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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信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地理信息系统也跟随时代发展技术不断革新。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已经应用到不同的领域,

解决相关的问题,给工作者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不断完善它。本文主要是介绍地理信息系统的相关概念、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技术以及发展

现状,让人们充分了解地理信息系统的相关知识,从而促进我国地理信息不断发展。 

[关键词]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发展 

 

伴随我国科学技术与经济水平不断发展,我国各个领域逐渐的智能

化、科学化。各行各业想要获得优势需要充分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只

要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地理信息技术就能够为各领域提供技术。目前我国地

理信息系统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还需要专业人士不断的创新与发展,促

进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发展。所以,前提就需要对地理信息系统全面的了解,

不断分析,同时对它的发展动态以及趋势也要了解。 

1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相关概念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缩写为GIS)是一门

技术系统,1967年由罗杰·汤姆林森提出,用于存储,分析和利用加拿大土

地统计局收集的数据,并增设了登记分类因素来进行分析。随着计算机技

术、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空间技术的发展,地理信息系统也不断的发展,

逐渐完善。地理信息系统是用于输入、分析、查询、存储以及显示地理数

据的计算机系统,同时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结合了地理学和地图学,目

前已经应用在各行业各样,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逐渐完善。它主要包括人

员、数据、硬件、软件、过程五个部分。其中,人员是地理信息系统 重

要的组成部分。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国也制造出相应的地理信息

系统软件,按照地域范围可以将其划分为全球性、区域性、局部性三方面。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清楚一点,那就是地理信息系统中“地理”不是我们所

理解的狭义的地理学而是广义上的地理,主要是指地地理坐标参照系统中

的空间数据、属性数据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到的相关数据
[1]
。因此,地理信

息系统人们利用计算机硬件与软件技术对数据库进行分析、科学操作管理,

能够将庞大的数据信息经过一系列的操作,比如：空间函数等技术方法,

能够呈现出一个直观的数据现象,对整体以及各个部分进行总结分析和预

测,从而产生有利的信息数据,促进各领域的发展,使得地理信息系统朝着

智能化、科学化、集成化、标准化等方向发展。 

2 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技术 

2.1数据输入与编辑技术 

输入主要是指地理信息系统空间信息数据库的输入,预处理的过程。

空间数据只有加工成合适的形式才能被地理信息系统所利用,而我们把空

间数据输入计算机的过程被称为数字化。目前我们 常使用的方式有数字

化系统和扫描式。数字化的系统与其他相比较而言效率比较低,成本高,

而扫描式的输入方式不具有实时性,也就是没有不可能及时转换为所需要

的数据信息。目前我们根据数据信息的来源以及处理的方式,使用了较为

普通的矢量方法完成交互式的识别。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数据编辑主要表现在属性编辑与图形编辑。属性

编辑需要与相应的数据库管理有机结合共同完成的。而图形编辑具有拓扑

关系的建立、图形编辑、图形整理、图幅拼接、图形变换、投影变化、误

差矫正等功能,为处理数据提供了便捷途径。 

2.2数据存储与管理技术 

数据存储主要是将数据以某种方式存储在计算机内容或者外部介质

上,为数据库信息的存放提供位置,方便对数据进行操作。数据在计算机存

储也有特定的方式,主要是根据文件结构确定的,同时也会确立与之相对

应的逻辑顺序。地理信息系统不仅能够对普通的文件结构构建数据,更重

要的是能够复杂且大型的数据库系统进行严格有效的管理。比如,在关系

数据库系统中,我们可以通过相关联表格中的主码与外码连接,提高地理

信息系统的扩展性以及灵活性。 

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的管理主要是包括数据查询与检索、分析与数据显

示与输出。数据查询与检索主要从数据库中或者空间信息中找到用户所需 

料中已有的名称。(2)地址编码：编码规则如下图所示：1)行政区域代码：

参照 新的《南京行政区划代码》,参照附录A中的编码表。其中县级及县

级以上行政区代码为1-6位,乡镇街道行政区代码7-9位,编码规则参照GBT 

10114-2003《县级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社区行政区代码为第10-11

位,可以按照乡镇街道下的社区顺序编制。 2)基本区域限定物代码：四位

全部为“0”。3)局部点代码：使用流水号表示。(3)地名类别代码：地名类

别代码分为门类、大类、中类、小类四层,分别用1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如果

中类不再细分,则它们的末位用“0”补齐。大类、中类、小类3层中的“其

他”类别用“9”表示。(4)兴趣点类别代码：编码规则如下图所示：地名

类别代码分为大类、小类、细分类三层,分别用2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大类和

小类都从“1”顺序编号,不足两位数的前面用“0”补齐,其他的小类,统一

用“99”表示,细分类主要为将来扩展细化,目前统一以“00“表示。 

5 结语 

统一地名地址数据规范以及生产采集原则与要求,利于建设标准统一

的地名地址数据库,以便于今后提供数据查询、定位、统计以及专题信息

空间匹配服务,也有利于各类空间信息平台共享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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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数据,并且将数据提取出来。查询主要是指用户根据当前研究的现状

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研究的方向以及过程,进而得到想要的数据。而

检索主要是指将所需要的数据提出出来。地理信息系统能够在系统操作运

算功能的支持下或者专业的软件实现对所研究区域的现象进行分析,主要

有信息系统采集分析、统计分析、多要素综合分析等等。数据输出结果会

通过地图、图标、数据等多种方式显示出来。数据显示包括图形数据的数

字化与编辑以及操作分析过程的显示。 

2.3数据更新技术 

数据更新就是对数据进行动态实时更新,对于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领

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天气预报检测。数据更新分为全面更新和局部更新。

数据更新技术关键在于建立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的接口,提高不同数据结

构数据转换的准确率。地理信息技术及获得数据的具体操作是使用有效管

理的措施,对于图形的数据进行基本的操作与空间分析,从而使得用户能

够从地理数据当中,得出用户想要的结论
[2]
。 

3 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动态 

3.1地理信息系统中面向对象研究  

人们提出面向对象的地理信息系统主要是解决计算机使用适合人类

的思维方式来描述客观世界。其中,面向对象的地理信息系统已经成为地

理信息系统发展的一个方向与趋势。地理信息技术 主要的就是对数据库

的处理,为空间信息的描述提供一种方便便捷而且清晰的方式。传统的地

理信息技术对于空间信息数据库的处理主要表现为单一、复杂,而面向对

象的地理信息系统则可以直观、有序。清晰的描述复杂的空间信息,因此,

面向对象的地理信息系统是目前地理信息系统发展的方式,受到专业人士

的重视。 

3.2时空系统研究 

地理信息系统被应用在各个领域,比如煤矿、学校、地震救灾、天气

预报等。在之前的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中,关注比较多是空间特性,往往会

忽视地理信息系统的时间特性,这就造成了误差,从而产生困扰。我们知道

世界万物都在不停的运动,每个时间都是在运动,变化,有些时候我们看不

到并不代不它不在动。因此,地理信息系统的时空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之

前,计算机软件和硬件技术都比较低以及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在研究的

时候就是对地理信息系统的时空系统忽视,不对此做出研究。但是随着互

联网的不断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我们就会注重对地理信息系统

时空系统研究,做出正确的研究成果,促进该行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完善地

理信息系统。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地理信息系统的时间维分为处理时间

维和有效时间维。 

3.3地理信息建模系统 

各行各业都有所不同,甚至在同一个行业中也会有某些领域的不同,

它们具有独特性,因此,地理信息系统对于有些问题都不能够利用空间分

析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个时候就需要各行各业需要有属于自己的模型,需

要二次开发工具,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前地理信息系统模型方式的

建立主要有松散耦合式和嵌入式两种方式。 

地理信息建模系统主要研究的方向主要有,地理信息系统面对对象的

应用,主要从对象、对象结构、对象间通讯对世界进行解释以及开辟了复

杂三维空间描述的方式；在建模的过程中需要设计用户建模的界面,主要

是以图表形式展示给用户,这种图标表达的涵义直接、清楚,用户也可以自

己设计图标。用户通过对图标的定义、选择以及操作过程中实现地理系统

模型的定义以及检验；地理信息系统模型还可以通过与其他的模型以及数

据库有机组成,为各领域解决实际问题提出技术支持。 

3.4三维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  

三维地理信息系统是 基本的要求,现在许多地理信息系统会提供比

较简单的功能,比如三维显示以及操作功能。但是随着科学信息技术以及

需求的不断提高,这就需要要求,三维地理信息系统要满足真三维地理信

息系统的要求以及还需要提高空间数据库的技术。因此,这就决定了完善

的三维地理信息系统需要有三维的矢量和栅格数据模型以及与此相适应

的三维数据库,这样就能够很好的利用三维空间以及数据模型解决、分析、

操作相关的问题。 

三维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是以三维数据结构为研究方向,在这个过程

中 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数据的结构探索,以及数据的管理和地理数据显

示方面的内容
[3]
。  

4 结语 

地理信息系统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是处理空间数据库信息的输入、

管理、分析、查询、输出的计算机系统。目前,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动态

从GIS中面向对象研究、时空系统研究、地理信息建模系统、三维地理信

息系统的研究四个方向研究,促使朝着智能化、标准化、集成化、大众化

以及数据商业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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