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

!

!"

"

"

#$

#$% & '()

!"#$%&' "( )*+,-&%. /! 0 1%-2+$3-45

一种利用拓扑转换消除多边形数据压缩裂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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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以林权地籍调查数据为基础
!

在拓扑数据转换
%

+,-./01#23-4536

边界线压缩
%

负缓冲区分析和空间连接方法

的基础上
!

提出了消除多边形地块压缩边界缝隙的问题
&

研究结果表明
$

!"

该方法有效地消除了多边形数据压缩裂

缝
!

实现了多边形地块数据的保真压缩
'

#"

完整地保留了多边形地块数据的空间拓扑关系和属性数据
&

该方法对于

林权调查地图数据综合和其他格式的文件数据压缩处理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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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产权作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主体任务" 要求林地实行承包到户" 以实现 ,山有其主-

*

!$7

+

. 林

权改革面临着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其中边界不清" 权属纠纷等问题在其中占了很大比例. 因此" 林权数

据资料要求边界清晰" 面积准确" 从而切实保障林农的利益*

7$*

+

. 在地图综合和数据处理过程中" 不可避免

地需要对一些数据冗余进行处理( 大比例尺/ 高精度数据综合为小比例尺/ 低精度应用时" 会存在不必

要的数据冗余*

"

+

. 因此" 对采样数据进行合理的删减以及根据具体现实问题的需要" 消除冗余数据和进

行地图综合" 是地理信息系统'

JL8

#空间数据处理的一项关键内容 *

"

+

. 据此问题"

+,-./01#23-4536

法/

垂距法/ 光栏法/ 穷举法等矢量数据压缩算法被提出并广泛使用*

# $ $

+

. 但上述方法在多边形矢量数据压缩

中" 会出现压缩裂缝和拓扑丢失的问题" 且会在多边形边界出现压缩缝隙的情况. 因此" 空间矢量数据

压缩的核心是在不破坏原有的拓扑结构关系的基础上" 对冗余数据点进行适当的删减. 空间矢量数据压

缩包括线状数据压缩和多边形数据压缩*

!)$!7

+

. 本研究针对在林权地块多边形数据压缩中" 会出现裂缝和拓扑

关系丢失的问题. 采用
Q,>360.3

数据公共边界线提取/ 边界线压缩/ 负缓冲区分析和空间连接的方法消

除多边形数据压缩中的裂缝并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空间拓扑关系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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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和多边形数据压缩存在的问题

地图综合中! 压缩矢量数据的目的是消除数据冗余! 减

少数据的存储量! 加快数据处理速度以及其他需要" 以对象

方式存储的矢量数据结构中! 空间数据按照基本的空间对象

为单元进行单独组织! 不包含有拓扑关系数据" 这种数据中

每个多边形皆以闭合线段存储! 相邻多边形的公共边界被存

储
!

次且各多边形之间没有邻域信息" 如果利用上述数据压

缩算法对多边形数据进行压缩! 会产生拓扑关系错误和碎屑

多边形裂缝#图
$

$%

!

数据压缩处理过程

初始林权地块空间数据类型为多边形! 其压缩简化过程如下& 提取初始多边形地块的边界线! 边界

线提取结果如图
!"'

所示! 利用
()*+,-."/0*1203

压缩算法对图
!"'

中的边界线进行压缩! 结果如图
!"4

所示! 在图
!"5

中可清楚地看出压缩后的边界线对原始多边形进行了有效的综合' 将图
!"4

中压缩后的

边界线转换为新的多边形! 结果如图
!"(

所示% 从以上步骤可以看出& 将多边形数据转换为边界线数据

后! 再实施压缩! 有效地解决了压缩多边形会出现裂缝的问题! 很好地解决了空间数据的压缩问题% 但

压缩后! 多边形林权地块的属性数据却丢失了%

针对此问题! 可以通过 (负缓冲) 和 *空间连接+ 的方法来解决, 思路如下& 对原始地块进行 *负

缓冲+ 分析! 如图
6"'

所示! *负缓冲+ 区多边形完整地保留了原始地块的所有属性信息' 而后! 根据

*负缓冲+ 区多边形与压缩后多边形地块是 *空间相交+ 关系! 采用 *空间连接+ 的方式! 将原始地块

的属性信息完全赋给新的压缩后的多边形地块% 为保证 *空间连接+ 的正确进行! *负缓冲+ 区必须要

求完整地落在压缩多边形地块之内% 通过边界线压缩和 *负缓冲+ 区属性连接! 有效地解决了原始地块

空间数据压缩和属性信息完整性的要求% 因此! 整个数据处理过程如图
7

所示%

图
6

压缩地块链接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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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多边形数据压缩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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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多边形地块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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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以某地林权地块数据为例! 利用
%&'()* +,$

中
%&'-../0.1

工具箱中的
23456&3 7/488 -. 7.93&4:3

模

块将原始多边形数据转换为
7.93&4:3

格式并提取转换为线状的
*;4<3

文件格式如图
=!%

和图
=!>

所示"

利用
%&'()*+,$

软件中的
*?@</?AB C?D3

模块对多边形边界线进行压缩! 压缩前后对比如图
=!7

所示"

利用
23456&3 5. E./B:.D

模块将压缩后的边界线闭合成新的多边形数据如图
=!F

所示"

利用
>6AA3&

模块和
*<45?4/ G.?D

模 块 在 空 间 匹 配 模 式 为
)H-IJ*I7-*

且 空 间 连 接 方 式 为

GK)HLKHIL-KLKHI

方式下连接属性数据" 如图
M

和图
N

所示"

实验结果证明# 利用此方法压缩林权多边形地籍数据! 不仅消除了压缩裂缝! 而且很好地继承了原

始地块的林权地籍数据! 保证了其空间拓扑关系的正确和属性信息的完整"

O

结论与讨论

通过公共边界线提取$ 边界线压缩$ 边界线构建多边形$ 负缓冲区分析和空间连接的方法实现林权

图
M

初始多边形地块数据负缓冲区分析

2?:6&3 M H3:45?93 06AA3& 4D4/B8?8 .A 5;3 .&?:?D4/ <./B:.D P454

图
N

空间连接获取初始林权地块数据中的属性数据

2?:6&3 N I15&4'5?D: 455&?0653 P454 A&.@ .&?:?D4/ <./B:.D P454 0B 8<45?4/ Q.?D

%,

初始多边形地块
>,

提取多边形边界线 7,

边界线数据压缩后裂缝
F,

压缩后边界线闭合为多边形

图
=

多边形地块压缩实例

2?:6&3 = %<</?'45?.D .A <./B:.D </.5 '.@<&388?.D

图
O

多边形数据压缩流程图

2?:6&3 O "/.R ';4&5 .A <./B:.D P454 '.@<&388?.D

胡 芸等# 一种利用拓扑转换消除多边形数据压缩裂缝的方法
=++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

地籍多边形数据的压缩和属性数据的连接! 以消除
'()*+, -./

中
,0123045 6735879

模块压缩多边形会出

现裂缝的问题" 实践证明# 利用该方法可有效消除林权地籍多边形压缩裂缝的问题! 并保证了其空间拓

扑关系" 该方法对于其他格式文件数据压缩和处理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该方法对于大数量数据进行负

缓冲区分析时! 计算效率较低" 下一步研究重点是如何针对压缩裂缝单独进行合并处理以简化多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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