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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适应软件组件化潮流&新一代地理信息系统!!!组件式地理信息系统越来越成为

今后=E0发展的趋势’在阐述组件式地理信息系统的概念和技术的基础上&讨论了组件式地

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及其在实际的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中的应用情况&在此基础上较

为深入地介绍了>FG=E0组件式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原理和实用特点’针对>FG=E0
组件开发平台多层次的体系结构&进行举例说明&按照其功能把组件分成不同的类型&分别实

现相应的操作’然后详细地阐述了利用=E0组件进行应用系统开发的优点和方法’各个模块

之间既可相互关联共同处理数据&又可独立操作互不影响&可以实现高效无缝的系统集成’
关键词!=E0(8H>=E0(组件(接口’
中图分类号!IG#??’*!!!!!文献标识码!F
文章编号!?)))@!#J#$!))!%)#@)!A#@)D
作者简介!刘丹$?B"D@%&男&!))?年获中国地质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工学硕士学位&主要从

事=E0基础软件的研究和开发工作’+KL,2&’&M,4N&/!N6O&21’P/’/O’14

)!引言

随着EI业界新概念和新产品的层出不穷&组

件式软件技术已经成为当今软件技术的潮流之一&
组件技术的出现是近年来面向对象技术进入到成熟

实用化阶段的具体表现’在组件技术的概念模式下&
一个软件系统可以被视为由若干个相互协同工作的

对象集合而成&其中每个对象都能提供特定的服务

和功能&并且以标准)开放的形式公布出来&以便和

其他对象通信和被调用’为了适应这种技术潮流&
=E0软件像其他软件一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组
件式=E0$1%LN%434.=E0&简称8H>=E0%等新兴

技术应运而生&=E0组件化趋势日益明显&已经成为

=E0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

?!组件对象模型$8H>%技术

组件式对象模型$1%LN%434.%OQ31.L%M3&&简

称8H>%是HR+$%OQ31.&24S24T,4M3LO3MM24T%和

F1.2:3U共同的基础’8H>不是一种面向对象的语

图?!8H>组件)8H>对象和8H>接口关系

V2T’? W3&,.2%4;%78H>&8H>K%OQ31.,4M8H>K24.3-7,13

言&而是一种二进制标准’8H>所建立的是一个软

件模块与另一个软件模块之间的链接&当这种链接

建立之后&模块之间就可以通过被称之为"接口#的

机制来进行通信*?+’组件间的接口通过一种与平台

无关的语言EXR$24.3-7,13M37243&,4T6,T3%来定义&
而且是二进制兼容的&使用者可以直接调用执行模

块来获得对象提供的服务和功能’
组件之间的接口是组件软件的关键&同一软件

中的组件必须使用同样的接口标准才能保证组件之

间可以进行通信’8H>不仅仅提供了组件之间的

接口标准&还引入了面向对象的思想’组件模块为

8H>对象提供了活动的空间&8H>对象以接口的方

式提供服务&这种接口被称为8H>接口$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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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E0技术的发展和特点

$%&!’()!"#的发展历程

从发展过程来看"=E0经历了如图!所示的几

个发展阶段"了解这一历程可以更好地认识到=E0
组件化的趋势’#?$=E0分散模块阶段’这是=E0发

展的雏形阶段"此时=E0软件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结构"只是满足于某些特定功能要求而实现的一些

分散模块"并且各个模块之间不具备协同工作的能

力’#!$集成化=E0阶段%!&’这是=E0发展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其优点在于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系统"=E0
各项功能不再是独立’无联系的"但它的缺点是系统

复杂’庞大"与其他应用系统集成难度高’##$模块化

=E0阶段’模块化=E0的基本思想是把=E0按照功

能划分为一系列的模块"运行于统一的基础环境和

平台之上’它的特点是具有较好的针对性"便于工程

应用和二次开发’#D$核心式=E0阶段’核心式=E0
被设 计 为 对 操 作 系 统 的 一 种 基 本 扩 展’例 如"在

YE(XHY0操作系统上的核心式=E0功能获取的

途径是(采用现有的高级编程语言"通过对一系列动

态连接库#XRR$的应用程序接口#FGE$的调用而实

现’#*$组件式=E0阶段’组件式=E0是基于标准的

组件式平台"各个组件之间不仅可以进行自由’灵活

地重组 和 搭 建"而 且 还 具 有 可 视 化 的 界 面#例 如

H8U控件$和可以方便使用的标准接口’

图!!=E0软件的发展历程

V2T’! X3:3&%NL34.%7=E0;%7.P,-3

$%$!’()!"#的特点

#?$高效无缝的系统集成’组件式=E0不依赖

于某种特定的开发语言"在通用的开发环境下#如

$E09FRCF0E8’GC或X3&N/2$可以将专业模型’

=E0控件及其他控件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E0功

能与其他应用功能高效’无缝的集成’#!$面向大众

化的=E0’组件式=E0的调用十分方便"用户可以像

使用其他F1.2:3U控件一样使用=E0控件"使非专

业的=E0用户也能胜任=E0应用开发工作"使=E0
走向大众成为可能’##$开发周期短’效率高’由于组

件式=E0系统的不同功能是由不同的组件模块构

建起来的"也就具有层次简明的特点与对象化的开

发思想’对于广大开发人员来讲"=E0组件强大灵活

的平台嵌入功能"使得他们可以自由选用熟悉的开

发工具进行高效的二次开发"这将大幅度缩短构造

=E0应 用 系 统 所 需 的 时 间’#D$可 扩 展 性 强’由

8H>=E0支撑的应用系统本身就是由许多组件构

建而成"其结构必然更为简单且易于调整"功能的增

加和扩展也十分方便’组件本身封装程度高’开放性

好"对于用户来说"系统的升级可以做到较为透明’
#*$小巧灵活’性价比高’8H>=E0本身可以划分为

多个层次"分别完成不同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

实际应用需要和规模"选择相应的组件模块进行组

装和定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用户的负担’
$%*!’()!"#的现有产品

研发出组件式=E0软件已经成为国际上大多

数=E0软件公司的重要发展战略目标’其中已推出

的产品有E4.3-T-,N/公司的=3%>3M2,组件式=E0
软 件’+0WE和 >,NE47% 公 司 的 F-1HOQ31.;和

>,NU的组件产品’我国=E0基础软件虽然起步较

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国产的组件式=E0软件主要

代表有北京超图的06N3->,N!)))’武汉中地公司

的新一代>FG=E0组件开发平台等’

#!组件技术在>FG=E0中的应用

>FG=E0是由中国地质大学吴信才教授为核

心的科研小组经过多年研制开发而成的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E0系统平台’!))?年推出的新一代组件

化开发平台集成了更多的先进技术"功能更加强大"
使用更加便利’具有二次开发方便’易于集成’无限

扩展等特点%#&’#?$功能完备’>FG=E0以组件的方

式提供了完善的=E0功能(包括高性能的空间数据

库管理’完备的空间分析工具’属性数据分析’网络

分析功能’多源图像分析与处理’三维模型显示’地
图编辑等%D&’#!$可扩展的体系结构’系统基于的标

准是开放的"这就为组件化>FG=E0的进一步扩展

提供了极大的发挥空间"使得组件化>FG=E0很容

易与Y+C等其他信息服务进行无缝集成"建立功

能丰富的具体=E0应用’通过编程语言用户可以定

制产品’建立客户化的用户界面等’##$方便的二次

开发’作为组件式=E0软件开发工具"以)控件Z对

象*的形式">FG=E0支持多种开发软件"包括$E0K
9FR 8ZZ" $E09FR CF0E8" X+RG[E"
08WEGI"E4.3-X3:等 "开发者可以通过 >FG=E0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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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件开发包开发特定的=E0应用’软件开发包使

开发者可以多层次地访问组件的数据层"表现层和

界面层’

图#!>FG=E0软件平台的层次结构

V2T’# [23-,-1/<;.-61.6-3%7>FG=E0N&,.7%-L

*%&!)+,!"#组件设计!开发的基本思想

*’&’&!设计的基本原则!设计8H>=E0可根据功

能和应用划分为多个组件和控件’划分时需要根据

不同的数据结构和系统模型进行具体分析#主要考

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按照功能的相关性分

类#相关性大"结合紧密的归为同一组件&$!%把各个

数据管理模块与系统分析"应用模块分开#各负其

责#增强模块之间的重用性’例如可以把工作区操

作"图形编辑操作与空间查询分析等模块分开&$#%
处理相同数据文件的模块尽可能设计在同一组件

里&$D%对多个组件对象的整体操作尽量利用组件集

合的概念进行处理&$*%注意可视化控件和组件的划

分#不同的功能和应用应该集成在不同的层面&$A%
采用高效的算法并精心优化代码使软件整体效率比

较高&$"%在能够充分表达地理信息并能有效地进行

各种处理分析的前提下#软件数据结构模型要尽可

能简明和紧凑’
*’&’$!开发的基本思想!形象地说#>FG=E0组

件开发的基本思想就是’搭积木(的方法#把=E0的

各大功能模块划分为若干个组件)控件#每个组件)
控件完成不同的功能#它们之间通过接口的属性"方
法和事件等相互通信和作用’而通过可视化的软件

开发工具就可以把各个=E0控件及其他非=E0控

件方便地集成起来#形成最终的=E0应用’
*%$!)+,!"#组件开发平台的层次结构

组件式>FG=E0开发平台设计为三级结构$如
图#%’$?%基础组件!处于平台最低层#是整个系统

的基础和核心#主要进行空间数据的存取和管理#提
供基本的交互过程#并能以灵活的方式与数据库系

统进行连接和访问’$!%通用组件!以基础组件为基

础构造而成’它们面向通用"标准的=E0功能#目的

是简化用户的开发过程#例如图形显示和编辑组件"

属性浏览组件"图像分析组件等等’它们之间协同工

作#属性"事件和方法都被封装起来’这级组件经过

封装后#用户使用一些比较标准"通用的功能时#就
不需要做什么定制和二次开发了#直接调用即可#省
去了大量重复的工作’$#%应用组件!其设计以实际

工程应用为目标#除了需要通用组件所拥有的一般

=E0功能外#还需要针对不同行业的通用特点#进行

分析和定制#把不同的应用功能按照组件的模式封

装组合起来’在这一层次进行二次开发#工作量就可

以进一步得到简化’
*%*!)+,!"#开发平台的组件对象关系

>FG=E0开发平台的组件关系如图D所示’
>FG=E0组件不依赖于某一种开发语言#可以直接

嵌入到某些通用的开发环境$如!$E09FRCF0E8
或X3&N/2%中实现=E0功能’而其他的专业模型则

可以使用这些通用开发环境来实现#也可以插入其

他专业性模型的分析控件#各个模块之间既可相互

关联共同处理数据#又可在维护修改时独立操作互

图D!>FG=E0软件平台的组件关系

V2T’D 8%LN%434.-3&,.2%4;%7>FG=E0N&,.7%-L

不影响#因此#利用 >FG=E0组件进行=E0应用系

统的开发可以实现高效"无缝的系统集成#集成方式

见图*’
*%-!)+,!"#组件平台的功能特色

$?%提供了空间事务处理功能和对多用户并发

控制’采用03-:3-)8&234.>,4,T3-和03-:3-)C-%PK
;3-结 构#并 引 入 空 间 数 据 引 擎$;N,.2,&M,.,34K
T243%#使得=E0数据和商业数据库管理系统$WXK
C>0%能够有机地结合’$!%系统支持图形数据"属

性数据"影像数据和X+>等多种数据#具有高效率

的数据库空间索引机制和灵活的空间数据查询"检
索性能’$#%新的>FG=E0组件都是基于#!位系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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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G=E0组件与其他功能模块集成关系

V2T’* E4.3T-,.2%4-3&,.2%4;%7>FG=E01%LN%434.;,4M
%./3-L%M6&3;

平台的"无论是管理数据的能力还是处理速度方面

均和 >FG=E0桌面软件等同’>FG=E0组件能提

供图形的输入#编辑#裁剪#空间分析#网络分析#地
表模型分析#地形分析和IE(模型分析等丰富的处

理功能’$D%组件开发包的对象层次清晰"各个模块

具有不同的功能’$*%小巧灵活"在组件模型下"各组

件都集中地实现与自己最紧密相关的系统功能’组
件化的>FG=E0平台集中提供空间数据管理能力"
并且能以灵活的方式与其他系统连接’用户能以较

好的性能价格比获得或开发=E0应用系统’$A%开

发简捷"可以直接嵌入不同的开发工具’组件的生产

建立在严格的标准之上"因此"凡符合标准的组件都

可在目前流行的开发工具上使用’这样"$C#$8等

开发工具各自的优点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无需对

开发人员进行特殊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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