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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交换格式是测绘行业部门为实现与其他行业部门进行信息交换与共享而设计的一种明码文件格式，需要根据不同的 GIS 软

件开发不同的处理程序进行数据处理。针对这一情况，提出基于 OGR 库开发一个交换格式数据驱动，实现交换格式数据与商用

GIS 数据格式之间的自由转换，以提高交换格式数据使用的效率，降低数据使用成本，扩大数据使用的范围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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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交换格式通常是行业部门为了实现与其他行

业部门进行信息交换或共享而设计的一种明码文

件格式，这种交换格式通常在行业内部也有大量的

应用。本文所指的交换格式为测绘部门矢量数据

供应的主要形式，在多个部门与单位中有着广泛的

应用。它不能够直接在现有的商用 GIS 软件及数据

分析、应用软件中使用，须首先开发格式转换、导入

程序，将交换格式数据转换为 GIS 软件所支持的数

据格式，或者录入到 GIS 软件所支持的数据库系统

中，然后才能使用交换格式数据。这一方式的主要

缺点在于所开发的数据转换、入库程序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的 GIS 软件，当数据应用

在其他 GIS 软件中时，还需要再开发针对其他 GIS
软件的数据转换、入库程序。而在实际应用中，交

换格式数据通常会在多个 GIS 软件平台中应用。针

对这一情况，本文提出开发一个基于 OGR 库的交换

格式数据驱动，实现交换格式与各种商用 GIS 软件

或数据分析应用软件的自由转换，而不需要再进行

额外的格式转换开发。由于采用这种方式不需要

用户学习交换格式，因此降低了数据使用的成本，

提高了数据应用的效率，从而扩大了交换格式数据

使用的范围与影响。

二、OGR 库

GDAL( geospatial data abstraction library) 是一个

基于 X /MIT 许可协议的开源栅格空间数据转换库。

它利用抽象数据模型来表达所支持的各种文件格

式，并拥有一系列命令行工具用于数据转换和处

理。OGR 是 GDAL 项目的一个分支，功能与 GDAL
类似，只不过它提供对矢量数据的支持。

有很多著名的 GIS 产品都使用了 GDAL /OGR
库，包括 Esri 的 ArcGIS、Google Earth 和跨平台的

GRASS GIS 系统。利用 GDAL /OGR 库，Linux 上的

地理空间数据管理系统可以方便地实现对矢量和

栅格文件数据的支持。
OGR 提供了对多种矢量数据格式的读写支持，

包括: Esri Shapefile、S-57、SDTS、PostGIS、Oracle Spa-
tial、MapInfo MID /MIF、MapInfo TAB。

三、交换格式地理几何数据转换

OGR 库的地理几何数据模型采用的是开放地

理信息联盟(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OGC) 所制

定的简单要素模型中对于几何模型的设计，如图 1
所示。OGC 成立于 1994 年，是一个由 GIS 厂商、计
算机厂商、数据库厂商、数据集成商、电信公司、数

据库开发商、美国联邦机构、标准组织以及学术界

等部门代表组成的公益性行业协会，现有包括软件

公司、政府部门和大专院校在内的成员 220 多个。
其所制定的简单要素模型目前已在某种程度上成

为数据模型设计的标准，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和广泛

的适用性。
交换格式的地理几何数据模型设计如图 2 所

示。通过对图 1、图 2 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对于地

理几何数据的定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这也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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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几何数据转换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难点。

图 1 OGC 地理几何数据模型

图 2 交换格式地理几何数据模型

两种几何数据模型定义的主要差异体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
1． 几何数据存储差异

交换格式对于点对象的定义有两种: entity point
为实 体 点，与 OGR 中 的 point 是 一 样 的; direction
point 指的是有向点，用于指定地理实体在屏幕或纸

质图上符号化显示时符号放置的方向，OGR 中没有

对应的有向点定义。
实体点在坐标文件中的存储方式为“实体点坐

标 + 0 0”; 有向点在坐标文件中的存储方式为“定

位点坐标 + 方向点坐标”。在交换格式数据驱动编

写过程中，需要扩展 OGRFeature 的定义，增加方向

点坐标项，以供 GIS 软件进行符号化显示时使用。
2． 环数据存储结构差异

交换格式中对于环状面中各个面的顺逆时针

方向没有要求，只是固定地认为第一个多边形为外

包多边形，其他都为第一个多边形的内部多边形。
而 OGR 库通过顺、逆时针进行多边形类型判断，如

果多边形组中顺时针或逆时针多边形个数为 1，其

余为多 个 时，则 该 多 边 形 为 环 岛; 否 则 为 复 合 多

边形。
因此，在交换格式驱动编写过程中，须判断所

读到的第一个多边形的方向，并将其余多边形设为

相逆方向存储。

四、交换格式地理数据转换

交换格式数据按要素类分层，每一类要素组成

一个要素层，存储在一组文件中: 以 SX 文件存储要

素类的属性信息; 以 ZB 文件存储要素类的地理信

息; 以 TP 文件存储要素间的拓扑信息; 以 MS 文件

存储要素类的描述信息。要素类中的所有点、线、
面要素存储在同一文件中，以 P、L、A 标志区分，在

每个类型标志后注明实际要素个数。其大致格式

描述如下
P 点要素个数

1 ……
n ……
L 线要素个数

1 ……
n ……
A 面要素个数

1 ……
n ……

OGR 库则认为所操作的数据源符合简单要素

模型规范要求。一个数据文件只存储一种几何类

型的数据，即对应一个 FeatureLayer，其类型可以由

FeatureLayer 的类型来获得，要素个数等信息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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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FeatureLayer 的属性信息来获得。其数据读取方

式如下
OGRRegisterAll( ) ; ∥OGR 驱动注册

poDS = OGRSFDriverRegistrar: : Open ( " point． shp"，

FALSE ) ; ∥根据传入参数判断数据的格式

poLayer = poDS-＞ GetLayerByName( " point" ) ; ∥打

开数据文件

poLayer-＞ ResetReading( ) ;

while( ( poFeature = poLayer-＞ GetNextFeature( ) ) ! =
NULL )

{

∥ 获取该要素层中的要素 poFeature
}

由上 可 见，交 换 格 式 地 理 数 据 组 织 方 式 与

OGR 对数据源的要求不一致: 交换格式中每个要

素层所包含的几何要素为点、线、面 3 类，即一个

交换格式文件要对应其他格式数据的 3 层; OGR
库则认为一个要素层中的所有要素都为同一几何

类型，所读取的数据文件结束即为当前几何类型

的要素读取完毕。因此，要实现基于 OGR 的交换

格式驱动，就必须进行判断，确定当前几何类型的

要素读取是否结束，而不能单独依靠文件结束标

志来判 断 当 前 几 何 类 型 要 素 是 否 读 取 完 毕。此

外，所编写的交换格式驱动应该能够真正地集成

在 OGR 库 中，以 保 证 库 的 对 外 接 口 不 变，不 受

OGR 库版本更新以及接口变动的影响。交换格式

地理数据转换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交换格式驱动中地理数据转换流程

五、交换格式数据入库程序

BeyonDB 数据库是面向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大需求所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

级、跨平台、分布式、高安全的地理空间数据库管理

系统平台。数据库能够在统一的数据库集成管理

平台上进行空间数据、属性数据的一体化管理，对

矢量数据、栅格数据进行一体化空间展现与处理。
基于 OGR 库的交换格式驱动主要就是用来帮

助 BeyonDB 数据库实现对交换格式数据的支持。
基于交换格式驱动实现地理实体的空间信息转换，

通过 BeyonDB ． NET Provider 和 OpenAPI 接 口 对

BeyonDB中的各个元数据表进行操作，很好地设计

与实现了 BeyonDB 对交换格式的支持 ( 如图 4 所

示) 。

图 4 交换格式入库功能的实现

六、结束语

基于 OGR 库的交换格式驱动通过对 OGR 库进

行扩展，实现了交换格式数据与商用 GIS 数据格式

之间的转换，而无需进行额外的程序开发，减轻了

交换格式对用户的要求，降低了数据使用成本，扩

( 下转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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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服务方式把地理信息数据和 GIS 功能直接接入到

应用中。

五、结束语

“数字合肥”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将为合肥市信

息化建设提供权威、统一的定位基准，彻底改变传

统的基础地理信息服务模式，实现跨部门的网络化

地理信息共享共用，消灭“信息孤岛”，避免重复测

绘、重复投资，高效利用财政资金; 通过提供一站式

的地理信息在线服务，实现信息资源集成，为合肥

市高效农业、信息化建设、公安警用服务、城市规划

管理、灾情监测评估、应急指挥决策、公众生活等提

供全面、准确、及时的综合信息服务。本项目实施

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省市县各级政府决策管理、
社会经济发展和各行各业对基础地理信息的共同

要求，对促进地理信息共享，推进合肥市城市信息

化建设以及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和很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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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数据使用的领域，提高了数据使用的效率与影

响。在此基础上所开发的交换格式数据入库与提

取程序，丰富了 BeyonDB 数据库所支持的空间数据

种类，为 BeyonDB 在测绘行业内部的推广使用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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