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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空间数据库原理》课程是测绘工程专业的专 业 主 干 课 程，是 近 十 几 年 迅 速 发 展 起 来 的 一 门 新 兴 学 科，在

测绘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对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实验内容阐述了一些初步思考，并从启发式

教学、案例教学法和科研驱动法三方面，探讨该课程的 研 究 性 教 学 方 法，培 养 学 生 创 新 思 维 和 灵 活 运 用 能 力，提 高

《空间数据库原理》课程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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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空间数 据 库 原 理》课 程 是 测 绘 工 程 专 业 的 一

门专业主干课程，在测绘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占

有重要地 位。同 时，也 是 一 门 综 合 性 较 强 的 课 程，

是地理学、测绘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学

科。该课程 以 空 间 数 据 库 的 新 成 就 和 发 展 为 着 眼

点，着重阐述 了 空 间 数 据 库 的 基 础 理 论、主 要 技 术

与方法，这是测绘工程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知

识与技能，通 过 该 课 程 的 学 习，使 学 生 掌 握 扎 实 的

空间数据库系统理论基础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创

新思维和灵活运用能力。

高校ＧＩＳ专业、测绘工程以及土地管理等相关

专业都开设空间数据库这门课程，不同专业在课程

教学内容的制订和讲授上各有差异，且受到教学学

时、前后课程 设 置 以 及 软 硬 件 设 施 条 件 等 影 响，必

须结合教学 实 际 找 寻 适 合 自 身 特 点 的 教 学 与 实 践

模式。教学 实 践 发 现 空 间 数 据 库 原 理 课 程 教 学 与

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空间数据库相关教

材差异性比 较 大；教 学 内 容 繁 杂 及 重 点、难 点 确 定

的随意性；与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和空间数据结构等

课程的前后衔接；实验平台的选择和实验内容的随

意性；教学内 容 与 技 术 发 展 不 相 适 应；教 学 模 式 与

课程特点不相适应；软件的使用与空间数据库原理

的基本方法 结 合 的 不 紧 密 等 问 题［１—５］。目 前，对 此

相关的理论教学、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等环节的研

究还相 对 较 少，需 要 近 一 步 加 强 相 应 的 研 究。因

此，本文试图研究测绘工程专业《空间数据库原理》

课程建设的教学内容与方法，有利于空间数据库课

程的建设以及测绘工程学科发展。

２　空间数据库教学内容

２．１　理论教学内容

随着地 理 信 息 技 术 的 发 展，测 绘 工 程 专 业 的

《空间数据库原理》课程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

课程教学内 容 上 应 该 体 现 地 球 空 间 信 息 科 学 的 数

字化、信息 化 和 网 络 化。因 此，在 制 定 测 绘 工 程 专

业《空间数据库原理》课程教学内容时，应着重于论

述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以空

间数据库系统的应用和开发作为重点，并充分反映

当前空间 数 据 库 技 术 的 发 展 前 沿。归 纳 测 绘 工 程

专业《空 间 数 据 库 原 理》课 程 的 教 学 内 容 如 表１所

示，具体如下：

表１　空间数据库课程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章节 内容 学时

第一章 绪论 ８

第二章 空间数据模型 ２

第三章 空间查询语言 ８

第四章 空间数据存储与索引 ４

第五章 空间数据库设计 ６

第六章 ＡｒｃＳＤＥ概述 ２

第七章 Ｏｒａｃ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简介 ４

第八章 空间数据库发展 ２

２．１．１　绪论

该部分主 要 包 括 数 据 库 基 础 知 识 和 空 间 数 据

库概述，数据库基础知识包括了数据库的定义和特

征、数据库管 理 系 统 概 念 及 功 能、数 据 库 系 统 的 构

成、数据库系统的产生和发展和关系数据库的规范

化等基础 知 识。空 间 数 据 库 概 述 包 括 了 空 间 数 据



库定义、发展 过 程 和 与 传 统 数 据 库 比 较、空 间 数 据

库管理系统的组成等。

２．１．２　空间数据模型

该部分内容应包括空间实体的基本概念、数据

模型、场模型 和 对 象 模 型、矢 量 数 据 和 栅 格 数 据 的

组织等内 容。要 理 解 传 统 数 据 库 原 理 讨 论 的 数 据

模型与空间 数 据 库 原 理 讨 论 的 空 间 数 据 模 型 的 区

别与联系，空 间 数 据 模 型 的 内 容 在《地 理 信 息 系 统

原理》和《空间数据结构》课程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

讲述，这部分讲减少课时进行概述。

２．１．３　空间查询语言

查询语言是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一个核心内容，
这部分内容应包括标准数据库查询语言ＳＱＬ、空间

查询、扩展ＳＱＬ以 处 理 空 间 数 据、对 象－关 系ＳＱＬ
等内容。熟练掌握标准ＳＱＬ语言的基础上，通过对

标准ＳＱＬ的扩展实现空间数据库查询，该部分是本

课程的重点。

２．１．４　空间数据存储与索引

该部分主要包括空间索引的意义、物理存储介

质层次、数据存储组织、基本索引结构、常用空间索

引方法等 内 容。空 间 索 引 是 空 间 数 据 库 的 重 要 特

征，该部分内容是本课程的难点。

２．１．５　空间数据库设计

该部分主要包括数据库设计的三个步骤、空间

数据库概念模型设计、逻辑设计、详细设计、数据库

的建立与维护、数据质量等。结合一个比较完整的

空间数据库设计、建立和应用的案例进行讲解。

２．１．６　ＡｒｃＳＤＥ概述

该部分主要包括ＡｒｃＳＤＥ空间数据库引擎的基

本概念、体 系 结 构、客 户／服 务 器 体 系、ＳＤＥ的 安 全

机制等内容。

２．１．７　Ｏｒａｃ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简介

该 部 分 主 要 包 括 Ｏｒａｃ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概 述、Ｏｒａｃ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体系结构和技术套件、Ｏｒａｃ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数据类

型和元数据、Ｏｒａｃ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索引和查询空间数据等

内容。

２．１．８　空间数据库发展

介绍空 间 数 据 的 共 享 与 互 操 作、空 间 数 据 挖

掘、空间数据 仓 库 以 及 空 间 数 据 库 的 理 论 前 沿、应

用前景和最新发展动态等内容。

２．２　实验内容设计

《空间数 据 库 原 理》是 一 门 实 践 性 很 强 的 技 术

基础课，在教 学 中 加 强 实 验 课 教 学，使 学 生 掌 握 空

间数据库工 具 软 件 的 使 用 和 数 据 库 设 计 的 基 本 技

能，帮助学 生 更 好 地 理 解 空 间 数 据 库 的 基 本 理 论。
根据测绘专业《空间数据库原理》教学内容的需要，

设置实验如下：

２．２．１　Ｏｒａｃｌｅ　１０ｇ的安装与配置

了解Ｏｒａｃｌｅ　１０ｇ的系统结构和应用结构；掌握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和ｗｉｎｄｏｗｓ　７系统中Ｏｒａｃｌｅ　１０ｇ的安

装、卸 载 及 网 络 环 境 配 置；了 解 Ｏｒａｃｌｅ　Ｅｎｔｅｐｒｉ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的 基 础 知 识 和 Ｏｒａｃｌｅ　Ｅｎｔｅｐｒｉ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可以执行的任务；掌握Ｏｒａｃｌｅ　Ｅｎ－
ｔｅｐｒｉ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的 具 体 设 置、启

动、登录的方法。

２．２．２　数据库存储结构

熟悉Ｏｒａｃｌｅ数 据 库 的 逻 辑 结 构 与 物 理 结 构 的

具体组成内 容，掌 握 数 据 字 典 的 概 念 和 结 构，了 解

如何查看数 据 库 的 存 储 结 构，创 建 新 的 表 空 间、修

改表空间，回 收 表 空 间 中 的 空 间，复 制 重 做 日 志 和

管理用户的数据库中的撤销操作。

２．２．３　ＳＱＬ＊Ｐｌｕｓ基础

熟悉ＳＱＬ＊Ｐｌｕｓ的运行环境及正常启动，掌握

ＳＱＬ＊Ｐｌｕｓ的命令与内置命令，了解脚本及ＳＱＬ＊
Ｐｌｕｓ的功能。

２．２．４　ＰＬ／ＳＱＬ
了解ＰＬ／ＳＱＬ的基础，掌握ＰＬ／ＳＱＬ的程序结

构，熟练使 用 控 制 结 构 语 句，知 道 游 标、过 程 函 数、
触发器 的 作 用，以 及 能 够 定 义 过 程 游 标 和 建 立 触

发器。

２．２．５　建立和管理表

了解表的概念，理解表的结构，掌握表的 创 建、
修改和删除；熟悉临时表盒分区表的用途以及他们

的创建、修改和删除。

２．２．６　模式对象管理

熟 悉 管 理 模 式 对 象，操 作 模 式 对 象 图，了 解

各 种 索 引 的 类 型 和 作 用，熟 练 掌 握 建 立 索 引 与 删

除 索 引 的 方 法，掌 握 视 图 的 建 立、更 新 和 撤 消，操

作 同 义 词 的 创 建 和 撤 消，掌 握 序 列 的 创 建 和

修 改。

２．２．７　Ｏｒａｃ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的使用

了解Ｏｒａｃ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的体系结构和技术套件，掌
握创建 含 有 空 间 数 据 字 段 的 表、插 入 记 录、更 新

ＵＳＥＲ＿ＳＤＯ＿ＧＥＯＭ＿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元 数 据 视 图、
创建空间索引及执行查询等操作。

２．２．８　ＡｒｃＳＤＥ的安装与配置

了解ＡｒｃＳＤＥ的体系结构，掌握 ＡｒｃＳＤＥ　Ｏｒａ－
ｃｌｅ的安装 与 配 置，熟 悉 连 接 ＡｒｃＳＤＥ、并 且 将 各 种

格式的数据加 载 到 ＡｒｃＳＤＥ中，了 解 ＡｒｃＳＤＥ的 多

用户编辑的方法。

２．２．９　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数据库设计

通过《中国语言地图集》的数字化建库实验，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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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使用ＡｒｃＣａｔａｌｏｇ构建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掌握ＧｅｏＤａ－
ｔａｂａｓｅ的设计 及 实 现 过 程，了 解 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的 数

据组织结构和模型结构。

３　空间数据库研究性教学探索

３．１　启发式教学

学生的创新思维是一项自主性的活动，启发式

教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锻炼思考和判断能

力，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式教学

中设计的问题要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也是学生力所

能及。例如，在 讲 授 空 间 数 据 查 询 时，可 以 给 学 生

提出几个问题：空间数据查询与标准ＳＱＬ查询区别

在哪 里？ＯＧＩＳ标 准 中，有 哪 些 基 本 函 数、拓 扑／合

运算符和空间分析操作？

３．２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 法 是 在 学 生 掌 握 了 有 关 基 本 知 识 和

分析技术的 基 础 上，在 教 师 的 精 心 策 划 和 指 导 下，
针对一个实际的案例，全面讲解某一个知识点。例

如课程 教 学 中 以 学 生－课 程 数 据 库 为 例 讲 解 标 准

ＳＱＬ查询语言操作；以 Ｗｏｒｌｄ数据库为示例数据库

讲解空间查询语言；在空间数据库设计时，通过《中

国语言地图 集》空 间 数 据 库 设 计 为 案 例，使 学 生 掌

握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的设计及实现过程，理解Ｇｅｏ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的数据组织结构和模型结构。

３．３　科研驱动法

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拟定相关研究课题，撰写

课题技术文 档，参 与 课 题 关 键 内 容 研 发，以 科 学 研

究的方式主动搜集信息、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

问题，延 伸 课 堂 研 究 性 教 学 活 动。以 科 研 驱 动 教

学，以教学反 馈 科 研，通 过 科 研 活 动 培 养 研 究 型 思

维、创新意识 和 实 践 动 手 能 力，课 程 的 发 展 趋 势 和

当前的研究热点。

４　结　论

本文对《空 间 数 据 库 原 理》课 程 的 教 学 内 容 和

实验内容阐 述 了 一 些 初 步 思 考，从 启 发 式 教 学、案

例教学法和 科 研 驱 动 法 三 方 面，探 讨《空 间 数 据 库

原理》课程 的 研 究 性 教 学 方 法，期 望 激 发 学 生 学 习

兴趣和创新能力，提高《空间数据库原理》课程的教

学质量。当 然，空 间 数 据 库 技 术 在 不 断 的 发 展，课

程的教学内容和实验内容也应随之而变，有待进一

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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