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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服务架构下的移动地理信息数据采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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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地理信息数据采集方式和采集平台架构制约着地理空间信息服务的发展，移动地理信息数据采

集成为可行的解决手段。通过面向服务技术在移动 GIS 数据采集中的应用，创建易于部署和管理的客户端和服

务器整体架构，采用 Web Service 技术创建多种地理信息服务，依托移动 GIS 平台实现了一系列的地图数据浏览

和查询等功能。所建立的系统运行状态良好，可扩展性强，界面友好易操作，适用于各种类似的专业，为地理

信息空间服务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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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ditional spatial data acquisition mode and collection platform architecture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ervices, mobil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data collection acts as an engaging solution. Through the 

use of Service Oriented Technology in Mobile GIS data collection, architecture is created and it can deploy and manage 

easily. The use of Web Service establishes a variety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s. Relying on Mobile GIS platform 

a series of map data browsing and querying functions are achieved. The established system is running in a good 

condition, and it is scalable, user-friendly and easy to operate. The system can be applied to a variety of similar 

professional, and the research provides strong data support for the outgrowing of geo-based services. 

Key words：mobile GIS; service oriented; geospatial information data collection; Web service  

 

 

1 引言 
地理信息产业的发展需要丰富、实时的地理信

息数据源。随着 Web2.0 互联网的推动和各种移动终

端的迅速普及，落后的地理空间信息采集与更新方

式直接制约了地理空间信息服务这一巨大的新兴产

业的发展 [1]，移动地理信息采集将成为可行的解决

方案。现存的移动 GIS 采集的架构主要包括单层模

式、C/S 模式和 B/S 模式。单层模式没有合理利用无

线网络的功能，不能与服务器进行实时交互；C/S

模式的架构将任务分配到 Client 端和 Server 端来实

现，降低了系统的通讯开销，应用功能强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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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高，支持离线工作，但是适用面窄，通常用于

局域网中，用户群固定，由于程序需要安装才可使

用，因此不适合面向一些不可知的用户，维护成本

高，发生一次升级，则所有客户端的程序都需要改

变；B/S 模式运行在客户端的浏览器之上，系统升级

或维护时只需更新服务器端软件即可，这样就大大

简化了客户端电脑载荷，减轻了系统维护与升级的

成本和工作量，降低了用户的总体成本，但是服务

器端的数据负荷大，响应速度慢，系统必须在线工

作，安全性较低[2,3]。 

当前地理信息产业的发展给移动 GIS 数据采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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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新需求，应结合移动环境的特点，寻求新的采集

系统架构。针对上述问题，采用面向服务架构来构建

移动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平台，整合异源地图服务，结

合相关行业需求，进行及时、快速的地理空间数据的

采集和更新，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良好的经济效益。 

 

2 面向服务的移动地理信息数据采集 
在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下，移动终端既是服务的

提供者也是服务的使用者，在为丰富空间数据贡献力

量的同时享受地理信息带来的便利。地理信息服务通

过在服务注册中心注册来发布服务，移动终端通过服

务注册中心查找并发现需要服务，然后通过服务协议

绑定到服务提供者，实现动态的调用，每个终端都可

以参与到互动中来挖掘信息，成为空间信息的拥有者。 

2.1 面向服务的移动地理信息数据采集总体架构 

地理信息服务的发展给移动采集提出了新的需

求，为了实现在较大工作区域下，由多客户端协同工

作、修改并实时的提交数据到 GIS 服务器，快速高效

的完成数据的更新工作，使整个生产流程内、外业融

为一体，需要采用一种全新的体系架构和解决方案。

面向服务的移动地理信息数据采集总体架构如图 1 所

示，总共分为五层，分别是数据层、逻辑层、服务层、

服务集成层以及表现层。

Internet

 
图 1 面向服务的移动地理信息数据采集总体架构 

 

移动终端在数据采集时，传统架构中需要访问多

个服务器来调用数据，采用面向服务的架构，将异源

的地图服务进行集成，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动态的搜索

和绑定，整个过程实现了服务的动态发现、动态绑定

和执行的松散耦合模式[7]，使得地理信息数据的共享

和互操作更加灵活、方便[4]。 

2.2 异源的空间信息服务的集成 

在面向服务的移动地理信息数据采集系统中，为

了实现异源空间信息服务的集成，首先需要将不同

Web 服务器提供的空间数据发布和注册成为独立的

Web 地图服务，并在服务注册中心进行注册，为客户

端所使用。Web 服务使用 Web 服务描述语言 (Web 

Services Description Language，WSDL) 作为其服务接

口描述语、通过 UDDI(Universal Description，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 协议规范进行 Web 服务的网上注册和

服务查找定位[5,6]。 

地图服务搜索和空间数据集成提供服务使用者在服

务注册中心搜索指定条件的服务，并列出搜索结果列表, 

由服务使用者选择需要的服务，从服务搜索列表选择相

应的服务后，系统根据服务提供的 WSDL 描述文件，调

用服务提供的接口，生成服务的内容，返回给用户。 

在本文研究的系统中，移动客户端根据实际的

需要，将其它服务的内容集成到系统中不同的地图

服务的内容类型都有其实现类，用来获取相应的服

务数据， 并生成 Web 地图服务对象，形成地图服

务数据列表返回给调用者，由调用者选择相应的数

据进行集成。不同的地图服务的数据层之间可叠加

显示和操作。 

 

3 框架实现及关键技术问题 
3.1 软件架构的实现 

数据层：通过数据库管理系统管理空间数据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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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数据，是移动 GIS 的数据存储中心，是 GIS 服务器

完成各项功能的数据源，GIS 服务器通过空间数据库

引擎( SDE)与多源异构空间数据库交互。 

逻辑层：包括 Web 服务器和 GIS 服务器等等。

Web 服务器将 GIS 服务器提供的数据封装为具体的服

务，将服务发布和注册到服务注册中心，供网络上的

其他用户使用。GIS 服务器是整个系统的核心，主要

完成两个功能，一是通过与数据库管理系统沟通获取

空间数据，另一个是对空间数据进行空间操作和分析

处理，向 Web 服务器提供响应。 

服务层对发布在网络上的各种服务进行管理，这

些服务包括影像服务、地图服务、网络服务等等。服

务层提供目录服务、发现服务、组合服务等功能，是

服务发布、绑定和连接调用的基础。目录服务机制是

地图服务管理的基本方式，其目的是实现单个服务的

有效查找和调用, 实现服务的共享。 

服务集成层包括了服务注册中心、空间数据集成

以及服务搜索模块，Web 服务器提供的服务可以在服

务注册中心注册和发布，服务使用者通过服务注册中

心查找到需要的服务并且进行服务的绑定；空间数据

集成以及服务搜索模块通过 SOAP、 WSDL 和 UDDI

等 Web 服务协议实现数据集成和服务的搜索。 

表示层：基于高速宽带与无线互联网络直接与移

动用户交互，可以选择多样化的客户端软件，主要包

括 WAP 浏览器、Web 浏览器、J2ME 应用程序等，同

时该层支持丰富的移动终端，包括笔记本电脑、掌上

电脑、移动电话和车载终端等等。此外，表示层还支

持桌面 PC，它可以与移动终端同步互连，为移动 GIS

的离线服务模式提供数据更新支持。 

3.2 关键技术研究 

(1) 空间数据存储 

移动终端使用的数据存在的形式通常是异构的，

将异构的空间数据解析为 GML，并存入数据库，从而

实现异构数据到同构数据的转变，解决空间数据异构

的问题[8]。 

  (2) 空间数据服务发布 

利用 Web 服务对解析后的空间数据进行包装，从

而可以实现空间数据的发布。对于数据的请求者来说，

可以直接生成数据的 Web 服务代理，就像调用本地的

数据一样，从而解决异源数据集成的问题。Web 服务

是面向服务架构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使用者可以使

用任何的客户端软件(如浏览器、Window 或是 Java 应

用程序， 以及移动设备等)，来调用分布于这个环境

中的 Web 服务，享受它们提供的各种服务，而 Web

服务本身可以采用任何技术编写[9]。 

每一个地图服务的发布都需要指定一个服务提供

商。在服务提供商的目录列表下发布 Web 地图服务，

需要提供的信息包括服务名,服务描述和服务绑定信

息等内容，系统将根据服务提供商的注册码将服务列

在其目录下；服务发布后,系统返回一个服务信息的对

象, 其中包含了与该服务有关的信息，包括该服务的

注册码，系统根据这个注册码来对应该服务并获取服

务的相关信息。 

(3) 异源数据融合 

对于异源数据的融合，为了实现互操作，需要将

其解析为 GML。GML 是 OGC 定义的一种基于 XML

的语言，用来建模、传输和存储地理信息的 XML 编

码，继承了 XML 跨平台、跨语言、跨系统的数据传

输能力，克服了由于数据模型差异和二进制传输造成

的数据难于集成的缺点，为 Internet 环境中的空间数据

互操作提供了数据传输解决方案。GML 对一条线数据

解析后的实例如下所示： 

<gml:PolylineMember> 

<gml:Polyline> 

<gml:LineString> 

  <gml:coordinates>-112.331148,32.14497 

  -112.331259,32.144047 

            ...... 

  </gml:coordinates> 

  </gml:LineString> 

  </gml:Polyline> 

</gml:PolylineMember> 

(4) 位置服务 

位置服务（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s）又称

定位服务，LBS 是由移动通信网络和卫星定位系统结

合在一起提供的一种增值业务，通过一组定位技术获

得移动终端的位置信息(如经纬度坐标数据)，提供给移

动用户本人或他人以及通信系统，实现各种与位置相

关的业务。实质上是一种概念较为宽泛的与空间位置

有关的新型服务业务。 

手机定位方式多样，目前比较流行的是 GPS 定位

方式，通过卫星导航内置单点 GPS 支持，GPS 定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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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能够为终端用户提供随时随地的准确位置信息服

务，其基本原理是将 GPS 接收机接收到的信号经过误

差处理后，解算得到位置信息，再将位置信息传给所

连接的设备，连接设备对该信息进行一定的计算和变

换后传递给移动终端。另外还有移动基站定位、WiFi

定位以及混合定位等方法。 

 

4 应用实例 
基于以上分析设计的系统结构，并结合移动地理

信息采集的需求，开发了移动地理信息数据采集系统，

本系统以辽宁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数据为

基础，主要设计了六个功能模块，分别是：地图漫游、

属性数据浏览、我的位置、添加兴趣点、兴趣点查询

定位、查询周边。 

空间数据的基本操作工具，包括放大、缩小、漫游、,

全图、属性查询等功能，是通过脚本控制，将客户端参

数发送到控制层进行重新计算，生成新的Web服务列表。 

其中地图服务的获取使用Web地图服务中的 getMap()方

法；属性的查询使 Web 地图服务中的 getFeatureInfo()方

法实现，放大、 缩小、漫游、全图等基本操作使用自己

开发的算法类实现。具体功能的实现如图 2 所示。 

 
图 2 放大、缩小以及属性数据浏览 

 
图 3 矢量地图服务和 DEM 地图服务集成 

 

将位于不同服务器的空间数据，通过平台进行服

务和集成,，实现空间数据的服务和服务集成。如图 3

中第一个图是单个 Web 地图服务，第二个图是矢量地

图服务和 DEM 地图服务两个服务集成的结果，可以

实现增值服务。 

 

3 结语 
本文通过对移动数据采集技术发展现状的认识，

比较了现有系统架构的优缺点充分考虑移动环境的特

点，提出了面向服务架构下的移动地理信息采集系统

架构，给出了系统的体系架构、讨论了实现的关键技

术，通过实验在智能手机平台上实现了对地理信息的

采集、存取和管理以及与服务器端的交互，依托移动

GIS 平台实现了一系列的地图数据浏览和查询等功

能。所建立的系统运行状态良好，可扩展性强，适用

于各种类似的专业。 

随着移动 GIS 的不断发展及其与其它应用的结

合，特别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移动地理信息采集

技术将会不断进步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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