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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人物数据库 ＧＩＳ应用的设计与实现

黄　勇
（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图书馆　珠海 ５１９０７０）

【摘要】为满足用户对留学人物地域信息进行查询、展示与分析的需求，提出基于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ＡＰＩ实现 ＧＩＳ应用
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思路。利用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ＡＰＩ、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ＰＨＰ、ＭｙＳＱＬ及相关技术将留学人物数据库与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进行整合，构建留学名人足迹、留学人物分布等ＧＩＳ应用，以增强数据库可用性并提升用户体验。
【关键词】ＧＩＳ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ＡＰＩ　人物数据库　中国留学生　高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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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３－０７
　　收修改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１６
　　本文系ＣＡＬＩＳ三期专题特色数据库项目“华人留学文化研究专题数据库”（项目编号：４４０１－ＧＤ－４０２）的研究成果之一。

１　引　言

　　ＧＩＳ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北美洲、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出现、兴起并快速发展的一种地理空间技术与交叉学
科，主要表述形式有地理信息系统（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地理信息科学（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其主要目的是帮助人们进行地理空间数据（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的获取、存储、分析与管理。国内外尤其是美国高校
图书馆普遍开展了内容丰富的ＧＩＳ服务［１］，并且开发了多种功能各异的ＧＩＳ应用系统［２］，很好地发挥了高校图书

馆在用户利用ＧＩＳ进行学习和科研过程中的支持和促进作用。
　　人物数据库是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许多高校图书馆以人物为立足点开展了人物数据库建
设。人物具有出生地点、受教育地点、工作地点、活动发生地点与影响范围、籍贯、国籍、民族等地域属性［３］，如何

有效揭示人物的地域特征是高校图书馆在建设人物数据库中应该思考的问题。本文以留学人物数据库［４］为例，

利用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ＡＰＩ及相关技术设计并实现名人足迹、人物分布等ＧＩＳ应用，增强数据库可用性，提升用户体验，
期望为我国高校图书馆人物数据库建设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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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需求分析与设计思路

２．１　应用现状
　　为了解ＧＩＳ在我国高校图书馆人物数据库中的应

用现状，笔者对教育部公布的３９个“９８５工程”高校图
书馆进行了网站调查，其中支持公开访问的人物数据

库如表１所示：
表１　部分高校图书馆人物数据库的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数据库名称 网址 地域信息字段 ＧＩＳ应用

北京大学　　
北大名师 ｈｔｔｐ：／／１６２．１０５．１３８．２３／ｂｄｍｓ／ｉｎｄｅｘ．ａｓｐ 籍贯、民族、国籍 无

李政道数字图书馆 ｈｔｔｐ：／／ｌｏｃａｌｓｅｖ．ｌｉｂ．ｐｋｕ．ｅｄｕ．ｃｎ／ｌｉｚｈｅｎｇｄａｏ／ｈｏｍｅ／ｉｎｄｅｘ．ａｓｐ 籍贯、民族、国籍 无

湖南大学　　
湖南人物库 ｈｔｔｐ：／／２０２．１９７．１０７．２８／ｈｎｒｗ／ 无 无

书院人物 ｈｔｔｐ：／／２０２．１９７．１０７．２８／ｓｙｗｈ／ 无 无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专家学者档案 ｈｔｔｐ：／／２０２．１９８．２５．８：８０８０／ｗａｓ４０／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ｄ＝５５２１８ 国籍、单位 无

清华大学　　 科技人物资料库 ｈｔｔｐ：／／１６６．１１１．１２０．２１：４２３７／ｈｏｍ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ｍ／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国别、籍贯、族
!

无

西安交通大学 钱学森特色数据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ｂ．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ｌｉｂ７５／ｑｘｓ／ｑｘｓｄａｔａ．ｈｔｍ 通讯地址 无

　　　　（注：表１中资料截至２０１２年３月８日，按学校名称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调查发现，我国“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中一些人
物数据库提供了籍贯、民族、国籍等地域信息的检索字

段，但暂无人物数据库利用 ＧＩＳ技术揭示其收录人物
的地域特征。文献调查也很难找到我国高校图书馆深

入研究人物数据库ＧＩＳ应用的相关资料。
　　为获取人物数据库 ＧＩＳ应用的典型案例，笔者以
《英文参考源的检索与利用》一书中列举的８个人物数
据库［５］为样本进行了网站调查。调查发现，由美国郝

若贝教授创建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ＣｈｉｎａＢｉ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ＢＤＢ）是人物数据库ＧＩＳ应用的典
型案例。相关资料表明：利用 ＣＢＤＢ与中国历史地理
信息系统（ＣＨＧＩＳ）两者输出数据，对中国宋代进士群
体进行地理空间分析，能快速发现多种空间分布模式

与社会关系网络，从而支持基于群体传记法（Ｐｒｏｓｏｐｏｇ
ｒａｐｈｙ）的历史研究［６］。借鉴 ＣＢＤＢ的建设经验，我国
高校图书馆人物数据库也可开发 ＧＩＳ应用，为用户开
展人物研究提供一种可视化分析工具，从而增强人物

数据库辅助学术研究的功能效用。

２．２　需求分析
　　研究人员是留学人物数据库的主要目标用户群
体，研究人员在留学研究中存在对人物地域信息进行

查询、展示与分析的需求。由于历史的演变，一些地方

的地名及行政区划发生了改变（如广东香山），在查考

近代留学生的籍贯、出生地点、受教育地点等过程中需

要利用ＧＩＳ发现古地名及其相关的地理特征；留学生
典型代表（如容闳、辜鸿铭、严复、王国维）是留学研究

的重要对象，为了发现人物的时空关系，需要利用 ＧＩＳ
展示留学人物的历史、地理信息；留学生群体分析是留

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为了在大量的传记资料与文献资

料中发现一定的人物分布模式，还需要利用 ＧＩＳ进行
地理空间分析。从用户需求的角度出发，留学人物数

据库中应该著录人物的地域信息，并利用 ＧＩＳ技术开
展地理空间数据服务。基于此，留学人物数据库 ＧＩＳ
应用的设计要点为：利用 ＧＩＳ技术对留学人物的地域
信息进行地理位置定位；利用 ＧＩＳ技术直观展示留学
人物个体的历史足迹；利用 ＧＩＳ技术对留学人物群体
的地域信息进行聚类分析。

２．３　方案设计
　　用户需求促使笔者采用一定的方案在留学人物数
据库中设计ＧＩＳ应用，存在两种方案：
　　（１）引进 ＧＩＳ软件。引进 ＡｒｃＧＩＳ、ＳｕｐｅｒＭａｐ等国
内外ＧＩＳ软件，用户利用 ＧＩＳ软件导入留学人物数据
库提供的数据并进行显示与分析。

　　（２）基于ＷｅｂＧＩＳＡＰＩ自行开发ＧＩＳ应用。用户访
问查询留学人物网站，网页返回 ＷｅｂＧＩＳ界面及分析
结果。

　　两者比较：前者功能齐全，但初期投入大、且对用
户ＧＩＳ技能要求高；后者实现复杂（特别是分析功能），
但开发成本低、且简单直观的互动方式更易被用户所

接受。笔者决定采用方案（２），但方案（２）又存在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ＡＰＩ、ＹａｈｏｏＭａｐｓＡＰＩ、ＢａｉｄｕＭａｐｓＡＰＩ等多
种选择；由于留学人物在出国留学与归国创业等过程

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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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生了大量有关国内及国外的地域信息，在综合考

虑地图功能及地理空间数据分析功能后，笔者采用基

于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ＡＰＩ（Ｖ３）开发ＧＩＳ应用的方案。
２．４　技术思路
　　根据方案设计，留学人物数据库 ＧＩＳ应用的技术
思路如图１所示：

图１　留学人物数据库ＧＩＳ应用的技术思路

　　（１）留学人物数据库的构建：留学人物数据库采
用开源ＥＣＭＳ软件［７］为数据库平台，并建立基于 Ｃｅｎ
ｔＯＳ、Ａｐａｃｈｅ、ＭｙＳＱＬ、ＰＨＰ的服务器端与开发环境，建
立基于浏览器（ＩＥ、Ｆｉｒｅｆｏｘ、Ｏｐｅｒａ等）的客户端和客户
查询端，提供查询和显示留学人物信息的功能。

　　（２）留学人物地域信息表的构建及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的
调用：在留学人物数据库中构建地域信息表存储地域

信息及相应的地理坐标，在留学人物网站中利用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ＡＰＩ调用并控制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用户在网站
中发送地理空间数据请求，Ｇｏｏｇｌｅ地图返回地理位置
定位及周边地图。

　　（３）Ｇｏｏｇｌｅ地图中路径绘制、聚类分析的功能实
现：利用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ＡＰＩ及相关技术进行开发，实现
留学名人足迹、留学人物分布等ＧＩＳ应用；用户可进一
步在Ｇｏｏｇｌｅ地图及海量地理空间数据的基础上对留学
人物进行探索、发现与分析。

３　功能实现

３．１　人物地域信息表的构建与数据整理
　　（１）构建人物地域信息的存储表
　　根据留学人物数据库 ＧＩＳ应用的技术思路，为了
存储人物地域信息数据，需要在服务器端 ＭｙＳＱＬ数据
库中设计足迹表、籍贯表等多种地域信息表，其结构主

要包括人物姓名、历史时间、历史事件、地点、经度、纬

度、信息来源等字段。表创建完成后，即可存储人物地

域信息数据。

　　（２）人物地域信息的数据整理
　　留学人物信息来源主要包括本馆馆藏文献、网络
数据库与互联网，不管是数据套录，还是文献数字化，

都无法直接生成完整、可靠的留学人物地域信息数据

集。针对籍贯、国家、民族及各种人物地域信息，需要

人工来进行相关数据的提取或录入；针对各种地域信

息，需要利用Ｇｏｏｇｌｅ地图进行考证并提取地理坐标数
据。地域信息数据是实现 ＧＩＳ应用的基础，需要持续
进行数据更新，并始终保证数据质量。从２０１１年５月
至２０１２年３月，留学人物数据库已收录１．４万条人物
地域信息数据，数据合乎 ＣＡＬＩＳ规范并均已通过 ＣＡ
ＬＩＳ元数据校验。
３．２　ＧＩＳ应用的实现
　　（１）基本功能
　　要将留学人物数据库的人物地域信息显示在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上，首先需要实现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的加载及控
制。在留学人物网站的功能页面中嵌入一段 ＪａｖａＳ
ｃｒｉｐｔ代码即可完成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加载及其 ＡＰＩ的调用，
配置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ＡＰＩ内置控件即可实现地图缩放、地
图类型切换等基本ＧＩＳ功能。为使留学人物数据库可
以与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协同处理人物地域信息，还需在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上对地域信息进行定位并显示为地标。需
要连接ＭｙＳＱＬ数据库并调用其地域信息表，然后构建
ＬａｔＬｎｇ对象并以｛纬度，经度｝的顺序显示 Ｍａｒｋｅｒ地
标，并构建ＩｎｆｏＷｉｎｄｏｗ对象使用户触发 Ｍａｒｋｅｒ地标时
弹出信息窗口、显示提示信息。至此，用户能在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中查询留学人物的地域信息及其地图位置情况。

　　（２）留学名人足迹
　　留学名人足迹ＧＩＳ应用的主要作用是将用户查询
到的留学人物个体的历史足迹显示在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上，
从而反映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的时空关系。首先需要

从足迹表中调出相应人物个体的多个足迹点信息并逐

个显示为Ｍａｒｋｅｒ地标，然后按时间先后顺序将各个地
标进行连线。通过配置 Ｐｏｌｙｌｉｎｅ对象的方法即可绘制
多个ＬａｔＬｎｇ坐标之间的折线，而多个足迹点的数据调
用则存在从 ＭｙＳＱＬ数据库中直接调用、ＸＭＬ文件调
用、ＪＳＯＮ文件调用等多种方法，笔者采用ＪＳＯＮ文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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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法从足迹表中读取数据。根据足迹表数据，ＪＳＯＮ
文件结构为：ｖａｒｄａｔａ＝｛＂ｆｉｇｕｒｅ＂：＂姓名＂，＂ｐｏｉｎｔ＂：
［｛＂ｐｌａｃｅ＂：＂地点＂，＂ｌａｔｉｔｕｄｅ＂：＂纬度＂，＂ｌｏｎｇｉ
ｔｕｄｅ＂：＂经度＂…｝，…］｝。留学人物数据库中收录有
大量留学人物，每个人物在足迹表中又对应于多条足

迹数据，以手工编写的方式逐个生成 ＪＳＯＮ文件，不仅
增加了工作量，也无法保证ＪＳＯＮ文件的数据质量。针
对足迹数据调用，笔者利用 ＰＨＰ语言编写批处理程
序，从ＭｙＳＱＬ数据库的足迹表中读取数据并自动生成
格式统一的ＪＳＯＮ文件。
　　在留学人物数据库名人足迹网页中调用Ｇｏｏｇｌｅ地
图、ＪＳＯＮ文件并绘制折线，能直观呈现留学人物屡遭
曲折磨难的生命历程。以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为

例，根据《西学东渐记》（容闳自传）记载的重要历史事

件，容闳足迹如图２所示：

图２　容闳足迹
　　（注：数据整理自《西学东渐记》。）

　　（３）留学人物分布
　　留学人物分布ＧＩＳ应用的主要作用是将用户查询
到的一批留学人物的地域信息显示在Ｇｏｏｇｌｅ地图上并
加以分析，从而得到一个地理空间分布模式。以籍贯

分析为例，首先需要从籍贯表中调出所有人物或部分

人物（如某个学科、行业或党派）的籍贯坐标数据并逐

个显示为Ｍａｒｋｅｒ地标，然后根据地理特征对所有地标
进行聚类分析。实现留学人物籍贯分布ＧＩＳ应用的技
术难点在于聚类分析功能，笔者采用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提供

的Ｍａｒｋｅ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ｒ工具库［８］实现留学人物籍贯数据的

聚类分析功能，基本步骤如下：

　　①在留学人物籍贯分布的功能页面中调用 ＭａｒｋｅｒＣｌｕｓ

ｔｅｒｅｒ的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文件，创建 Ｍａｒｋｅ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ｒ对象，配置 ｇｒｉｄ

Ｓｉｚｅ、ｍａｘＺｏｏｍ、ｓｔｙｌｅｓ、ｚｏｏｍＯｎＣｌｉｃｋ等参数；

　　②针对籍贯数据调用，从 ＭｙＳＱＬ数据库的籍贯表中读

取数据并生成 ＪＳＯＮ文件，然后在 Ｍａｒｋｅ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ｒ对象中调

用ＪＳＯＮ文件的所有地理坐标数据；

　　③对Ｇｏｏｇｌｅ地图功能及显示效果进行调试。

　　程序调试完成后，发现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能快速显示海
量籍贯地理坐标并生成坐标群集，利用颜色不同的图

标与数字不同的统计数据进行多级聚类显示，用户点

击各种图标可进一步放大地图或弹出信息窗口。以

《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
收录的近４０００名较有影响的中国留学生的籍贯数据
为例，其分布情况如图３所示：

图３　留学人物籍贯分布
　　（注：数据整理自《中国留学生大辞典》。）

３．３　应用效果
　　利用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ＡＰＩ及相关技术，在不增加经费
投入的情况下，图书馆在留学人物数据库中实现了多

种ＧＩＳ应用。从暨南大学“华人留学文化研究所”的使
用情况来看，留学人物数据库ＧＩＳ应用功能正常、数据
丰富且对留学研究具备一定的支持能力：

　　（１）用户在留学人物数据库网页中查阅 Ｇｏｏｇｌｅ地
图的过程中，通过鼠标拖曳、滚动、点击就能实现地图

移动、缩放与弹出信息窗口等操作，且Ｇｏｏｇｌｅ地图在响
应用户操作时无需刷新页面，这使用户获得了与 ＧＩＳ
桌面软件相似的使用体验；

　　（２）通过留学名人足迹地图及其弹出的信息窗
口，用户不仅能在Ｇｏｏｇｌｅ地图中发现大量典型留学人
物的出生地点、求学地点、海外活动地点与归国活动地

点等地域信息，还能获取与留学人物相关的其他信息

资源；

　　（３）通过留学人物籍贯分布地图，用户发现，除了
在之前学界已达成的共识之外，还有一些尚未注意到

的留学现象。所谓的共识，是指留学人物集中分布于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始料未及的是，而

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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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北京、天津、山东等地出身的有影响力的留学人物为

数并不算多，我国东北、西北、西南一些边境地区也存

在留学现象。这种留学现象的对比结果让人感到惊

讶，但同时也能将研究人员引入更深的留学研究领域。

４　结　语

　　本文以留学人物数据库为例，对高校图书馆人物
数据库ＧＩＳ应用现状、需求分析、设计思路及其实现方
法等内容进行了探讨。留学人物数据库ＧＩＳ应用可方
便用户进行留学人物的地域信息查询、时空关系发现、

地理空间分析，增强了数据库的可用性，提升了用户的

使用体验。ＧＩＳ应用的实现过程无需破坏原有人物数
据库的结构，可作为一个独立模块进行添加与管理。

但显然现有数据处理与分析功能并不能完全替代专业

ＧＩＳ软件，本文只是在用户需求驱动下，改进人物数据
库功能设计、提升用户体验的一次尝试，需要不断完善

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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