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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某省为例�利用 GIS 技术设计与开发了基础空间要素数据库联动更新系统�阐述了系统的总体设计及系统所实现
的功能。系统的建立实现多比例尺间各个要素更新的联动�保证了数据库中地理对象的完整性和数据的一致性�从而为数
据库的检索、查询以及分析应用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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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形地物等要素不断变化更新�现状数据具有非常强的现势性［1］�基础测
绘速度远远不能满足实地变化带来的地图数据更新的需求�基础测绘对国民经济的保障作用面临着严峻
的挑战［2-3］�因此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更新任务是迫切和艰巨的［4］。

按照基础测绘分级管理的原则�省级政府负责1∶10000�1∶5000比例尺甚至更大尺度的基础地理信
息生产、服务和更新［5］。建立省级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已经成为衡量一个省信息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
一�而且在满足政府信息化工程建设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6］。

某省省级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对重点空间地理对象采用了多个尺度的空间数据进行表达�而各个尺
度数据之间将建立“映射”关系。数据更新时先重点更新较大比例尺数据�再根据更新后的数据和这些“映
射”关系�实现对更小比例尺数据的快速更新［7］。例如：采用1∶10000数据更新1∶50000数据�采用
1∶50000数据更新1∶250000数据。

数据更新不仅要求完成系统本身的数据更新�还必须完成其相关数据的联动更新�从而保证数据的一
致性�也保证数据库中定义和表达地理对象的完整性�特别是象河流、道路等跨跃了广阔空间范围的地理
对象。传统的作业手段和工艺流程仍然被国内大多数测绘生产部门所沿用�很难实现联动更新�从而无法
直接满足地理信息快速更新的应用需求［8］。而且目前�空间数据库更新中存在编辑效率低等技术问
题［9-10］。因此�实现联动更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系统平台及总体要求

系统数据联动更新的实现主要基于地理对象创建工具和地理对象更新工具的构建上。地理对象创建
工具是为系统的地理对象能够方便快捷地创建而设计的�在数据入库后构建地理对象按照该工具的一般
操作就可以实现地理对象的构建�即从数据的两个方面入手：空间数据的属性内容和空间关系。地理对象
更新工具是为系统的地理对象能够方便快捷地更新而设计的�它不仅包括地理对象的增加、删除�而且包
括原来地理对象的维护更新�后者是该工具中最重要的。这3个功能配合前期的地理对象构建工具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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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很好的实现地理对象的更新�为系统数据的联动更新提供必要的依据。
地理对象创建工具和地理对象更新工具均是基于 C／S 架构在 Microsoft Visual Basic6．0集成开发环境

中实施。数据访问通过 ADO和 SDE接口来实现。
系统总体要求主要是为满足数据总体要求和功能总体要求。其中数据总体要求包括：按数据库设计

要求对数据进行分层和命名；要求对要素类数据添加 CaseTag字段和 ID字段；需要对部分多比例尺实验数
据建立要素级别的映射关系。功能总体要求包括：实现地图浏览；可以进行选择要素打标记；能够提供自
动提取更新数据的功能；具备部分编辑功能；高亮显示需要联动更新的要素。
2　系统的数据内容

基础地理要素空间数据库（简称基础库）是以矢量数据结构描述的水系、等高线、境界、交通、居民地以
及地形要素等构成的数据库�包括地理要素间的空间关系及相关属性信息。基础库按一定规则分层组织�
并按要素分类编码标准进行要素编码［11］。

地理数据库更新�主要涉及到数据源的选择、已有资料的整合与利用等［12-14］。其中�基础空间要素数
据库的数据来源根据空间数据处理业务可以分为建库数据来源和更新数据来源两个部分。建库数据来源
以1∶10000（1∶5000）基础比例尺 DLG数据为主�同时包括1∶50000�1∶250000等国家基本比例尺 DLG数
据。更新数据来源包括3个部分：基础空间数据更新计划产生的基础比例尺 DLG 数据（1∶10000�
1∶50000�1∶25000）；共建共享单位提供的专题 DLG数据；从基础空间要素数据库提取出来作为更新基础
的 DLG数据。属性信息的权威数据源主要来自专业部门提供的现势信息［15］。

某省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根据不同的空间数据类型和应用需求定义了一个能全面覆盖该省现有空间数

据和应用数据的数据库体系。该省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中与基础空间数据相关的数据库有：大地库�地名
库�基础库和 DEM库。基础库与这些数据库互为补充共同描述和存储基础空间数据。基础空间数据库是
这个数据库体系中重要的核心数据库。
3　系统的总体设计

总体来说地理对象创建工具和地理对象更新工具的技术架构如图1所示。
地理对象创建工具包括地理对象的挖掘工具和构建工具。也就是要实现在地理对象被挖掘之后的地

理对象准确定义和各个要素间隶属关系的构建、修改地理对象内容和删除地理对象的功能。该工具提供
了方便的用户接口来进行地理对象有效创建。

地理对象创建工具根据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功能模块�如图2所示。

图1　系统技术架构

地理对象更新工具不仅包括地理对象的增加、
删除�而且包括原来地理对象的维护更新�后者是该
工具中最重要的。

地理对象的维护更新比较复杂�不仅要维护在
基础数据更新之后老的地理对象�而且有可能形成
新的地理对象。针对基础数据主要的两种更新方
式�地理对象维护更新也相应的有两种方式。一种
是部分重要的地理要素更新；另一种是整个区域更
新。

地理对象更新工具根据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以

下3个大的功能模块�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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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地理对象创建工具模块结构图　　　　　　　图3　地理对象更新工具模块结构图
4　系统的功能实现
4．1　空间要素数据库数据联动更新的实现

本试验是把多比例尺数据中的成片房屋提取出来构建一个图层作为试验数据�现只提取了1∶10000
和1∶50000多比例尺的成片房屋数据。通过ArcCatalog分别给数据加上字段 ID（要素的唯一标识）和Case-
Tag（表示数据是否打标）�然后通过 ArcMap的编辑功能给要素的 ID赋值。然后把多比例尺数据导入到数
据库中。

在 Oracle里面建立一张1∶10000和1∶50000要素联系的关系表（RELATION）�通过观察输入1∶10000
和1∶50000有联系的要素的 ID值。

通过本实验实现基础空间要素数据库中的1∶10000和1∶50000数据联动更新�整个更新过程采用人
机交互方式�对需要联动更新的要素高亮显示提示用户进行更新�最终实现半自动数据处理更新入库功
能。

首先导入待更新的数据�把需要更新的数据选择出来�高亮显示�然后打标�如图4所示。把打标数据
导入到 ArcMap进行编辑更新。把更新后的数据加入到程序中去�同时可以把更新的数据高亮显示出来�
如图5所示。

图4　数据打标　　　　　　　　　　　　　　　　　图5　更新数据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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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联动更新数据显示

　　点击联动更新按钮�1∶50000房屋图层显示出
来�同时通过 RELATION 关系表找出1∶50000房屋
要素类里面需要联动更新的要素�并高亮显示出来�
提示需要更新。如图6所示。
4．2　空间要素数据库数据编辑中的联动更新的实
现

本试验数据同上。通过 ArcCatalog 分别对多比
例尺数据加上字段 relation（表示不同比例尺之间的
映射关系）�然后通过 ArcMap 的编辑功能给试验要
素数据的 relation字段赋值。

通过本试验对基础空间要素数据库中的

1∶10000数据编辑更新�更新后对需要联动更新的
1∶50000要素高亮显示提示用户进行更新�同时可
以实现待更新数据的编辑。

首先�通过对话框把多比例尺数据加载到程序里面�通过工具条的放大�缩小�漫游等功能把窗口定位
到要编辑的地方。如图7所示。

然后�点击 Start Editing 按钮开始编辑1∶10000房屋要素。选取编辑任务栏的编辑方式�然后选取
1∶10000的要素进行编辑�编辑完成后�根据映射关系把相应的1∶50000的要素高亮显示出来。此时可以
编辑1∶50000要素高亮显示出来的要素。如图8所示。

　　　　　　图7　编辑选中要素　　　　　　　　　　　　　　　图8　联动更新1∶50000房屋要素
关系映射表的建立在某一方面增加了数据入库初期的工作量�但通过关系映射能够很容易找出需要

联动更新的多比例尺数据�给以后多比例尺数据的更新带来很多便利�数据的联动更新需要人工的干预。
5　结语

基础空间要素数据库联动更新系统是以某省各种地理对象为目标�提供了方便的用户接口来实现在
地理对象被挖掘之后的地理对象准确定义和各个要素间隶属关系的构建、修改地理对象内容和删除地理
对象以及地理对象的增加、删除和维护更新。系统的建立实现多比例尺间各个要素更新的联动�保证数据
的一致性和表达地理对象的完整性。省级基础空间要素数据库联动更新的实现�为保持与国家基础地理
信息数据库的统一、数据更新维护、数据库的集成管理、数据共享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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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vincial Fundamental
Spatial Feature Database Linkage Upd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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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a province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vincial fundamental
spatial feature database linkage updating information system by utilizing advanced GIS technology．The designing and
main functions are introduced in detail．Linkage updating of mult-i scale spatial data can be implemented by develop-
ment of this system．The scheme is significant to maintain the current spatial data to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geographical
objects and consistency of data in the database�so it is easy to realize database retrieval�query and analysis applica-
tions．
Key words：geographical object；provincial fundamental spatial feature database；linkage upd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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