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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25  万数据库是国家测绘局继1：100  万数据库建立后的又一个大型的空间数据库，自从 1998年被建

成后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对它两次更新后，用户最关心它更新前后数据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对数据

变化的研究便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1：  25  万数据库更新前后的地名利用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进行了定量的对

比，从中探索地名变化的规律。为以后数据库地名的有效更新提供有力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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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社会影响力大、使用范围广 ，本文在 1：25万地形图
    l  弓 I  量

    ‘  “  ”    基础上对更新前后的地名变化进行分析 和总结 ，探

    1：  25  万数据库是 国家测绘局继 1：100  万数据    寻出其 中的变化规律 ，区分主客观变化原因 ，是对 已

库建立后 的又一个大型的空间数据库 ，1：  25  万数据    经建立 的成果的进一步研究和深度挖掘。能够 为地

库 由 3个数据库组成 ：地形数据库、数字高程模型数  名数据库的维护更新提供技术旁证 ，也为利用数据

据库（DEM）和地名数据库 。其 中 1：  25  万地形数据  库进行地名学研究提供 了借鉴 ，同时也将大大提高

库是数据量最 大、数据 关系最复杂 的矢量数据库 ，    现有数据库 的使用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

誉茹 篙 雹芋意 嚣 麓 篡 鬻 2  .嗡万数据库更新内容及地名更新来源
包括政区、居 民地、河流、湖泊、岛礁 、山脉 、沙漠、盆    2.1 1：25  万数 据库更新 内容及其现势性

地 、自然保护 区的名称及属性等n]  。     1998年版 1：   25  万数 据库 以我 国现 有 的上世

    1：  25  万数据库 自  1998  年建成后 ，被 广泛应用  纪 80年代出版 的 1  ：25  万 地 形 图为基 本 资料 ，覆

于国民经济各个部 门，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用户使用    盖全国共包括 816  幅地形 图范 围。为保证数 据精

的深入 ，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我 国经济突飞猛进地发  度 ，直接利用 了国家 测绘 档案 馆馆 藏 的分 版 薄膜

展 ，新修和新建了许 多大型 的交通 、水利等工程 ，城  二底图进 行数字 化 。为 提供 数 据库 的现势 性 ，采

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各类地物变化很大 ，为了保持数  用搜集现势 资料 、标绘 1：25  万地 形 图 的办法 ，在

据库的生命力，使数据被更广泛和长久地应用 ，只有  数据采集 的同时对 境界 、国道 、乡镇 以上等 级居 民

通过对数据的不断更新才能体现 。因此如何分发新  地名称等进行 了更 新 ，现 势资 料截 止 日期 为 1995

版的地形 数据 已经成 为 GIS领域 的一个 研究 热    年底 ，部分地区 1997  年底H]  。国家测绘局 在进行

点口]  。根据 Raynal[31  的统计 ，  一个地理空间数据 中    了大量资料收集 和技术 准备后 ，于 2001  年 立项 对

的地理对象在一年中的变化率大约在 10%。实 际    1：25  万数据库进 行全 面 的更 新 ，使更 新后 数据 库

上，数据库进行更新用户最关心 的是发生变化的数  主要要素 的现势性 达 到 2000  年 ～2002  年 。2008

据，即更新的数据。因此对更新前后数据的变化进  年对 1：  25  万数据库进行 了第 二次更新 ，此次更 新

行对 比，提取其潜 在的人们 未知 的信息 十分必要。    重点完成对境 界 、公路 、铁路 、居 民地 、水 系 、草 绘

地名作为地 图重要 的组成部分 ，它是联系社会经济  等高线进行 更新 ，补 充完 善 植被 和地貌 数 据。具

信息和空间信息 的桥梁 ，尤其是行政区划地名 ，它的    体更新要 素如表 1  所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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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I 、\  1：25万数据更新年代 l    l    l

I 、、、    l    2002年更新    l    2008年更新    l

I更新要素及现势性 、\  l    l    l

l    l全部铁路、全部境界；省道及以上等级 I全部境界、国省道、县乡道、建制村及以上等 l

l    l道路；乡镇的有以上等级点状居民地；I级点状居民地、乡镇及以上真形居民地、全部 I

l    l县级及以上等级真形居民地；五级有以 I铁路、五级以上河流水系、草缓等高线、植被 l

l    重点更新要素及其现势性    I上等级河流；大型工程设施等重要地物 I和大型水利设施等    I

l    I以上要素现势截止期为2000年底，位 l以上要素现势性达到 2005年～2007年底，位 l

I    l置和属性精度满足1：25万数据库要求 l置和属性精度满足 1：25万数据库要求     l

卜— —— ——————— — — — 十 — ———— — — —— —— ——卜 ———— — — —— —— ————— —l

l    l量主：善墨警霪芝芝器高薹尹 民地、I县乡经下等级道路和自然村级点状居民地   l

l    一般更新要素及其现势性 l以上要素现势性根据资料情况力争达 l以上要素现势性根据资料情况力争达到 2005 l

l    l到2000年底，强调要素的位置精度，1年底，强调要素的位置精度，属性的现势性根 l

l    l属性的现势性根据资料的情况确定  1据资料的情况确定    I

l    l等高线等地形要素，六级以下河流、l其他独立地物等不做更新，若资料满足更新 I

l    其他要素    l乡村路等低等级道路、自然村及其他 l要求，则进行更新，但必须处理与其他要素间 l

l    l居民地、其他独立地物等不伏更新嘲 l的关系Ⅲ    l

    2.2  1：25万数据库地名数据更新来源 l时间特征l
    地名是地 图要素 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与其他要 同 磊 司 /，— —干===二I_—== \∥刃l

素一起综合反映地理特征，它的可靠性与现势性已 —\\—/ L属掣型l / Ⅳ步/1
成为衡 量地 图科 学水 平 及使 用价值 的重要 指标 。 \心    地理鼓妊\/    I多/ /稽 I
    r—吨——————————————T——、广—————————1 形 2附 /1

1：25万数据库的地名更新主要是以1：5万地名数据 l、竺竺 l ∞8：248’i l/翻够呸 1
库为基础进行 的，1：5万地名数据库将国家基本比例 l竿 耸 l琴塑 P I级别|驾 名称陟1仆 【吲

尺地形图上各类地名注记包括居民地、河流、湖泊、 I点l线l面l格嘲I网络鬯l l l博l竺K吲ul—
    ⋯ l I t l l l Ⅲ l 、 ， I ， l

山脉、山峰、岛屿、沙漠、盆地、自然保护区等的名称，    I+}（，l移l团lpl；l；，.zl至|■//l l
    I  i l l  l 1 . I . 1 1.）I组 J/ I  l  l

同其汉语拼音及属性特征 ，如类型、政区代码 、归属 、 I | l l  | l  I  l：1：l  l  I  l

网格号、交通代码、高程、图幅号、图名、图版年度、更    |l  I  l  l  |  l  |：|：I  l  I/
新日期、x坐标、Y坐标、经度、纬度等录入计算机而    l l  }l  l  l  I  l I  l少
建成的数据库。它与地形数据库之间通过技术接口 — —
连接，可以相互访问。也可以作为单独的关系数据    图1  空间数据的基本特征
库运行 。1：  5万地名数据库完全满足 1：25  万地形图    本文就是从空间位置 、属性数据和时间特征 3

地名现势性 的要求 ，数字化的成果便于快速更新，有  个方面对地名数据进行分析。，

利于保证地名的正 确性 ，为各项宏观规划和决策提    （1）从地名数据的空间位置进行数据分析 ’

供强有力的地名保障。    地形图以相对平衡的详细程度描述地面各种自
    对于 1：5万地名数据库 ，它的更新资料源有基  然要 素和社会经济要素空间分布的地图。地形图中

础测绘资料 、县市挂 图、乡镇调整后的最新行政区划    地名的位置描述的是地物所在 的空间地理位置位于

资料 、人 口统计数据库和 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  何处 ，它在数据库 中表现为地名的地理坐标 ，通常表

简册    示为一个点位或者一个 区域 范围，正是 由于地名的

    ⋯ —    这种空间特性 ，我们可以方便 的使用 GIS中空间分

    3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析的相关原理对地名的变化进行分析检测。
    地理数据一般具有 3个基本特征 ：属性特征（非    由于 1：  25  万地形 图的更新使得一些居 民点的

定位数据）  ，空间特征 （定位数据）和时间特征（时间    位置发生 了改变 ，在 地图上 主要 表现为增加、消失、

尺度）（见图 1）   。     位移 、不变和其他 的变化 ，所以需要建立一个缓冲区



来判断地名位置如何变化 ，本文便是在建立的缓 冲  较大，在更新过程中发现江西地区更新数量比较多 ，

区上对地名位置的变化进行检测 。     在此对江西地区一个 图幅进 行分析 ，该 图幅 主要包

    缓冲区分析是地理空间目标的一种影响范围或服  括南昌的大部分地区 ，1998年、2002年和 2008年三

务范围明。从数学角度看，缓 冲区分析的基本思想是  个版本的数据格式是不 同的，因此对数据进行处理

给定一个空间对象或集合，确定它们的邻域 ，邻域 的大  分析前首先将数据格式转为一致 ，在此将 E00  格式

小由邻域半径 R决定 。因此对象 0i的缓冲区定义为：    转换为 ArcInfo的 Coverage格式 ，空间参考均转 为

    Bi一{z：d（z，Oi）≤R）     西安 80  坐标 、高斯一 克 吕格投影 ，然后在此基础上

    即对象 Oi的半径为 R 的缓冲区为距0i的距离  进行空间分析对数据变化进行比较 。

d小于R的全部点的集合。d一般是最小欧式距    4.2  数据验证
离，但也可是其他定义 的距离 。对于对象集合    1：  25万地形图中地名的更新 以 1：  5万地名数据

    0一{0i：i一1，2，⋯ ，咒）     库为基本资料源，当原 1：25  万点状居民地点位与1：   5

    其半径为 R的缓冲区是各个对象缓冲区的并 ，即：    万地名数据地位 点相差大于 2  mm（实地 500m）时 ，

    。  .n.  。.    进行点位更新。所 以本文将 以 500m作 为缓 冲区 ，
    a — U D z

    4  实 验 数 据 及 结 果 分 析     年版数据对 比发现研究区域 的行政归属的变化以转

”赫溅麟 黧裟皇篡 戮 奏恕 妻鲥贼哳政
    表2

l —～～———    1：25万数据  l    l    l    I
l —～———～     l    1998年版     l    2002年版     I    2008年版     I
l  RESPT层 — ～— —    l    l    l    I

l    地名数据总条数    l    2569    1    2593    1    2551    l

l    l  属性未变地名百分率  l    I    61.23%    1    84.57%    I
l 位置未 改变 地名 卜——————————————+————————————+————————————斗—————————————
l    l  属性变化地名百分率  l    I    35.03%    1    7.75%    l

l    位置移动地名属性未变的百分率     l    l    o.50%    1    4.36%    l

l    消失的地名百分率    l    l    3.35%    1    3.66%    I

l    新增的地名百分率    l    l    4.24%    1 1.76%    l



    表3

I —————～     1  1998年和2002年的对比   l  2002年和2008年的对比   l
l RESPT层 —— ———  I    l    I

l    l    地名条数    I    2473    1    2394    l

I  位置未改变地名   I    行政等级改变的变化率     J    97.09%    1    97.16%    I

l    |    行政等级不变的变化率    I    2.91%    1    2.84%    l

l    l    地名条数    l    13    l    l13    l

l  位置移动的地名   l    行政等级改变的变化率     I    100%    1    99.12%    I

l    l    行政等级不变的变化率    “    o    l    o.88% l

    4.3  数据变化原因分析  l1玉]消失  厂—] 厂—]新增  “7芒；]
    1：  25  万数据库的居民点地名更新原因很多，从 L芏jj———’L—— L——j——+l堇二J
两对数据库地名更新的对比来看主要有3  个原因： r—■=■] 厂——产习
    l n ——̂ l ' l    l ，^ 、  / I

一是地名点位置的变化，二是属性的变化，三是人为    l_V\、E，5 L笪叫h U\9）I
误差或者系统误差造成。其中地名位置的变化和属    l“L————l L二————
性的变化可以归为客观原因，人为或系统误差为主  厂—干=i] 厂—干=可
    l    l 、 lⅡ  ̂ I l    、 l

观原因。客观原因又称为客观变化是指地理实体在    l‘漕寸 \F尘叫f、朱、H\l
客观世界中发生的各种变化，主观原因也称作主观    .1：LJ—L。l    I—LJ—L。l
变化，是数据库更新过程中由于人为作图的差别及  厂——=— 厂_——i—、
系统处理产生的种种误差引起的变化。由于数据库    l c馨j l坌望U 气I≥】I
    l ～  f r l 'l n k / — “

中地名 的变化和现实不完全等 同，数据库中的位置    1 0 —。 l    “<J'    I

和属性的变化都存在客观变化和人为错误，所以本 — — —— ——
文对于居民点地名的变化分析相对的反映了真实居    I一 广≥1分裂l— n、l
    1 一 、—‘I 卜—— —pl——— 、一 1 l

民点的变化 ，但还是需要 结合实 际情况进行具体的    I  [ 21 、 jl    l  [、汛 、 >l
。 ，～ 。 L±=二——J L二二———

深入研究。    图2  居民地实体消亡变化类型
    4.3.1  地名点位置的变化原因分析     （2）客观世界中地理 实体本身名称 的更改引起

    孝观世界 中居 民地可能发生多种类型的变化 ，    的地名属性  改变 ，2008  年版与 2002  年版  对 比发  现

舒红嘲和 claramunt已经总结了表达地理实体变化    有许多地名用同音字代替 了，如詹坊村更名为 占坊

的事件类 型，本文参考朱华吉‘91提出的分类基础上  村 ，新殿村改为新电村等（见 图 3）  。
总结 出如下原 因。从表 2  可以看出地名点位置变化

的主要原因有新增、消失、更名和位移等，本文只是    l广而万\1 l行政笠翌I广而鬲\，1 l
对点数据进行了对比，对于面状的居民地来说，还包    l h3罂o  —乡l变化 l h3：掣——乡l
括由于城镇范围扩大或者缩小带来的变化，将其归 L——————J L——————

纳为合并、分裂、并入、分割类型（见图2）a l rJ———> I地名 l r厂——j I
    4.3.2  属性变化原因分析    I l新殿村L？、l—面r叫0新电村L？、l
    属性变化包括居民点名称的改变和行政归属的    I—L———  l    I—L———  I
变化，本文根据居民地的特点和1：  25  万地形数据库    图3  地名属性的变化
地名更新的实际情况 ，总结 出两种情 况可 以引起属    4.4.3  人为误差或系统误差导致的变化

性 的变化 。    （1）在 1：25  万数据库更新过程 中作业员修改数

    （1）行政等级或 者行政归属的变化 引起地名属    据时可能会产生一定 的错误数据 ，并且在最初的数

性 的更改 ，比如在 1：  25  万地形数据库中居民点的行  据采集中 ，由于测量方法 以及量测精度 的选择等受

政等级 由乡驻地改为镇驻地 ，必然会 引起地名属性    到人类 自身的认识和表达 的影响 ，对于数据的生成

的更改 ，如青云谱乡改为了青云谱镇 ，或者乡驻地改  会产生误差。比如对居 民地地名 更新 中的错误修

为 了行政村 ，如小燕乡改为小燕村。（见图 3）。    改 ，一个居 民点实 际名称为蓬 莲村 ，在更新 中将其



name属性改为了莲蓬村 ，由此产生了错误的数据 。    开发战略等给地表地 物带来 的巨大变化 ，这种变化

    （2）本文在进行 对 比之前把数据格式及其空间  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实力、经济发展 的速度等基本

参考都改为一致 ，在数据转换和坐标系投影的转换  一致 ，对于分析当地经济发展 以及预测 、规划等都可

过程 中，由于系统误 差可能会造成数据 的一些差异    以提供有力的参考 。

警嚣警罂慧需兰曩曩篙景謦著萎嚣品雾辜兰    6  结束语
个阶段的误差起源 ，从而导致新的误差产生。     本文对 1：  25  万数据库更新前 后的地名变化进

    5  地 名 变化 规 律    雯丢墨薹釜誓 ：凳翟善 耋耋兰薯 蓄曩翥寰主罢曩呈

    从所研究的区域看来 ，地名 的变化率 与经济发  提供 了参考，现在地名学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多，也为

展速度成正相关 ，经济发展快 的地区地名变化大 ，对  地名学理论的充实和完善提供 了资料和例证 ，另外

于 2002年和 1998年的数据对 比后发现行政等级 的  研究过程中也发现 了地 名表现出的一些地域特色 ，

改变主要是针对乡镇及 以上等级的点状居民地进行  如“坑塘”的“坑”和“塘”、“胡家源”的“源”、“树下”和

更新 ，2008  年和 2002  年数据对 比主要 是对建制村  “下周”的“下”字等 ，这些和 当地 的人文有着 千丝万

及以上等级的点状居民地进行更新 。对所选 区域的  缕的联系，可以作为下一步深入 的研究点 ，结合历史

地名统计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近几年城市化  和相关文献推敲研究 ，本文所用 的方 法也需要 更多

进程不断加快 、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增加 、各种    的数据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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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1：  250000 database is another large—scale spatial databas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l：1 million database by State

Bureau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It is widely used in various sectors of national economy since it is built in 1998，with two up—

dates.  People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change of the updated data，so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tudy these changes.

This study conducted some measurable comparison to the change of placename by using spatial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between the updated and the old placename in l：  250000 database.So we can find the rules in the placename change.Therefore，

it can provide a powerful reference for future placename change.

    Key words：1：  250000 database；the change of placename；  analysis；the rules in the change of place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