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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快速+高效和低成本地建立与更新小城镇基础空间数据库!是建立小城镇建设规划管理

信息系统! 实现小城镇规划建设管理信息化的关键) 本文提出了基于 $4>:? 分辨率的 @6ABCADE
遥感影像进行屏幕矢量化的方式!同时综合历史规划设计资料和工程测量资料!建立小城镇基础

空间数据库的技术方案!并以北京顺义区后沙峪镇基础空间数据库建设为例!证明了方案的可行

性和有效性)

G H I"小城镇* 空间数据库* 快鸟影像

JKLMN" &!$F; &!"%

: 引 言

近 !$ 年来!中国的小城镇以迅猛之势发展!据统计!从 :<<$ 到 !$$: 年!小城镇增加了

F $$$ 多个) 为了规范和引导其健康有序地发展!建设部决定在小城镇规划和建设中推广信

息化管理)在中国小城镇管理的信息化过程中!小城镇空间数据库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组成

部分) 如果没有正确+完整+现实性强的空间数据库!小城镇的信息化管理就成了一句空话)
当前有多种数据建库技术!如工程测量技术+小比例尺航片GH.I 技术+纸图扫描矢量化技

术等) ’:(工程测量是理论模型和数学基础都非常完备的空间数据采集技术J:K!是最准确的

空间数据建库技术手段)但是工程测量的周期长!投资大!需要专业的测量队伍!多数地区缺

少专项投资建立测量队伍!保证空间数据的及时采集和更新) ’!(小比例尺遥感影像能反映

宏观的地物地貌的变化!许多研究用它们进行地物的变化分类评价J!!"K) 为了提高精度!人们

常用本地的测量图或规划设计图进行辅助判读!提高成果的精度)小比例尺航片反映不了街

区和建筑的变化信息!这些是小城镇管理必需的!因此这种技术并不适合于小城镇管理)’"(
许多设计院只提供纸质设计图!不提供相应的电子设计图!历史上的规划设计成果也都是纸

图!必须将其数字化整理后才能有效利用) 不同历史时段的纸图只覆盖管理范围的一部分!
各自规划设计的重点也不一样)用这种方法建库难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现实性)分析了各

种空间数据建库技术的优缺点后!本文第一部分对当前相关的新技术进行跟踪!然后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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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高分辨率的 #$%&’ (%)* 遥感影像的基础空间数据建库方法及其流程! 最后用试点

工程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和传统方法相比! 本技术放案充分利用了 +,-#.- 和

+/- 发展的最新成果!具有易于实施!建库速度快#建库成本低#数据库的时空分辨率高!数

据库更新维护简单等优点!能够集成城镇各个历史时期的规划设计成果"

! 空间数据建库的新发展

!"# !"#$%&’(
航天和传感技术的发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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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案" 它充分利用 "#$ 软件的多源数据集成能力#集成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高精度的

"%$ 数据以及历史上的规划设计数据$快速建立高质量的空间数据库% 技术流程见图 &"

图 & 空间数据建库技术流程

’()*& +,- ./01 2,345 50 67(/8 9:35(3/ 8353639-

!"# !"#
数据来源可以多种多样$包括大比例尺遥感影像&;<= 数据&"%$ 数据&各种工程测量

图&规划设计图和资料$以及一些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 !"$%&’
数据的预处理是指对图形和资料进行扫描&拼接和配准$具体为以下几个步骤!
> 根据需求购买城镇范围内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将它们拼成一幅完整的城镇影像图$

用 ?49(8 影像数据压缩方法压缩并存储起来’
> 用已有的工程测量数据或 "%$ 测量数据$对影像进行配准$该影像是空间数据建库

的基础’
> 整理和分析现有的城镇规划设计图$将图纸扫描并拼接起来’
> 将已有的 ;<= 图形拼接起来’
> 以配准后的影像为标准将各种 ;<= 数据和扫描后的图纸配准$至此完成数据的预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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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软件交互整理是人机交互的过程! 是一种半自动化的过程!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

骤"
"&"&’ 对 ()* 数据重新分类

充分利用城镇历次规划设计积累的 ()* 数据!对其进行重新整理和分类!可以节省大

量的时间和资金"参照#县市级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标准$和相关国家标准!本文提出了城镇

空间数据分类标准!见表 ’%

’ & ()*+,-./01

’()"& ’*+ ,-(../01/23 .4(25(65 70 .8(4/(- 7)9+,4. /2 47:2

"+"&! 批量处理

批量处理包括以下两种&
批量数据转换% 按照城镇规划用地标准对 ()* 数据进行批量转换% 例如!将 ()* 格式

的水系数据转换为 #$% 格式的数据!将 ()* 格式的建筑用地转换为 #$% 格式的数据等%
疑难数据处理%仔细分析 ()* 数据中的特殊数据如块’组合等!将它们转换为 #$% 格式

的数据"
"&"&" 屏幕矢量化

在高分辨率的影像上!道路’房屋边界清晰可见!可在影像上直接进行矢量化"这里分为

两种情况&,(()* 图上没有的!手工矢量化)-(()* 图上有!但和图像上不符合!对转进的

()* 数据进行编辑或删除!然后屏幕矢量化%
另外!如果用户只有规划设计图纸而没有 ()* 数据!用户可以对扫描后的图纸进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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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矢量化"通过简单的人机交互"快速将图纸上的各类地物分别提取到对应的图层中并保

存起来"不用经过 "#$ 转换和分类#对等高线进行矢量化时"用户只需在栅格图上点击确定

等高线的转折点和矢量化的方向"%&’()*+’ 自动跟踪和拟合等高线" 画出正确的等高线并

保存到等高线图层中#
,-,-. 属性数据挂接

属性数据挂接# 首先在空间对象的记录里输入对应属性纪录的编码" 然后通过人机交

互"批量转入属性数据#
,-,-/ 数据加工

数据加工#按照用户需求对感兴趣的空间数据进一步深加工"如对路网数据创建拓扑网

络"或对建筑进行专题图制作等"深入挖掘其中的信息#

!"# $%&!"#$
%&’()*+’ 01% 采用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将矢量$栅格$$23$415 等各种空间数据统一

集成管理"完全支持对象或对象关系型的数据存储结构# 用户存储数据时"可以将数据保存

到文本数据文件%%&’()*+’ %$6 或 3% 7""2%%&"也可以将数据保存到大型商业数据库中

%如 897":2"%;: %29<29"%=67%2"$3&# 文件型存储和数据库型的数据模型是统一的"
他们调入内存后的映像是一样的" 可以轻松地从一种存储模式转变为另一种存储模式#
%&’()*+’在数据存储方面做得比较完善"内在地支持多源数据无缝集成"可以将流行的标准

数据交换格式的文件转进来"也可以将 %&’()*+’ 的数据格式转换为流行的数据格式%详见

%&’()*+’ 网站&#

. 质量控制方案

在建库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误差"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方法降低和消除误差"才能

有效控制建库的质量"使基础空间数据库的可用性达到要求>?@A# 由于本技术方案的 01% 软件

先进"遥感数据源现实性好"分辨率高"并且是本地人员实施数据建库工作"从总体上保证了

数据库的质量#同时"针对每一种误差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从各方面减少了数据误差"使生产

成果满足了使用要求#

#"’ %&’()*
城镇空间数据建库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误差!%B&数据源现实性及误差"其中遥感影像

的时间$精度$质量最为关键# %C&纸质地图扫描后的空间纠正误差# %,&卫星影像$扫描地图

的空间配准误差# %.&手工矢量化误差# %/&影像判读误差# %D&属性误差#

#"( +,-./0
总体质量控制是从数据源的质量上和数据采集工具上进行选择和控制" 从根本上保证

建库质量!
E 采用分辨率高$现势性强$价格低廉的商用遥感影像F快鸟影像%;&GHI 6G)J&# 在高分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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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遥感影像上的地物和平常所见的地物差别不大! 对建库人员进行简单的培训就可投入

工作"
# 使用工程测量数据进行配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使用高精度的 $%& 数据进行配准"
# 使用 &’()*+,( $-& 软件作为空间数据建库软件"&’()*+,( 集成了当前 $-& 技术的最

新发展!易于操作和使用!实现了多源数据无缝集成#海量数据管理#精确编辑和智能捕捉技

术!可以保证空间数据编辑的精度和质量"
# 对本地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成为空间数据库建设和维护的主力" 本地人员对城镇范

围内的地物非常熟悉!让本地人员建库!可以大大减少航片判读培训的时间!提高属性数据

采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并使空间数据的定期更新得到保障"

!"# !"#$%&
针对每一种误差类型!确定相应的误差减少或消除的控制方案!从每一个细节上提高数

据质量"
./"01 数据源现势性及误差"

采用最近获取的遥感影像数据#$%& 数据或工程测量数据根本解决数据源现势性"商用

遥感影像在出售时已经做好图像拼接!初步进行了辐射和几何校正!符合使用要求" 以后有

条件的城镇可以用 $%& 测量设备即时测量控制点坐标!或向相关的测绘部门索取一些控制

点数据!保证配准的精度"
.0"0! 纸质地图扫描后的空间校正误差"

由于纸张变形!纸质地图扫描后误差较大!故采用 12 点二次仿射变换进行校正" 12 点

选择为 . 个图廓点!1! 个道路交叉点或大型建筑角点" 校正中误差控制在建库许可范围以

内"
.0"0" 345 图及控制点的空间配准误差"

首先是遥感影像和控制点的配准!遥感影像覆盖了城镇范围!配准工作量不大!应尽量

提高配准精度!345 拼接完毕后!分别从遥感影像上和 345 图上获取同名地物点!一般 6
个左右!对 345 图进行配准" 二者在空间上的偏差控制在建库许可范围以内!如达不到要

求!纠正过程可以反复进行多次"
.0"0. 影像判读误差"

主要表现为地物分类错误" 在判读前!应建立影像判读库!并让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考察

训练" 由于影像分辨率高!并且是本地人员进行判读!这方面的误差可以认为符合要求"
.0"07 数据采集误差"

数字化误差可以定义为数字化的线对于原图上线的偏差"另外!不同人员对地物要素的

表达程度会有所不同!即对制图综合的执行不同" 使用 &’()*+,( $-& 软件建立统一的数据

源#数据集和图层!并将多源数据集成起来!互相参照!可以降低误差到允许范围内"
.0"02 属性误差"

空间数据在属性方面存在着完整性与正确性问题"例如新建房屋!其位置可以由遥感影

像确定!但是权属需要调查才能知道"任用本地人员建库!在调查属性数据方面具有优势!易

于保证属性数据的正确性与完整性"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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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照图 # 的建库流程!后沙峪空间数据库建设经历以下几个步骤"
## 人员培训$ 技术人员首先参加 $%&’()*& +’,-.(/ 培训!培训后他们能够对影像进行

配准!对 01+ 图进行配准!对遥感影像进行正确判读和手工矢量化$
!% 数据源准备和预处理&购买 2%34- 53(6!索取控制点信息!然后配准’将 7" 幅 01+ 地

形图拼接起来!和遥感影像配准’将各规划设计图扫描进来!和遥感影像配准&
"% 批量数据转入& 将道路%房屋%水系等空间对象集转入到 89$ 数据库相应的数据集

里!通过 $%&’()*& +’,-.(/ 查询提取点数据集%线数据集%多边形数据集!去掉 01+ 中多余

的信息&
:% 复杂对象转入& 如控制点在 01+ 图中用圆;<1=0< 填充表示! 利用 $%&’()*&

+’,-.(/ 对圆和 <1=0< 进行自动拓扑!提取质点中心!生成点数据集&
7% 屏幕矢量化& 将转进后的数据和遥感影像及规划设计图进行比较!在空白处判读遥

感影像!分清属于哪一类空间对象!然后屏幕矢量化创建数据’如果转进的数据不能反映最

近的变化!应对数据进行编辑甚至删除!重新矢量化产生数据&
>% 属性数据输入& 在空间数据集里建好属性字段(如房屋编号字段)!然后选好要转入

的属性数据文件(如房屋权属文件?户主@)+5)!批量转入其他属性数据!如果属性数据缺

失!立即调查补充$
A% 数据加工$ 首先给各种数据集赋予颜色%符号%线型和填充类型!之后基于属性数据!

根据需要制作各种专题图$

!"! %&
按照上面提出的建库方法!后沙峪镇的两名技术人员在两个星期内即完成了空间数据

建库工作!时间短%成本低!完全符合城镇综合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要求!见图 !$

图 ! 建成后的空间数据库!利用 $%&’()*& +’,-&(/ 集成小区规划图

B3C@! =D’ E3F3,D’6 ,&*G3*H 6*G*I*,’!JD34D 3FG’C(*G’, GD’ K*& /E 4/KK%F3GL &H*FF3FC
IL $%&’()*& +’,-&(/ ,/E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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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2& $3 -43$(50*-$4-60*-$4 -/ *+& 1$/* $3 ,7-28-4. *+& /90*-02 80*0,0/&)
%+-1+ 5$/* $3 *$%4/ 1044$* 033$(8: ;$( *+-/ 9($,2&5) ,< 2-4=-4. +-.+>(&/$27*-$4 (&5$*& /&4/-4.
80*0) ?79&(@09 AB?) 048 AC?) *+-/ 909&( 9($9$/&/ 0 %$(=0,2& /$27*-$4:

D7-1= E-(8 B50.& $3 *$%4/) 8-.-*-6&8 /7(’&<&8 509/ 048 92044&8 509/) 048 FGH 80*0 0(&
0’0-20,2& 3$( *+-/ 97(9$/&: ;-(/*2<) FGH 80*0 -/ &I*(01*&8 048 (&120//-3-&8 -4*$ 20<&(/ 011$(8-4.
*$ J048 K/& C2044-4. H0*0,0/& ?*0480(8 3$( F$74*<L -3 FGH 80*0 -/ 4$* 0’0-20,2&) 509/ 104 ,&
1+04.&8 -4*$ ’&1*$( 048 *+&4 120//-3-&8 -4*$ 8-33&(&4* 20<&(/:

M&I*) D7-1= E-(8 B50.& -/ 7/&8 *$ 1$592&5&4* 048 05&48 *+& 20<&(/) *+0* -/) *$ 1$5>
92&5&4* /$5&%+&(& -3 -* -/ /*-22 ,204= 048 *$ 7980*& /$5&%+&(& -3 -* 02(&08<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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