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服务的地理信息共享
作者综述了地理信息最近若干年的发展情况

,

并着重介绍了一个面向服务的地理信息系统
。

. 文 / 宋关福 罗灵军

引言
从软件技术手段角度看

,

目前地理信息共享已经经历

了面向文件的第一代共享和面向空间数据库的第二代共享

两个阶段的发展
,

随着 S e rv ic e GI S 的发展和应用
,

正在

迎来面向服务的地理信息共享新模式
。

新一代地理信息

共享不仅解决了当前地理信息共享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

还

带来了数据共享和功能共享并举的第三代地理信息共享革

命
,

并成功开启了地理信息的服务聚合时代
。

面向文件的地理信息共享
早期的 G IS 软件一般采用文件方式管理空间数据

。

因此
,

在空间数据库技术被广泛应用之前
,

通过共享文

件 实现地理信息共享
,

是唯一可行 的方式
。

GI SI CAO

软 件 数据 格式 文 件 如TA B(M a Plnfo )
、

C o v e ra g e (A re z

Info )
·

D G N(Mic r0 Sta tio n )
、

DW G (A u to CA D )
,

交换格式

D X F(A u to C AD )
、

M IF(M a Pln fo )
、

E0 0 (A re / Info )
、

V CT (中

国地球空间信息交换格式 )都是地理信息数据的共享载体
;

T IFF
、

JPE G
、

M rs lD 和 EC W (E rM a PPe r)等文件格 式则

成为影像类地理信息的共享载体
。

大量上述类型的文件在

单位内部和单位之间不停穿梭
,

为传递和共享地理信息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
。

最初实现文件存储和传递的介质包括磁盘
、

光盘
、

硬

盘和磁带等设备
,

几乎所有的地理信息工作者都曾经历过

那段抱着这些介质到处跑的岁月
。

随着网络应用的不断普

及
,

人们开始通过网络上传和下载地理空间数据文件来共

享地理信息
。

在局域网内部
,

人们甚至可以通过互相访问

曰平
.

甲

网络上计算机的共享文件夹
,

直接读取服务器上同一份数

据文件
,

以保障所有终端使用者总能获得最新的地理信息

并与其他使用者保持版本的一致性 (如图 1 )
。

面向文件的共享是地理信息共享的重要起步阶段
,

也

是最简单和最基础的方式
。

这种方式一直被人们沿用至今
,

在今后的某些场合
,

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

简单易用是面向文件的地理信息共享方式最突出的特

点
,

但其先天性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

a) 数据损失问题
。

数据在不同软件之间不断转换和

传送
,

数据精度很可能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

甚至造成部

分数据内容的丢失
。

b) 可视化表现的一致性问题
。

由于不同的 GI S 软件

均采用了各自独立的符号库和地理信息可视化表现技术
,

所以来自其他单位或系统的地理信息数据文件在导入不同

G IS 软件时
,

都不可避免地要重新进行可视化配置的重复

劳动
,

很容易造成不一致的可视化表现
。

c) 工作效率问题
。

面向文件的地理信息共享
,

需要

不断进行文件转换分发
、

完成来自其他单位的数据导入
、

处理系统间的数据组织和可视化表现配置以及重复建库等

问题
,

不但增加数据共享的工作量
,

造成了大量低水平的

重复劳动
,

降低了工作效率
,

而且一旦遇到应急等紧急情

况
,

面向文件的地理信息共享也会因此严重影响工作进度
,

从而导致更大的损失
。

d) 更新的及时性问题
。

随着地理信息数据量的不断

增大
,

重复建库必然会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成本增加
,

也严

重影响了数据更新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

e) 安全性问题
。

基于文件的共享
,

必须实现文件级

的数据的可访问性或可获取性
,

难以对数据的访问和扩散

权限进行控制
,

无法保证地理信息数据的安全性
,

影响了

信息共享的可操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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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面向文件的地理信息共享模式

面向数据库的地理信息共享
尽管空间数据库的研究很早就已经开始

,

但是直到

2 0 0 0 年
,

这一技术才逐渐得到普及
。

目前
,

这种技术已

经取代了传统文件的管理方式
,

成为地理信息尤其是海量

地理信息管理的主流技术
。

空间数据库技术的普及
,

带来

了全新的面向数据库的第二代地理信息共享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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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空间数据库支持网络上多用户并发访问
,

尤其是

支持多用户并发写操作
,

因此
,

空间数据库很快就成为在

局域网内共享地理信息数据的技术平台
。

目前
,

主要的大

型 G ls 应用项目在管理地理信息数据时
,

采用的都是空间

数据库
。

同一个单位的多个客户端可以直接访问统一的空

间数据库服务器
,

从而获得可控的版本一致性
。

很快
,

人们发现
,

空间数据库不仅适用于单位内部各

部门之间的空间数据共享
,

同时也是单位之间共享地理信

息的利器
。

基于空间数据库技术
,

信息中心可以建立统一

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

并向应用这些数据的部门开放空

间数据库访问接口和相关数据组织规范
。

这些应用部门只

需要直接通过网络访问这些空间数据库
,

并在叠加本单位

专题地理信息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应用系统
,

而不必重复建

设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如图 2 )
。

前文提到的面向文件共享模式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

在

面向数据库的地理信息共享模式中也得到完美的解决
。

由

于不需要对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重复建库
,

一方面减少了应

用部门重复建库的成本
,

避免了数据在各部门不同文件格

式间转换可能导致的内容和精度损失
:
另一方面

,

更为重

要的是
,

由于基础地理信息由统一的单位进行维护和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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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面向数据库的地理信息共享模式

所 以其他应

用音卜门总能

使用到最新

的数据
,

而

代 价 却 很

小
。

2 0 0 4

年
,

茂名市

信息中心与

超图软件公

司合作完成

了茂名面向

a) 对网络安全要求较高
。

在网上开放空间数据库访

问接口
,

对网络安全性有一定要求
。

在安全可控的局域网

内推广应用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

但若要实现远程共享
,

存

在数据安全隐患
。

b) 带宽要求高
。

由于要通过网络实施大量空间数据

的传递
,

对网络带宽有一定要求
,

因此该模式仅适合在局

域网内和宽带专网内推广应用
。

c) 难于实现异构GI S 平台集成应用
。

一般要求应用

部门与基础地理信息提供部门使用相 同的GI S 平台
,

或

者要求基于多种 GI S 平台都支持的空间数据库技术 (如

O ra d e SPa ti al )来构建基础地理信息共享平台
。

但由于一

些大型城市或单位的地理信息系统应用起步较早
,

各部门

已经建立了基于不同 G IS 平台开发的信息化系统
,

要统一

G IS 平台就势必要推翻已有的系统成果
,

这种做法很不经

济
。

针对这种情况
,

一些单位提出
,

采用 O ra d e s pat ial

等数据库原厂商的空间数据库建立地理信息共享平台
。

尽

管这种做法表面上解决了多种 GI S 平台均可支持访问的

问题
,

但与GI S 平台厂商自己研发的空间数据库技术 (如

S u Pe rMa p S D X + 和A re S D E 等 )相比
,

数据库原厂商的空

间数据库技术无论性能还是专业分析功能方面都受到一定

限制
,

远逊于GI S 平台软件厂商的空间数据库技术
。

因此
,

基于数据库原厂商的空间数据库技术构建的地理信息共享

平台在国内尚未形成主流
。

鉴于以上原因
,

地理信息共享与应用需要结合 GI S 和

软件新技术
,

发展新的共享模式
,

才能满足包括 In ter n et

网和远程 In tra n et 网上的地理信 息共享需求
,

实现异构

G IS 平台之间共享地理信息
,

把地理信息共享推向一个全

新的高度和更加广泛的应用领域
。

信息资源整合
、

共享的管理的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平台

总体设计
,

根据当时的GI S 技术条件
,

构建了茂名市基础

地理信息共享平台
。

其他委办局的专业应用系统
,

都可以

通过访问空间数据库接入该共享平台
,

大大缩短了委办局

专业应用系统的建设周期
,

同时节约了大量重复建设的投

资
,

为建设节约型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

在以后的项 目中
,

这种模式很快得到了推广
,

并在北京的崇文
、

昌平
、

怀柔
、

大兴
、

平谷和上海奉贤
、

浙江绍兴县等多个地方政府部门

建立了大量的成功案例
。

在过去的几年里
,

面向数据库的地理信息共享模式获

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

但随着应用推广的日益广泛和深入
,

该模式也暴露出了一些潜在的问题
,

不利于进一步大范围

推广应用
:

面向服务的地理信息共享

面向服务地理信息共享的过渡模式

发展到后期的W e bG IS 软件也提供 了W e b 服务发布

能力
,

通过W e bGI S 软件
,

一些部门建立了面向服务的地

理信息共享平台
。

但由于 W e bGI S 平台软件提供的功能相

对比较简单
,

仅限于数据可视化
、

查询和基本的数据管理

功能
,

不具备瘦客户端模式下的高级复杂在线编辑功能和

高级分析功能
。

因此
,

这类服务共享平台主要定位于数据

共享
,

而不具备功能共享的能力
,

以至于在应用部门还是

要重新开发大量的通用功能
。

还有一些单位为了提高系统的并发访问能力和客户端

用户体验
,

采用 了另一种过渡方式
,

即通过建立类似于

G 。。gl e M a pe 的图片服务发布平台
。

这种模式把地理空

间数据配置好地图后
,

通过工具软件按照一定的网格切分

生成多级图片
,

并采用金字塔结构存储在服务器上
,

通过

W e b服务向客户端发布出来
。

由于服务器端不需要进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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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地图可视化计算
,

直接把图片发布到客户端
,

因此该模

式提供了非常高的网络访问效率
,

大幅度提高了并发访问

能力
,

同时还在客户端采用Aj a x M a p 技术实现浏览器客户

端的平滑地图显示与漫游操作
,

提升了用户体验
。

但另一

方面
,

该模式下服务器端缺乏一体化的高端GI S 功能服务

器
,

因此也只能满足基本的图片数据共享要求
,

无法实现

高端的功能共享能力
,

也无法用于开发高端 GI S 应用系统
。

该模式仅为面向服务地理信息共享提供了一种过渡模式
。

S e rv iee G IS概述

软件技术的发展和革新必然会影响到GI S 软件的发展

趋势
,

从而影响地理信息共享的方式
。

2 0 世纪 9 0 年代产

生的面向组件的软件工程方法
,

曾经给 GI S 领域带来组件

式 G IS (C o m p o n e n ts G IS )革命
。

组件式 G 一S 以其众所周

知的独特性和技术优势
,

领衔主演了过去十年的 GI S 应用

开发方法
。

从面向组件概念的产生到软件技术的成熟
,

再到组件

式 G IS 的产生和应用
,

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
。

与之不同的

是
,

面向服务这一更高层次的软件工程方法
,

从概念产生

到软件技术成熟却历经了十年时间
。

G a rt n er , 9 9 6 年就率

先提出了 S O A( 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 )
,

十年后旧M等企业

才开始实现 S OA 的软件工具
。

而到 2 0 08 年
,

S O A 才成为

主流的软件工程方法之一
。

而与面向组件相同的是
,

这一

软件工程方法也同样引发了新的GI S 软件技术革命
。

服务式 GI S (S e rv ic e GI S) 可以理解为面向服务的组

件式 GI S
,

是产生于面向服务软件工程方法的 GI S 软件技

术
。

S e rv ic e GI S 脱胎于组件式 GI S
,

是在组件式 GI S 基

础上的质的飞跃
,

也是对组件式 GI S 自然的顺理成章的

升级
。

在组件式 GI S 功能强大的组件群基础上
,

S e rv ic e

GI S 采用面向服务的软件工程方法
,

把 GI S 的全部功能封

装为W e b服务(W e b s e rv ic e)
,

从而实现了被多种客户端

跨平台
、

跨网络
、

跨语言的调用
,

并具备了服务聚合能力

以集成来自其他服务器发布的GI S 服务
。

S e rv ic e GI S 软

件平台的新突破
,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 在细粒度组件式 GI S 基础上
,

封装粒度适中的全功

能 G IS 服务群
,

构成 S e rv ic e GI S 的服务器
,

并向客户端

发布这些服务
。

这里强调全功能的GI S 服务
,

包括数据管

理
、

二维可视化
、

三维可视化
、

地图在线编辑
、

制图排版

以及各类空间分析和处理等
,

而不仅仅是 W e bGI S 时代的

基本 G IS 功能
。

. 服务器支持发布基于通用规范的服务
,

如 W M S
、

W CS
、

W FS
、

W PS
、

G e o R S S
、

KML等
,

以便被第三方

软件作为客户端集成调用
。

. 客户端 GI S 软件具备服务聚合能力
,

可聚合同一厂

家服务器软件和第三方服务器软件发布的GI S 服务
,

并与

本地数据和本地功能集成应用
。

. 服务器端软件具备强大的服务聚合能力
,

可以聚合

来自其他服务器上发布的 GI S 服务
,

并可以将聚合后的结

果再次发布
,

而再次发布的服务还可以继续被其他的服务

器软件聚合
。

S e rv ic e G 旧是一 个完整 的
、

面 向服务的 G IS 软件

技术体系
,

它包括服务提供者 (S e rv iee p ro vid e rs )
、

服

务 消 费者 (S e rv ie e C o n s u m e rs )和 服 务 规 范 (S e rv iee

S Pe e i行e atio n s)
。

S e rv ie e G IS 同时也是一个全功能的G IS

技术体 系
,

远远 超越了 W e bGI S 时代的功 能
,

不再 以

W e b 为其单一客户端与表现界面
,

而是将其客户端延伸

到了 G IS 桌面软件
、

移动终端
,

甚至于传统的GI S 组件
。

S e rv iee G IS 与W e b G IS 之间的差别
,

就如同G IS 软件与

电子地图软件之间的悬殊
。

Se rv ic e G IS 继承了组件式 GI S 所具备的一系列优点
,

如跨语言二次开发
、

所见即所得的应用开发方式
、

与其

他 lT 技术继承的强大能力
、

高度可伸缩型等
。

除此以外
,

S e rv ic e GI S 还具备一些新的特性
:

. 跨网络集成与应用
。

Se rvi ce GI S 最重要的革命性

之一
,

就是把组件式GI S 具备的强大集成应用能力扩展到

了网络上
。

S e rv ic e GI S 通过W e b服务开放的所有接 口
,

都可以在网络上被调用
。

在这种模式之下
,

我们可以把通

过网络连接在一起的无数台计算机组成一台强大的计算机

来使用
,

因而构建分布式的G IS 应用系统对我们而言
,

将

更加容易
。

. 业 务敏捷
口

业务敏捷是 S OA 的真正 内涵
,

也

是 Se rv ic e GI S 为 GI S 应用开发领域带来的惊喜
。

基于

S e rv ic e G IS 构建应用系统
,

可以通过聚合和集成已有的

应用服务快捷地构建新的应用系统或升级已有的应用系

统
,

以满足快速变化的用户需求
。

基于上述思想
,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于 2 0 0 7

年推出了 S e rv iee G IS 开发平台一S u p e rM a p ise rv e r。 除

具备其他 S e rv ic e GI S 具备的共同特征以外
,

S u per M即
is e rv e r还基于超图的跨平台G IS 内核 U G C (U n iv e rs a l G IS

C la s s e s)构 建
,

支 持 U n ix (如 旧M A IX
、

S U N S o la ris 及

HP UX 等 )
、

Lin u x (如红旗 Lin u x 、

R e d h a t Lin u x 及 S U S E

Lin u x 等 )和W in do w s 等多种服务器操作系统
,

由于 U G C

基于标准 e + + 开发
,

这也让 s u pe rM a p is e rv e r在不同操

作系统上都具有非常高的性能
。

总之
,

S e rv ic e G IS 不仅带来了 GI S 应用开发的革命

性变化
,

同时也引发了第三代地理信息共享的服务聚合时

代
,

带来了全新的面向服务的地理信息共享新模式
。

基于S e rv ic e GI S 的面向服务地理信息共享

面向服务的地理信息共享是服务式 GI S 带给我们的

另一惊喜
。

基于 S e rv ic e GI S
,

基础地理信息供应部门把

已经建立的基础地理信息库通过W e b服务向各部门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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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各部门可以直接通过访问这些W e b 服务
,

使用基

础地理信息数据
,

实现与本单位的专题数据叠加集成
,

用

于开发应用系统
。

由于采用了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以及 S e rv ic e GI S 技

术
,

基于这种方式构建的地理信息共享平台被称为地理信

息服务共享平台
。

基础地理信息供应部门可以构建基础地

理信息服务共享平台
,

各部门还可构建专题地理信息服务

共享平台
。

G IS 应用系统则在各地理信息服务共享平台基

础上开发
,

这种基于 SO A 的全新的地理信息系统顶层设

计将会为数字城市和分布式企业信息化的建设带来强大的

生命力
,

并为各部门互相割裂的信息化烟囱现象找到了治

愈的药方 (如图 3 )
。

新一代地理信息共享模式不仅具备降低重复建设成本
、

提高共享效率的特点
,

还具有如下特点
:

. 数据共享与功能共享并举
。

除了共享地理信息数据

以外
,

新的共享模式还可以把基于 S e rvi ce GI S 强大功能开

发的GI S 应用功能通过W e b服务方式发布出去
,

供其他单

位直接调用使用
。

因此
,

共享数据与共享功能相结合的方

支持智能金字塔图

片缓存技 术
,

并

把该技术和强大的

G IS 功能服务器完

美结合起来
,

在提

供了高并发访问能

力和客户端用户体

验的同时
,

更提供

了强大的功能服务

的能力
。

目前
,

重庆市

基 础 地 理信 息 中

心 和 西 安市信息

中心
,

正 在基 于

S u Pe rM a P is e rv e r

和面向服务的地理

信 息 服务共 享模

式
,

开展超大型城市的地理信息服务共享平台建设
。

沐口旦。二二勿。一籽圳

^̂̂应 用系统统统 B应用系统统

^̂̂专题 信息月旦旦旦 基础地理伯息息息 B专皿信息服服

务务共享平台台台 旧日久笠宫 工 全全全 务共率平台台

基基础地理理

倍倍息库库

图3 面向服务的地理信息共享模式

式
,

是基于

S G rV IC6 G IS

的面向服务

地理信息共

享模式的重

大进步
。

. 支持

异 构 G 旧 平

台 集 成 应

用
。

通过业

界标准的W e匕服务接 口
,

S e rv iCe GI S 采用一个GI S 平台

开发了地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

其发布的服务可以被其他

GI S 平台开发的应用系统集成应用
,

有利于充分利用业务

部门已有的G IS 平台软件的投资
,

从而降低了在大型城市

信息化和大型企业信息化中推广应用的代价
。

. 带宽要求较低
。

相对于面向空间数据库的共享模式

而言
,

面向服务的共享模式可以在服务器端进行大吞吐量

分析计算和可视化渲染工作
,

而只把结果传输到客户端
,

大大减少了网络的数据传输量
,

也降低了带宽要求
,

拓展

了应用范围
,

更有利于在远程网络甚至通过 Int er n et 实现

地理信息共享
。

. 更高的系统安全性
。

由于该平台采用了多层架构
,

避

免把数据库接口直接开放给其他单位
,

提高了系统安全性
。

在图片服务模式的过渡方案中
,

通过发布预先切分的

图片避免了在服务器端进行实时可视化渲染
,

提高了客户

端响应速度和服务器端并发访问能力
。

在新一代的地理信

息共享模式中
,

这种特性也同样具备
。

S u per M a p is e rv er

结语
随着地理信息共享模式从面向数据库的阶段向面向服

务的阶段发展
,

使信息资源共享与整合可以突破异构平台

和各种软件应用环境的制约
,

使地理信息应用渗透到错

综复杂的应用中
,

使地理信息应用无所不在
,

能够更加有

效地实现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美好蓝图
。

可以预见
,

在

S O A成为主流的软件工程方法的情况下
,

S e rv ic e GI S 将

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

而全新的第三代面向服务的地理

信息共享模式也将在政府信息化
、

企业信息化和个人应

用等多个领域得到快速发展
。

这一模式将改变未来十年的

G IS 应用系统开发方法
,

真正开启地理信息服务共享和聚

合应用的新时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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