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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飓风在数据库中该如何表示？
海浪和海流该如何表示？
在海上作业的轮船又该如何表示？
如果我们已经有了某种表示方法，那么它能回答一些我们感兴趣的复杂问题吗？
比如，根据航海经验，海上的平均海流速度和风速是多少？
⋯⋯这些都是空间数据库中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但是，空间数据库是静态的。
现在我们考虑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飓风、海流以及轮船都是移动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组织和索引数据库？
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查询语言来回答诸如“救援船只和直升机需要多久才能到达事故现场”这样的问题
？
随着无线移动计算、RFID以及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发展，似乎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要求我们去处
理四维时空中的移动对象。
产品制造、环境监测、交通与分配、应急服务、电信等应用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性问题，即如何表示
和查询描述了移动对象的数据库。
在15年前①，这些数据表示和数据查询的问题还很难处理——我们不得不用人工或者近似的方式来解
决每一个问题。
但是，在过去10年里，空间数据库、时态数据库、数据库索引、数据查询等领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我们已经知道了应该如何去使用紧凑的结构表示一个三维对象，并且也知道了应该如何对时间和动态
性方面的问题进行表达和推理。
在最近5年里，空间数据库和时态数据库研究的集成促使了时空数据类型和处理方法的产生。
本书代表了时态和空间数据库概念和技术集成的一个里程碑。
它将现有的研究成果统一组织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也给出了多个研究领域中的一些新成果和新
技术。
针对每种情况，作者都从已有知识开始，然后借助抽象和一般化的模型介绍新的概念，最后将新的想
法转换为实际的数据结构表示或者类SQL查询语言的扩展。
同样通过这种方式，本书不仅给出了非常好的内容，也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文献。
它可以将你带领到研究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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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Moving Objects Databases(移动对象数据库)是近年诞生的—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其主要目标是允许用户
在数据库中表示移动对象，并可以支持与时空变化(“移动”)相关的用户查询。
随着移动计算、位置相关服务、GIS等应用的不断发展，移动对象数据库受到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关
注。
本书包括了目前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覆盖了支持移动对象应用的几乎所有的底层数据库技术，如
数据模型、查询代数、查询语言、索引、查询优化等，同时也对移动对象数据库的相关基本概念以及
移动对象数据库的发展历史和未来趋势进行了总结、比较和展望。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GIS、遥感等相关专业研究生或高年级本科生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数
据库研究人员和GIS、空间数据分析等专业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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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空间数据库的目标是扩展DBMS的数据模型和查询语言，使其能够以某种自然的方式表示和查
询几何对象。
这样一个DBMS的实现需要扩展相应的几何形状数据结构、执行几何计算的算法、多维空间索引技术
以及查询优化器（转换规则，代价函数），以便能够将查询语言映射到新的几何相关的部件上。
空间数据库的主要研究动机是支持地理信息系统（GIS）。
早期的GIS对数据库技术的使用很有限，例如，它们会将非空间数据存储在DBMS中，而将几何数据放
在文件中单独管理。
但是，随着空间数据库技术的成熟，目前所有主流的DBMS产品（如Oracle、IBM：DB2和Informix等）
都提供了空间扩展。
因此，现在我们很容易将GIS整个构建在DBMS之上，即将所有数据都存储在DBMS中。
虽然GIS是空间数据库的主要驱动力，但空间数据库的应用范围更广阔。
除了地理空间之外，我们也可以在数据库中表示其他一些我们感兴趣的空间，例如：VLSI设计布局（
通常涉及大量的矩形）；人体的三维模型；分子生物学中所研究的蛋白质结构。
空间数据库与图像数据库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
虽然地理空间也可以通过图像来表示，例如通过航拍或卫星图片，但空间DBMS的目的是表示空间中
具有清晰的位置和范围定义的实体，而图像数据库只是以图像的形式来管理实体。
当然，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例如，可以使用特征提取技术来提取图像中的空间实体并将它们存储在空间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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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代表了时态和空间数据库概念和技术集成的一个里程碑。
⋯⋯对于任何一个想在这个领域里取得进展的新的眼睛者来说，这本书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　　——ACM图灵奖获得者 Jim G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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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移动对象数据库》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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