１，则有式（Ｃ．１４）如下：

犪１１＝（狀（１∶３））８，犪１０＝（狀（４∶６））８，犪９＝（狀（７∶９））８，犪８＝（狀（１０∶１２））８

犪７＝（狀（１３））２，犪６＝（狀（１４∶１７））１６，犪５＝（狀（１８∶２１））１６，犪４＝（狀（２２））２

犪３＝（狀（２３∶２５））８，犪１犪２＝（狀（２６∶３１））６４，犪０＝（狀（３２））２

………………（Ｃ．１４）

其中，狀为３２ｂｉｔ整数，操作狀（犪∶犫）表示从整数狀中从低向高取二进制第犪位～第犫位，（·）２、

（·）８、（·）１６、（·）６４分别代表取出的二进制数转换成２进制、８进制、１６进制、６４进制数，２进制使用

０～１来表示，８进制使用０～７表示，１６进制使用０～９、Ａ～Ｅ表示，６４进制数使用０～６３表示。

然后根据用户需要北斗网格码的层级犿（犿＝０～１０）确定最终保留的位数。例如，保留到第８层级

（１ｍ），则第三维度的编码为：犪０犪１犪２…犪９。

犆．４　大地高方向编码犪０犪１犪２…犪１１转换成大地高犎

根据北斗网格码高程方向编码犪０犪１犪２…犪１１，如果不足１２位，后面的补０。根据式（Ｃ．１２）的运算，

将犪０～犪１１转换成３２ｂｉｔ整数狀的不同ｂｉｔ位数，如式（Ｃ．１５）：

狀（３２）＝（犪０）２，狀（２６∶３１）＝（犪１犪２）２，狀（２３∶２５）＝（犪３）２，狀（２２）＝（犪４）２

狀（１８∶２１）＝（犪５）２，狀（１４∶１７）＝（犪６）２，狀（１３）＝（犪７）２，狀（１０∶１２）＝（犪８）２

狀（７∶９）＝（犪９）２，狀（４∶６）＝（犪１０）２，狀（１∶３）＝（犪１１）２

………………（Ｃ．１５）

根据北斗网格码的最小层级，确定对应的网格经纬跨度θ＝
１

２０４８
″，狉０＝６３７８．１３７ｋｍ为地球长半

轴，转换成的大地高犎＝（１＋θ０）
狀·

θ

θ０（）狉０－狉０。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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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５　根据大地高方向编码犪０犪１犪２…犪１１计算上，上下两个网格的高度域编码

设犌＝犪０犪１犪２…犪１１的高程方向上，上（＋１）一个网格高程编码为犌犫＝犪０犪１犪２…犪１１，下（－１）一个网

格高程编码为犌犮＝犪０犪１犪２…犪１１。根据北斗网格码第三维度的设计思想，其中犪０ 的取值０～１，犪１犪２ 的

取值０～６３，犪３ 取值０～７，犪４ 取值０～１，犪５ 取值０～Ｅ，犪６ 取值０～Ｅ，犪７ 取值０～１，犪８～犪１１取值０～７。

根据犌 的层级犿，进行运算：

ａ）　当犿＝１时，对犪０ 进行运算，＋１或者－１：当＞１或＜０时，上下网格不存在；

ｂ）　当犿＝２时，对犪１犪２ 进行运算，＋１或者－１：当＞６３时，犪１犪２＝００，犪０＝犪０＋１；当＜０时，犪１犪２

＝６３，犪０＝犪０－１；

ｃ）　当犿＝３时，对犪３ 进行运算，＋１或者－１：当＞７时，犪３＝０，犪１犪２＝犪１犪２＋１；当＜０时，犪３＝７，

犪１犪２＝犪１犪２－１；

ｄ）　当犿＝４时，对犪４ 进行运算，＋１或者－１：当＞１时，犪４＝０，犪３＝犪３＋１；当＜０时，犪４＝１，犪３＝

犪３－１；

ｅ）　当犿＝５时，对犪５进行运算，＋１或者－１：当＞犈时，犪５＝０，犪４＝犪４＋１；当＜０时，犪５＝犈，犪４＝犪４－１；

ｆ）　当犿＝６时，对犪６ 进行运算，＋１或者－１：当＞犈 时，犪６＝０，犪５＝犪５＋１；当＜０时，犪６＝犈，犪５＝

犪５－１；

ｇ）　当犿＝７时，对犪７ 进行运算，＋１或者－１：当＞１时，犪７＝０，犪６＝犪６＋１；当＜０时，犪７＝１，犪６＝

犪６－１；

ｈ）　当犿＝８、９、１０、１１时，对犪８～犪１１分别进行运算，＋１或者－１：当＞１时，犪８～犪１１＝０，犪７～犪１０＝

犪７～犪１０＋１；当＜０时，犪８～犪１１＝１，犪７～犪１０＝犪７～犪１０－１

犆．６　根据高程方向编码犪０犪１犪２…犪１１计算当前网格高程方向上的上下边界

北斗网格码的定位角点在高度域上是网格下边界，根据Ｃ．４计算该网格的大地高实际上就是该网

格下边界的大地高犺０；网格的上界为同样尺度犿 上，高程方向上一个网格的定位点大地高，根据Ｃ．５的

方式，计算上（＋１）一个网格的高程编码，然后根据Ｃ．４计算的大地高实际上就是该网格上边界的大地

高犺１。

４２

犌犅／犜３９４０９—２０２０

库七七 www.kqqw.com 提供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