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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数据在数字城市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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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城市”建设的基础在于地理空间数据框架的构建，而基础地理空间数据的采集获取、加工和电子地

图的生产在“数字城市”建设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文章通过广东省某市地理空间数据的整合及电子地图数据

的生产，阐述了地理空间数据在数字城市的发展与建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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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 Spatial Data in Digital City

TAN Yao － hua
( Territorial Resources Technology Centre of Guangdong Province，Guangzhou 510075，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digital city”i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eographic spatial data framework． The data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of basic geographic spatial data and the production of electric map are crucial to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digital city．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geospatial data in digital cit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through the geographic spatial data
integration and electronic map data production in of a certain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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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加快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构建“数字中

国”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战略背景下，“数字城市”的概念

应运而生。数字城市以地理空间框架为基础，基于网络

基础设施实现城市经济、人文、地理环境等资源信息的广

泛共享。在我国的“十二五”有关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

理中，数字城市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数字城市”建

设的基础在于地理空间数据框架的构建，而基础地理空

间数据的采集获取、加工和电子地图的生产在“数字城

市”建设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
目前，国内各级市县大比例尺的基础地理空间数据

普遍存在数据不够完善、现势性不强、各类数据参差不

齐、数据的各项属性信息缺漏等现状。为满足地理空间

数据框架建设对基础地理空间数据的要求，需要对各种

比例尺的基础数据进行编辑、补充、整合等工作，因此，地

理空间数据的整合及电子地图的生产是数字城市发展与

建设中的首要工作，现以广东省某市数字城市框架建设

中的基础数据整理为例来说明地理空间数据在数字城市

中的应用。

1 地理空间数据的整合

地理空间数据的基础数据主要有数字线划地形图、
数字影像图、数字高程模型、地名地址及兴趣点数据、行

政界线数据、路网水网数据等。这些数据在应用到数字

城市建设之前，需要进行数据整理与转换，以达到入库数

据的提交标准。
1． 1 数字线划地形图的数据整理

1) 数据基础

广东省某市矢量电子地图的基础数据主要有: 1∶ 500
比例尺的 数 字 线 划 图，为 DWG 格 式 数 据; 1 ∶ 1 000 和

1∶ 2 000比例尺的数字线划图，主要是茂南区、茂港区部

分，数据格式是 SHP 格式; 1 ∶ 10 000 比例尺的数字线划

图，主要是城区以外的山区部分，数据格式是 SHP 格式、
GWP 格式，1 ∶ 50 000 比例尺的数字线划图，数据格式是

SHP 格式。
2) 入库数据要求

由于基础数据大部分是地形图的出图数据，要先做

数据整理入库工作，使数据具有基本的属性结构信息，并

能达到入库数据的要求。



①投影、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 平面坐标系统采用

1980 西安坐标系、高斯 － 克吕格投影、中央经线为 111°、
高程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②数据格式: 成果数据为 ShapeFile 格式。
③要素分类编码与属性结构: 采用《广东省 1 ∶ 500

1∶ 1 000 1∶ 2 000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与属性表

( 试行) 》标准。
3) 数据编辑处理

采用 Geoway 3． 5 数据编辑平台对各数据层进行编辑

处理。
①对水系、交通、居民地、植被等图层进行图形联通

和构面处理，对双线路进行构面并提取中心线处理，并确

保路层的中心线连成网状。
②处理好各要素之间的拓扑关系，保证各层数据拓

扑关系及属性的正确性。
③编辑完成后转出 SHP 格式成果数据。

1． 2 数字影像图的数据整理

1) 数据预处理

①对不同分辨率( 主要有 2． 5 m，1 m 的数据) 的影像

图，包括航空影像图、卫星影像图进行投影转换、格式转

换、影像拼接等预处理。
②对行政界线、地名地址及兴趣点数据进行预处理。
2) 注记标注

按显示比例尺和各级别的要求，对各层次注记进行

移注。为达到图像美观、重点突出的效果，避免注记重

叠、压盖、丢失、不完整等，尤其对路名、水系名称，应按方

向有序排列，目前利用 NewMap 软件作业效果不太好，人

工参与工作量较大，在软件方面应有更新。
3) 配置界线符号

按市界、县界、镇界等各级行政界线符号套合影像，

对无影像区去掉黑块，海岸线按影像边界进行相应处理。

1． 3 数字高程模型的数据整理

数字高 程 模 型 的 数 据 有: 比 例 尺 为 1 ∶ 10 000 和

1∶ 50 000的覆盖某市全辖区范围的格网间距分别为 5 m ×
5 m，25 m × 25 m 的 DEM 数据。已做好数据整理并入库。

1． 4 地名地址及兴趣点数据的整理

以“某行政区划地名地址”“某市兴趣点”数据为基

础，依据新的编辑方案进行重新归类，其他地形图数据作

为补充归类，几种数据进行套合后，一个实体地名可能出

现两个以上，只选取最佳的一个地名定位点表示。整个

过程是先归类匹配最好的，再将未匹配的进行二次归类、
逐级分类的方式来依次完成。

1． 5 行政界线及路网水网数据的整理

行政界线采用第二次土地调查的行政区划数据及某

市提供的外业行政区划数据互相补充。行政区划数据具

有地级市、县级、乡镇、行政村四级的行政拓扑构面，具有

相应的行政区划标准编码、标准的行政区划名称。数据

统一为 1980 西安平面坐标系，并在数据做保密几何处理

前进行编辑。

2 地理空间数据的入库

将分幅生产的地理空间数据成果( SHP 格式) 以批量

的形式分别入库到框架数据库中，对于影像和矢量数据

还需要进行实体化处理、要素物理拼接，最终形成连接无

缝的地理实体数据，以支撑电子地图的配图与切片。
影像数据需经过匀色、投影转换再批量入库到框架

数据库中，并从已入库拼接好的矢量成果数据中提取的

境界和地名数据叠加到影像数据上，形成公共地理框架

影像数据库。
地理空间数据的整合与入库主要是为了下一步电子

地图的制作提供实体数据。

3 电子地图数据制作

电子地图数据是针对在线浏览和专题标图的需要，

对矢量数据、影像数据进行内容选取组合所形成的数据

集，经符号化处理、图面整饰、分级缓存后形成重点突出、
色彩协调、符号形象、图面美观的视屏显示地图。通过电

子地图的在线浏览，实现政府部门和社会大众能够实时

地了解、查询和利用公共资源信息的效果，从而促进数字

城市的快速发展。
地理实体数据公开使用时须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其

进行涉密信息过滤、空间精度降低等解密处理
［3］。经过

解密处理后的数据作为生产公共版和政务版的电子地图

的数据源。
公共地理框架实体数据处理好后，主要进行电子地

图的配图与切片工作。按照各级显示比例对数据进行分

级，原则是下一级数据要素内容不得少于上一级。为了

使电子地图配图效果美观、形象、直接，各级数据的注记

标注、符号设计按照《电子地图数据规范》进行调整。最

主要的是道路注记和水系注记的调整。按照制图要求，

道路注记应沿着道路的前进方向进行标注，水系注记应

沿着河流、沟渠的方向倾斜 15°标注。图层顺序调整应按

照注记、点、线、面从上而下进行排列。配图工作完成后

开始切片，最终以电子瓦片输出的形式发布电子地图。
电子地图数据制作流程如图 1 所示。

4 结束语

地理空间数据是“数字城市”框架建设的基础，由于

地理空间数据的生产过程费钱又费时，各城市要尽快完

成各种比例尺的空间数据的生产，建立数据更新机制，以

保持数据的现时性和权威性。
另外，地理空间数据的整理根据数据源的不同，可以

采用多种方法实现基础数据的入库要求，文中论述的方

法和过程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也借此说明地理空

间数据应用于“数字城市”框架建设的具体化。在今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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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新技术的不断推广，单基站将在今后的 RTK 测量中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在物探行业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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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2 维数据组织包括空间基础数据、地名数据、规划

控制线、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审批、规划审批

附件等内容。

3 结束语

城市 3 维空间展示与辅助决策系统应用了 3 维建模、
纹理压缩、2，3 维联动、地形匹配及 3 维可视化技术，这些

技术的使用使得规划审批变得更加直观和生动，建筑物

间的透视关系变得清晰易读且真实准确。但本系统也存

在一些急需改进和解决的技术问题，比如系统仍然存在

建模速度慢，数据变更困难，入库更新不及时等问题，这

使得系统的可用性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随着 3 维开发技

术的不断进步这一问题将很快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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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子地图数据制作流程

Fig． 1 Workflow of electronic map production

基础数据资源建设中还需要不断地丰富数据的属性信

息、更新相关要素的采集方法，以便更好地支持“数字城

市”建设的发展和应用，以应用促发展，以发展带动基础

地理数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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