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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飞行器可视导航中复杂空地环境时空要素统一、精准和高效表示的难题，提出面向飞 行 器 可 视 导 航 的 复 杂

空地环境动态三维表示的ＧＩＳ数据模型和相应的时空数据存 储 结 构，并 用 ＵＭＬ图 进 行 描 述。该 模 型 综 合 考 虑 了 复 杂

空地环境要素多维、动态、边界模糊等特点，刻画多维动态时空数据在空间、时间、尺度和语 义４个 方 面 的 特 征 及 其 相 互

关系，有利于复杂机场环境时空数据的综合分析，支撑飞行路径的动态优化选择。以某机场 空 地 环 境 的 模 拟 数 据 为 例，

仿真验证该模型的实用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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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飞行器可视导航是一种将综合视觉、飞 行 和

空管技术有机结合的新型导航方法，需要综合考

虑复杂地形、气象和电磁环境，融合实时的飞行器

导航传感器数据、多谱段环境传感器数据和地形

地物等信息，实现终端区环境信息精准的统一表

示。影响可视导航的环境要素包括地形、建筑物、

植被等地面要素以及气温场、气压场、湿度场、风

场、云、雷暴、气团等大气环境要素和电磁场，这些

环境要素具有不同的物理性质，其空间尺度和时

间变化尺度跨度大并且相互影响。要规避各种危

险，必须要透彻感知飞行器周围环境。因此机场

终端区环境高效高精度的动态三维表示成为飞行

器可视导航的重要前提。

在ＧＩＳ领域，气象和电磁场等多维时空现象

主要当做场景特效，重可视化效果而轻高精度的

分析应用。在气象和电磁环境各专业领域内，以

大气运动［１－２］、天 气 现 象［３－８］以 及 自 然 景 观［９－１０］等

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宏观和微观的大气运动模

拟及其可视化。

在电磁波、信号仿真等领域，以局部有限边界

的电 磁 场 为 主 要 对 象，研 究 电 磁 环 境 的 拟 合、仿

真、数值计算和可视化等。在电磁环境三维网格

消隐、实体显示、三维场等值着色等表现方面研究

较多［１１－１９］。但 仅 有 少 数 对 电 磁 传 播 有 明 显 影 响

的环境要素被建模和表达，缺乏对机场终端区这

一特殊区域电磁场的大范围集成表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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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行器安全进近环 境 可 视 导 航 领 域［２０－２１］，

也还缺乏对机场终端区空地环境数字化表达的系

统研究。国际上，美国ＮＡＳＡ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就开 始 发 展ＳＶＳ，工 业 界 例 如 Ｒｏｃｋｗｅｌｌ－Ｃｏｌｌｉｎｓ
公司已 经 推 出 了 一 些 投 入 使 用 的 商 业 产 品。但

是，目前的研究成果仍然是以地形模拟叠加抽象

符号为主，还没有气象、电磁环境要素的一体化表

示成果［２２］。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分散在不同的学科领域、

孤立地开展，还缺乏对机场终端区环境统一表示

的系统研究。而空地环境信息分散应用使得导航

决策等需要的信息繁杂、尤其是位置信息和情景

意识很弱、决策时间很长，因此急需关于复杂大气

和电磁等多维连续分布现象及其与地形地貌集成

的系统研究。

２　复 杂 空 地 环 境 动 态 三 维 表 示 的 概 念

模型

　　针对飞行导航决策对复杂空地环境数据高效

组织管理和高性能多维可视化分析的需求，首先

要建立机场终端区复杂环境要素的几何模型、物

理模型和过程模型的集成表示，将多源异构信息

有机融合到统一的时空框架内，并提供高效精准

的时空分析，其概念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机场终端区复杂空地环境统一表示的概念模型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复杂空地环境的动态三维表示模型是在统一

的时空框架下，一种可计算、可推理和可全息感知

的机场终端区复杂空地环境信息模型。从图１中

可见，复杂空地环境动态三维表示模型包含四个

方面的内容：空地一体化的时空数据模型；多源异

构信息融合；复杂时空现象耦合；复杂空地环境信

息可视化表达，相互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研究内容及其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２．１　空地一体化的时空数据模型

机场终端区空地环境要素包括地形 地 物、气

象环境、电磁环境和危险目标。针对这些环境要

素种类众多、分布范围广且动态变化的特点，一体

化的时空数据模型包括这些对象的几何模型、物

理模型以及反映其演变规律的过程模型。与传统

三维ＧＩＳ数据模型相比，需要发展矢量与标量结

合、表面与实体结合、动态与静态结合、离散与连

续结合的一体化数据模型和数据结构。

２．２　多源异构信息融合

机场终端区复杂地空环境下的多平台多传感

器数据在表示方法、时空基准、精度、时空尺度等

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多源信息的有机融合与无缝

集成成为关键问题之一。多源异构信息融合包含

两个方面的含义：语法上，多源信息统一的时空基

准、尺 度 转 换、配 准，以 及 误 差 传 播 规 律 等；语 义

上，多源数据专题语义分类众多，不同语义细节层

次尺度不一，各种动态现象时空过程语义及其关

系语义复杂，对多分辨率语义、过程语义、关系语

义的统一描述。

２．３　复杂时空现象耦合

本文的时 空 现 象 耦 合 是 指 机 场 终 端 区 的 气

象、电磁、地形地物等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状态和

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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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主要指要素间的相互影响使其中一种要素

的强弱、方向、分布等发生了改变，如复杂地形与

低空风场的耦合，机场建筑与电磁场的耦合等。

２．４　复杂空地环境信息的可视化表达

机场终端 区 环 境 的 可 视 化 表 达 包 含３个 层

次：① 对直观可见、边界明确的环境要素的可视

化表达，如机场周边地形、建筑、跑道 等；② 对 时

空连续分布、不可见但对飞行器安全导航有直接

或间接影响的环境要素的可视化表达，如气温、风
场、电磁场等；③ 对时空分布连续且渐变、具有生

命周期过程的环境要素的可视化表达，如积雨云、
风切变、沙尘暴等，需要着重表达其生命周期的过

程语义。特别是空地环境要素信息量大且动态演

变，需要考虑在有限载荷条件下保证关键信息的

清晰、可信表达，实现空地一体化、要素综合化、表
现直观化的自适应多维动态可视化。

３　复杂 空 地 环 境 动 态 三 维 表 示 的ＧＩＳ数

据模型

　　根据机场终端区复杂空地环境统一表示的概

念模型，面向飞行器导航需要解决不同专题要素

的精准的空间位置、专业的物理模型、连续的时空

变化３个层次的统一表达问题。本文建立如图３
所示的动态三维ＧＩＳ数据模型。

图３　机场终端区空地环境统一表示的动态三维ＧＩＳ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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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几何层

几何层界定了空地环境要素的空间界限和精

确位置，是多维时空信息集成的基础。空间对象

抽象为点、线、面、体４大类，并根据不同要素的分

布、形态等特 征 将 这 四 类 对 象 分 为 若 干 子 类［２３］。
如图４所示，复杂空地环境中的点、线、面要素与

静态三维场景中的点、线、面要素的几何形态和空

间分 布 类 似，其 特 别 之 处 在 于 大 气、电 磁 等 可 进

入、可剖分的动态场的存在，因此体对象不仅能够

描述参数曲面、简单面等面对象所构成的三维实

体及其复合体，还要包括不同体素所组成的对象。
体素由四面体对象 （Ｃ３ＤＴｅｔｒａｈｅｄｒｏｎ）、立方体对

象（Ｃ３ＤＣｕｂｅ）组 成，支 持 空 地 环 境 中 形 状 不 规

则、边界模糊的场要素的任意剖分和可视化分析。
动态对象变化过程的几何描述是确定其动态几何

边界（Ｃ３ＤＤｙｎａｍａｔ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ｙ）以 及 边 界 内 每 个

点的空间轨迹（Ｃ３ＤＤｙｎａｍａｔｉｃＴｒａ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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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复杂空地环境几何数据模型的ＵＭＬ结构

Ｆｉｇ．４　ＵＭ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

３．２　物理层

针对复杂空地环境中连续动态变化的大气和

电磁环境要素的物理性质不同，可分为标量属性、
矢量属性和张量属性，分别对应于标量场、矢量场

和张量场［２４］。

３．３　时态层

环境要素的离散时态特征决定于其几何属性

和物理属性，其中既包括了离散的、具有明确边界

的单个实体，如地形、地物等，也包括了空间连续

变化的、边 界 不 明 晰 的 对 象，如 气 温、电 磁 场 等。
本文将连续动态变化对象的时态特征归纳为状态

和过程。时间的密度特征体现为３种模型：离散

模型、紧凑模 型 和 连 续 模 型［２３］，针 对 复 杂 空 地 环

境中动态对象连续渐变的特点，本文所研究的时

间域属于连续模型，即时间与实数同构，每个实数

对应时间上的一个点。状态和过程是时间域中的

一对基本概念，一个动态对象在其生命周期里的

某个时间切片称为状态，整个生命周期或其中的

任意一段称为过程。
定义１：动 态 对 象 的 生 命 周 期Ｔ＝［ｔ０，ｔｎ］，

ＴＲ是场的时间域，对于任意一个时刻ｔｉ∈Ｔ的

三元函数Ｆ＝ｆ（ｘ，ｙ，ｚ，ｔｉ），称 为 动 态 对 象 在ｔｉ
时刻的状态。

定义２：动 态 对 象 的 生 命 周 期Ｔ＝［ｔ０，ｔｎ］，

ＴＲ是场的时间域，对于任意一个时间域［ｔｉ，ｔｊ］

Ｔ的四元函数Ｆ＝ｆ（ｘ，ｙ，ｚ，ｔ）（ｔ∈［ｔｉ，ｔｊ］），称
为动态对象在时间域［ｔｉ，ｔｊ］内的过程。

从以上两个定义可以看出动态对象的状态和

过程分别是关于空间位置、时间的三元函数和四

元函数。由于观测数据和预报数据的时空分辨率

的限制，要得到生命周期内任意时刻的状态或任

意时间域的过程，则需要通过函数拟合和内插来

实现。
空地环境中动态对象采用如图５所示的存储

结构。在该结构中，动态对象由几何对象（Ｇｅｏｍ－
ｅｔｒｙＯｂｊｅｃｔ）和状 态 对 象（ＳｔａｔｅＯｂｊｅｃｔ）聚 合 而 成，
状态对象通过过程Ｉ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Ｄ）和所属过程对

象（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ｂｊｅｃｔ）相 关 联。几 何 对 象 存 储 动 态

对象的空间位置和几何形态。状态对象通过顶点

索引和几何对象关联，存储物理场的类型、数值、
语义等信息，其中ＣａｕｓａｌＳｔａｔｅＩＤ、Ｓｅｑｕ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ＩＤ
和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ＩＤ分别表示与该状态对象存在因

果关系和关联关系的状态对象ＩＤ数组。过程对

象存储当前状态所属的过程信息和过程语义。这

个存储结构中，空间、时间和场语义决定唯一状态

对象，一个状态对象就是过程对象中的一个时间

切片，过程对象则是相同语义、不同时间的状态对

象的 集 合。图６为 一 个 生 命 周 期 中 过 程 对 象 的

ＵＭＬ模型，过程对象由状态对象聚合而成，并与

变化 驱 动 对 象（ＣｈａｎｇｅＤｒｉｖｅｒ）和 关 系 准 则 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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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来表示过程对象的变化特征和 耦

合特征。

图５　动态对象存储结构

Ｆｉｇ．５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ｓ

图６　过程对象ＵＭＬ模型

Ｆｉｇ．６　ＵＭ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ｂｊｅｃｔｓ

３．４　语义层

复杂空地环境统一表示的概念模型中的语义

层包括专题语义、空间语义和时间过程语义。专

题语义涵盖了空地环境中地形地物（如机场建筑、
地形等）、大气环境（如风场、气压场、积雨云等）、
电磁环境（如场强、频率的分布等）和威胁目标（如
地面入侵物、飞行器、鸟群等）及其相互关系等方

面的语义。空间语义主要包括空间的结构、拓扑、
方向和度量等，是描述各专题语义之间或专题语

义内部的空间关系和进行空间分析的主要手段。
对于大气、电磁等专题语义中的动态环境要素，则
将其生命周期的时间过程语义划分为产生、扩展、

稳定、削弱、消亡５个阶段，即５个子过程。过程

语义与专题语义通过事件关联。事件是引起时空

对象状态发生变化的原因，时空对象在其生命周

期内的变化正是在事件的驱动下由一个状态变化

到另一个状态。时空对象生命周期的过程语义只

有通过事件的抽象描述与表达，并且与专题语义

相关联，才能够反映出动态环境要素变化过程背

后的物理本质及其对飞行器可视导航的影响。

４　试验分析与结论

本文以ＮｅｔＣＤＦ数据为 大 气 环 境 数 据 源，以

模拟的雷达电磁波和机场中尺度的电磁数据为电

磁环境数据源，描述机场动态三维空地环境的可

视化模型。试验的设计围绕本文提出的机场终端

区空地环境模型的４个层次展开，即几何、物理、
时态和语义。

如图７所示。该试验场景包括４大类几何对

象：点对象（电磁场分布）、线对象（参与构建面对

象）、面对象（地形、雷达波球面）、体对象（云体）。
以试验场景中的积雨云模型中的云量模型和动力

学为例，云量的大小、分布是标量场模型，通过对

大气环境数据的分析来建立。因为云不仅由水蒸

气组成，还 有 云 水、雨 水、冰 晶、霰、雹 等，对 应 着

ＮｅｔＣＤＦ数 据 中 的 Ｑｃｌｏｕｄ、Ｑｇｒａｕｐ、Ｑｉｃｅ、Ｑｒａｉｎ、

Ｑｓｎｏｗ等各项数据，进而得到云量值。云的动态

变化 是 矢 量 场 模 型，通 过 计 算 流 体 力 学 中 的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计算得到（如表１所示）。

图７　空地环境一体化几何模型

Ｆｉｇ．７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

根据时态 模 型 生 命 周 期 中 状 态 和 过 程 的 概

念，试验以某机场进近空 域２０１１－０４－２０Ｔ１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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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４－２１Ｔ１２：００这１８ｈ内 三 维 动 态 云 数 据 为

例，时间分辨率为１ｈ，网格为２５×２５×４０，图８中

显示的是其中３个时刻的三维云动态变化结果。

表１　物理模型

Ｔａｂ．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模型名称 模型类型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云
模
型

云量模型 标量场
Ｑｃｌｏｕｄ、Ｑｇｒａｕｐ、
Ｑｉｃｅ、Ｑｒａｉｎ、Ｑｓｎｏｗ

Ｑｃｌｏｕｄｉｎｅｓｓ
（云量）

云的动力
学模型

矢量场
ｐ（压 力）、ρ（密 度）、
Ｖ（速度矢量）、Ｆ（外
力矢量）

ｕ、ｖ、ｗ
（速度场）

如图８所描述的是积雨云生命周期中的３个

状态，这３个状态处于过程语义中的“扩展阶段”

和“稳定 阶 段”。空 间 语 义 的 表 达 依 赖 于 空 间 尺

度，以电磁环境为例，在进近的初始阶段，飞行器

高度较高，离机场和地面较远，电磁环境不如低空

复杂，在此大尺度下更加关注宏观的电磁环境（如
机载雷达波、地 面 雷 达 波）建 模 及 其 对 飞 行 器 导

航、通信的影 响（图９（ａ））。而 在 进 近 着 陆 阶 段，

离机场、地面的距离更近，各种介质散射体更加复

杂多样，在此小尺度下则更加关注机场终端区的电

磁场的分布和传播，图９（ｂ）中电磁场信息表现为

离散格网点上的３个量：频率、场强的大小和场强

的方向，分别用箭头的灰度、长度和方向来表示。

图８　动态对象的时态模型

Ｆｉｇ．８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图９　不同尺度下的语义模型

Ｆｉｇ．９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

复杂空地环境模型的可计算与可推理特点体

现在为飞行 路 径 的 自 主 优 化 决 策 服 务。如 图１０
所示，通过实时集成飞行器雷达探测到航路前方

的积雨云信 息（图１０（ａ）），根 据 云 的 动 力 学 模 型

和热力学模型模拟计算出它的移动路径、扩散范

围和云体内部环境参数，并结合航路信息对三维

云体进行多维剖分，可计算出飞行器航路上经过

的三维云体的 体 素（图１０（ｂ）），根 据 图５动 态 对

象的数据结构，每个体素对应于一个动态对象存

储结构表（表２）。通过对表中的存储信息进行综

合分析计算，进而判断飞行器在云中飞行是否会遇

到积冰等威胁，以便及时调整航线，保障飞行安全。

表２　三维动态云的体素信息存储表

Ｔａｂ．２　Ｖｏｘｅ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３Ｄｃｌｏｕｄ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Ｄ　 ２２　４６９ …

Ｓｔａｔｅ　ＩＤ　 ３ …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Ｄ　 ２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１８：００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３８９８，３９４０，６７１２） …

Ｈｅｉｇｈｔ　 ６７１２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１８３ …

Ｑｃｌｏｕｄｉｎｅｓｓ　 ０．７７１ …

Ｑｌｉｑｕｉｄｗａｔｅｒ　 ２５９．４４７ …

复杂空地环境统一表示模型作为机场终端区

物理环境在计算机中的一种数值映射，是飞行器

可视导航的基础，本文将地形地物、电磁、气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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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集成到统一的时空框架下，建立面向飞行器导

航的复杂空地环境动态三维表示模型，准确刻画

了空地环境要素的时空变化及其相互影响，进一

步研究将基于此模型，发展高效的数据组织管理

与可视化分析方法，支持多源多尺度景象鲁棒匹

配与可信导航视场下的进近优化。

图１０　基于专题语义分析的导航决策

Ｆｉｇ．１０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参考文献：

［１］　ＺＨＡＯ　Ｗｅｉ，ＬＩＮ　Ｂａｏｊｉａ，ＷＵ　Ｌｕ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ＩＳ　ｗｉｔｈ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２６（５）：２７－２９．（赵伟，林报嘉，邬伦．

ＧＩＳ与大气环 境 模 型 集 成 研 究 与 实 践［Ｊ］．环 境 科 学 与 技

术，２００３，２６（５）：２７－２９．）

［２］　ＷＡＮＧ　Ｐｅｎｇ，ＸＵ　Ｑｉｎｇ，ＬＩ　Ｊｉａｎｓｈｅｎｇ．３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ａｒ－ｅａｒｔｈ　Ｓｐａ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１７
（１２）：２９５７－２９６０．（王鹏，徐青，李建胜．近地空间环境要素

三维建模与 可 视 化 仿 真 研 究［Ｊ］．系 统 仿 真 学 报，２００５，１７
（１２）：２９５７－２９６０．）

［３］　ＬＩＵ　Ｓ　Ｇ，ＷＡＮＧ　Ｚ　Ｙ，ＧＯＮＧ　Ｚ，ｅｔ　ａｌ．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ｏｒｎａｄｏ［Ｊ］．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２００７，２３（８）：５５９－

５６７．
［４］　ＤＯＢＡＳＨＩ　Ｙ，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Ｔ，ＮＩＳＨＩＴＡ　Ｔ．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ｓｃａｌｅ　Ｃｌｏｕｄ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Ｇｅｎｅｖａ：［ｓ．

ｎ．］，２００６：４３－５２．

［５］　ＳＨＥＮ　Ｚｈｅｎｙｕ，ＦＡＮ　Ｙｉｎ，ＴＡＯ　Ｌｉｊｕ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ｎ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１８（Ｓｕｐｐｌ．１）：３２８－３３２．（沈 震 宇，

范茵，陶俐君．可 视 化 技 术 在 气 象 数 据 场 分 析 中 的 运 用

［Ｊ］．系统仿真学报，２００６，１８（Ｓｕｐｐｌ．１）：３２８－３３２．）

［６］　ＰＥＴＥＲ　Ｋ．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３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ａｔａ［Ｄ］．Ｗｅｓｔ　Ｌａｆａｙｅｔｔｅ：Ｐｕｒｄｕ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
［７］　ＬＩ　Ｘｕｄｏｎｇ，ＳＵＮ　Ｊｉｚｈｏｕ，ＺＨＡＮＧ　Ｋａｉ．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ｓｉｎｇ　ＡＶ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９，４２（４）：３５７－３６１．（李 旭 东，孙 济

洲，张凯．基于 ＡＶＳ／Ｅｘｐｒｅｓｓ的 气 象 数 据 可 视 化 系 统［Ｊ］．

天津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４２（４）：３５７－３６１．）

［８］　ＸＵＥ　Ｃｕｎｊｉｎ，ＺＨＯＵ　Ｃｈｅｎｇｈｕ，ＳＵ　Ｆｅｎｚｈｅｎ，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ｄａｅｔｉｃａ　ｅｔ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３９（１），９５－１０１．
（薛存金，周成虎，苏奋振，等．面向过程的时空 数 据 模 型 研

究［Ｊ］．测绘学报，２０１０，３９（１），９５－１０１．）

［９］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ｂ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Ｄ］．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６．
（王长波．基 于 物 理 模 型 的 自 然 景 物 真 实 感 绘 制［Ｄ］．杭

州：浙江大学，２００６．）

［１０］　ＬＩＵ　Ｓｈｉｇｕａｎｇ．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ａ［Ｄ］．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刘世

光．大气现象的真实感建模 及 绘 制 技 术 研 究［Ｄ］．杭 州：浙

江大学，２００７．）

［１１］　ＸＩＡＯ　Ｈｅ，ＨＥ　Ｍｉｎｇｙｕｎ，ＢＡＩ　Ｚ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ｅｔ　ａｌ．３ＤＶｉｓｕ－

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ｋｉｔ［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７，２７（１１）：２７７３－

２７７５．（肖何，何明耘，白 忠 建，等．基 于 ＶＴＫ的 电 磁 场 三

维可视 化 研 究 及 实 现［Ｊ］．计 算 机 应 用，２００７，２７（１１）：

２７７３－２７７５．）

［１２］　ＺＨＯＵ　Ｑｉａｏ，ＣＨＥＮ　Ｊｉｎｇｗｅｉ，ＬＩ　Ｊｉａｎｓ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３Ｄ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３４（９）：２４８－２５０．（周

桥，陈景伟，李建胜，等．电磁环 境 三 维 可 视 化 技 术［Ｊ］．计

算机工程，２００８，３４（９）：２４８－２５０．）

［１３］　ＴＥＮＧ　Ｙｕｎｆｅｉ．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Ｄａｔａ　ｉｎ　Ｗａｒ－ｆｉｅｌｄ ［Ｄ］．Ｗｕｈａｎ：Ｈｕａ－

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滕云

飞．战场环境电磁场数据可视化系统研究［Ｄ］．武汉：华中

科技大学，２００６．）

［１４］　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ｑｉｎｇ，ＤＡＩ　Ｃｈｕａｎｊｉｎ，ＺＨＡＯ　Ｘｉｕｂｉｎ，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ｅｒｏｐｌａｎｅ［Ｊ］．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２００７，３７（２）：２０－２２．
（王永庆，戴传金，赵修斌，等．飞机进近着陆系统电磁环境

建模与仿真［Ｊ］．航空计算技术，２００７，３７（２）：２０－２２．）

［１５］　ＳＨＩＲＡＩ　Ｈ，ＳＡＴＯ　Ｒ，ＯＴＯＩ　Ｋ，ｅｔ　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Ｗａｖ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３ＤＳＢＲ　Ｍｅｔｈｏｄ［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ｒｉｎｏ：ＩＥＥＥ，２００７：１２９－１３２．

（下转第２０４页）

３８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Ｖｏｌ．４１Ｎｏ．２ＡＧＣＳ　 ｈｔｔｐ：∥ｘｂ．ｓｉｎｏｍａｐｓ．ｃｏｍ

［１５］　ＳＵＮ　Ｍｉｎｇｗｅ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ａｓｔ　ＤＯ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Ｗｕｈａｎ：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９．（孙明伟．正射影像 全 自 动 快 速 制 作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Ｄ］．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０９．）

［１６］　ＺＨＵ　Ｚｈａｎｌｉ．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ｓｉｎｇ　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

Ｘｉ’ａｎ：Ｘｉ’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朱 战 力．

数据结构：使 用Ｃ语 言［Ｍ］．西 安：西 安 交 通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４．）

（责任编辑：宋启凡）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２－１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１－０６－１２
第一作者简 介：袁 修 孝（１９６３—），男，博 士，教 授，博 士 生

导师，主要从事 航 空 航 天 遥 感 高 精 度 对 地 目 标 定 位 理 论

与方法、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几何处理。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ＹＵＡＮ　Ｘｉｕｘｉａｏ （１９６３—），ｍａｌｅ，Ｐｈ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
ｒ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Ｅ－ｍａｉｌ：ｙｕａｎｘｘ＠

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

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上接第１８３页）
［１６］　ＢＡＲＴＳＣＨ　Ｍ，ＣＬＥＭＥＮＳ　Ｍ，ＨＩＰＰＬＥＲ　Ｔ，ｅｔ　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Ｓ００１８－９４６４），２００１，３７（５）：

３６０４－３６０７．
［１７］　ＱＩＵ　Ｈａｎｇ，ＣＨＥＮ　Ｌｅｉｔｉｎｇ，ＪＩＭ　Ｘ　Ｃ．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３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Ｒａｄａｒ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２４（１）：

１０－１６．（邱航，陈雷霆，ＪＩＭ　Ｘ　Ｃ．一种基于混合采样的雷达

作用范围三维建模方法［Ｊ］．电 子 测 量 与 仪 器 学 报，２０１０，

２４（１）：１０－１６．）

［１８］　ＷＵ　Ｌｉｎｇｄａ，ＣＨＥＮ　Ｐｅｎｇ，ＹＡＮＧ　Ｃｈａｏ．３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ｄａｒ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０８，３０（８）：１４４８－１４５３．
（吴玲达，陈鹏，杨超．复 杂 环 境 影 响 下 三 维 雷 达 作 用 范 围

表现［Ｊ］．系 统 工 程 与 电 子 技 术，２００８，３０（８）：１４４８

－１４５３．）

［１９］　ＷＵ　Ｙｉｎｇｎｉａｎ，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ＺＨＡＮＧ　Ｌｉｆａｎｇ，ｅｔ　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２１（２０）：

６３３２－６３３８．（吴迎年，张霖，张利芳，等．电磁环境仿真与可

视化 研 究 综 述 ［Ｊ］．系 统 仿 真 学 报，２００９，２１（２０）：

６３３２－６３３８．）

［２０］　ＺＯＵ　Ｘｉｎｓｈｅｎｇ，ＬＩ　Ｃｈｕｎｗ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１８（５）：１２８６－１２８８．（邹 新 生，李 春 文．在 复 杂

大气条件下的飞机自动着陆控 制 器 设 计 与 仿 真［Ｊ］．系 统

仿真学报，２００６，２００６，１８（５）：１２８６－１２８８．）

［２１］　ＬＥＩ　Ｌｉｘｉｎｇ，ＦＡＮ　Ｘｉａｎｄｅ，ＸＵ　Ｚｈｅｎｚｈｏｎｇ．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Ｆｌｉｇｈ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Ｔｅｃｈ），２００９，

４９（７）：１０１９－１０２２．（雷励星，范贤德，徐振中．面向飞行模

拟的大气效果 实 时 绘 制 技 术［Ｊ］．清 华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版，２００９，４９（７）：１０１９－１０２２．）

［２２］　ＰＲＩＮＺＥＬ　Ｌ　Ｊ，ＫＲＡＭＥＲ　Ｌ　Ｊ．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２００９．
［２３］　ＺＨＵ　Ｑｉｎｇ，ＬＩ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ｅｔｉｎｇ，ｅｔ　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３Ｄ ＧＩ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Ｅｎｇｉｎｅ［Ｊ］．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３６（２）：１２７－１３２．（朱庆，李晓

明，张叶廷，等．一种高效的三维ＧＩＳ数据库引擎设计与实

现［Ｊ］．武 汉 大 学 学 报：信 息 科 学 版，２０１１，３６（２）：

１２７－１３２．）

［２４］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ｊｉｅ，ＹＵＡＮ　Ｋａｎｓｈｅｎｇ，ＹＵ　Ｚｈｕｏｙｕａｎ．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王 英 杰，袁 勘

省，余卓渊．多维动态地学信 息 可 视 化［Ｍ］．北 京：科 学 出

版社，２００３．）

（责任编辑：宋启凡）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６－２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１０
第一作者简介：谭笑（１９８０—），男，博士生，主要从事虚拟

地理环境，海洋ＧＩＳ研究。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ＴＡＮ　Ｘｉａｏ（１９８０—），ｍａｌｅ，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ｍａｊｏｒｓ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ＩＳ．

Ｅ－ｍａｉｌ：ｔａｌｋｌａｕｇｈ＠１６３．ｃｏｍ

４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