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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Internet环境下大量分布、异构空间数据难于共享的问题，本研究在SOA理念指导下，结合Web
Services和传统WebGIS数据共享技术，提出了一种新的面向Web服务的网络空间数据共享模型，并对模型的构
成、运行过程进行了描述。此外，文章还以ArcIMS  和MapXtreme两种WebGIS平台为例，检验了该模型的可行
性。结果表明：此模型能较好地实现不同WebGIS系统间的互操作，从而为Internet  环境下的分布、异构空间数据
共享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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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GIS  白  20世纪60年代诞生至今，经过近五十年的发

展，在生产和应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异构空间数据和独立

封闭的应用系统 卜，由此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数据鸿
沟 一lI  。伴随着 GIS和以Internet为代表的网络技术的发展，

用户对通过互联网获取复杂的、大数据量的空间信息服务

需求越来越迫切，从而使得在 Internet环境下共享空间数
据，成为GIS研究领域迫待解决的问题I  3 J。

    WebGIS的出现，使得 Web成为一个能够承载地理空

间信息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分布式空间数据的共
享及互操作⋯6。但随着 GIS行业的深入发展，WebGIS  软

件技术对于Internet环境下的空间数据共享表现出一定的局

限性：无法实现异构空间数据互操作；无法实现跨平台；
开发、调试和维护困难‘6f  。

    进入21  世纪以来，Web Services技术获得了巨大的发
展，面向服务架构 （ SOA）  的 Web Services技术使得Inter-

net不再仅是传输数据的平台，而且也是传递服务的平台，

并由此导致了GIS Web Services的诞生  7  。本文即希望在

SOA理念指导下，结合传统 WebGIS数据共享技术，提出
一种新的面向Web服务的网络空间数据共享模型，以解决

不同WebGIS系统间的互操作问题，最终达到 Internet环境
下的分布、异构空间数据共享目的。

2 SOA与Web服务
    1  ） SOA体系结构

    面 向 服 务 架 构 （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  .

作为一种松散耦合、基于标准和独立于协议的分布式软件
设计模型，是理念架构和用于构建向最终用户提供应用程

序功能的分布式系统 8i  。其核心概念是服务  引，包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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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者、服务注册者和
服务请求者，如图 1  所示。
    通常情况下，首先是
服务提供者将所提供服务
的描述信息发布到服务注
册者；其次是服务请求者
通过用户界面或其他服务 图1  SOA体系结构

在服务注册中心使用查找操作来定位服务；最后绑定和调
用则是在先前查找操作所定位的服务描述信息基础上直接
激活服务。
    2） Web  服务
    作为SOA的一种
实现方式，Web Serv-
lces是一种新的 Web
应用程序分支，是 自
包含、自描述和模块
化的应用程序，能够
被发布、定位，并通
过 Web  实现动态调
用。若一个 Web服务

图2  Weh Services工作流程

●

◆

被配置完毕，其他应用程序，包括其他Web服务则可以以通

用Internet标准XML和 HTTP发现并调用它，其工作流程如  ●
    r.n

图2所示  ⋯l。因此，利用 Web Services技术改造传统 Web-

GIS数据共享模式，必将对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1̈。

3  地理信息 Web服务

    面对Web Services技术的兴起，专注于地理信息共享的
TC21  1  、OGC等组织提出了地理信息 Web服务 （  GIS Web
Services）  的概念：即基于开放标准的在线地理空间服务，
一个与厂商无关的互操作框架，用来进行基于 Web  的发
现、存取、分析、利用和可视化地理数据等，从而界定了
Web Services在地理信息Web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61。
    随着 Web Services基础设施 （  SOAP、UDDI  和WSDL）  、
地理信息服务抽象规范和实现规范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以地理信息 Web服务架构实现各种在线空间数据处理系统
的集成方式将会成为下一阶段 Internet环境下分布、异构空  ●
间数据共享方式的主流‘  1 2‘。

4  面 向服务的网络空间数据共享模型

4.1  模型体系结构
    尽管目前基于 Web Servcies技术构建和使用的 Web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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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SOA理念下面向Web
服务的网络空间数据共享模型

系 统  （  如  TerTa

Server的影像数据服

务.  微  软  的

mappoint以及 ESRI

的  Geographic N  et-

work  等 ）  有 待 于 进

一步完善，但它们
仍 然 代 表 了  Web

Services技术在 GIS

领域应用的发展趋
势 131  。冈而如何利

用Web Services技术

改造传统WebGIS数
据共享技术，以简

洁、高效地实现 In-

ternet环境下的网络
窄间数据共享亦成

为了OGC下一阶段
    的主要任务之一 “，基于以上研究，在此提出J，一种 SOA

    理念下面向 Web服务的网络卒间数据共享模型，如图3
    所示。

    4.2  模型描述

    本文所提出的 SOA理念下面向Web服务的网络空间数
    据共享模型是一个多层分布的WebCIS模型，此模型包含数

◆ 据表现层、应用服务层和数据服务层。由于采用Web Serv-

    lces方式进行功能组织，各个部分之间使用SOAP协议进行

    通讯，因而该模型可以很好地解决传统 WebGIS系统间的跨

    平台I、nJ题。同时由于该模型是在 WebCIS  系统基础 I二采用

    Web Services项目组件集将对数据的操作封装在不同的服务
    中，因而可以通过调用服务解决 Internet环境下的分布、异

    构网络空间数据共享问题。

    1  ）  数据表现层

    数据表现层即客户端，是惟一与最终用户的交互点，

    可以是浏览器或 CIS应用程序。它通过向用户提供访问接

    口，使得用户得以方便地在UDDI  注册中心搜索、查询满足

    要求的CIS Web Services，并最终实现数据服务层中数据的

▲ 表现，包括各种数据格式的显示；地图的漫游、放大、缩
    小等基本功能；CIS  查询和分析结果，并且支持结果的
    输出。

    2）  应用服务层

    应用服务层，作为SOA理念下面向Web服务网络空间

    数据共享模型的核心，主要包括 CIS Web Services创建模

    块、注册模块以及发现与集成模块 。通过这些模块的协同

    工作，模型得以解决分布、异构 Web CIS  系统间的互操作
    问题。

    在此应用服务层中，CIS Web Services创建模块是其中
    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通过Web Services项目组件集，在

    符合通用Web Services体系规范的前提下，将模型数据服务

    层中的各种WebCIS平台转换成 CIS Web ServicesoCIS Web

    Services注册模块则将 CIS Web Services创建模块所提供的

  -  一系列CIS Web Services在UDDI  注册中心予以注册和发布，

    供地理信息服务需求者查询与调用。而 CIS Web Services发

    现与集成模块中的 Web服务器则是客户端调用 CIS Weh
    Services的人口点。当客户端向服务器提交HTTP请求时，

    Web服务器接收请求并负责与应用服务器进行连接，通过

    应用服务器解析请求并加载、调用与集成相应的本地组件

和远程CIS Web Services协同进行业务处理，并将处理结果
通过Web服务器返回给客户端。
    3）  数据服务层
    数据服务层作为模型应用服务层的数据和功能服务源，
是Internet环境下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各种WebCIS系统。
该层除具有利用WebCIS平台发布异构空间数据的功能外，
还具有屏蔽数据源变化的功能，即当数据源发生变化时只
需修改连接数据源的语句即可，从而实现分布、异构空间
数据共享的目的。
4.3  模型检验
    为了验证 卜述SOA理念下面向Web服务的网络空间数
据共享模型的可行性，本文设计了一个在 Internet环境下针
对分布式、异构空间数据共享的模拟实验。实验具体过程
如下：①基于分布、异构网络原理，构建实验所需的分布、
异构网络环境，即三台位于不同网关环境下的计算机；②

图4 IE模式下ArcIMS
  Web Service的调用

图5  IE模式下Map Xtreme
  Web Service的调用

依据模型数据服务层所设计的分布、异构空间数据发布模

式，首先将 *.shp和 s.tab两种异构格式的空间数据分别
存储在前述两台计算机中，然后采用 ArcIMS  和 MapXtrem

两种WebGIS组件，分别构建两个分布、异构的WebGIS系

统；③以模型应用服务层中的GIS Web SerVJces创建模块为

依托，在 SOA  框架指导下，选择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VB.neI  ，利用其 Weh Services项目组件集开发 Web Services

地图显示组件，从而将ArcIMS和MapXtrem两个WebGIS系
统的地图显示功能分别转换成用于实现不同WebGIS系统间

相互通信的ArcIMS Weh Service（  如图4  所示）  和 MapX-

treme Web Service （  如图 5  所示 ）  ，并通 过此层 中的 GIS Web

Services注册模块将其注册和发布；④根据模型数据表现层

的设计思路，在先前准备的第三台计算机中建立一个简单

的空间数据共享实验平台，然后基于发现与集成模块，实

现 ArcIMS Web Service和 MapXtreme Web Service的搜索与

集成，并对结果提供基本的显示、查询、分析与输出功能。

5  结束语

    将 SOA体系结构与Web服务技术的良好封装性、松散
耦合性、异构互操作性等优越性用于WebGIS技术改造，可
以有效的弥补传统 WebGIS技术的不足，从而使得在Web-
GIS基础上建立的网络空间数据共享模型能够较好地解决
Internet环境下的分布、异构空间数据共享问题，并实现不
同WebGIS系统间的互操作，避免空间数据共享过程中对已
有WebGIS系统改造、重构等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但此种
共享模型的安全性、访问速度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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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eb services - oriented model for spatial data shar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A in internet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 great lot distributed and heterogeneous spatial rlata sharing in Internet  ， this study

firstly proposed a web services - oriented model for spatial data shar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A framework， which integrated the web

services with the traditional WebCIS technologies. Then， it described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this model. Finally，

taking ArcIMS and MapXtreme， twc） kinds nf We'.hCIS platforms， as example，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model was validated.  The results re-

vealed that this model is effective to realize the inter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WebCIS systems， and hence can be regarded as a new i-

dea to work for the sharing of the distributed and heterogeneous spatial data in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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