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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测绘地形图数据库和城市城管部件数据库通常基于本底数据库基础上进行更新,将本底

数据和更新后版本数据进行对比,找到变化要素、新增要素和删除要素,并针对增量更新要素集进行内、

外业重点检查。既减少了质检工作量,避免了随机检查的盲目性,又提高了质检效果。本文尝试建立变化

检测规则,并编程实现该算法,然后应用到实际生产项目的质检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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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测绘相关规范,数据库内业质

检采用全数检查,外业质检按照一定比

例随机抽查[1 2 3]。国家规范和社会需求

对空间地理数据库质量要求非常高,对

质检人员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通常情

况下,项目工期非常紧张,留给质检环节

的时间也很少。质检机构人员也比较紧

张,要同时应对多个质检项目。外业质检

时,受地域、天气、车辆、食宿等限制较

多,多个条件同时满足的“窗口时间”也

较少。这就要求质检人员在较短时间内,

快速完成质检任务。基于变化检测的质

检方法可以较好的解决质检工作量与效

果之间的矛盾。 

1 变化检测 

变化检测一般指不同时期的遥感数

据中定量分析和确定地表变化的特征与

过程,一般应用于遥感领域。同理,我们

可以将此技术用于查找矢量数据库增量

更新要素集。数据库更新一般在本底数

据库基础上,进行“新增”、“删除”、“修

改”等操作。因此,要素变化类型主要有

三种：一是伸缩移位型,二是新生型,三

是灭失型[4 5]。 

变化要素：原有地理要素分布范围、

位置或其他属性发生了变化,属于伸缩

移位型变化；如：栅栏移动了空间位置

或者栅栏重建为围墙。 

新增要素：本底数据库中没有,现实

中新增加的地物,属于新生型变化；如：

新建了一栋房屋,新修了一条路。 

删除要素：本底数据中存在的几何

要素整体消失了,以前有该地物,现在没

有该地物,属于灭失型变化。如：拆除了

一栋房屋。 

2 在数据库质检工作实际应用 

2.1准备工作 

数据库在更新前,添加字段“FeatGUID”,

全球唯一要素编码,通过算法赋值每个

要素的FeatGUID,由算法生成的二进制

长度为128位的数字标示符。在理想情况

下,任何两个要素都不会生成两个相同

的FeatGUID。FeatGUID的总数达到了

3.4*10^38个,所以,随机生成两个相同

的FEATID的可能性非常小。 

统一赋值全球唯一要素编码,相当

于给每个要素分配一个身份证号,除非

该要素被删除,否则不会变化。新增要素

会得到一个新的FeatGUID,变化要素的

FeatGUID保持不变。删除的要素,该

FeatGUID也相应消失。 

数据库中还需增加“ChangeType”,

“ChangeAtt”两个字段,根据变化类型

做变化标记,以及记录属性变化相应的

字段。 

我们可以对增量更新的要素做一个

标记,规定如下： 

(1)对删除的要素,“变化类型

(ChangeType)”赋值为3。 

(2)伸缩型变化图斑的FeatGUID属

性的值与本底数据中发生伸缩变化的图

斑保持一致,“变化类型(ChangeType)”

赋值为1；ChangeAtt 属性则记录变化的

属性字段。 

(3)新生型的要素“变化类型

(ChangeType)”赋值为2。 

(4)如果某一几何要素只是属性发生

了变化,或对新增的属性项进行赋值的,

对该几何要素的变化信息属性项“变化类

型(ChangeType)”赋值为0；ChangeAtt 属

性则记录变化的属性字段。 

(5)如果该要素没有做任何改动,图

形和属性都没有变化,则ChangeType为

-9999或者缺省值。 

2.2算法实现 

如果两个版本数据进行对比,通过

人工对比工作量非常大,并且无法发现

要素细微变化。所以该项工作通过编程

实现自动化检测。 

(1)删除要素：遍历本底数据库中的

FeatGUID,判断是否在版本数据库中存

在,如果不存在,则在本次数据更新中被

删除。 

(2)新增要素：遍历版本数据库中的

FeatGUID,判断是否在本底数据库中存

在,如果不存在,则在本次数据更新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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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要素。相对“删除要素”的判断是

一个反向判断的过程。 

(3)变化要素：查找本底数据库和版

本数据库中FeatGUID一致的要素,判断

图形和属性是否发生了变化。 

①图形变化：判断属性值是否发生

变化？ 

(1)属性变化：则ChangeType为

1,ChangeAtt记录变化字段。 

(2)属性不变：则ChangeType为

1,ChangeAtt为空。 

②图形不变：判断属性值是否发生

变化？ 

(1)属性变化：则ChangeType为

0,ChangeAtt记录变化字段。 

(2)属性不变：则ChangeType为

-9999或缺省值,ChangeAtt为空。 

根据上述算法,使用C# +ArcEngine

组件方式,编程完成了数据集变化检测

功能,可以自动判断所有要素变化类型,

并自动将变化标示填入ChangeType和

ChangeAtt两个属性字段中。根据两个字

段属性值,提取增量更新包,为确定数据

库质检的重点范围提供依据。程序界面

如下图1所示： 

2.3实际应用情况 

本文将该方法应用于青岛市市内三

区城管部件更新项目中,以点要素变化

检测为例,通过对比版本数据库和本底

数据库,标记出“新增要素”、“删除要

素”、“变化要素”,形成了增量更新数据

集。在内业质检和外业质检中,着重检查

增量更新数据集,在不增加质检工作量

的同时,大大提高了质检效率和效果。 

 

经实验验证,变化要素分布并不均

匀,有的区域变化量大,有的区域变化量

小。这也跟地区建设速度有关系。但是

变化量小的区域也可能因为作业员没有

更新,这是质检的重点区域。例如：宁武

关路变化要素到十字交叉口戛然而止,

并且其他道路都没有变化要素或者异常

少,是真的没有变化要素还是作业员没

有更新？这种异常情况需要质检时重点

关注。个别区域整块没有一个变化要素,

存在漏查该的可能性,这也是质检工作

应该关注的重点区域。从以上区域挑出

可疑度高的图幅,通过外业检查核实,的

确是变化要素没有更新,以此验证了该

方法的可行性。 

3 结语 

基于变化检测的质检方法可以应用

在其它增量更新项目中,如：地形图更

新、国情监测以及土地调查等项目中,

通过提取变化要素集,可以直观了解该

数据更新情况,并快速发现异常区域,确

定质检重点区域。改变了过去随机抽查

的盲目性,实现了有的放矢的质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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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变化检测程序实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