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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D地图服务性能和应用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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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 ESRI公司 ArcG IS 9. 3. 1版本新增的、基于 Map Serv ice Definitio n( MSD)文件的地图服务。对该

类型地图服务性能进行了实验,并对其应用策略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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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 1  从地理信息系统( GIS)到地理信息服务( GIS

Web Serv ices)

地理(或空间) 信息不仅记录了现实世界地

理实体/现象的属性, 并且描述了其位置、形状、

分布和变化趋势, 有利于人们认识地理实体/现

象的本质并掌握其变化规律。作为采集、存储、

管理和处理地理信息的平台系统 ) GIS ( Geo-

g 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正日益广泛地应用于

传统行业并服务于社会公众, 这使得地理信息逐

步融入信息技术 ( IT )的主流 [ 1] 。从不同角度看

待信息技术发展, 不论是计算模式从单机计算、

集中计算到 C/ S(或 B/ S) 模式、向面向服务模式

的演化 ; 还是软件工程从面向过程、面向对象

( OO ) 到面向组件 ( COM )、向服务导向架构

( SOA)的发展, 始终贯穿着解决应用系统的可分

布性、可复用性、异构交互性和易集成性。随着

互联网技术和 Web技术的发展, Web服务( Web

Services)正逐步成为分布式异构系统进行互操作

集成的首选技术
[ 2 ]
。为满足日益广泛的应用需

求, GIS技术也循此方向发展, 正如美国 ESRI 公

司总裁 Jack Dangermond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

出: GIS 技术中的 / S0正在由 System (系统 ) 向

Services(服务)转变 [ 3 ]。

1. 2  基于 MXD、MSD的地图服务介绍

GIS服务代表了诸如地图、定位、三维和地理数

据库链接等资源, 它宿主于服务器中。客户端不再

需要专门的 GIS 软件, 只需使用浏览器或相关应用

即可采用同样的方式访问 GIS 服务。ESRI公司推

出了 ArcGIS Serv er,其中地图服务( M ap Services)

是利用 ArcGIS 将地图发布到 Web 的一种方式, 使

得互联网和 Int ranet 用户在 Web应用程序中能使

用地图服务。ESRI提供了. NET、JAVA、SOAP 和

REST 等接口使用地图服务, 而且能通过 KML 或

OGC WMS规范展露自己, 使得服务的应用更加广

泛 [ 4]。

在 9. 3. 1 版本前, 采用 ArcMAP 的 Standard

M ap Document( . mxd)文件来发布地图服务。而从

9. 3. 1版开始, A rcMAP 提供了地图服务发布工具

条( Web Servece Publishing Toolbar)用于创建基于

地图服务定义文件( M ap Service Definitio n: . MSD)

的地图服务。基于 MSD 的地图服务 ( M SD-Based

M ap Services)使用了一种快速的绘制引擎,在一些

ESRI 文化领域中称之为/优化的地图服务 ( Opt-i

mized Map Service) 0。

本文结合国家基础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江

苏省分节点建设项目,选取江苏省某市的一个试验

区数据 (约 80KM2) , 分别采用基于 MXD 和 MSD

两种方式建立地图服务,对相关方面的性能进行了

测试,并对基于 MSD的地图服务的应用策略进行

了分析。

2  MSD-based的地图服务性能研究

实验采用微机配置为: CPU : Q9400 , 4 核, 主

频 2. 66GHz;内存: 4GB;硬盘: 500GB。操作系统:

Window s XP Professional。GIS平台: ArcGIS Serv-

er9. 3. 1。实验数据: 约 80KM2 的 1 B 1万比例尺

矢量和分辨率 2. 5米 SPOT 正射影像。缓存瓦片

按 1 B 18056、1 B 9028 和 1 B 4514 三种比例进行

配图和切图(瓦片大小 256* 256、格式 PNG24)。

2. 1  动态绘图的响应性能

动态绘图( Dynamic M ap)是一种传统的Web-

GIS绘制方式, 对客户的每次地图请求, 其服务器

都使用 Java Applet、SVG 等动态生成地图图片并

发送至客户端 [ 5]。表 1是以两种类型进行地图服

务发布后, 对放大、缩小和漫游三种操作测试的响

应时间对比。



表 1  单位:秒

服务类型 操作类型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均值

MXD方式

放大 1. 578 1. 157 1. 457 1. 391

缩小 1. 578 1. 703 1. 546 1. 609

漫游 1. 828 1. 438 1. 578 1. 615

MSD 方式

放大 0. 984 0. 703 0. 701 0. 796

缩小 0. 984 1. 062 0. 965 1. 004

漫游 1. 047 0. 850 0. 960 0. 952

  可以看出, 基于 MSD方式的地图服务在放大、

缩小和漫游操作中平均响应性能比基于 MXD方式

提高比例分别为: 42. 77%、37. 6%和 41. 05%。

2. 2  缓存瓦片的响应性能

为了获得网络地图用户期望的更加高效率的

绘制性能, 地图缓存瓦片( M ap Cache Tiles)概念得

以提出。Google M ap首先推出以 T ile M ap Image

(瓦片式地图)方式提供的地图位置服务, 之后许多

专业地图搜索公司不断仿效, 相继推出了基于地图

瓦片金字塔模型的位置搜索新模式服务[ 6 ) 8]。因为

不需要即刻( o n- the- f ly)绘制地图, 而是调用预先生

成的缓存图片, 因此服务端绘制开销相对很小
[ 4]
。

通过测试,采用两种方式的地图服务生成缓存瓦片

后,对放大、缩小和漫游三种操作测试的响应时间

基本一致。但是缓存瓦片生成所耗用的时间相差

较大,测试结果如表 2。

表 2  单位:秒

服务类型 操作类型 第 1次 第 2次 均值

MXD 方式 地图切片 71. 2 73. 5 72. 35

MSD方式 地图切片 53. 2 51. 4 52. 30

  可以看出, 基于 MSD 地图服务缓存切片的生

成效率相比可提高比例为: 27. 71%。

2. 3  其他方面的优化

基于 MSD的地图服务不仅可以获得更高的绘

制效率,而且对线型光滑和字体边缘增加了反走样

( Antialiasing)选项,并可同时应用于动态绘制和缓

存瓦片绘制。而基于 MXD的地图服务反走样技术

仅限于缓存瓦片绘制。下图为线要素反走样处理

前后效果对比。

另外,在字体、颜色、符号填充等方面基于 MSD

的地图服务还提供优化处理。在服务并发访问的

可伸缩性( Scalability)方面,基于 MSD 的地图服务

可提高 20%左右。

3  MSD-based的地图服务应用策略

3. 1  约束
基于 MSD地图服务的快速绘制效率得益于其

采用的是图层和功能的子集。因此必然存在一些

约束限制,主要体现在:

3. 1  制图效果表现方面

基于 MSD 方式的地图服务在数据类型( Data

Types )、图层符号化 ( Layer Symbology)、图层类型

( Layer Types )、标注( Labeling)、几何要素( Graphic

elements)、符号( Symbols)和栅格符号化( Raster Sym-

bology)等方面的支持受到限制。对于展现 ArcMap

高质量的制图能力(如复杂制图表达和 Maplex 标注)

时, 9. 3. 1版基于 MSD方式尚不能提供支持。

3. 2  服务支持能力方面

基于 MSD发布的缓存瓦片地图服务只支持融

合缓存( Fused Caches:既所有图层必须制作融合成

同一图像) , 不支持多图层缓存 ( Cache of T ype

M ult ilayer)服务。同时, 基于 MSD 发布的地图服

务不支持转换为 OGC 的WCS、WFS 以及 ESRI 公

司自身提供的地理处理( Geoprocessing)、网络分析

( Netw ork Analy sis)、移动数据存取 ( M obile Data

Access)等能力。

3. 3  应用策略

综合考虑基于 MSD 的地图服务的优点及约

束, 在实际工作中提出应用策略如下:

3. 3. 1  动态绘图与缓存瓦片的平衡策略

地理要素的时空变换频率存在差异。例如地

形中水系、行政境界等要素变换周期相对较长, 而

专题要素(如交通单双行车道、兴趣点等)变化周期

较短。因此, 在创建地图服务时应充分考虑地理要

素的时空变化频率特性。对变化周期较长的要素

可以组合成数据集, 并发布为基于 MSD 的地图服

务: 一方面使其适应于形成融合缓存, 另一方面可

以有效减少缓存切片生成时间, 便于提高缓存图片

的动态维护效率。对数据量不大的要素,可细化分

类, 采用基于 MSD的动态绘制来提高客户端响应

速度,不用预先生成缓存图片集。

3. 3. 2  服务类型的选择策略
对需要提供地理处理、网路分析等类型服务的

要素,基于 MSD的地图服务不适宜,可以将该类型

要素基于 MXD方式发布。 (下转第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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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关系繁杂, 因此加强

各方的协调沟通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在与省市上级国

土管理部门技术上的交流、认识上的统一, 是不走弯

路的保障。通过本次调查,进一步理顺了调查工作思

路,掌握了调查技术流程和方法,但还有很多细节问

题还需要我们总结,对调查成果还需作认真的分析,

以充分发挥城镇地籍土地调查成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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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制图表现与绘制效率的平衡策略

不同用户对地图表现效果的追求不尽一致。

对某些需要特别突出制图表现的情形, 基于 MSD

的地图服务存在局限性。例如要求使用更加美观

的复杂符号、字体等,则可基于 MXD 生成服务并创

建缓存瓦片来提高绘制效率。

4  结束语

基于 M SD 的地图服务具有一定的性能优

势, 同时也受到一定的应用条件制约。结合实

际工作项目, 选择合适的应用策略 , 则可以取得

较好 的 应 用 效 果。ESRI 近 期 发 布 的 A rc-

GIS1 01 0 版中, 在制图效果和性能提高之间的

平衡方面又有新的进展 , 作者将对此做进一步

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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