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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空间大数据信息基础设施》结合空间信息的典型特征，探讨发展新一代面向大数据的空间信息基础
设施体系架构的必要性，并从空间数据表达模型、空间数据存储模型、空间数据计算模型、空间数据
服务模型、空间信息应用开发模型和空间信息应用服务模型六个维度阐述新一代基础设施体系架构应
该具有的特性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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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GeoStar 4.0在吉奥之星系列软件中负责矢量、影像、数字高程模型等空间数据的建
库、管理、应用和维护。
GeoStar在空间数据管理平台基础上，抽象出一套应用程序接口（API）函数。
上层数据处理与应用系统使用这一套公共函数，开发数据采集、空间查询、空间分析及应用模块，所
有模块共享一个空间数据库。
 GeoStar 4.0面向数据库，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直接交给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矢量数据、属性数据
、影像数据和DEM数据可以单独建库，并可进行分布式管理。
通过集成化界面，可以将四种数据统一调度，无缝漫游，任意开窗放大，实现各种空间查询与处理。
 GeoStar最独特的优点在于矢量数据、属性数据、影像数据、DEM数据高度集成。
这种集成面向企业级的大型空问数据库，支持多种数据库引擎，提供数据管理、图形编辑、空间分析
、空间查询、制图、数据转换、元数据管理等功能，可适应多种用户、多种应用的需求，在测绘、规
划、国土、电力、国防、园林、房产、水利、市政、公安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GeoStar 4.0基于OpenGIS规范，更容易和其他GIS进行数据互操作和软件集成，提高空间数据的互操作
性。
 GeoStar分为三个部分：桌面应用系统、独立处理工具和组件开发平台。
GeoStar的主要功能包括：数据建库、数据表现、数据分发、图形编辑、空间分析、空间查询、普通图
制图、专题图制图、符号设计、数据转换、打印输出。
 GeoStar 4.0软件的总体结构从逻辑上划分成四个部分：①数据操纵组件，主要负责空间数据的读、写
、增、删、发言以及一些与数据库相关的操作，如数据库登录、打开、关闭、权限管理、并发控制、
索引维护等。
与数据库的交互通过ODBC或数据库暴露的API函数，如Oracle的OCI函数。
②空间数据分析应用组件，对从数据库中检索到的数据进行GIS功能操作，包括空间查询、分析、编
辑、制图等。
③与图形界面相关的组件，采用ActiveX技术开发。
④利用各级组件开发的各种应用系统。
其中数据操纵组件和空间数据分析应用组件严格遵守COM标准，以OpenGIS为参考标准，在数据模型
上与OpenGIS一致，对象名称和函数形式一致，不够的部分进行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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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空间大数据信息基础设施》编辑推荐：大数据计算是指规模在P级（1015）-E级（1018）-Z级（1021
）的极大规模数据处理。
又指传统文件系统、关系数据库、并行处理等技术无法有效处理的极大规模数据计算。
大数据计算是随着网格计算、云计算发展一起来的新一代数据处理技术。
随着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的逐步推进，研究和开发新一代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技术成为迫切需求。
大数据是空间信息最为典型的特征。
《空间大数据信息基础设施》结合大数据计算的最新发展与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系统
性的探讨了一系列新一代空间大数据处理的相关技术和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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