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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空间数据库技术是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组织的核心技术，也是地理科学、测绘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
科学相结合的产物。
空间数据库技术已经代替传统的文件管理方式，逐步成为空间数据管理的主流技术。
由于空间数据的特殊性，空间数据管理在为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做贡献的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吸取计算
机主流技术的各项最新成果，成为计算机科技领域中应用研究技术内容最丰富的分支之一。
空间数据库技术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空间物体的计算机数据表示方法、数据模型及计算机内的数据存储
结构和建立空间索引的方法，研究如何以最小的代价高效地存储和处理空间数据，正确维护空间数据
的现实性、一致性和完整性，为用户提供现实性好、准确性高、完备、开放和易用的空间数据。
空间数据库技术是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理解起来也非常抽象。
编写本书的目的正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空间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和构建方法。
本书共7章，第1章介绍有关地理空间与空间数据及其模型结构、质量、元数据等内容；第2章介绍空间
数据模型，包括实体模型、数据模型和面向对象数据模型等内容；第3、第4章分别介绍栅格数据和矢
量数据分析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第5章较为详细地介绍空问数据处理的有关内容；第6章阐述几
种常用的数据检索技术、关系数据库检索的相关概念、空间数据库与空间检索的特点及空间索引技术
的需求与分类、几种典型的空间索引结构、算法及性能分析等内容；第7章简要地阐述空间数据挖掘
的基础知识。
本书是作者在多年从事科研工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内容丰富，取材新颖，语言简练，图文并茂，
同时运用实例阐释概念、说明原理、展示技术。
本书既可作为大学本科空间数据库课程的教材和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习资料，也可用于空间数据库
领域工作人员的培训或自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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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空间数据库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空间物体的计算机数据表示方法、数据模型以及计算机内的数据存
储结构和建立空间索引方法，如何以最小的代价高效地存储和处理空间数据，正确维护空间数据的现
实性、一致性和完整性，为用户提供现实性好、准确性高、完备、开放和易用的空间数据。
空间数据库是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理解起来也非常抽象。
 帮助有举的读者更好地了解空间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和构建方法，是作者编写《空间数据库技术》的用
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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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2空间数据结构空间数据结构是指对空间数据进行合理的组织，以便于进行计算机处理。
数据结构是数据模型和文件格式之间的媒介。
例如，游程编码是一种适用于栅格数据模型的数据结构，它能以各种各样的格式写到数据文件里。
数据模型和数据结构之间的区别很模糊，事实上，数据模型是数据表达的概念模型，数据结构是数据
表达的物理实现，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实现。
栅格结构现在广泛应用于图像处理系统和栅格地理信息系统。
矢量结构则主导了CAD系统和有着强大制图功能的矢量地理信息系统。
数据结构的选择取决于数据的性质及其使用的方式。
大多数地理信息系统都同时采用栅格和矢量模型及适用于这两种模型的其他几种数据结构，不同的结
构用于不同的任务，这要看哪种结构是最有效和最合适的。
例如，一个具有属性特征的样点集可以有几种存在形式：①带空间坐标的属性表；②作为一个栅格存
在，栅格值由这些点的属性内插得到；③以矢量形式存在，表达由栅格生成的等高线图上的多边形边
界并作为一个不规则三角网存在。
这些结构都有其优缺点，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
1.栅格结构对于一个用方格网密集采点的区域，一个包含其空间坐标和属性的表，代表了它的最简单
的数据结构。
1）完全栅格结构大多数数字图像处理系统采用完全栅格结构。
最简单、最常用的完全栅格结构是限制一个栅格数据层只存储栅格的一种属性，并且把属性值限定
在0～255的整数范围内（一字节对应一个像元）。
在完全栅格结构里，像元顺序一般以行为序，以左上角为起点，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扫描。
完全栅格结构可以以波段顺序来组织（BSP格式），单一波段或属性值以行的顺序来存放，如果有两
个以上的属性，那么第二波段就在第一波段结束后才开始存放。
多波段图像也可以以逐行格式（BIL）或以逐像元格式（BIP）来记录。
对于BIL，先存储各波段的第一扫描行，然后是各波段的第二扫描行；对于BIP，先存储第一个像元所
有波段上的值，再存储第二个像元各波段值。
BIP与BIL格式有利于图像复合操作，因为同一像元属性值的物理地址是在一起的。
但对于显示较大的多波段影像，BSP则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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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空间数据库技术》是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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