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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㿔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GB/T 

20001.10—2014 《标准编写规则 第10部分：产品标准》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委员会（SAC/TC 230/SC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测绘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博目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地图出版社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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ഄ⧗Ҿ 䗮⫼㽕∖ 

1 㣗ೈ 

本文件规定了地球仪的分类、内容要求、材质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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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面地图所呈现的空间信息仅具示意性，整体以艺术观赏、装饰为目的的地球仪。包括但不限于大

理石地球仪、景泰蓝地球仪等。 

3.3  

ၦԧഄ⧗Ҿ multimedia globe 

以地球仪为基础，借助内置芯片、外置识别软件等附属设备，拓展了语音、视频等多媒体信息功能

的地球仪。包括但不限于语音点读地球仪、视频点读地球仪、增强现实（AR）地球仪、虚拟现实（VR）

地球仪等。其中具备一定的人机交互功能的地球仪，也称为智能地球仪。 

3.4  

 Ꮒ toleranceܕ

对指定量值的限定范围或允许范围。 

  ㉏ߚ 4

 ㉏ⱘ⫼䗨ߚ 4.1

地球仪分类既用于地球仪生产企业的产品命名和编码，也用于市场流通时对产品的辨识和选择。 

4.2 ᣝᑨ⫼乚ඳߚ㉏ 

地球仪按应用领域可分为教学地球仪、办公地球仪和工艺地球仪等。 

4.3 ᣝഄݙᆍߚ㉏ 

地球仪按地图内容可分为政区地球仪、地形地球仪和其他专题地球仪等。 

4.4 ᣝᬃᶊ㒧ᵘߚ㉏ 

地球仪按支架结构可分为弓形地球仪、万向地球仪等。 

4.5 ᣝ⧗ԧⳈᕘ㾘Ḑߚ㉏ 

地球仪按直径规格不同可分为常用的标准型地球仪和不常用的非标准型地球仪。其中常用的标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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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ሎᇌܕᏂ 

6.2.1 ⳈᕘⳌᇍܕᏂ 

地球仪的直径相对允差应符合表2中的规定。 

㸼 2  ⳈᕘⳌᇍܕᏂ 

规格 直径相对允差 

直径≤200 mm ±0.5% 

直径＞200 mm ±0.7% 

 

6.2.2 ᣐܕᏂ 

球面地图拼接允差（赤道拼接处经线、海岸线、交通线等线形符号上下方向的左右错位）应符合表

3中的规定。 

㸼 3  ᣐܕᏂ 

规格 拼接允差 

直径≤200 mm ≤1.5 mm 

直径＞200 mm ≤2.0 mm 

 

6.2.3 㺕ܕߛᏂ 

地球仪地图裁切后的拼接处可以有内容重复，但不应缺失内容。地球仪的裁切允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直径小于等于 200 mm 的一次性成型球面地图赤道处南北方向（上下方向）裁切不应造成内容缺

失，每个重叠处的裁切允差应不大于 1 mm。 

b) 直径大于 200 mm 的一次性成型球面地图赤道处南北方向（上下方向）裁切不应造成内容缺失，

每个重叠处的裁切允差应不大于 2 mm。 

6.3 ഄ䕈ؒ㾦 

地球仪的地轴与水平面的倾角应为66.5°±2°，且与地球仪的赤道面垂直。 

⊼˖ᴀ㽕∖ҙ䗖⫼Ѣᏺؒ㾦ⱘഄ⧗ҾǄ 

6.4 〇ᅮᗻ 

地球仪在正常放置于平面或旋转时，应保持平稳，不应有晃动或倾倒现象。 

6.5 䕀ࡼᗻ㛑 

球体沿地轴应可以自由转动，且能停止在任一位置。 

⊼˖ϛഄ⧗Ҿϡ䗖⫼ᴀ㽕∖Ǆ 

6.6 䬔ሖ㗤㜤㱔ᗻ 

6.6.1 䞥ሲ䬔ሖ㗤㜤㱔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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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Ҿ఼ᴤ᭭ 

精度高于 1mm 的高度尺和精度高于 0.1 mm 的测量放大镜。 

7.4.2 ᮍ⊩Ϣℹ偸 

7.4.2.1 用高度尺任取三个方向测量地球仪的直径，计算其平均值即为实测直径，记为 R0，则直径相

对偏差按式（1）计算。 

%10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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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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㸼 4  ॖߎẔ偠乍Ⳃ 

检验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接收质量限

（AQL） 

地图规范性 5.1 7.1 A 0 

地图内容质量 5.2 7.2 A 0 

尺寸允差 6.2 7.4 C 6.5 

地轴倾角 6.3 7.5 C 6.5 

稳定性 6.4 7.6 B 4.0 

转动性能 6.5 7.7 B 4.0 

外观 6.7 7.9 C 6.5 

电气安全 6.8 7.10 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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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镀层耐腐蚀性 6.6 7.8 B 3 50 1 2 

9 外观 6.7 7.9 C 3 50 1

2 50  

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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খ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7号，2017年修订） 

[2]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2号，2020年修订） 

[3] 地图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64号，2015年通过，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4]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2号，2020年修订） 

[5] 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令第26号，2004年通过，2005年3月1日起施行） 

[6] 地图审核管理规定（2006年国土资源部第3次部务会议通过； 2019年自然资源部第2次部务会

修订） 

[7] 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2015年修订） 

[8] 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若干规定（国测法字﹝2003﹞1号） 

[9] 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补充规定（试行）（国测图字﹝2009﹞2号）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