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bGIS的空间数据共享与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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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WebGIS技术是目前实现空间数据共享的有效手段,但是,由于空间数据异构复杂性,空间数据共享与互操

作的实现还存在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 本文阐述了空间数据共享与互操作技术模式,介绍了地理标记语言 GML

及在 WebGIS中应用的优势,提出了一种基于 GML的 WebGIS空间数据共享与互操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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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approaches to sharing and interoperability of spatial data. It sets forth a project 

which can realize the Sharing and Interoperability of  Spatial Data in WebGIS based on introducing to 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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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地理信息系统经过40多年的发展 已经步入传

统的技术驱动转向应用驱动的发展阶段 众所周知

空间数据是GIS的基础 同时也是最为昂贵的部分

然而 尽管在GIS发展过程中 已经生产和积累了大

量的地理空间数据 但是 由于传统的GIS是封闭式

建设 硬件平台 软件系统 数据标准 数据结构

以及数据格式上千差万别 几乎难以实现数据共享

空间数据的共享和GIS互操作 这是若干代GIS科技

工作者梦寐以求的目标 随着当前Internet的飞速

发展及WebGIS的迅速崛起 使得基于WebGIS的空间

数据共享与互操作的实现指日可待 因此 基于

WebGIS的空间数据共享与互操作技术成为目前GIS

技术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2空间数据共享途径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初期 主要采用空间数据与

属性数据分开存放的地理相关数据库模式 这种基

于地理相关模型的 GIS 平台与其它商业应用平台之

间共享空间信息十分困难.为解决这个难题 90年代

中期 提出了一种空间数据与相应的属性数据统一

存储的空间数据库模式 同时 国际上一些标准化

组织提出通过空间数据标准进行数据共享的开放式

GIS研究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空间数据共享的问题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它的实现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  

2.1 数据格式转换 

数据格式转换就是通过设计数据转换工具 将

一种格式的数据转换为另外的一种格式 这种数据

共享的实现模式一般采用以下两种方式 (A)直接数

据转换 就是在两个系统之间通过关联表或转换器

将一个系统数据类型转换为另一个系统数据类型的

方法 这种数据共享模式在两个系统之间都必需有

一个转换模型 而且为了使系统间进行直接转换

必需公开各自的数据结构和数据格式 (B)基于空间

数据转换标准的转换 空间数据转换标准是一个非

常全面 大家都遵守的一系列规则 通过这个中间

桥梁 将所有不同系统中的数据转换成统一的标准

格式 以供其它系统调用 这种转换方法的优点是

不需公开系统本身的数据结构和数据格式 只需考

虑设计系统与有限的几种重要空间数据格式之间的

转换问题 而不需逐一考虑其他的各种系统的数据

格式  

2.2 数据直接访问 

数据直接访问是指在GIS中实现对其他系统数

据格式的直接访问 用户可以使用单个GIS软件系统

存取多种数据格式的数据 直接数据访问不仅避免

了繁琐的数据转换 而且在一个GIS 系统软件中访

问另一格式的数据不要求用户拥有该数据格式的系

统软件 更不需要该软件运行 为直接数据访问提

供了一种更为经济实用的地理空间数据共享的模

式 这种方案无须进行数据转换, 代表了实现数据

共享的新方向, 但开发难度大, 技术尚不成熟  

2.3 数据互操作 

数据转换模式和数据直接访问模式都是基于对

数据的访问而达到数据共享目的 是数据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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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并没有考虑数据的处理 随着异构数据库和分布

式计算技术的发展 出现一种根据行业标准和接口

建立起来的开放式地理信息系统(OpenGIS) 基于

OpenGIS的空间数据互操作(Interoperability of 

Spatial Data) 是指通过规范接口自由处理所有类

型空间数据的能力和在GIS 软件平台通过网络透明

处理空间数据的能力 与数据转换相比, 互操作不

仅是对数据的集成, 还对处理过程的集成, 能实现

在更高层次上不同系统 环境之间的互相协作 不

过 对于复杂的空间数据信息 要实现统一描述规

范不仅难度太大 而且也难以掌握应用 不同的GIS

系统除了数据格式和内容 更重要的是在语义描述

上 很难真正达到数据共享的目的 当前 Web服务

(Web Service)正被人们广泛传播和认同 GIS 和Web

服务的结合 使得不同地域 不同平台 使用不同

格式空间数据的服务可以在网上任意节点上分别实

现并对外提供服务 人们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应用

的需要 请求网上的GIS服务,也可以将不同的GIS服

务集成为一个满足自己需要的应用 或提供功能更

强大的服务 OGC在XML基础上 扩展了一种专门对

地理信息的传输和存储进行编码,以解决全球地理

参考信息(GRI) 的互操作问题的地理标识语言

(GML),为基于Web服务的空间数据共享和互操作提

供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3地理标记语言 GML 

3.1 GML概述 
GML (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即地理标识

语言 它由OGC 开放式地理信息系统协会 于1999
年提出 并得到了许多公司的大力支持 如Oracle
Galdos MapInfo等 OGC在2000年5月推出了基于
XML DTD (Document Type Definitions 文档类型定

义)和RDF(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s 资源描

述框架)的GML 1.0版 2001年2月 OGC又推出了完
全基于XML Schema 的GML 2.0版 一年以后 GML 
3.0版正式发布 GML 3.0版是对GML 2.0版的扩充
并且向后兼容 3.0版增加了对复杂的几何实体 拓

扑 空间参照系统 元数据 时间特征和动态数据

等的支持 使其更加适合描述现实世界问题 如基

于位置服务的行程安排和高速公路设计等 同时

Schema集合的组织具有了模块化特点 即用户能够

有选择地使用所需部分 减化和缩小了执行的尺寸

提供了面向WEB应用 基于对象的地理数据描述语

言  
3.2 GML的特点 

GML能够表示地理空间对象的空间数据和非空
间属性数据 它对空间信息在Internet环境下的数

据传输和数据存储进行编码,提供从数据描述到数

据分析的各种空间任务的扩展支持 不受浏览器的

限制 GML不仅仅面向浏览器,它可以对大多数的地

理信息进行编码 可见 GML实际上也是一种通用的

空间数据交换格式 事实上 GML格式的地理空间
数据可以用于具有XML接口的任何设备上 因此

用户可以通过GML将地理空间数据从一个GIS系统
转换到另一个GIS系统  

只要浏览器支持矢量图形 GML无需购置专用
的客户端软件就能在浏览器进行显示 在GML中可
以包含随时间变化的地物 它可以用SVG渲染成为
动画图形 实现动态图形显示功能 同时 GML是
基于特征的 可以很容易地提供一个过滤器使用户

实现只下载它们所关心的地物类型 从而实现对显

示内容进行调控 不仅如此 GML仅包含地图的 内

容 并不提供地图如何显示的信息 因此 根据样

式表可以将地理数据按照用户的意愿进行显示  
除了上述定制显示 GML在地图编辑和查询上显

示出较强的能力 当基于 GML的地图被下载并且显
示在浏览器中后 对其进行注释就是很容易 一但

GML被转换成 SVG 用户就可以用客户端的图形编

辑工具在地图上增加文本 加亮地物 或者绘制任

何形状的图形 当用户想要查询某一地物时 GML
可以先关闭或打开不同的图层 以便在地物群中能

够方便地识别所要点取的地物 从而可以准确无误

地标定所关心的地物  
GML数据传输兼容多种协议 GML 数据不仅可以

使用HTTP 协议在Internet 上进行传输 它也可以

使用其他分布式平台传输,如DCOM ,CORBA 或OGC互

操作计划 为WebGIS数据共享和互操作提供了更多

的途径  

4基于 GML的 WebGIS空间数据互操作实现模式 

WebGIS是万维网(WWW)技术和GIS技术相结合的

产物 它可以实现从WWW的任何一个节点浏览WebGIS 

站点中的空间数据 制作专题图,以及进行各种检索

查询和空间分析 这种分布式 跨平台的WebGIS技

术 易于实现分布式异构空间数据的共享和互操作

目前 WebGIS的实现主要采用B/S模式的三层体系结

构 客户端实现图形用户接口,完成数据的表示 主

要的业务逻辑放置在中间服务器层,完成数据的集

成和互操作等处理 后端服务器是分布在各个Web 

站点的地理信息数据(库) 在三层结构中数据的表

示层和业务逻辑层分开的,所以数据交换格式和传

输协议要独立于数据的表现 并且 在将分布在不

同站点上的 非结构化的 异质的空间数据传输到

用户节点时要遵循一致的数据交换格式和传输协议,



 

所采用的数据交换格式和传输协议还要能够保证地

理信息数据的完整性 根据GML的功能和特点可知

GML既可以作为分布式异构地理信息数据的交换格

式,也可以作为数据传输协议 因此 基于GML构建

WebGIS是完全可行的 图一是基于GML构造WebGIS 

的三层结构(浏览器 Web 服务器 数据服务

器)原型  

 

 

 

 

 

 

 

 

 

 

 

 

     

     

图1 基于GML的WebGIS 空间数据共享和互操作框架 

上述WebGIS框架结构中 空间数据的发布 系

统之间的交互以及多源数据的集成都通过GML来实

现 客户端实现图形用户接口,接受客户的输入和操

作,向中间件服务器请求数据,解析来自中间件服务

器的GML 数据,直接对该格式的数据进行操作,实现

放大 缩小 漫游 属性查询 空间分析以及专题

制图等功能  

图中GML Server的作用主要用来对不同数据源的空

间数据进行转换 当GML Server将其它格式的地理

空间数据转换成为GML格式的数据后 即可通过Web 

Server将数据发送到客户端 为客户端提供请求服

务 分布式数据库服务器负责接收地理参考信息并

将它们存储在本地数据库中 在中间件服务器请求

过程中负责将地理参考信息转换为GML文档  

另外 上述 WebGIS框架利用了 GML可直接集成

空间数据的属性数据的特性 可以有效地避免客户

端对服务器中数据的频繁操作 从而可以提高系统

的效率 同时也可减轻网络的负载  

5结论 

WebGIS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GIS的社会化 推动

了地理空间数据的广泛应用 空间数据共享实现了

从 转换 模式向互操作方向迈进 GML作为一种
全新的地理空间数据编码标准 将成为构建WebGIS

的必然选择 同时 由于GML内在的可传输性和可
访问性使得该语言对地理空间数据共享与互操作具

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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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Mesh 的划分是按固定经纬度范围 因此对于不同

地区实际的范围不一样 尤其在高纬度地区范围比较

小 道路数据量相对较小 本算法中道路等级的划分

是全范围同一的 但实际上不同地区道路的等级和道

路的重要性并不成正比 在中部和东部地区高速公路

和国道是高等级的 即在第 3层中 但在西部地区可

能一条普通公路就是贯穿某一地区的一条重要道路

若把它放在第 1层或者第 2层就很可能导致计算的不

正确 这些都是今后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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