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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共位的地理信息叠

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导入带有空间位置的

地理信息数据；2)根据导入的地理信息数据两两

之间是否存在空间共位关系，对数据进行分组，

获得分组后的数据；3)对分组后的数据，针对每

一个分组Sj，获取其中每一条数据st中包含的全

部数据属性的结构；4)根据每一个分组Sj其中每

一条数据st之间的共形结构关系，将Sj中的数据

进一步划分为k个子分组，使每个子分组内部的

数据具有相同的共形结构；5)汇总每个子分组内

部的每一条数据信息，组成一条新的地理信息数

据，完成地理信息的叠加。本发明立足地理信息

数据本身的特点，不依赖于系统接口的设计，是

一种适用于所有地理信息的普遍泛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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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共位的地理信息叠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导入带有空间位置的地理信息数据；所述地理信息数据为地理信息或数据集；所述

导入的地理信息数据具有明确的同一空间定位参考系；

2)根据导入的地理信息数据两两之间是否存在空间共位关系，对数据进行分组，获得

分组后的数据；

其中任意两两地理信息数据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类型如下：重合、相离、相邻、包含、共

线、相交、相接、穿越；根据设定的确定空间共位关系的约束确定是否满足空间共位关系；

所述步骤2)中空间共位关系的判定如下:

对任意j条地理信息，设其空间位置的相应点集用P 1、P 2、… P j表示；如果有

则这j个(P1、P2、…Pj)信息具有共位关系；

3)对分组后的数据，针对每一个分组Sj，获取其中每一条数据st中包含的全部数据属性

的结构 其结构

所述类型为数据属性的类型；

4)根据每一个分组Sj其中每一条数据st之间的共形结构关系，将Sj中的数据进一步划

分为k个子分组，使每个子分组内部的数据具有相同的共形结构；

其中共形结构的判定如下:

对于任意两条地理信息 和 之间，如果它们的属性个数相同，而且各个类型对应的

值域也相同，则认为这两条信息的结构具有相同形式，是共形结构；

5)汇总每个子分组内部的每一条数据信息，组成一条新的地理信息数据，完成地理信

息的叠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共位的地理信息叠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空

间共位关系的约束设定如下：

若位置类型是点与点，空间关系为“重合”；

若位置类型是点与面，空间关系为“包含”；

若位置类型是线与线，空间关系为“重合，包含，共线，相交，相接”中的一种；

若位置类型是线与面，空间关系为“包含，共线，相交，穿越，相接”中的一种；

若位置类型是面与面，空间关系为“重合，包含，共线，相交，穿越，相接”中的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共位的地理信息叠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数

据属性的类型，包括：数字类型、字符串、时间、布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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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共位的地理信息叠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理信息技术，尤其涉及一种基于共位的地理信息叠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范围已经变得越来越广泛，

从工程应用到行业、社会应用，近年来地理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结合，进一步推动了GIS

到各个领域的应用。目前，在互联网上，大量不同类型、分布式异构等地理信息数据源层出

不穷，各种数据库、数据文件、地图图片由不同的商业组织、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根据应用

需求在不同的软件平台或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创建并维护的。这种快速发展使得许多应用的

数据来源多种多样，使得地理信息在空间基准、度量单位、表达尺度、粒度等空间几何方面

存在多态与差异，在方位词、空间关系、度量关系、拓扑关系等方面则存在语义描述差异与

不一致性。这些问题使得用户在不同场景下需要对不同数据源之间地理信息进行叠加，对

应用需求而言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0003] 针对这个问题，目前的主要方法是设计采用统一的数据结构来存储和描述地理信

息，并遵循统一的数据标准，这样所有的系统可以无障碍地访问任何数据。目前的实施方法

是地理信息互操作，该方案由国际地理信息联盟(Open  GISConsortium，OGC)提出并实施。

地理信息互操作通过开放的接口和交互功能保证不同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商生产软件系统

的一致性，并以此实现异构数据源、不同GIS应用系统、不同操作系统和平台之间无损的数

据共享，该方法具备简单、透明、开放、有效等特征。为此，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211和开放

地理信息联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并制定了一系列标准规范。

[0004] 地理信息共享和互操作技术的发展主要有3种方式：数据格式转换、直接访问、基

于网络服务标准的数据共享和互操作。地理信息互操作有多个层次，从易到难、从低层到高

层可分为网络协议互操作、硬件和操作系统互操作、空间数据文件互操作、数据库管理系统

互操作、数据模型互操作和应用语义互操作。每个层次具有各自的特点，且对应不同的技

术。

[0005] 然而，这种方法在实际使用当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这种方法依赖预先定义

的统一标准形式和规范，对于不符合标准和规范形式的数据难以起到作用。第二，这种方法

强调系统借口层面的统一设计，而忽视对地理信息本身包含的位置信息对于信息叠加共享

的作用和意义。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提供一种基于共位的地理

信息叠加方法，该方法立足地理信息数据本身的特点，不依赖于系统接口的设计，是一种适

用于所有地理信息的普遍泛化的方法。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共位的地理信息叠加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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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1)导入带有空间位置的地理信息数据；所述地理信息数据为地理信息或数据集；

所述导入的地理信息数据具有明确的同一空间定位参考系；

[0009] 2)根据导入的地理信息数据两两之间是否存在空间共位关系，对数据进行分组，

获得分组后的数据；

[0010] 其中任意两两地理信息数据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类型如下：重合、相离、相邻、包

含、共线、相交、相接、穿越；根据设定确定空间共位关系的约束；

[0011] 3)对分组后的数据，针对每一个分组Sj，获取其中每一条数据st中包含的全部数据

属性的结构Ast，其结构Ast＝{(类型1：值域)，(类型2：值域)，…(类型k：值域)}，数据属性主

要有以下几类常用类型，包括：数字类型(int，double ,float) ,字符串(string) ,时间

(DateTime)，布尔值(bool)等。以上类型为常用属性类型，在实际操作中可根据需求自定义

其他属性类型；

[0012] 4)根据每一个分组Sj其中每一条数据st之间的共形结构关系，将Sj中的数据进一

步划分为k个子分组，使每个子分组内部的数据具有相同的共形结构；

[0013] 其中共形结构的判定如下:

[0014] 对于任意两条地理信息Asi和Asj之间，如果它们的属性个数相同，而且各个类型对

应的值域也相同，则认为这两条信息的结构具有相同形式，是共形结构；

[0015] 5)汇总每个子分组内部的每一条数据信息，组成一条新的地理信息数据，完成地

理信息的叠加。

[0016] 按上述方案，所述步骤2)中空间共位关系的设定如下：

[0017] 若位置类型是点与点，空间关系为“重合”；

[0018] 若位置类型是点与或点与面，空间关系为“包含”；

[0019] 若位置类型是线与线，空间关系为“重合，包含，共线，相交，相接”中的一种；

[0020] 若位置类型是线与面，空间关系为“包含，共线，相交，穿越，相接”中的一种；

[0021] 若位置类型是面与面，空间关系为“重合，包含，共线，相交，穿越，相接”中的一种；

[0022] 按上述方案，所述步骤2)中空间共位关系的判定如下:

[0023] 对任意j条地理信息，设其空间位置的相应点集用P1、P 2、…P j表示；如果有

则这j个(P1、P2、…Pj)信息具有共位关系。

[0024] 本发明产生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方法的特点在于立足地理信息中包含的空间位

置，在保证数据空间共位特征的基础上，根据依据信息的结构形式特征对其进行划分并完

成叠加。该方法立足地理信息数据本身的特点，不依赖于系统接口的设计，是一种适用于所

有地理信息的普遍泛化的方法。

附图说明

[0025]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002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方法流程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地理信息共位结构叠加过程实例展示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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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

定本发明。

[0029] 如图1所示，一种基于共位的地理信息叠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步骤1：导入带有空间位置的地理信息或数据集。这些地理信息具有明确的同一空

间定位参考系，其信息的空间位置的几何形态可以是点、线或面。地理信息数据的空间形式

可以描述如下:

[0031] 表1地理信息数据的空间形式描述表

[0032]

空间位置类型 空间位置形式

点(point) (X,Y)

线(polyline) (X1,Y1) ,(X2,Y2)…(Xn,Yn) ,i∈Z+

面(polygon) (X1,Y1) ,(X2,Y2)…(Xn,Yn) ,(X1,Y1) ,i∈Z+

[0033] 步骤2：根据这些地理信息两两之间的空间共位情况，对数据进行分组。任意两两

地理信息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类型主要包括：重合、相离、相邻、包含、共线、相交、相接、穿

越。因此，不同位置类型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如下：

[0034] 表2地理信息不同空间位置类型之间的空间关系表

[0035]

[0036] 对于叠加地理信息而言，由于需要保证叠加的双方在地里空间上具有较强的相关

性，因此对于两种地里位置类型而言，并不是所有的空间关系都适合用于叠加，需要进行筛

选，即满足强相关性的筛选。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强相关性的筛选方法，具体如表3。以位置类

型点与点为例，两者的关系主要有三种，分别是：重合，相邻和相离，其中只有空间关系“重

合”能够保证两者具有强相关性，因而只考虑这一种情况。表3中提供的关系类型并不是固

定不变的，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根据情况自定义其他的空间关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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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根据以上原因，地理信息叠加对不同位置类型之间考虑的空间位置关系如下表所

示：

[0038] 表3符合地理信息叠加位置约束的空间关系表

[0039]

  点 线 面

点 重合 包含 包含

线 包含 重合，包含，共线，相交，相接 包含，包含，共线，相交，，相接，穿越

面 包含 包含，包含，共线，相交，相接，穿越 重合，包含，共线，相交，穿越，相接，穿越

[0040] 根据上表所示，所有空间关系都包含一种共位的特点，这种共位关系可以根据地

理信息本身位置的点集是否包含相同或相交部分来确定，其判断方法可以描述如下：对任

意j条地理信息，设其空间位置的相应点集用P1、P2、…Pj表示；如果有

则这j个(P1、P2、…Pj)信息具有共位关系。

[0041] 设每一条带有空间位置的地理信息数据表示为si，则全部数据集可以表示为S＝

{s1,s2,s3…si}，，i等于数据总数，那么根据每条数据包含的空间共位特点，可以将这i条数

据划分为m个分组，每一个分组代表了一组在空间上具有相同共位特点数据的集合Sj＝{s1,

s2,s3…st}，t表示该分组中数据的总数，因此整个数据集可以表示为S＝{S1,S2,S3…Sj|j＝

m}，其中不同分组Sj之间不要求数据集合的大小保持一致。

[0042] 步骤3：在共位关系的基础上，判断共位关系上信息的结构形式。具体根据步骤2中

提出的数据集及分组的定义，针对每一个分组Sj，获取其中每一条数据st中包含的全部数据

属性的结构Ast，其结构可以定义如下Ast＝{(类型1：值域)，(类型2：值域)，…(类型k：值

域)}。

[0043] 根据以上定义，对于任意两条地理信息Asi和Asj之间，如果它们的属性个数相同，

而且各个类型对应的值域也相同，则认为这两条信息的结构具有相同形式，是共形结构。

[0044] 步骤4：根据步骤2和步骤3中对于任意两条地理信息之间共位关系以及共形结构

的定义，本专利提出的一种基于共位的地理信息叠加方法可以描述如下。1.遍历整个数据

集S，根据S中每一条数据si与其他数据sj之间的共位关系将整个数据集S划分为m个分组Sj。

2.遍历全部分组，对于每一个分组Sj，根据其中每一条数据sk与其他数据st之间的共形结构

关系，将Sj中的数据进一步划分为k个子分组，每个子分组内部的数据具有相同的共形结

构。

[0045] 整个方法的流程图如图1；

[0046] 最终总体数据集S将划分为如下形式：S＝{[(s1,s2,s3…st11)1,(s1,s2,s3…st12)2…

(s1,s2,s3…st1k1)k1]1；[(s1,s2,s3…st21)1,(s1,s2,s3…st22)2…(s1,s2,s3…st2k2)k2]2；[(s1,

s2,s3…st31)1,(s1,s2,s3…st32)2…(s1,s2,s3…st3k3)k3]3….[(s1,s2,s3…stm1)1,(s1,s2,s3…

stm2)2…(s1,s2,s3…stmkm)km]m}。其中[ ]t代表一个分组，t代表分组编号,( )k代表分组当中

的子分组，k代表子分组编号，Stij代表子分组中的一条数据，i代表这条数据分组的编号，j

代表子分组的编号，tij代表该子分组的数据个数。

[0047] 图2是地理信息进行基于共位结构叠加过程的实例展示图。对于原始9条数据，首

先根据空间共位关系，将其划分为四个分组，分组1＝[记录1，记录2，记录6]，分组2＝[记录

3，记录4，记录5],分组3＝[记录7，记录8],分组4＝[记录9]，然后对于每一个分组，对其中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07808012 B

6



的记录根据其信息的共形结构进行分组，得到最终叠加的分组，分组1＝[(记录1)，(记录2，

记录6)]，分组2＝[(记录3)，(记录4，记录5)],分组3＝[(记录7，记录8)],分组4＝[(记录

9)]。最后将各个子分组叠加形成新的记录。

[0048] 应当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

而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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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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