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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一种描述空间目标震其之问关系的面向砷象的分层数据模型，结合商业化 GIS实现空 

闻目标的教据库设计，能够克服商业化GIS“混夸”数据模型的不足。tl-重讨论了面向时象的分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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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GE的数据结构及相互关系 

MGE(Modular GIS Environment)是 美 国 In— 

tergraph公司的GIS软件平台，它具有开放性强、界 

面友好、面向工程、制图功能强大、拓扑关系处理灵 

活、矢量与栅格数据混合编辑、GIS与遥感一体化等 

突出特点，并可以用 Visual Basic，Power Build，Del— 

phi等作为系统集成和二次开发工具。MGE同目前 

流行的其他商业化 GIs系统软件(如 ARC／INFO， 

MAPINFO)一样，都是采用“混合”数据模型，其属 

性 数据 采用关 系数 据库 管理 系 统 (如 Oracle， 

Sybase)管理 ，空间图形数据采用 MicroStation进行 

文件管理，它的空间图形数据组织是一个树形结构， 

其叶结点是图形元素，如图 1所示。MGE与关系数 

据间通过关系型界面系统 RIS Schema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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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MGE的空间图形数据组织 

Fig．] The Spatial Graphic data Organization of MGE 

MGE中的数据是相互关联的，包括 14个数据 

库表、用户自定义的属性数据表、图形索引文件和 

dgn文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图2所示。 

其中feature table表描述空间特征。label table 

表描述标记位置。category table表描述类及类所属 

的图形索引文件。mapstable表描述project的＼dgn 

目录下的图名、图类等图形信息。user—defined at— 

tribute表连接 属性 记录与 空间 特征表 (feature 

table)。attribute—catalog表描述属性项的定义。d0一 

main—catalog表存贮 range domains表和 list do— 

mains表的信息，描述用户定义的每个属性域，域是 

属性表 中属性项的有效取值范围，MGE根据域定 

义，检查属性数据的有效性。range—domain表描述 

用户建立的 range—domain的定义，一个 range—do— 

main域包含一个或多个最小值／最大值数值范围值 

对，每个最小值／最大值值对用一个记录表示。list— 

domain表描述所定义的字符型数据的取值范围。 

mscatalog表描述数据库中每个表的实体号以及与 

图形相关 的特定参数。数据库中的每个表通过 

mseatalog表中的一个实体号与 图形元素连接。 

mscatalog表由MGE内部使用，其功能对用户来说 

是不可见的 创建project给feature表和maps表增 

加 mscatalog记 录。创建 feature给属性 表增加 

mscatalog记录。view—content表描述组成每个视图 

的属性项信息。view—catalog表存储视图定义 join— 

catalog表在两个不同的表之间建立联系 view—join 

表定义了在一个特定视图中使用了哪种连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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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tureTable 

图 2 MGE中的数据库表及相互关系 

Fig．2 The Data Base Tab Les and Their Relations Df MGE 

2 流行商业化GIS存在的问题 

2+1 “混合”数据模型本身问题 

表示空间或地理现象的关键是数据模型 目前 

流行的商业化 GIS系统都是采用“混合”数据模型， 

即属性数据采用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管理，空间图 

形数据由文件系统单独管理 ，这种“混合”数据模型 

由于空间图形数据独立于属性数据之外，由文件系 

统单独管理，数据的完整性约束易遭到破坏，也不利 

于分布式数据库管理。面向对象的数据库模型可以 

将物体的空间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集成在同一对象 

中处理，从而克服了“混合”数据模型的不足，同时也 

有利于将空间图形数据与属性数据对应起来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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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几何性质与属性的对应关系。如在郊区以植 

被为主，以建筑物为辅；在城市以建筑物为主，以植 

被为辅。在北方以旱季作物为主，在南方以水稻为 

主。这些通过 目标几何性质与属性性质之间的关系 

发现的知识对遥感影像的判读十分有用(李德仁， 

1 995)。 

2．2 空间数据描述问题 

“混合”数据模型最终是采用关系表格来管理属 

性和空间图形数据，而关系模型的语义表达能力有 

限，对某些问题不能“自然”表示(Worboys 1990)． 

如复合实体与多媒体的表示就超越了关系数据模型 

的表达能力。复合空间目标在 GIS查询中起着重要 

作用，在 GIS的应用中仅表示简单 目标往往是不够 

的，许多存储在计算机中的空问目标往往仅表示地 

理现象。通常根据地理现象的特征和空闻数据库管 

理的特点将某一完整的地理要素分解成便于维护和 

节省存储空间的许多目标，而提供给用户时，则须将 

它们组织起来，完整地表示原 地理现象 (李霖， 

1997)。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提供了更丰富的表达能 

力，能够更“自然”地表示客观世界。对地图上复合实 

体(若干建筑物组成一个街区，若干街区组成一个邮 

政区域，⋯⋯)的表示，如用关系模型描述 ，由于各个 

复合实体的属性是统一属性表中的部分实体属性， 

就形成了“表中表”的嵌套。应用面向对象的继承机 

制，建立空间目标的子类与超类，可以以继承的方式 

来实现“表中表”的处理，聚集和联合是实现 GIS复 

合目标的常用手段。对于空间实体的多媒体属性表 

示，应允许图形实体携带多媒体文件为附加说明，面 

向对象的数据模型便于将空间目标本身及所带附加 

说明，如照片、录像、录音等封装为一体。 

2．3 空间行为表示问题 

目前趋于共识的数据模型建立包括以下几方 

面：①把实体抽象为一系列目标；②定义这些目标、 

目标间关系以及目标的行为；③将空间行为模型与 

数据模型连接起来。 

数据模型可分为两部分：①结构(静态部分)；② 

行为(动态部分)。 

GIS应该能够表示地理实体问的相互联系以及 

实体本身的变化规律(行为)，其数据操作的实质更 

接近问题的模拟，与数据的管理差别较大。关系数据 

模型是结构化的二维表，它的数据操作实质上是从 

数据集合中提取子集 ，因而在进行空间目标识别、元 

数据查询、空间行为模拟时很不方便。而面向对象数 

据模型的行为模拟能力优于传统的关系数据模型， 

它可以将空间行为与空间数据封装在一个对象中， 

并能方便地提供超类一类一子类目标之间的知识继 

承、传播和集成，为空间目标识别和空间行为模拟提 

供方便。 

3 基于 MGE的面向对象数据模型的 

设计 

3．1 面向对象数据模型的层次结构 

随着人们对空间信息科学的理解和 GIs应用 

的广泛深人，人们对地理空间的抽象及相互关系有 

了趋于一致的认识。从面向对象的观点来看，地理空 

间对象可以分为点状地物、弧段、线状地物、面状地 

物和复杂地物 5种空间对象，这 5种空间对象的图 

形数据由 MGE的Microstation进行文件管理，属 

性数据 由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管 理。因此基于 

MGE的面向对象数据模型可以把点状地物、弧段、 

线状地物、面状地物和复杂地物的图形数据和属性 

数据分别作为两个对象处理，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 

是点状地物、弧段、线状地物、面状地物和复杂地物 

对象的聚集，如图3(b)。点状地物又由控制点、居民 

地等具体的空间地物组成，它们作为点状地物的子 

类；线状地物又由公路、铁路、河流等具体的空间地 

物组成，它们作为线状地物的子类，如图 3(c)。⋯⋯ 

图形数据本身又是一种分层结构，如图 3(d)。通常 
一 个地理信息系统还涉及制图，所以还需要有制图 

的辅助对象，如注记、符号、颜色等类描述参数，用以 

输出和显示专题固。制图时，这种注记 、符号、颜色和 

具体的空间地物间实现动态关联。这种动态关联模 

型封装在具体的空间地物中。一些注记和符号需在 

Microstation中生成。具体的图形符号作为符号的 

子类。如图3(f)所示。这种结构图形数据与属性数 

据分开但相互联系，便于将数据的存储结构与空间 

目标的表示分离开。空间数据结构分矢量和栅格两 

大类，它们各有优缺点，适用于不同的对象和应用， 

因此在 GIS中需要集成这两种基本形式的数据结 

构。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利用封装机制实现了数据 

的统一管理和混合处理，每一图形对象可以对应多 

种存储方式，便于多数据类型混合操作。 

3．2 面向对象数据模型的空间行为 

空间行为的模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如地 

图叠置时，空间目标的分割、地图比例尺不同等带来 

的制图综合问题等。利用面向对象数据模型的封装 

机制将空间行为模型与数据模型连接起来 ，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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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空间行为的模拟问题。例如可以将由地图比例 

尺的改变引起的空间目标几何形状、目标维数的改 

变，导致描述目标结构的改变这一过程用一数学模 

型实现(如大比例尺地图向小 比例尺地图过渡时 ，城 

市街区变成其外轮廓线，最后变成一个点，这种空间 

目标渐变过程的模拟)，作为方法封装在相应的对象 

类中。 

3．3 对象间的空间拓扑关系 

根据 4元交拓扑关系描述模型得到，空间目标 

‘ 
⋯ ⋯ ⋯ 雯 夔 基 

[a】面向对象数据模型与MGE关系 

问的拓扑关系分 8种面／面空间关系、16种线／线空 

间关系、l3种线／面空间关系、3种点／线关系，3种 

点／面关 系和 2种点／点关 系(Egenhofer 1 99l，陈 

军、李成名，1996)。 

对象问的空间拓扑关系可以通过其相应的图形 

对象的空间位置和几何属性推导，如判断两面状地 

物是否相离，只需判断包含两面状地物的最zJ,Pb接 

矩形是否相离；判断两面状地物是否相接，则需首先 

判断包含两面状地物的最zJ,Pb接矩形是否相离，然 

(b)面向对象数据模型的分层结构 

{c)空间地物的分层结构 (d)图形数据的分层结构 (e)复台目标的表示 (O符号的分层结构 

图 3 基于 MGE的面向对象数据模型层趺结构 

F ．3 The Object—oriented Hierarchical Data Mode[Ba,~ed on MGE 

后再判断两面状对象是否包含公共点。 

3．4 面向对象数据模型向 MGE的映射 

对数据的操作最终落实到对 MGE的关系数据 

库和图形数据库的操作，因此需将面向对象的数据 

模型映射为 MGE的数据模型，这一映射除遵循面 

向对象模型向关系模型的映射原则外，每一对象都 

对象模型 

⋯  ． 

M 0E 

的14十表 

圉  

应与 MGE中的 l 4个表相对应。具体步骤如下：① 

将对象类映射为 MGE的 feature表；②将联系映射 

为 MGE的 feature表；③将继承概括映射成 MGE 

的 feature表；④增添与 feature表相对应的 MGE 

的其他 l3个表。如点对象的映射如图 4所示： 

Fean 1̈ le 

SQL码 CREATE TABLE 

foolor Idig∞1dIdiBp1日州 。岫 l other coil ．． 

图4 面向对象数据模型向MGE的映射 

Fig，4 The Mapping from Object-oriented Data Mode[to M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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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类活动，提高防御水患非工程措施的预测能力， 

加强灾害基本规律和防洪减灾技术手段的研究，推 

进高新技术应用于抗御水患的进程 同时，要提高全 

民自觉保护水源、合理利用资源的意识，高度重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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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 object—oriented GIS data model based on MGE 

CAO Han ～，SHI Jun 
(1．Liesmars·Wuhan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W uhan 430070，Chirm~ 

2 De 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 art 710062．China) 

Abstract：An object—oriented hierarchical data model is designed to describe spatial features and their rela— 

tions．The data base design in combination with business GIS to realize spatial features can 0verceme the 

shortages of the“mixed”data model of current business GIS．Its design is described with emphasis oR ob— 

ject oriented hierarchical data model and the mapping from object—oriented data model to MGE． 

Key words：GIS；data model；object—oriented；MGE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