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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何建立有效的时空数据模型来表述地理实体的时空特性并据此建立时空数据库管理时空信息是GIS
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或以不同方式研究了多种时空数据模型。
较为常用的时空数据模型主要有基态修正式、时空复合式、面向对象式和基于事件的时空数据模型。
这些模型主要限于理论研究和地籍、房产等少数时态性较强的领域。
城市测绘数据库应用时空数据模型还处于起步阶段。
本书首先评述了时空数据模型的研究进展，列举了城市测绘数据库的内容，分析了城市测绘数据库的
建设现状。
在分析已有地名数据库不足的基础上，应用基态式时空数据模型建立了地名数据库的时空数据模型，
实现了对时态地名数据库的编辑更新以及时空查询。
在提出规划道路中线时空复合模型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规划路的各种更新编辑操作，结合应用实例实现
了对规划路数据的时态查询。
随着时间的延续，碎分弧段增多，建立的时空数据库会变得越来越大。
本书提出按目标的生命终止时间分库，对各库分别查询，对查询结果进行逻辑操作的方法。
针对线状地物时空复合模型容易形成碎分弧段，数据不易维护的不足，本文提出了规划道路中线面向
对象的时空数据模型。
这个模型具有图形、属性、时态一体化存储及维护方便、操作简单和查询效率高的特点。
对规划道路复合对象进行了定义，对规划道路的空间操作进行了归纳，并对每项操作进行了动作分解
；分析了每项操作可能引起的诱发事件；实现了时态数据库的维护更新及时态数据的查询操作、时态
关系操作和时间对象生成操作。
应用基态修正法进行城市建筑物数据库更新和历史数据派生，数据库每次更新的要素分类为增加要素
和删除要素。
采用基态加差文件的方法可以恢复任何历史时期的历史数据。
相对来讲，时态数据的查询较为复杂。
若查询某一历史时期的时空目标，则需查询现状库和各个差文件，对符合查询条件的各时空目标集合
做逻辑运算，如“交”或“并”等得到查询目标。
在已建立时空数据模型的基础上，从时空数据库的建立过程、时空数据库设计、时空数据采集与现状
数据入库、时空数据变化的发现与获取、时空数据库的更新维护、时空数据库的历史数据恢复几个方
面研究了地形图时空数据库的建设问题。
分析了已有基于基态修正模型的5种数据存储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基态多级索引修正方法、多
基态单级索引修正方法。
与已有方法相比，上述两种方法具有节省存储空间，检索速度快且不受历史久远影响的特点。
多基态多级索引修正方法与多基态单级索引修正方法相比，没有增加存储空间，但提高了检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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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空数据模型是随着地籍、房产GIS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数据模型。
随着城市基础测绘更新速度的加快，时空数据模型开始渗透到城市测绘领域。
本书是时空数据模型在城市测绘数据库应用的一个尝试，共由9章组成。
第一章介绍时空数据模型与时空数据库的概念。
第二至四章分别以城市地名、规划道路中线、城市建筑物为例，研究了点、线、面状地物的时空数据
模型。
第五章重点讨论城市大比例尺地形图时空数据建库问题。
第六章提出了一种多基态多级差文件的时空数据模型。
第七章提出了一种同时基于位置、对象和时间的时空数据模型。
最后研究了通用时空数据模型以及时空数据的可视化表达。
　　本书适于地理信息系统、测绘、地理等地学相关领域的科研、生产、开发人员使用，也可供大学
测绘工程、地理信息系统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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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概述1.1 时空数据模型及其研究进展1.1.1 空间实体的特征及其在GIs中的表示空间实体是
地理信息系统研究和表示的对象。
空间实体在现实世界中是多种多样和不可穷尽的，它们彼此之间又是相互联系和密不可分的。
地理信息系统要表示空间实体，就要对这些空间实体的特征进行分类归纳，找出其共有的和特有的特
征。
一般来讲地理信息系统中的空间实体有以下4个方面的特征（马智民等，1996）。
（1）空间定位特征人们在研究空间实体的分布时，首先要确定空间实体在一定空间参照系中的位置
，这是空间信息区别于非空间信息的一个显著标志。
空间实体的这种定位特征往往是通过公共的地理基础来体现的，即按照世界、国家或地方的坐标系来
实现空间位置的识别。
（2）属性特征空间实体的属性特征是一个空间实体区别于其他空间实体的重要标志。
属性特征常用特征码和属性值表示。
（3）多维特征空间实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发展和演变往往表现出多维结构特征。
在GIS中，空间实体的多维特征表示为3种类型：2维，平面的XY坐标或经纬度坐标；3维，空间实体的
平面坐标和高程值分别作为独立变量存储在一种数据结构中；4维，空间实体的3维空间坐标外加时间
维。
（4）时序特征指空间实体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例如，土地或房屋的权属随着交易而发生变化，城市道路由于城市建设或改造而发生变化，海岸线由
于海水的侵蚀或泥土沙石的堆积而发生变化。
目前常规的GIS中仅表示一个时间段（比如当前的）空间信息，但是大量的历史空间信息是非常重要
和有保存价值的。
人们往往要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空间信息进行叠加、比较或追溯某些目标的变化情况，甚至人们还要根
据当前和历史的情况预测未来某个时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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