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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手工编辑与程序自动处理相结合的数据转换方法$该方法相当大程度地保证了转换的正确性$且具有较高的自动化程

度$已运用此方法成功建立了山西省阳城县地籍空间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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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7A类软件具有操作简单$绘图功能和图形编

辑功能强大’精度高’出图图面整洁美观’可二次开

发等优点*&$’+ $是我国早期的地图制图系统所采用

的主要开发平台% 因此$现在仍有很大一部分地理

信息数据以\7A数据格式存在% \7A软件虽然在

图形处理方面具有极强的优越性$却由于 \7A数据

中没有拓扑关系’不包含属性数据导致其在空间数

据建模与管理’空间分析’空间查询等方面有着很大

的欠缺*)+ &而 9ED 以其集采集’存储’查询’分析于

一体的优势以及强大的空间数据管理功能*)$#+ $逐

渐成为空间数据应用和建立各种空间数据库的主要

手段% 将大量现存的 \7A数据科学合理地转化为

9ED 数据并建立 9ED 空间数据库能够降低建库成

本$缩短建库周期$提高原有 \7A数据的利用率%
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将 \7A数据转为 9ED 数据$
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

目前\7A数据转为9ED 数据的方法*& T?+ $主要

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数据转换方式$即9ED 软件直

接读取\7A数据或\7A格式文件不经过特制程序

接口直接转换为 9ED 格式文件$这种方法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实现数据交换和共享$但是由于 \7A与

9ED 两种数据的数据存储’图元定义等存在一定差

别$因此这种直接转换方法很容易造成信息丢失’图

形要素变形等问题$不易实现数据无缝转换&二是根

据\7A和9ED 两种图形数据的存储结构$进行二次

开发以实现数据转换$但是这是在\7A数据完全正

确和标准的前提下设计的数据转换路线$自动化程

度很高$却存在实用性不强的缺点%
本文所采用的方法是将手工编辑与程序自动处

理相结合$既避免了直接转换所产生的数据丢失’图

形要素变形等问题$又避免了二次开发转换方法由

于\7A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所产生的一系列错误%

;;二"建立地籍空间数据库流程

建立地籍空间数据库的流程图如图 & 所示%

图 &!流程图

具体步骤为!
&>分幅地籍图的拼接!在7;IO\7A中将分幅地

籍图拼接好$将其移至正确地理坐标%
’>相关图层的提取!从拼接好的地籍图中提取

界址点图层’界址线图层’土地使用者名称图层和宗

地号图层%
)>图层的手工编辑!针对7;IO\7A数据各图层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手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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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自动处理!用 m\编程实现对各图层的

处理% 由于 BE6文件"B24E3JO的文本交换格式文

件#为7D\EE码文件$文件形式比较简单$便于程序

读取和处理$而且BE6文件是用文本记录和描述几

何要素及其坐标$绝对忠实于原始 \7A文件$不会

造成几何要素的丢失或变形$因此先将各图层 \7A
文件转为 BE6文件&经程序处理生成正确的界址

点’界址线 BE6文件$并对土地使用者名称 BE6文

件和宗地号BE6文件进行必要的编辑$以便之后可

以顺利地转变为带有属性数据的点图层&程序处理

完成后所产生的 BE6文件完全符合 9ED 数据结构

和拓扑结构$因此在转为 9ED 格式数据时不会有图

形要素丢失和变形的问题$此时再将新生成的 BE6
文件转为9ED 格式%

?>生成拓扑!为界址线图层建立拓扑关系$生

成属性表中包含(土地使用者名称)和(宗地号)字

段的面状要素宗地9ED 数据%
,>属性连接!使用 7HK9ED 编写 m-脚本$将宗

地9ED 数据属性数据表和地籍数据库表中的宗地号

和土地使用者名称字段进行关联$建立地籍空间数

据库$为地籍信息系统的构建做好准备%
下面就本方法的两个重点步骤手工编辑和程序

处理生成宗地地块的算法进行详细分析和解释%
<=手工编辑

!&# 土地使用者名称图层的手工编辑

对于土地使用者名称图层来说$下列情况中的

注记"见图 ’#需要进行手工编辑%

图 ’!错误的注记

图 ’ 中的注记为了配合地物的延伸方向’形状

和大小$本应作为一个注记输入的却被分为两个或

多个注记输入% 如(张兵兵)分为(张)’(兵)’(兵)
输入&(马胜带锯厂)分为(马胜)’(带锯厂)输入&
(刘广照)分为(刘)’(广)’(照)输入% 这种情况对

于今后的属性连接影响很大$但却只是少数情况$因

此$只要进行手工编辑将其改为一个完整的注记

即可%
其次$有一小部分非人名类注记与数据库文件

中的不一致$如 7;IO\7A文件中的注记为(人民政

府)$而数据库文件中为(镇政府)&再如$(供销合作

社)与(合作社)$(--水电公司)与(--镇水电

公司)等% 这种情况也需要在 7;IO\7A中进行编

辑$使其与数据库文件保持一致%
!’# 界址点)界址线图层的手工编辑

为了顺利生成拓扑$需要对界址点’线图层中的

图形进行纠正&而像交叉’未闭合’悬线’悬点’重复

顶点等情况都可以通过程序自动处理进行纠正$因

此$需要手工编辑的仅有以下两点!
&>对界址点图层来说$需要处理的是无顶点的

情况$即需要在界址线连接处没有界址点的地方手

工加入界址点$如图 ) 所示%

图 )

’>对于界址线图层来说$由于作业人员的不

规范作业$界址线图层中混入了一些线状地物$这些

线状地物大部分会在程序自动处理时去除掉$但某

些穿过宗地的线状地物会影响宗地多边形的构建$
导致多边形构建错误$如图 # 所示% 图 # 中$左边本

该是一个宗地却被分成了两个宗地$而右边的宗地

由于线状地物的影响缺少了一角% 像这样的线状地

物应该通过手工编辑去掉%

图 #!线状地物影响宗地构建

>=空间数据提取和处理

界址点图层的处理!首先读入界址点’界址线图

层BE6文件$经程序处理后$去除非界址点$生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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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址点BE6文件% 主要算法如下!
读入界址点BE6文件

读入界址线BE6文件

设定阈值BE8AED*
JOH"13ICO13I8;= V总 点 数$CO13I8;= ^"$

CO13I8;=3#
0
!JOH"13I:13M8;=V总线数$:13M8;= "̂$ :13M%

8;=3#
!0
!!1J"点与线起始点之间的距离‘BE8AED*#
!!!WHM2@&
!!1J"点与线终止点之间的距离‘BE8AED*#
!!!WHM2@&
!2
!1J":13M8;= VV"#
!!删除第CO13I8;=]& 个点

2
生成新的界址点BE6文件

界址线图层的处理!由于\7A文件中每条界址

线是由多条线组成的"如图 )"2#’图 )"W#所示#$因

此$界址线图层的处理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

是如何将多条线组成的界址线变为一条惟一的正确

的界址线% 由于上一步界址点图层的处理已经生成

了包含所有正确界址点的界址点 BE6文件$因此$
只要将每一条线都用离它的起始点和终止点最近的

两个界址点的连线代替$再将重复的线删除即可%
根据界址点重新生成界址线的主要算法如下!
JOH"13I:13M8;=V总线数$:13M8;= "̂$ :13M%

8;=3#
0
!61HPIAED*VBE8AED*&
!:2PIAED*VBE8AED*&
!IM=4:13MV第:13M8;=]& 条线&
JOH"13ICO13I8;=V总点数$CO13I8;= "̂$CO13I%

8;=3#
!0
!!1J" 界 址 点 与 IM=4:13M起 始 点 的 距 离

661HPIAED*#
!!0
!!!61HPIAED*V界址点与线起始点的距离&
!!!61HPIE8A/nV该界址点序号&
!!2
!!1J" 界 址 点 与 IM=4:13M终 止 点 的 距 离

6:2PIAED*#

!!0
!!!:2PIAED*V界址点与线终止点的距离&
!!!:2PIE8A/nV该界址点序号&
!!2
!2
!1J"61HPIAED*6BE8AED*#
!0
!!!IM=4:13M起始点V61HPIE8A/n&
!2
!1J":2PIAED*6BE8AED*#
!0
!!!IM=4:13M终止点V:2PIE8A/n&
!2
!用IM=4:13M替代第:13M8;=]& 条线

2

;;三"属性数据提取和处理

土地使用者名称图层的处理!为了能够在建立

拓扑关系时为宗地赋属性值$将土地使用者名称图

层BE6文件由注记类型 BE6文件转为点类型 BE6
文件$土地使用者名称作为点的属性%

宗地号图层的处理!与土地使用者名称图层一

样$宗地号图层BE6文件也需要转为点类型 BE6文

件&但是与之不同的是$宗地号图层中的注记不需要

全部提取% 在7;IO\7A地籍图中$宗地号是以分式

的形式表示的$例如 &),S’,, 中$分子 &), 表示宗地

号$分母 ’,, 表示地类号&在本文中只需提取宗地

号$因此相对于土地使用者名称图层$宗地号图层的

处理需要进行一次判断$只提取宗地号而舍弃地类

号% 由于数据读取过程中注记是被连续读取的$即同

一个宗地号中的宗地号和地类号是被连续读取的$因

此$只要判断相邻两个注记@坐标的大小$保留@坐

标大的注记$即实现了只提取宗地号的目的%

;;四"应用实例

使用上文中介绍的数据转换和地籍空间数据库

建立方法$利用山西省阳城县 ’""? 年 \7A格式分

幅地籍图以及 d-2PM形式的地籍数据库$成功建立

了山西省阳城县地籍空间数据库% 其中宗地正确提

取率达到了 $$i以上$仅有个别宗地未被提取或提

取错误&属性连接正确率达 $(i以上$存在小部分

由于土地使用者名称不统一或宗地提取问题而产生

的错误% 以山西省阳城县东冶镇为例$\7A数据与

转换后的9ED 数据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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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五"结;论

随着9ED 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7A数据到

9ED 数据的转换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本文提

出了一种将手工编辑和程序处理相结合将 \7A格

式地籍数据转换为 9ED 格式数据的方法$并利用

9ED 数据与地籍属性数据库进行关联$建立了地籍

空间数据库% 在实际中的应用表明该方法省时省

力’操作简单’精度和正确率高$具有很好的效果%
而且$该方法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首先$一

个注记被分成两个或多个注记输入的情况$在本文

中是采用手工编辑$在这种情况大量出现的情况下$
也可以采用编程的方法自动处理$即设定两注记间

的距离阈值$当两注记间距离小于该值时$就将前一

个注记缀于后一个注记尾部$坐标中心点取两注记

坐标中心点的平均值*?+ &其次$关于几何要素图层

的处理仍未达到高度自动化$手工编辑是 \7A数据

转9ED 数据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步$但仍应

尽量减少手工编辑的工作量$使数据转换过程向高

度自动化的方向发展% 除此以外$继续深入研究这

一方法$将该方法应用于其他类型 9ED 数据库建库

过程也是接下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张雪松$张友安$邓!敏>7;IO\7A环境中组织 9ED 数

据的方法*0+>测绘通报$’"")$"&&#! #?%#(>
*’+!周 勇 前$陈!军>7;IO\7A与 7HKSE3JO的 数 据 转 换

*0+>测绘通报$&$$?$")#!’"%’’>)#>
*)+!陈!能$施蓓琦>7;IO\7A地形图数据转换为 9ED 空

间数据的技术研究与应用*0+>测绘通报$’""?$"(#!
&&%&#>)#>

*#+!史!军$邱!昕$崔林丽$等>\7A图形数据转换为 9ED
空间数据的技术研究及应用*0+>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

*?+!韩!勇$陈!戈$甘宇亮$等>基于 \7A数据建立 9ED
文本数据库方法探讨*0+>测绘通报$’""#$"?#!’’%
’#>

*,+!王艳东$龚健雅$黄俊韬$等>基于中国地球空间数据

交换格 式 的 数 据 转 换 方 法 *0+>测 绘 学 报$’""?$’$
"’#!

!!!!!!!!!!!!!!!!!!!!!!!!!!!!!!!!!!!!!!!!!!!!!
&#’%&#(>

!上接第 ,# 页#

图 )!两层一体代码生成器

;;四"结;论

本文在 YFB三层结构的工作原理基础上$以

B249;1dM地图服务实例为对象提出 YDB概念$并

对这种YDB模式进行结构设计与实现探索$在基于

B249;1dM的电子地图应用系统中使用该模式可以

提高开发效率’减少维护难度%
分层式设计可以达到分散关注’松散耦合和逻

辑复用的目的$但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如降低了系统

的性能$有时甚至会导致自上而下的级联性修改%
因而在系统设计开发时需根据具体业务需求确定是

否使用这种YDB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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