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的地理编码及应用

朱前飞

（长沙交通学院计算机工程系，湖南长沙 ()**+,）

［摘 要］本文对 !"#$%&’ 中地理编码的概念、功能进行了介绍，并结合工作实践，用实例

阐述了如何应用地理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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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的地理编码

!"#$%&’ 是 一 个 以 电 子 地 图 为 背 景，以 地 图

（!"#）、图（7N"#H）、文（@GIG%P）和表（>"RQG）等多种

手段为信息表达方式，以“!"# X $%&’NJ"L/’%”为市

场定位的桌面地图信息系统。它着重于商务主题

属性数据的描述和分析，广泛应用于与空间信息

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处于一种次要地位的商业、金

融等领域。它提供 !"#-"./0 语言，可以完成用户

在图形、界面、查询、分析等各方面的要求，供用户

扩充功能。

地理编码（7G’0’PG）是 !"#$%&’ 系统的特性之

一，它作为 !"#$%&’ 集成环境中的一个功能菜单项

被用户使用。!"#$%&’ 中的地理编码概念有别于一

般的编码定义，它不是用数字或字母来代表某一

地物，而是把点状目标分配给属性数据记录的一

行，记录中的字段数据（如建筑物地址）被用来和

图形数据库中的相应字段匹配，从而决定该记录

点应该在地图上什么位置。在 !"#$%&’ 中，它的解

释如下：所谓地理编码，是指根据各数据点的地理

坐标或空间地址（如省市、街区、楼层、房间等），将

数据库中数据与其在地图上相对应的图形元素一

一对应。也就是说，给每个数据赋以 Y、Z 坐标值，

从而确定该数据标在图上的位置的过程。被插入

点状目标的表称为靶表，而点的地理坐标来源于

一个有地图的源表。地理编码派生点图形目标的

派生规则是：面体目标取几何中心点，线体目标取

两个结点的中点，点目标取点本身坐标。

地理编码为现有属性表生成一个有对应关系

的图层，从而实现多属性表之间的关联。地理编

码法常应用于属性表中的记录和图形目标建立一

一对应关系。这种方法有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种形

式。直接法是在属性表中某些数值类型的属性项

中定义点坐标参数，直接生成目标图层；间接法是

借助于图形的属性表中某些相关公共属性项作为

联系，从现有的图形图层派生出一个目标图层作

为要地理编码的属性表的图形。

地理编码的作用在于完成属性数据和图形库

的匹配，将数据放在地图上，查看数据的地理分

布，帮助用户作出决策。

2 地理编码的应用

!"#$%&’ 给一个记录地理编码的方法是：首先，

源表的地址必须与靶表的地址相匹配；然后，从源

表中获取地理坐标，并用它在靶表中产生一个点

目标。

使用 !"#$%&’ 系统中地理编码功能项的一般

过程如下：

!打开至少一幅有地理图形的表，这个表作

为地理编码操作过程中的参考表（如校园数字地

图表，以地址作为索引）；

"根据用来地理编码的字段（A/GQP）索引这个

参考表；

#打开将要生成点的表，它必须是一个与参

考表不同的表；

$选择地理编码菜单项，显示地理编码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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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逐一填写各项。

!"#$%&’ 有两种地理编码方式：自动和交互，两

种模式将靶地址和源地址进行匹配的过程相同。

自动模式根据地理编码对话框中的内容匹配地

址；交互模式在没有成功匹配的记录停下，允许用

户进行人工匹配。

!"#$%&’本身虽提供了地理编码这一功能选

项，但需用户执行交互式操作，缺乏灵活性和主动

性。例如，在校园维修管理信息系统中，我们通过

输入界面输入报修情况后，如果我们想在校园数

字地图中相应的报修地点处立刻插上一面红色旗

帜，以达到维修信息可视化的目的，在这种情况

下，系统提供的地理编码菜单项用起来就不是很

方便。因此，用 !"#$%&’ 提供的二次开发语言 !"#(
)"*+, 编制应用程序，扩充系统功能，实现地理编码

完全自动化，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作者结合基于 !"#$%&’ 的校园维修管理信息

系统的实际开发经验，以实例阐述如何用 !"#)"*+,
编制地理编码程序。

校园维修管理信息涉及全校的建筑物、道路

及其它地理信息，如果仅仅以表格的形式查询、分

析、处理维修记录，这只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的操作。如果充分地利用这些地理信息，把数

据放在地图上，在需要维修的建筑物或道路上插

上旗帜，表示哪里急需维修，或以颜色的深浅填充

各建筑物及道路，表示该处修缮记录的多少，相信

在这种可视化工作模式下，维修管理工作的简便、

快捷和高效性均会得到很大提高。

维修管理信息系统中有一任务处理模块，选

中其中的报修情况登记功能项，会弹出一个报修

情况登记对话框，要求用户按条目用鼠标点击或

用键盘输入信息。确认后，系统会自动在相关建

筑物或道路上插上一面旗帜。用鼠标点击旗杆，

有属性信息显示该处亟待修理或正在修理。这

样，维修管理人员对维修的工作状态可一目了然，

并能适宜调度安排维修技术人员。

如何把旗帜插在建筑物或道路上，便是地理

编码所要解决的问题。地理编码的实质是在建筑

物的中心上或道路的中线的中点上创建点目标

（旗帜符合）。

地理编码程序的算法如下：它巧妙地利用了

!"#)"*+, 的两个命令，-+%. 查找命令和 /01"213’+%2
（创建点命令）。首先，准备好两张表（即两个 4"5

文件），一张用于地理编码，一张被地理编码。然

后，使用 -+%. 命令，查找两者字段匹配的记录。如

果找到，则在找到的那一行属性记录中创建点；如

果没有找到，则在 !1**"61（信息）窗口中显示某记

录未被找到，地理编码未成功，以便用户查找原

因。一般来说，凡是含有地理目标的表均可用作

地理编码表，但是，表中用于连接匹配的字段一定

要建立索引，否则，该表无法作地理编码表使用。

系统中实现该过程的部分源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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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包含的定义文件和子程序声明

+%,78.1 9:"#5"*+,; .1& 9
.1,7"01 *85 <=.>
.1,7"01 *85 61’,’.1?
⋯⋯

!!!!!!!!!!!!!!!!!!!!!’

’67’5"7 @"0+"571*（全局变量）

!!!!!!!!!!!!!!!!!!!!!’

⋯⋯

.+: *#1, "* *20+%6

!!!!!!!!!!!!!!!!!!!!!’

*85 <=.> A 情况登记子程序

⋯⋯

*#1, B 9,：C :"#+%&’ C DE<=.> ; 2"59
,"77 61,’.1? A 调用地理编码程序

⋯⋯

1%. *85

!!!!!!!!!!!!!!!!!!!!!’

*85 61’,’.1?
.+: :"##"2F，:"#%":1，"..01**2"571#"2F，"..01**2"571 "* *20+%6，

:"#,’7 "* 7+"*
"..01**2"571#"2F B *#1,
+& 2"571’#1%（*#1,）2F1%
,7’*1 2"571 *#1,

1%. +&
’如果表已打开，则关闭表。4"571’#1%（）是作者自编的

一个函数。

’#1% 2"571 "..01**2"571#"2F +%210",2+@1 A 打开需要地理编

码的属性表

"..01**2"571 B #"2F2’2"571%":1 G（"..01**2"571#"2F）

:"##"2F B 9,：C :"#+%&’ C ,:"#; 2"59
:"#%":1 B #"2F2’2"571%":1 G（:"##"2F）

+& 2"571’#1%（:"#%":1 H 9 ; 2"59）2F1%
,7’*1 2"571 :"#%":1

1%. +&
’#1% 2"571 :"#%":1 +%210",2+@1 A 打开用于地理编码的图

形表

:"#,’7 B 9名称9 A 连接匹配字段是“名称”

&+%. 8*+%6 :"#%":1（:"#,’7）
,"77 *,"%%10（"..01**2"571） A 调用查看程序，看地理编



码是否成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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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 ($ (+,($，

’/%"*!)，)!$%+* ($ ,"*!-!)，
1，2 ($ 3+/(*，
"(.! ($ $*),"-
)/0,# 4 (##)!$$*(&+! 5 6 7 )/0,#6
(##)!$$ 4 (##)!$$*(&+! 5 6 7地点6
8 被地理编码表中的地点字段与地理编码表中的名

称字段匹配

3!*’9 +($* 3)/. (##)!$$*(&+!
8 指针定位到最后一个记录

$!* :%*/;/$* /"
’/%"*!) 4 )/0,#
3,"# (##)!$$
)!$%+* 4 ’/..("#,"3/（<=>? @ABC? B@A>? D<）

,3 )!$%+* E 4 F *9!"
$!* $*2+! $2.&/+ .(G!$2.&/+（HI，)!#，JK）

8 如果找到，定义符号为红色旗帜符号，该符号是作

者自己编程加入 =(;@"3/ 符号库中的符号。

1 4 ’/..("#,"3/（’.#? ,"3/ ? 1）
2 4 ’/..("#,"3/（’.#? ,"3/ ? 2）
8 获取中心点的 1、2 坐标

%;#(*! (##)!$$*(&+!
$!* /&L 4 ’)!(*;/,"*（1，2）
09!)! )/0,# 4 ’/%"*!)
8 在找到的那一行属性记录中创建一个点目标

!+$!,3 )!$%+* M F *9!"
;),"* (##)!$$ 5 6"/* 3/%"#6
8 如果未找到，在 .!$$(-! 窗口中显示哪一条记录没

有找到

!"# ,3
!"# $%&

!!!!!!!!!!!!!!!!!!8

N 结束语

本文对地理编码技术进行了初步探讨，灵活

掌握地理编码的使用及学会如何用 =(;O($,’ 编制

地理编码程序，对用户开发自己的 P@Q 专题应用

系统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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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年代以来，与 P@Q 相关的一些新技术得到

了快速发展。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地理信

息系统的发展与这些新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只

有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优势互补，P@Q 产

业才能健康发展。相信在多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

下，与上面所述相关新技术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

P@Q 软件平台一定会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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