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MapGIS 地理数据库 

1.1 数据模型 

1.1.1 模型的概念层次 

MapGIS 空间数据模型的概念分 6 个层次：地理数据库、数据集、类、几何元素、几何

实体、坐标点，如图 1.1-1 所示。 

非空间实体被抽象为对象，空间实体被抽象为要素；相同类型的要素构成要素类；相同

类型的对象构成对象类；若干对象类或要素类组成要素数据集；若干要素数据集构成地理数

据库。 

要素在某个空间参照系中的几何特征被抽象为图形信息，图形信息由任意的点状、线状

或面状几何实体组成，几何实体通过几何坐标点表达。 

地理数据库

空间参照系 要素数据集 栅格数据集 域集 规则集

简单要素类 注记类 对象类 关系类 网络类

图形信息 属性信息

几何实体

坐标点
 

图 1.1-1MapGIS 空间数据模型概念层次 

1.1.2 模型的特点 

MapGIS 的空间数据模型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现象抽象为对象、关系和规则，各种行为

（操作）基于对象、关系和规则，模型更接近人类面向实体的思维方式。该模型还综合了面

向图形的空间数据模型的特点，使得模型表达能力强，广泛适应 GIS 的各种应用。该模型

具有以下特点： 



 

 

真正的面向地理实体，全面支持对象、类、子类型、关系、有效性规则、数据集、地理

数据库等概念。 

对象类型覆盖 GIS 和 CAD 对模型的双重要求，包括：要素类、对象类、关系类、注记

类、几何网络。 

简单要素类可描述任意几何复杂度的实体，如水系、道路等。 

完善的关系定义，可表达实体间的空间关系、拓扑关系和非空间关系。拓扑关系支持结

构表达方式和空间规则表达方式；完整地支持 3 类非空间关系，包括关联关系、继承关系(完

全继承或部分继承)、组合关系（聚集关系或组成关系）。 

支持关系多重性，包括 1-1、1-M、N-M。 

支持有效性规则的定义和维护，包括定义属性规则、关系规则、拓扑规则、边-边规则、

边-结点连接规则。 

支持多层次数据组织，包括地理数据库、数据集、数据包、类、图形元素，如图 1.1-2

所示。 

图形元素支持向量表示法和解析表示法，包括折线、圆、椭圆、弧、矩形、样条、bezier

曲线等形态，能够支持规划设计等应用领域。 



 

 

 

图 1.1-2MapGIS 面向实体的空间数据模 

1.2 系统特点 

1、分布式跨平台可拆卸的多层多级体系结构： 

 最新的第四代多层结构体系 

 具备完全支持“全球空间网格”能力 

  .net 和 j2ee 架构 

 分布式全组件化的跨平台系统 

 面向互连网的系统设计 

 面向“服务”的最新思想 

 基于 GML 的开放式接口 

 适应异构数据库的多级服务器协同工作环境 

2、面向地理实体的空间数据模型： 



 

 

 面向地理实体的抽象模型 

 可描述任意复杂度的空间特征和非空间特征的地理实体特征 

 完全表达空间、非空间、非空间的多重性、实体的空间共生性的关系 

 面向实体语义关系的操作 

 统一了 GIS 与 CAD 对模型要求的面向实体的信息可视化 

3、海量空间数据存储与管理： 

  TB 级的空间数据存储与处理能力 

 矢量、栅格、三维、影像四位一体的海量数据存储 

 异构数据库的多级服务器数据更新与同步 

 完全一致的存储无关的概念模型（文件系统或 RDBMS） 

 基于版本和数据锁的长事务解决机制 

 高效的空间索引（矩形索引、R 树索引、聚集索引、格网拼合索引、四叉树索引） 

4、时空处理： 

 采用“元组级基态+增量修正法”实施方案 

 版本与增量相结合的时空数据模型 

 元组级的时空数据控制粒度 

 可实现单个实体时态演变 

 “事件”作为时态追踪的参考点 

 通过时态数据索引管理 

 任意时刻的历史回朔 

 多用户并发的历史事件的控制 

5、真三维建模与可视化： 

 三维海量数据的有效存储和管理 

三维模型数据一体化管理（TIN、三维景观、三维地质） 

三维数据的 LOD_RTree 索引组织技术 

面向实体和拓扑的数据组织 

三维数据专业模型的快速建立 

高程数据 TIN/GRD 模型的建立、处理等基本功能 

三维地质构造建模、断层处理技术 

地质体内属性三维分布建模技术 



 

 

三维数码景观动态建模技术 

三维数据的综合可视化和融合分析 

基于拓扑的三维剖切分析 

基于拓扑的等值面提取 

三维体数据的面绘制技术 

三维体数据直接体绘制技术 

6、空间信息应用服务： 

 提供基于 SOAP 和 XML 的空间信息 Web Services 

 遵循 OpenGIS 规范，支持 WMS、WFS、WCS 等标准，以及 XML 和 GML3 标准 

 支持互联网和无线互联网，支持各种智能移动终端 

 提供各类高速缓存、无状态的负载平衡策略，满足高速度访问的需要 

 提供用户权限的控制和安全策略 

 提供空间分析、以及应用逻辑分析等服务，满足对空间数据库的专业查询和分析 

7、版本与长事务处理： 

 长事务期间，可以自由地编辑要素、执行地理分析、编辑地图 

 长事务完时，如被实施，则更新到地理数据库中，否则丢弃 

 使用乐观的并发访问控制技术，实现长事务机制，没有对要素加锁 

 允许产生编辑冲突，当提交事务时，检测冲突，并协调解决冲突 

 版本控制使多个用户可直接编辑数据而不用锁定要素或复制数据 

 版本管理具有版本创建、删除、归并、冲突解决等功能和机制 

8、工作流管理： 

 基于网络拓扑数据模型的工作流控制引擎 

 实现了业务的灵活调整和定制，解决了 GIS 和 OA 的无缝集成 

 符合国际工作流联盟制定的规范 

 不同业务流程之间的交叉、融合 

 历史案件的办理过程不受模板变化的影响 

 通过拓扑关系能够自动实现条件判断、循环、会签等功能 

 工作流“可扩充”性与动态表单可“自定义”性 

 支持多级子表和数据字典 

9、空间元数据： 



 

 

元数据采集、编辑和录入 

元数据读取、查询和共享发布； 

面向 Web 的客户端操作界面； 

支持 SRW 协议（新一代 Z3950 协议），分布式检索能力强 

1.3 地理数据库 

MapGIS 地理数据库（GeoDatabase，简称 GDB）新概念，它集成了地理数据库创建、

管理、浏览等多种功能。GDBCatalog 目录树，记录了 GDB 的信息，包括各种类，如：简

单要素类、对象类、注记类、网络类、栅格数据集、元数据库、地图集等。 

1.3.1 地理数据库的数据组织 

MapGIS 按照“地理数据库－数据集－类”这几个层次组织数据，以满足不同应用领域

对不同专题数据的组织和管理需要。 

1. 地理数据库 

地理数据库是面向实体空间数据模型的全局视图，完整地、一致地表达了被描述区域的

地理模型。一个地理数据库包括 1 个全局的空间参照系、1 个域集、1 个规则集、多个数据

集、元数据库、地图集和各种对象类。 

2. 数据集 

数据集是地理数据库中若干不同对象类的集合，通过命名数据集提供了一种数据分类视

图，便于数据组织、管理和授权。根据不同的用途，数据集分为：要素数据集、栅格目录、

栅格数据集。 

3. 要素数据集 

要素数据集是地理数据库中具有相同空间参照系的要素类、对象类、关系类、注记类、

几何网络的集合； 

在一个要素数据集下存放不同的类，有利于以下情况的数据组织： 

专题归类：当不同的要素类属于同一范畴时，可将其组织到一个要素数据集中。例如：

全国范围内某种比例尺的地质图数据。 

共享几何特征：如用地、水系、行政区界等不同的要素类需要共享公共几何边界时，将



 

 

其组织到一个要素数据集中，当移动其中的一个要素时，公共的部分也要求一起移动，并可

保持这种公共边的关系不变。 

创建几何网络：同一个几何网络中作为边要素和点要素的各种要素类，必须组织到一个

要素数据集中，以便于管理和建立网络模型。例如：通讯网络中，各种交换机、交接箱、路

由器、电缆、光缆等，分别对应点要素类和线要素类，在通讯网络建模时,将其全部考虑到

通讯网络对应的几何网络模型中。 

4. 栅格目录 

栅格目录用于管理有相同空间参照系的多幅栅格数据，各栅格数据在物理上独立存储，

易于更新，常用于管理更新周期快、数据量较大的影像数据。同时，栅格目录也可实现栅格

数据和栅格数据集的混合管理，其中目录项既可以是单幅栅格数据，也可以是地理数据库中

已经存在的栅格数据集，具有数据组织灵活、层次清晰的特点。 

5. 栅格数据集 

栅格数据集用于管理具有相同空间参照系的一幅或多幅镶嵌而成的栅格影像数据，物理

上真正实现数据的无缝存储，适合管理 Dem 等空间连续分布、频繁用于分析的栅格数据类

型。由于物理上的无缝拼接，因此以栅格数据集为基础的各种栅格数据空间分析具有速度快、

精度较高的特点。 

6. 存储策略 

地理数据库存储和管理地理数据，它采取基于文件和基于商业数据库两种存储策略。由

于这两种存储策略支持相同的空间数据模型，因此在文件和数据库之间能够实现无损的平滑

的数据迁移；同时，两种策略具有共同的平台，这使得上层软件不需要因为数据迁移而改变。 



 

 

 

图 1.3-1MapGIS 存储策略概念图 

针对不同的应用规模和应用阶段，给用户提供了多种最佳的性价比和最大的投资收益率

选择方案。例如： 

应用规模小的用户、二次开发团体、教学单位、数据累积规模较小的用户都可选择基于

文件的存储策略，以节省昂贵的商业数据库费用； 

大型、超大型应用可选择基于商业数据库的存储策略； 

分多个阶段进行开发的应用，在前期阶段，数据规模较小，用户不多，在后期阶段数据

规模大，用户多，则可先采用文件存储策略，再购买适当许可数的商业数据库和服务器设备，

以后根据数据规模和业务情况再增加数据库许可数和服务器等软硬件设备。这不仅提高了用

户的资金利用率，而且软硬件性能迅速提高，让用户享受到多重好处。 

1.3.2 地理数据库的数据管理 

MapGIS 的分布式数据管理体系是采取“纵向多级、横向网格”的组网方案，如下图所

示，在级与级之间，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接是采用一种“松耦合”方式。“松耦合”方式是

互连网的最佳耦合方式，它受网络环境影响最小。分布式数据的存取操作采取面向“服务”

方式进行，就是把“进行数据存取操作”变为“请求数据存取服务”，“数据存取服务”是所

有“服务”的特例，充分体现“面向服务”的最新设计思想。 

MapGIS 分布式数据管理的面向“地理实体”的增量式订阅和发布技术有效地支持分布

式数据的增量更新与同步。由于采用面向“服务”设计思想和面向“地理实体”的数据模型



 

 

相结合，克服了传统分布式数据库面向“记录”的增量式订阅和发布只能用于“同构数据库”

的缺点，使网格节点之间、父节点与子节点之间，因不同操作系统、不同数据库平台、不同

数据大小而产生的“异构数据库”可实现增量更新与同步。空间数据的增量更新与同步解决

了“海量空间数据在互联网上调用速度问题”。 

MapGIS 分布式数据管理是跨平台的，按照“面向服务”的思想，每个节点上的数据“管

理者”必须提供“服务”，在“谁管数据谁提供服务”的原则基础下，可解决网格节点之间、

父节点与子节点之间、不同平台不同系统之间数据不通问题，因为从用户角度来说，它不考

虑数据只要服务。因此，管理数据的软件必须提供数据服务，“应用端请求服务而不是直接

操作数据”；“服务端提供服务而不是提供数据内部结构”。各个站点管理数据的软件、提供

应用服务功能的软件都可以由不同的厂商提供。 

 

图 1.3-2 MapGIS 分布式数据管理原理图 

第 2 章 空间数据 

空间数据是描述地球表层一定厚度、一定范围内的地理事物及其关系的数据。 



 

 

2.1 空间数据的基本特性 

2.1.1 数据的基本特性 

数据是对事物的复写和描述，可以文字、数字、图形、影像、声音等多种方式存在，但

是数据不是事物本身，这是因为：数据只能从有限的方面去描述事物，而不可能也没必要全

面、详尽、保真的复制事物本身。因此，一般地说，数据所反映的只是事物的某些特性。 

数据是以诸如人工统计、仪器测量、社会调查等多种方式获得的，这必然导致甚至是必

然存在的各种误差，如人为差错、仪器的系统误差等等。此外，数据与其描述对象——事物

是以不同方式存在的，从一种存在方式转化为另一种存在方式，其间的转换误差肯定是存在

的，而且还有可能是极为复杂的。如地图是关于地理事物的数据的图形表达，地图是以二维

平面方式存在的，而地理事物是存在于三维空间中的，其间要经过地图投影这一数学转换，

这种转换必然会导致误差，并且还可能很大。 

尽管数据不等于事物本身，但因为它可以从某些方面反映事物的特性，因此它是分析认

识事物的重要途径。经过对数据的分析处理，使我们更清楚地对事物有所了解，掌握了事物

的某些特性，因此获得了事物的有关信息。 

一般地说，数据具有以下基本特性： 

（1）选择性数据只是从某一（些）侧面描述事物本身，这些侧面就是被选择的事物的

属性和角度，数据的选择性还不仅仅指这种“侧面”的取舍，同时，还有存在方式的选择，

因为存在方式的选择将直接影响“侧面”的选择。用文字来描述事物与用数字描述事物显然

直接涉及到“描述什么”的问题。而用图像来描述事物的选择性则直接就是视觉和视角的选

择。 

（2）可靠性如果不是直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数据就必然存在是否可靠的问题。有些

数据不是通过直接量测统计得到的，而是分析估算而来，则更存在可靠性问题。即使采用的

是精密的仪器、规范的统计方法，仍会有误差，影响数据的可靠性。数据在存储、管理、传

播过程中发生差错也可能影响其可靠性。可靠性亦可被理解为正确性。 

（3）时间性数据是静态的，而事物本身则可能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任何数据只能

反映事物的某个特定时刻或特定时间段内的情况，在空间数据处理中，数据的时间性已构成

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 

（4）完备性是指数据是否系统，是否有缺失。不完备的数据往往对分析造成困难，尤



 

 

其是数据的数值分析，没有完备的数据是不可能进行的。完备性有空间的完备性、时间的完

备性和主题的完备性。空间的完备性指统计对象要全面，如对一个地区降水的观测，观测点

要不满整个地区。时间的完备性指每一个时间段和时间点上的数据都要具备。 

（5）详细性指数据的分辨率，也就是可描述最细微差异的程度及最微小物体的大小。

详细性根据数据的属性可分为空间详细性、时间详细性、质量详细性和数量详细性。空间详

细性是指统计单元的级别高低，在非空间数据中，空间详细性可指统计（抽样）的基本单位，

如关于高等学校科研成果的统计是以学校为单位、以院（系）为单位，还是以区为单位。 

在空间数据中，空间详细性指空间统计单元的大小、地图比例尺、图像的分辨率、格网

和抽样点的密度等等。时间详细性是指统计的周期、时间间隔的大小。质量的详细性是分类

指标体系的详细性，一般地说，各类指标的分类体系会形成一个分类树，那么质量详细性意

味着分类树中的哪一级分类被采用，如关于人口的统计，可以只统计总人口，也可以以区分

性别、职业、学历等，不同的质量详细性将决定分析的可能性。数量详细性指计量的单位、

分级情况、使用的量，如人口可以按百万、万、人等不同单位进行统计。 

2.1.2 空间数据的基本特性 

空间数据作为数据的一类而具有数据的一般特性，但它由具备自身的一些特性。空间数

据的自身特性构成了空间分析的条件和任务。 

1. 抽样性 

空间物体以连续的模拟方式存在于地理空间，为了能以数字的方式对其进行描述，必须

将其离散化，即以有限的抽样数据表述无限的连续物体。空间物体的抽样不是对空间物体的

随机选取，而是对物体形态特征点的有目的的选取，其抽样方法根据物体的形态特征的不同

而不同。抽样的基本准则就是能够力求准确地描述物体的全局和局部的形态特征。 

2. 概括性 

概括是地图数据处理的一种手段，是对地理物体的简化和综合。空间物体的概括性区别

于前面所述的数据的详细性。空间数据的空间详细性反映人为规定的系统的数据分辨力，而

空间物体的概括性指对物体形态的化简综合以及对物体的取舍。 

3. 多态性 

空间数据的多态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同样地物在不同情况下的形态差异，二是不同地



 

 

物占据同样的空间位置。就形态而言，任何城市在地理空间都占据一定范围的地域，因此可

以认为其是面状地物，但在比例尺较小的空间数据中，或者在相对宏观的分析中，城市是点

状地物处理的。关于后者，大多表现为社会经济人文数据与自然环境数据在空间位置上的重

叠，如长江是水系要素，但同时在不同的地段上，长江又与省界、县界相重叠。 

4. 空间性 

空间性是空间数据的最主要特性，它是指空间物体的位置、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系列特

性。 

2.2 空间数据的表示 

空间数据表示的基本任务，就是将以图形模拟的空间物体表示成计算机能够接受的数字

形式，因而空间数据的表示必然涉及到空间数据模式和数据结构的问题。 

空间数据有两种基本的表示模型：栅格数据模型和矢量数据模型。 

在栅格数据模型中，地理空间被划分为规则的小单元（像元），空间位置由像元的行、

列号表示。像元的大小反映了数据的分辨率即精度，空间物体由若干像元隐含描述。例如，

一条道路由其值为道路编码值的一系列相连的像元表示，要从数据库中删除这条道路，则必

须将所有有关像元的值改变成该道路邻域的背景值。栅格模型的设计思想是将地理空间看成

一个连续的整体，在这个空间中处处有定义。 

矢量模型将地理空间看成是一个空域，地理要素存在其间。在矢量模型中，各类地理要

素根据其空间形态特征分为点、线、面三类。点状要素用坐标点对表示其位置，线状要素用

其中心轴线（或侧边线）上的抽样点的坐标串来表示它的位置和形状，面状要素用范围轮廓

线上的抽样点坐标串表示其位置和范围，因此在矢量模型中，地物是显式描述的。 

2.2.1 栅格数据模型 

在栅格数据模型中，它的基本单元是一个格网，每个格网称为一个栅格（像元），被赋

予一个特定值。这种规则格网通常采用三种基本形式：正方形、三角形、六边形（如图 2.2-1）。

每种形状具有不同的几何特性。其一是方向性：正方形和六边形栅格数据模型中的所有格网

都具有相同的方向，而三角形栅格数据模型中的格网却具有不同的方向；其二是可再分性：

正方形和三角形格网都可以无循环地再细分成相同形状的子格网，而六边形格网则不能进行



 

 

相同形状的无限循环再分；其三是对称性：每个六边形格网的邻居与该六边形格网等距，也

就是说该六边形格网的中心点到其周围的邻居格网的中心点的距离相等，而三角形和正方形

格网就不具备这一特征。 

 

图 2.2-1 栅格数据模型中常用的三种基本单元 

栅格模型中最常用的也是最简单的是正方形格网，除了因为它具有上述方向性和可再分

性外，还因为大多数栅格地图和数字图像都采用了这种栅格数据模型。 

栅格模型的缺点在于难以表示不同要素占据相同位置的情况，这是因为一个栅格被赋予

一个特定的值。因而一幅栅格地图仅适宜表示一个主题（土地貌、土地利用等）。 

在栅格模型中，栅格大小的确定是一个关键，根据抽样原理，当一个地物的面积小于

1/4 个栅格时就无法予以描述，而只有面积大于一个栅格时才能确保被反映出来。从中可以

发现很多栅格具有相同的值，数据冗余非常大。在地图数据库中，为了节约存储空间，通常

不是直接存储每个像元的值，而是采用一定的数据压缩方法，常用的有“行程编码”和“四

叉树”方法。 

1. 行程编码 

行程编码方法是逐行将具有相同取值的栅格用两个数值（L，V）表示，L 表示栅格数，

V 表示栅格的值。行程编码法也可以是按列压缩，其压缩倍率与按行压缩一般不相等。行程

编码的数据在处理时需要还原，因此研究数据压缩还应考虑到数据还原的可能性与方便性。 

2. 四叉树 

四叉树是一个分层的多分辨率的栅格地图表示方法。它首先将整幅图以 2*2 的方式四等

分，如果其中任一栅格内属性不唯一，则将该栅格再进行 2*2 四等分，如此循环直至每个栅

格内的值唯一，图 2.2-2 就是一个对多边形表示的面状地物的四叉树描述，每个像元的大小

并不相等，各像元根据其所处层次的编号逐层记录，如图左上角的像元处于第一层，右上角

的像元处于第二层左下角的像元处于第三层，以此类推。四叉树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种数



 

 

据压缩方法，还是一种数据结构，用四叉树表示的栅格地图一般无需还原即可进行数据分析。

四叉树曾经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研究领域，基于四叉树的算法非常丰富。 

 

图 2.2-2 四叉树压缩编码原理图 

2.2.2 矢量数据模型 

矢量数据模型是以坐标点对来描述点、线、面三类地理实体。描述地理实体的矢量方法

有许多，这些不同的矢量数据模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差别是采用路径拓扑（Path Topology）

模型，还是采用网络拓扑（Graph Topology）模型。这两种模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二

维要素的边界作为独立的一维要素来单独处理，而不考虑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后者则是

在一个关于边界的关系网络模型中来考查二维要素。 

路径拓扑常用的有“面条模型”（Spaghetti Model）、“多边形模型”（Polygon Model）、

“点字典模型”（Point Dictionary Model）、“链/点字典模型”（Chain/Point Dictionary Model）。 

2.2.3 栅格数据模型和矢量数据模型比较 

栅格模型与矢量模型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数据结构，栅格模型“属性明显、位置

隐含”，而矢量模型“位置明显、属性隐含”，栅格数据操作总的来说比较容易实现，尤其是

作为斑块图件的表示更易于为人们接受；而矢量数据操作则比较复杂，许多分析操作（如两

张地图的覆盖操作，点或线状地物的邻域搜索等）用矢量模型实现十分困难，矢量模型表达

线状地物是比较直观的，而面状地物则是通过对边界的描述而表达。无论哪种结构，数据精

度和数据量都是一对矛盾，要提高精度，栅格模型需要更多的栅格单元，而矢量模型则需记

录更多的线段结点。一般来说，栅格模型只是矢量模型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近似，如果要使

栅格模型描述的图件取得与矢量模型同样的精度，甚至仅仅在量值上接近，则数据也要比后



 

 

者大得多。 

栅格模型在某些操作上比矢量模型更有效更易于实现，如按空间坐标位置的搜索，对于

栅格模型是极为方便的，而对矢量模型则搜索时间要长得多；在给定区域内的统计指标运算，

包括计算多边形形状、面积、线密度、点密度，栅格模型可以很快算得结果，而采用矢量模

型则由于所在区域边界限制条件难以提取而降低效率，对于给定范围的开窗、缩放栅格模型

也比矢量模型优越；另一方面，矢量模型用于拓扑关系的搜索则更为高效，即诸如计算多边

形形状搜索邻域、层次信息等；对于网络信息只有矢量模型才能完全描述；矢量模型在计算

精度与数据量方面的优势也是矢量模型比栅格模型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采用矢量模型记录

数据量大大少于栅格模型的数据量。 

栅格模型除了可使大量的空间分析模型得以容易实现之外，还具有以下两个特点：（1）

易于与遥感相结合。遥感影像是以象元为单位的栅格模型，可以直接将原始数据或经过处理

的影像数据纳入栅格模型的地理信息系统。（2）易于信息共享。目前还没有一种公认的矢量

模型地图数据记录格式，而不经压缩编码的栅格格式即整数型数据库阵列则易于为大多数程

序设计人员和用户理解和使用，因此以栅格数据为基础进行信息共享的数据交流较为实用。 

许多实践证明，栅格模型和矢量模型在表示空间数据上可以是同样有效的，对于一个

GIS 软件，较为理想的方案是采用两种数据结构，即栅格模型与矢量模型并存，对于提高地

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辨率、数据压缩率和增强系统分析、输入输出的灵活性十分重要。两种

格式的比较见表 2.2-1。 

表 2.2-1 矢量格式与栅格格式的比较 

数据类型 优点 缺点 

矢量数据 1．数据结构紧凑、冗余度低 

2．有利于网络和检索分析 

3．图形显示质量好、精度高 

1．数据结构复杂 

2．多边形叠加分析比较困难 

 

栅格数据 1．数据结构简单 

2．便于空间分析和地表模拟 

3．现势性较强 

1．数据量大 

2．投影转换比较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