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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满足城市?I2中高效查询&规划设计&应急处理及社会化服务的应用需求%采用地名数据库&管理及搜索引擎&
维护及搜索工具三层架构%设计和实现了一个通用的城市?I2地名定位工具’该定位工具兼顾点状要素和区域范围%提供

建库&维护&搜索&移图等功能%支持快速模糊匹配’结果表明$城市地名数据库便于建立和更新%不仅使;?I2系统能快速

将关注区域移动到指定地点%还是一种要素类的表达方式%可以为高级的查询和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关键词!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地名定位’地名数据库’模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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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各类城市?I2应用经常需要根据地名快速定

位到特定地点%显示该地点的地形和专题数据’一些

重要的 ?I2基 础 软 件 提 供 了 地 址 匹 配".RR/5==
C.03146E’W85V5/%",HG’W/8CC%6R%",,##工具来

支持这种需求%但是这种通用工具在中国的使用受

到以下因素的限制$""#地址数据库的建立和维护不

便%工作量巨大’")#当前中文地址表达缺乏统一标

准%使得地址数据库的内容难以规范’"!#中文词法

和语法分析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中文地址

的识别和匹配的效率和准确性都有待提高’另一种

可以用于定位的工具是城市基础地形图’城市基础

地形图一般对重要地点有文字标注%但是这种标注

常常止于图形显示%而不包含实质性的地名属性信

息’另外不同应用系统对于涉及本专题的重要地点

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与专题密切相关的重要地名%基
础地形图还无法包容"张军和周玉红%)**G#’本文设

计和实现了一种易于使用和维护的城市地名定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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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该机制基于独立的地名数据库"通过模糊匹配技

术"建立高效便捷的定位工具"满足城市?I2应急

处理#辅助设计#分析规划"以及社会化服务的需要’

"!总体设计

城市?I2地名定位工具采用数据层#应用层和

表示层!层架构$毕硕本等")**!%实现$图"%’
$"%数据层&实现地名数据库的创建和维护’地

名数据库核心表结构如表"’
!!表"中地名编号是地名内容字段存放一个地名

描述字符串"它就是定位时需要进行匹配查询的字

段’地名类别字段用于对地名进行分类"如将地名划

分为金融机构#学校#政府部门#居民区#重要设施

等"这样的分类使用户可以局限在某个类别中查询

地名"也可以不区分类别进行全局查询’<坐标和=
坐标字段确定地名中心点的位置’范围高度和范围

宽度)个字段确定地名影响范围"如果它们的内容

图"!地名定位工具的三层架构

X4E’" L1/55B&.>5/./31405308/5%9015@&.356.C5&%3.B
04%60%%&

表=! 地名数据库核心表结构

L.T&5" 20/8308/5%90153%/50.T&546@&.356.C5R.0.T.=5
字段名称 类型!!! !!长度 小数位数

地名编号 长整型 "*
地名内容 字符串型 #")
地名类别 短整型 #
<坐标 双精度型 "# +
=坐标 双精度型 "# +
范围宽度 双精度型 "# +
范围高度 双精度型 "# +
图幅索引号 长整型 "*
要素类号 长整型 "*
实体号 长整型 "*

都为*"则表示是点特征地名"否则是矩形范围地名

$包括影响范围是水平线段或垂直线段的情况%’图
幅索引号#要素类号和实体号!个字段建立地名与

基础地形图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基础地形和地名数

据之间的双向动态更新提供基础’数据层同时支持

文件型数据库#2YZ25/<5/和[/.3&5数据库’针对

不同的数据库"在索引建立#查询优化及权限控制等

方面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应用层&是一系列组件构成的管理及搜索引

擎"提供地名数据库初始化#批量地名引入#地名数

据库维护#地名搜索等功能’组件技术的应用使得

:(2$:&4560(25/<5/%和\(2$\/%F=5(25/<5/%架构都

可以进行调用’系统的核心组件主要有以下G个&
$.%地名库表建立组件&建立地名库表"完成初始化’
$T%批量地名添加引入组件&根据实际业务的需要"
提供!种方式批量添加地名"基础地形图中的地名

注记加入地名库表’从点要素数据层提取空间位置和

地名描述到地名库表’从外部数据库表成批读取地

名’$3%地名搜索组件&主要实现地名的精确查询以

及模糊查询功能’$R%地名库维护组件&响应表示层

的调用"对地名数据库条目进行添加#删除或修改’
$!%表示层&以:(2或\(2模式"提供编辑录入

工具"以及地名界面表现$文字或旗标#边界线%#多地

名选择#根据地名移图等功能’系统使用者可以通过

鼠标逐个手工录入’这时地名又被称为)定位标签*’
用户可以随时记录重要地点"以便于以后的查询’

)!关键技术及其实现

>’=!兼顾点状要素和区域范围的地名数据库

一个地名根据它所对应的空间位置"可分为由

单独的$>"(%坐标定位的点特征地名"以及由一个

中心点坐标和高度#宽度所界定的矩形范围地名’这
种设计使得地名既可以对应于空间中的一个点$如
地名点%"也可以对应于一个矩形范围$如企业#小区

等%$图)%’
>’>!地名数据库批量引入建库技术

城市地名数据库往往比较庞大"建库效率是必

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本文设计和实现的系统支持基

础地形图信息提取#点要素文件转换以及外部数据

表引入!种批量建库手段"使得地名建库的工作量

大大减少’
依照国家规范制作的基础地形图"一般包含以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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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点特征地名和矩形范围地名

X4E’) J%46095.08/5R.6R/530.6E&5T%86R5R@&.356.C5=

文字方式注记地名的数据层"可以利用这类信息建

立地名数据库’但是通常地形图数据侧重于地名的

图面表现"不完全符合地名数据库的需要"常见的情

况有)种!一种情况是一些文字注记并非地名#另一

种情况是一些地名被人为分割成多个离散的文字注

记’因此"系统在引入地形图数据作为地名时"要对

数据进行必要的检查$筛选及合并’系统还提供交互

式工具便于用户进行事后调整’
点要素文件批量引入功能使得道路交叉口$大口

径阀门$事故多发地等信息都可以便利地转化为地

名#而用户日常管理的设备卡片$大用户记录等数据"
则可以作为外部数据表转入地名定位系统’
>’?!模糊搜索技术

用户在实际使用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时"对地名

的描述往往是不准确$不完备的"所以需要提供宽容

性来处理不准确的地名描述%张森和韦明")***&’系
统运用模糊搜索技术来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模糊搜

索技术"操作者不必输入精确的地名"而是依据印象

输入其中的关键字词"系统列出所有与这些字词匹

配的地名供选择’系统采用的模糊搜索技术有)种

模式!一种是计算字符串匹配程度#另一种是利用数

据库2YZ查询语言中的模糊匹配功能’前者允许用

户设定某一匹配度"系统调用独立的字符串匹配度计

算函数来筛选地名#后者将用户的输入转化为带通配

符的&4V5子句"用2YZ语句直接查询地名数据库表"
得到地名列表%沈兆阳和李劲")**"&’用户在键入字

词的同时"系统实时搜索地名数据库"随时列出匹配

的地名’这样"用户在很多情况下只需要键入)至G
个字就能方便地指定想查找的地名%图!&’

字符串匹配度函数判断)个字符串的匹配程

度"返回一个’*’*""’*(区间内的数值’设=是用户

提交的模糊地名字符串"字符串R是数据库中某一

图!!地名库的模糊查询

X4E’! X8DD>S85/>0%015@.&356.C5R.0.T.=5

图G!字符串匹配过程

X4E’G J/%35==%9=0/46EC.03146E

个地名条目’设定)个指针4$]"分别在=和R中从

头至尾移动"不断比较"寻求匹配"使用变量3%860
记录当前获得的匹配字符个数’同时设定一个辅助

指针V"对于每一个=’4("V从]出发"在R中往后移

动并比较’如果发现了与=’4(相同的字符"则3%860
累加"并把]移到V后面"4也后移一个位置"继续比

较#如果V移到R尾部仍不能找到与=’4(相同的匹

配"则放弃匹配=’4("将4后移"V回到]处"再移动

继续查找’这一过程反复执行直至4移到=的尾部’
函数返回的字符串匹配度是最终的3%860值与=的

长度之比’在匹配过程中针对中文等双字节字符需

要做特殊处理’遇到这类字符"要将两个字节一起比

较"指针每次的移动也是以双字节为单位%图G&’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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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地名定位在管网事故处理".#和空间分析"T#中的应用

X4E’# P@@&43.04%6%9@&.356.C5&%3.04%6461.6R&46E@4@5&465.334R560=".#.6R=@.04.&.6.&>=4="T#

!!地名定位工具的应用

城市?I2地名定位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城

市?I2应用系统$在快速查询%应急处理%设计分析

中都有很好的应用’在市政设施信息系统中$当发生

爆管等事故时$市民在事故报警电话中往往只能描

述大致地点$事故处理中心需要利用地名数据模糊

查询和定位工具$迅速准确地将?I2图形切换到事

故现场$以便及时生成事故处理方案"图#.#’
在?I2空间分析中$地名定位工具也得到了很

好的应用’如果把地名看作一种空间要素或实体$对
它实施各类空间分析运算$则地名数据库将发挥很

大作用’例如$要查找某一地点周边一定区域的消防

栓$就可以将特定地名作为点要素$并基于它产生缓

冲区$接着利用此缓冲区对消防栓空间数据进行叠

置分析"图#T#’

G!结论

城市?I2地名定位工具作为;?I2系统的一个

部件$使系统能快速将关注区域移动到指定地点$数
据建库及维护的便利性以及快速模糊查询功能是它

得到成功应用的关键’同时$城市地名数据库还可以

作为一种要素类的表达方式’这样的理解使得地名

定位的应用领域更为广阔’下一步的研究和开发工

作重点在于&""#扩展地名定位工具$以表达线状地

物和不规则区域’")#建立地名与基础地形%专题数

据之间的双向动态联系机制$在基础地形和专题数

据发生变化时动态变更地名数据库$将用户对地名

库的修改动态反馈到基础地形和专题数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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