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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8 0 年代起我国陆续在微机上开发了一些通用和专用的地理信息系统 (G IS )
,

它们基本

上是基于 D O S 环境的系统
。

G IS 的核心功能是进行 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管理
,

由于受到

D O S 系统本身的限制
,

G IS 在系统界面的开发
,

图形显示
、

旋转
、

放大缩小
、

填充速度
、

内存使

用
、

输入输出的设备等方面存在许多局限性
。

W IN D 0 w S 提供许多标准 D O S 环境不具备的功

能
:

符合 S A A 规范的包括窗口
、

菜单
、

对话 框
、

控制等特性的公用图形用户界面
,

自动内存管

理
,

模块动态链接 (D L L )
,

队列输入
,

动态数据交换 (D D E )
,

对象的嵌入和链接 (O LE )
,

与设备

无关的图形
,

多任务等
。

W IN D O W S 极大地 发挥了计算机的潜力
,

被越来越多的用户所接受
,

已逐渐成为一种软件开发的标准
,

因此开发基于 w IN D O W S 的地理信息系统
,

将使 G is 发展

到一个新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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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 I N G I S 的数据结构

W I N G IS 系统将地图分为四大类
。

( l) 点

状图
:

反映以坐标点为特征的地图类型 (如居

民点
、

车站等 ) ; ( 2) 线状 图
:

反映以线为特征

的地 图类型 (如公路
、

河流
、

管道线等 ) ; ( 3) 面

状图
:

反映区域地块的地图类型 (如行政 区划

图
,

森林分布图 ) ; ( 4) 等值线图
:

反映每一线

表示某一特定数据的地图类型 (如地形 图 )
。

一般地 图是 由以上 四种 图形类型复合 而成

的
。

W I N G IS 通过接 口文件实现空间数据和

属性数据 的连接
,

一幅图可以有多个属性数

据库
。

W IN G IS 的属性数据库的标准数据格

式是 D BF 的数据格式
,

同时也接受其它格式

的数据
,

并且可以将 D B F 数据与其它数据格

式的数据相互转换
。

其数据流程见图 1
。

属属性 数据管理理

输输入
、

编辑
、、

操操作
、

更新
、、

转转换
、

分析
、、

绘绘图要素设计计

线线型定义
、、、、、、、

填填充定义
、、、

绘 图 要要

符符号设计
、、、

素 库库

图图例设计
、、、、、、、

图 1 W IN G IS 的数据流程

图 1 中的接 口文件是连接空间数据
、

属性数据以及绘图要素的纽带
,

各种数据的生成处理

互相依赖
、

互相联系
,

从而使得处理的结果满足多种 目的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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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数据和栅格数据两种格式各有优缺点
,

W IN G IS 吸收了两者的优点
,

采用矢量数据和

栅格数据两种格式
,

可以互相转换
。

线状图在进行矢量到栅格的转换时
,

对线的宽度和动态分

段的特性也给予了考虑
。

2 W IN G IS 的功能简介

2
.

1 功能

W IN G IS 的主要功能分成 n 模块
,

具有多级多窗口放大显示
、

图形要素分层多颜色显示

等功能
。

(l) 图形输入
:

将原始图形通过数字化仪进行数字化
,

输入到计算机中
,

生成一系列空间数

据库
。

(2) 图形编辑
:

对空间数据文件进行编辑处理
,

并建立相应的空间拓扑关系
。

包括结点
、

多

边形生成
,

封闭检查
,

错误侦察等功能
。

(3) 图形操作
:

对图形 内部和图形之间的各种空间属性进行操作处理
,

形成符合条件的图

形
、

数据库
,

包括裁剪
、

合并
、

选取
、

拼接
、

叠加等功能
。

(4) 图形综合查询
:

提供不同空间特征的地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空间查询
,

空间特征和属性

特征的多条件
、

多因子综合查询
。

(5) 数表处理
:

用于属性数据输入
、

操作
、

分析
、

修改
、

更新
、

数据结构转换
、

提取
、

查询等
。

(6) 图例设计
:

制作各种图例框架
,

并将字符
、

符号
、

线形
、

填充图案等置于框架 中
,

形成图

例文件
。

(7) 线型
、

填充定义和指派
:

定义制作各种线型
、

填 充方式
,

建立线型库和填充类型库
。

并按

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特征指派相应的线形和填充类 型
。

(8) 符号制作
:

设计制作符号
,

建立符号库
,

作为绘 }原始图形通过输入模块将图形数字化
,

经编辑I

图要素
。

(9) 矢量栅格转换
:

对空间数据进行矢量栅格

转换
、

压缩
、

恢复
。

(1 0) 数字地形制作
:

建立各种立体地形模型
,

并将相同地域的平面图叠加到立体模型上显示
,

图表查询和立体专题图的输出
。

(1 1) 图形输出
:

将各种绘 图要素按空间属性

特征进行指派
,

或按专题图的需要进行指派调整
,

形成复合地 图的输出文件
,

并在各类图形输出设

备中输出图件
。

W IN G IS 的功能流程见图 2
。

2
.

2 界面

W IN D O W S 界 面 的 核 心 是 窗 口
。

W IN G IS 共有 11 个模块
,

每个模块是一个主

窗 口
,

每个主窗 口 又各有多个显示
、

控制
、

状

态等子窗口
。

其窗口 格式如图 3
,

窗口可以任

操作模块生成具有一定含义的空间数据库

}
原始属性数据经数表模块处理

,

根据空间数据

的特征生成有关的属性数据库

通过调用接 口文件 进行空间与空间
,

空间与属

性的综合查询

通过 调用空间属性绘 图要素接 口进行各种指派

调整
,

生成各种复杂的地图类型
,

通过打印机和

绘图仪输出

图 2 W IN G IS 的功能流程

标题栏

菜单栏

工具栏

工作

宙 口

工作

窗口

状 态栏

图 3 W IN G IS 的窗 口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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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移动
、

放大和缩小
。

(1) 菜单
:

w 1N G IS 的功能通过菜单来实现
,

而不是通过命令来实现
。

各模块有自己的菜单

栏
。

为保持程序风格的一致
,

W IN G IS 的各个模块在文档栏
、

选项栏
、

帮助栏设计了近似的内

容
,

如编辑模块 的菜单栏为图 4 所示
。

}图形编辑1

} } } } } } } }

巨夏口 巨蓝口 匡查〕图 压口 }多边形 } 「亘司 匡三司 【画圈
} } } } } } } !

四圈圈
线选择

添加线

连接线

删除线

合并线

分离线

线相交

线延伸

线清除

线等级

昌圈剔黔
图 4 w IN G Is 编辑模块的菜单栏

(2 )图标
:

W IN G IS 在 W IN D O W S 环境中独立建成一个 W IN G IS 分组
,

W IN G IS 的 1 1 个

模块分别是 W IN G IS 分组中的一个程序项
,

每个程序项直观表现 为一个图标
,

每个图标的图

案清楚地表示出所代表模块的功能
。

用户可通过键盘或鼠标启动相应的程序
。

w IN G IS 分组和

各个模块的图标是在进行系统安装时由安装程序建立的
。

(3) 光标
:

W IN D O W S 提供了数种系统光标
,

用于标志运行时的各种状态
,

W IN G IS 中使

用的光标多数为系统光标
,

但也设计了多种自用的光标
,

如手型光标
、

剪刀型光标等等
。

(4 )对话框
:

W IN D O W S 中的一个用途很广的资源是对话框
。

w lN D O W S 与用户间的交

互对话 多数是通过对话框来进行的
,

系统本身提供了若干公共对话框
,

如字体
、

颜色对话框等
。

w IN G ls 设计 了几十个对话框
,

如文件打开关闭对话框
、

图形颜色对话框
、

参数选择对话框
、

屏

幕缩放对话框
、

滚动棒设置对话框等
。

通过对话框可以输入各种参数
,

如滚动棒的步距
,

屏幕的

范围值等
。

(5) 位图
:

W IN G IS 设计了多个位图
,

如按钮上的位图
、

安装程序上的位图等
。

W IN G IS 在

进行图形输 出时可以将卫星影像或其它图片做为底图输出
,

查询模块也可 以查询某一空间特

征的图像信息
,

w IN G IS 对这些图像 (影像 )是做为位图来处理的
。

(6) 工具按钮
:

W IN G IS 的 多数模块提供了按钮功能
,

每个模块的按钮约有 10 ~ 20 个
,

程

序的主要功能都可通过按钮来驱动
。

(7) 帮助
:

w IN D 0 w S 程序的一个 良好的界面就是随机帮助
,

w IN G IS 中所有模块都提供

了这一功能
,

用户可随时通过帮助来了解程序的功能和操作方法
。

3 W IN G IS 的几点实现方法

D O S 环境下采用的是 自上而下的结构设计方法
,

w IN G IS 采用的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方法 (O O P )
。

(1) 基类的构造
:

w IN G IS 是用 B O R L A N D C + + 语言开发完成的
。

w IN G IS 构造一个基



3 期 高显连
:

基于 W IN D( )W S 的地理信息系统 W IN G IS 3 47

本类 CL ASS T G is Ba se ,

W IN G is 的基本特征均封装在此基本类中
,

里面封装了一百多个数据

成员和函数
,

包括空间分配
、

图形显示
、

系统设置
、

等数据和函数
,

W ING IS 的多数模块是从此

基本类中继承而来
。

(2) 内存管理
:

w IN D O w S 对 D O S 的一个重要突破是保护模式的使用
,

程序可以访问

1 02 4 K B以上的高地址内存
。

W IN G IS 充分利用这一特点
,

设计了一整套的内存分配
、

释放的

函数 B B 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全部装入内存中处理
,

大大地提高了处理速度
。

(3) 图形显示
:

W IN G IS 的图形显示使用的是虚拟窗口
,

W IN G Is 虚拟了一个 2 04 8 x

2 0 4 8大小的显 示窗 口
,

而 目前的 V G A 显示卡最多只能达 到 1 0 2 4 X 7 68 的分辨率
,

因此

W IN G ls 设计了漫游功能来实现 2 0 48 x 2 04 8 的窗口功能
,

用户可以任意调整显示窗 口的大

/J
、 。

4 W IN GI S 的软硬件配置

软件配置
:

W IN D O W S + 中文系统
。

硬件配置
:
(1 )低配置

:

微机 + 打印机

其中微机基本配 置为 3 8 6 内存 4M

; (2) 高配置
:

微机 + 打印机十数字化仪+ 绘图仪
。

以
。

w IN G IS 是一套通用地理信息软件
,

环境保护等不同领域
。

以上
,

硬盘 40 M 以上
,

打印机
、

绘 图机各种型号均可

可以广泛应用于农
、

林
、

水
、

国土规划
、

交通
、

城镇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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