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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onoi动态空间数据模型》

前言

空间数据模型是关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数据组织和空间数据库设计的基础理论，由概念数据
模型、逻辑数据模型和物理数据模型组成。其概念数据模型主要分为基于目标的矢量数据模型
（object-based vector-data model）和连续铺盖数据模型（tessellation-based data model）。前者是把现实
世界的地理空间实体抽象地看作是点、线、面、体空间目标，显式地表达这些目标及部分空间关系（
如相邻、包含、连通等）；而后者是把整个空间用规则或不规则的铺盖（如方格、三角形、六角形
、Voronoi图等）覆盖，用一组铺盖单元记录或表达每一个地理实体的空间分布，并隐含地表达地理实
体间的空间关系。对于Voronoi图空间铺盖来说，其是将诸多地理空间实体作为生长目标，按距每一目
标最近原则，将整个连续空间剖分为若干个Voronoi区（Voronoi polygon），每一个Voronoi区只包含
一个生长目标。换言之，在Voronoi图中地理空间实体与Voronoi区一一对应，兼具了矢量数据模型和
连续铺盖模型的基本特点，提供了诸如势力范围（influence region）、侧向邻近（1ater。al adjacency）
、局域动态（10cal and dynamic）等重要特性，因而成为GIS空间数据建模和分析的一种重要工具。80
年代后期，加拿大Laval大学C.M.Gold教授等率先将Voronoi图用于研究GIS动态空间数据模型。迄今为
止，国际上对Voronoi动态空间数据模型的研究方兴未艾，主要研究热点包括基于Voronoi图的空间认
知与空间建模，基于’Voronoi图的空间关系描述、表达和推断，基于Voronoi图的空间分析，Voronoi
图的动态生成算法，Voronoi动态GIS的基本结构和空间数据动态存取方法等。本书作者及其研究小组
从1992年起开始了Voronoi动态空间数据模型的研究，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跨学部
重点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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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Voronoi动态空间数据模型》内容简介：空间数据模型是关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数据组织和
空间数据库设计的基础理论，由概念数据模型、逻辑数据模型和物理数据模型组成。其概念数据模型
主要分为基于目标的矢量数据模型（object-based vector-data model）和连续铺盖数据模型
（tessellation-based data model）。前者是把现实世界的地理空间实体抽象地看作是点、线、面、体空间
目标，显式地表达这些目标及部分空间关系（如相邻、包含、连通等）；而后者是把整个空间用规则
或不规则的铺盖（如方格、三角形、六角形、Voronoi图等）覆盖，用一组铺盖单元记录或表达每一个
地理实体的空间分布，并隐含地表达地理实体间的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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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是一种专门用于采集、存储、管理、
分析和表达空间数据的信息系统。其既是表示、模拟现实空间世界和进行空间数据处理分析的工具，
也可看作是人们用于解决空间问题的“资源”，同时还是一门关于空间信息处理分析的“科学技术，
，[陈述彭，1991年何建邦，钟耳顺，1993；陈军，1995。就其“工具”特性来说，GIS为人们采用数
字形式表示和分析现实空间世界提供了一系列空间操作和分析方法，包括综合地存储管理人们研究和
解决空间问题所需的各种空间数据I根据用户的要求，查询检索有关的空间分布信息，进行各种统计量
算、列表制图；根据规划、管理、生产的需要，进行多因素的综合研究、决策方案的模拟优化等。
在GIS提供的空间数据输入、数据库管理、查询检索、分析、显示输出、联网分发等诸多功能中，空
间数据库管理系统是按一定方式组织和存储管理空间数据，具有较高的程序和数据独立性，能以较少
的重复为多个用户或应用程序服务，因而是整个GIS的核心[Laurini and。Thompson，1992]。“资源”
特性是指一个具体应用部门设计和建立的GIS将单一分散的数据资料积累集成起来，成为研究和解决
本部门（或本单位）的空间问题所必须的综合信息资源，亦可用于为社会服务。例如，国家测绘局建
立的1：100万、1：25万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构成了国家基础地理信息资源[杨凯，1997]。从“科学技
术”属性的角度看，GIS主要是研究现实世界空间实体及其相互间关系的描述和表达，以及在计算机
环境下的空间数据组织、存取、分析、可视化，应用系统的设计、数据集成和业务化运作等[Wor-boy
，1995]。在1970-1990的20年里，国内外GIS的发展都主要是靠“应用驱动”和“技术导引”[徐冠华
，1998]。为了给GIS应用与产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1990年以来国际学术界加强了对GIS基础
理论问题的研究，研究重点包括空间关系、空间数据模型、空间认知、空间推理、地理信息机理（产
生、施效和人机作用等）、地理信息不确定性等[NCGIA，1989；李德仁，1996]。其中空间数据模型
是关于GIS中空间数据组织的概念和方法，反映现实世界中空间实体（spatial entity）及其相互之间的联
系，是描述GIS空间数据组织和进行空间数据库设计的理论基础[陈军，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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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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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干练易懂，适合初学者
2、陈掌门的秘籍，只有心法，没有招式，我们练不了
3、挺好的终于到了，盼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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