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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规划管理工作越来越复杂’利用?E2和数据库技术建立空间辅助决策平台来处理规划管理业务显得尤为迫切)
介绍了空间决策支持系统%=@.04.&J534=4%6=8@@%/0=>=05G’2K22&’2K22是通过空间数据引擎%=@.04.&J.0.56L465’2K-&建
立与商用数据库的关系与存储’其结果体现利用了?E2的$MNO和!K技术’设计出城市规划空间辅助决策软件平台的体

系结构和应用模型’文章提出了决策平台核心内容在于建立成熟完备的决策模型库和决策算子的实现过程’以及计算结果

的多样化表达’通过决策软件平台的建立能够为城市规划管理决策提供客观准确的理论依据’为决策者科学决策奠定基础’
关键词!空间决策支持系统*城市规划*地理信息系统*模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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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设施的现代化’城市规

划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规划好一个城市直接

关系到整个城市的总体发展’城市规划历来是以地理

空间信息作为其设计与管理的基础’?E2技术的应用

不仅仅是辅助绘制规划图纸’而是已经直接用于编制

规划方案$城市规划管理与决策的过程中’在城市建

设中’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部门已较普遍地将

?E2和计算机及其网络等先进技术手段应用在城市

规划与管理方面’使电子地图和城市基础信息%图形+
属性&及城市规划数据取代了传统的图纸$文档和手

工作业方式’在局域网或者E605/650+E60/.650网络上

可以完成对城市基础信息的检索$查询和空间分析’
国内有很多地区及大$中$小城市也将目光瞄准采用

现代?E2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来建设城市规划管

理信息系统’并建立起完备的系统软件和城市规划地

理信息数据库%刘纪平等’)**#&’

"!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研究

大多数?E2软件在国内城市规划管理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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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基于关系型数据库的网络版系统"具有较强大

的功能"主要有下面几个特点’
<=<!!"#与>8紧密结合

根据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特点"建立以工作流

办公自动化技术为主线"以?E2技术为核心的集成

系统来实现整个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自动化是目前

比较理想的方法"并且也得到比较成熟广泛的应用’
工作流办公自动化作为贯穿规划管理审批工作始终

的骨架"主要处理有关审批文档资料和网络数据传

输等方面的工作"同时采用?E2作为整个系统的技

术核心"处理大量繁杂的城市规划空间数据’与传统

的办公系统或者文档管理系统的实现方法不同"城
市规划管理所需的所有数据#图形的和非图形的$以
及所有操作#文字性的和非文字性的"内业的和外业

的$应该完全地融于一个自动化的工作流程之中"通
过工作流引擎以统一的界面将不同的工作内容送至

每个相关操作人员’整个系统则是以规划管理业务

流程为核心"将其所需的业务数据及各类基础图形

数据通过工作流引擎贯穿到一个自动化的工作流程

中’应用E605/650%E60/.650和 U%/Z9&%[技术"充分

与各种规划管理模式相适应"为规划管理部门提供

一个全新概念的集成化的规划管理工作环境#朱光"
)**)$’
<’?!城市规划数据一体化管理

城市规划的图形数据%属性数据和各种文档资

料#各种报表&批件&表单等$在实质上存在着紧密联

系"只有在系统设计时从根本上充分考虑其内部关

联并实现一体化管理才能符合城市规划管理的现代

化需要"才能保证整个系统的先进&高效和实用’
现在国内外大多数的?E2软件都已经研发出

自己的空间数据引擎#=@.04.&J.0.56L465"2K-$’完
全能够在大型关系型数据库中实现图形%属性数据

一体化存储’将规划数据的空间信息与属性信息统

一管理"充分利用大型关系数据库的优势"拓展数据

管理的范围"使系统扩展为不仅能处理结构化数据"
而且具有处理非结构化数据的功能"同时还能将这

)种管理功能完全地&有机地融为一体的系统’其实

质是把各种空间数据的处理方法尽可能地放在数据

模型的内部’总之"数据模型应该是面向空间实体

的"空间位置只是空间实体众多属性中的一类"为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图形%属性数据的一体化存储和查

询"城市规划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都应有机地

组织在一起并统一存储"即将复杂庞大的规划数据

在统一的系统上处理’
<’@!面向规划的数据组织与管理

城市规划工作基本上是建立在对地图的处理模

式上的’目前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主要数据源

也主要是各种纸质地图及其相应属性数据"通过数

字化存入计算机"系统根据数据采集的对象和手段

来设计数据组织与处理模式"都是面向地图的#朱

光")**)$’因此"为了使这些地理空间数据所表达出

的地理信息模型能够贴切&等价地反映出地理现实

世界"在对规划数据组织和管理上"应该考虑改变以

地图为基础的模式"不再将各类空间计算局限在图

层范围内进行"而是直接面向客观世界中的空间实

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在人们感兴趣的范围内进

行计算’城市规划信息系统建设的核心是数据问题’
在数据组织上应该突破原有的实体点线面&图层&地
图和图库的结构"直接面向空间区域或空间实体集

合"从中处理面向城市规划的信息数据’
<=A!采用$)%/+&!#/4B/4"642;1/!#/4B/4混合模式

结构

在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中"采用E605/F
650%E60/.650技术意味着规划管理工作不再受空间

限制"使城市规划信息社会化服务&远程办公&远程

系统维护成为现实’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前台

办公自动化系统(可以统一用A%2#A/%[=5%25/<5/$
结构"用网络浏览器作为普通办公办文界面"办文过

程的普通查询和统计工作可以使用U5W方式’同时

考虑系统的安全性和扩展性"这就需要建立以数据

服务器为中心的三层服务体系结构"具体划分为数

据服务层&应用逻辑层和表现层"并分别运行于网络

的不同计算机硬件设备之上’数据服务层可包括数

据库及数据库服务器&空间数据引擎#2K-$等"其功

能是存储和提供城市规划的空间数据)应用逻辑层

包括应用服务器&各种应用开发组件和网络服务器

等"其功能是提供网络和数据处理的应用工具)表现

层则是利用应用逻辑层提供的工具开发出的针对用

户的各种具体应用界面#扈震和张欣")**)$’
A%2#A/%[=5%25/<5/$结构的优点就是利用了

E605/650网络的强大资源平台"解决规划管理中的

远程数据操作的问题"同时系统另外还具有’瘦客户

端(的软件特点"为用户尽可能提供简便&丰富&易用

的操作界面’但这并不代表:%2#:&4560%25/<5/$结

构模式就可以淘汰了"因为目前?E2的许多数据操

作还是要在局域网内完成"如复杂的图形编辑&空间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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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等’因此城市规划管理系统的后台数据维护系

统将采用:"2结构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对海量的地

理信息数据提供强大的维护功能#为$前台办公自动

化系统%提供丰富有效的数据支持’

)!城市规划空间决策平台体系结构

目前大多数城市规划管理系统建设主要完成规

划地理信息数据的管理维护以及城市规划办公管理

业务的处理’只有少数大&中型城市开始着手研究利

用计算机与?E2技术辅助城市规划管理与设计中

的决策性业务#并且只在某些局部取得了一定的效

图"! 城市规划空间辅助决策平台体系结构

]4L’" 20/8308/5%9340>@&.6646L=@.04.&J534=4%6@&.09%/G

果#但这些都还不能完全满足城市规划中的需要’从
目前大多数?E2在城市规划行业的应用情况来看#
运用最多的还是空间数据获取&存储&查询&显示&制
图&制表等工作上#只是通过?E2的空间分析功能

对城市信息进行简单的分析得出结果#缺少对复杂

空间问题决策的有效支持能力#同时即使通过分析

得出的结果也不能很好地同城市规划管理的业务有

效结合#很难满足城市规划的各级决策者的需要#难
以发挥其辅助决策的作用’因此#建立统一的符合城

市规划要求的空间辅助决策支持平台已经成为目前

城市规划行业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王亮等#)**#(’
一般来说#空间决策支持系统’=@.04.&J534=4%6

=8@@%/0=>=05G#2K22(能帮助决策者从错综复杂&
扑朔迷离的现象中抓住本质&理清头绪&明确自己的

主要任务和目标!自主&灵活地生成各种解决问题的

方案#研究和比较它们的利弊与矛盾#进而找出切实

可行的解决办法#采取相应的措施与行动’于卓和吴

志华#)**"(’
在城市规划管理业务中#审批的首要依据是对

规划设计方案的审核’通过对审批项目的规划设计

方案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的计算#确认是否符合整

个城市的总体规划的要求#同时符合我国城市规划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提供科

学的决策依据’图"(’
在整个体系结构中以城市规划空间地理信息数

据为基础’包括现状数据&规划数据&法规数据(#以
规划设计方案数据’设计数据(为对象#同时建立完

备&科学的决策模型库#在进行空间辅助决策业务的

工作中#根据工作的需要提取特定决策模型#利用

?E2的空间分析&海量数据检索得到决策分析结果#
供决策者参考’同时#可以利用三维景观技术真实模

拟实际场景#为决策者提供更为逼真的决策效果’

!!建立城市规划空间决策应用模型

城市规划空间辅助决策的应用模型由空间数

据&属性数据&空间决策知识库&决策模型库&算子&
决策结果组成’图)(’空间数据是指按矢量或者栅

格存储的空间实体的集合#是空间算子的处理对象’
属性数据是指规划管理业务涉及的各种文本数据#
包括文字&图像&录音和录像等#城市规划决策知识

库定义了城市规划相关数据#包括总体规划&控制性

规划&道路规划及专题规划等信息以及城市规划法

律法规等信息#这些信息是算子工作时的参考依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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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模型库和决策算子是从决策模型库中运用各种

决策模型"从而提炼出来的各种数据操作"包含如空

间量算#空间关系和空间分析等功能"另外还包含了

数据挖掘#元数据管理#数据统计与分析等’空间决

策结果和属性决策结果分别是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

据库运算得出的计算结果"该结果往往表现为统计

数字或逻辑关系’决策知识库定义了和各种专业背

景相关的知识#决策结果的表示参数等"以空间结果

和非空间结果为基础#结合决策知识库最终生成用

户的决策结果’建立完备的城市规划决策模型是实

施空间辅助决策工作的核心’在建立模型时"首先充

分理解和分析决策模型的知识内容"逐步分解成每

一个细致的知识点"然后针对每一个知识点赋予相

应的决策算子"最终形成决策模型数据库’在实施空

间辅助决策工作中"决策平台提供数据输入#数据处

理#提取模型#决策运算#结果表达几个步骤$图!%’
逐步建立空间辅助决策工作规范化操作流程$雷兵

等")**#%’
在城市规划管理的业务工作中"规划设计方案

的审核是城市规划管理审批中的重要依据"这样就

需要利用空间辅助决策平台对大量的规划信息数据

图)! 城市规划决策应用模型结构

]4L’) 20/8308/5G%J5&%9015.@@&43.04%6%9340>@&.6646L

进行统计与分析"计算后得出相关结果数据"供规划

管理部门决策’
在设计方案的审批决策中"首先定义规划设计

方案的图档标准"结合空间辅助决策平台操作流程"
在数据输入阶段"决策平台提供自动识别设计方案

的所有信息的接口"在数据处理阶段时对设计方案

的数据进行整理"对方案中的各个要素进行分类"在
决策运算阶段时提取方案指标计算模型"通过模型

中的各个决策知识点自动计算方案的各项经济技术

指标"如&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日照时间等"最
后对运算出来的结果与规划的预计指标进行比较"

图!! 空间辅助决策平台操作流程

]4L’! Y@5/.04%69&%[%9=@.04.&J534=4%6@&.059%/G

滤出不符合的指标’最后在结果表达阶段"可以将辅

助决策结果以多种形式表达出来"一种就是列出符

合的指标项和不符合的指标项"使得决策者对设计

方案的决策结果能清楚地识别"另外一种表现结果

就是采用三维虚拟现实技术"将决策结果形成三维

景观"模拟反映设计方案的真实效果"使决策者更能

直观地了解设计方案的各项指标"从而准确发现设

计方案的问题"及时完善$雷兵等")**#%’

I!空间辅助决策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空间辅助决策平台的应用服务采用A’2结构"
系统维护采用:’2结构$图I%(通过统一的系统结

构设计#数据库结构设计#功能模块设计和组件化开

发方法"实现地理信息系统与决策支持系统的紧密

结合及相互灵活调用"构建统一的城市规划空间辅

助决策软件平台’
整个空间辅助决策软件平台采用大型关系型商

用数据库Y/.3&5,4或者2̂ O25/<5/)***数据库作

为基础数据库"通过?E2的空间数据引擎$2K-%建

立城市规划基础地理数据库#规划设计数据库#决策

模型库#决策知识库及元数据库’针对庞大的数据库

维护在局域网内完成$:’2结构%"包括&数据录入与

更新#模型库管理#用户管理#权限管理#系统管理等

模块’同时利用:YN技术建立空间辅助决策平台

的组件库接口’其中包括&查询#分析#显示#管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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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 空间辅助决策平台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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