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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理信息与位置大数据的主要内容有地理数据、轨迹数

据以及空间媒体等。其中地理数据又包括遥感数据、大地基

准数据以及地图数据。地理数据的特征特点是数据量大但是

发展变化缓慢。遥感数据主要包括光学影像数据、雷达扫面

数据等，这类数据的更新频率不一，增长规律也不相同，且

种类多，对数据的安全性有较高要求。大地基准数据中包含

了时间基准数据以及重力基准数据等内容。轨迹数据包含了

交通轨迹数据、物流数据、个人轨迹数据以及群体轨迹数据等。

这些数据信息均是以网络签到以及信息化测量的方式获得 [1]。

与上述几大类数据相比，轨迹数据的特征特点是数据量大，

但是不非常的准确与完整，碎片化特征比较明显。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地理信息与位置大数据已经在地图编制工作中

有了重要应用，可以说地理信息与位置大数据的发展与应用

为地理制图揭开了新篇章。论文联系实际，就地理信息与位

置大数据在地图编制中的应用做具体分析。

2 地理信息与位置大数据在地图编制中的具体

应用

2.1 地名类信息的应用

图 1 标签云对于地名的处理

在地图编制中，地名编制是一项重要内容。只有保证地

名的准确、全面，地图产品方才适用。在地名的处理与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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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例如，在编制地图时，各地的放

样不同、民族语言不同，对于某地的称谓也有所不同。因此，

在编制时不仅涉及地区、地名历史信息的查询问题，还涉及

翻译问题，只有做到地名的准确翻译，并且保证地名的现势性，

地图的应用价值才能得到提高（如图 1 所示）。目前，一些

地图编制工作在涉及地名处理问题时，多是组织专业人员进

行翻译或是应用相应翻译转件进行处理 [2]。

2.2 基础地理信息通用产品的应用

当前，通过一些公开的渠道与互联网可相对容易地获得

通用的地图产品，如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地理底图数据库等。

这些通用地图产品的精确度、可靠度一般都较高，而且使用

起来相对方便，要想获得某项地理信息时，只需要进行基准

转换即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通用的地图产品也有明显

的缺陷，如现势性差、适用范围不是很广等。除了通用地图

产品的种类日益丰富外，在现代化背景下基础地理信息产品

也在不断的发展完善。如中国有高分卫星影像、天绘等，国

际上有 DEM 等。这些基础的地理信息产品覆盖面积广，应用

方便，产品内容更新及时，可靠性较高。在进行地貌要素生

成、地理定位以及部分地理信息的编制时，都可将其作为重

要参依据。随着科学书尤其是遥感器的发展，地理信息获取

能力也不断提高，地理信息数据获取的分工更加细化、精确，

协同程度更高，地理数据获取的速度以及质量有保证 [3]。

2.3 专题类信息或各要素的应用

相较于通用的地理信息与地图产品，专题类地理信息的

种类更多、处理更加复杂，且数据信息质量也参差不齐。当

前常见的专题地图产品有地区交通图、政区图以及旅游图等。

在编制这些专题地图时，必须要有这方面的专项信息，且各

项信息的质量要有保证，要能满足现有标准地图产品编制要

求。具体来说，在编制专题地图时，需对相关资料做以下分

析与深化。首先，要分析数据信息的可靠性、精确性。编制

专项地图时，要求各项参考与应用信息要有较强的现势性，

并且信息内容要足够详细准确，来源要明确，来源途径可靠

空间基准准确真实。在具体的编制工作中，相关工作人员要

严格按照以上标准与要求来分析数据，采用类比等方法选择

出最为准确、可靠的数据信息资源加以运用。其次，需注意

地理数据信息尺度问题。一般情况下，地理信息数据尺度主

要是指时间尺度与空间尺度这两大内容。最后，地图主题不

同、应用要求不同，对于地理信息数据尺度的要求也不相同。

在编制过程中，需要根据地图具体类型来选择相应尺度，以

保证最终制图效果，确保专项地图质量。

3 地理信息类大数据的应用优势与不足分析

地理信息表达的是一种地理含义，其有多种表现形式，

相关的图形、数字以及文字等都是一种地理信息。编制地图

是人们了解地理信息，了解地理环境的重要方式。目前地图

编制工作主要分为两大模块，分别是地形图的编制与更新以

及地理图的编制与更新。科学合理、质量合格的地图应当是

能准确反映出该地区的地形地貌信息、地物信息以及基础地

理信息，能够突出反映出一种或多种以上的空间分布与规律。

为此，在编制地图时，相关工作人员需要依靠、参考大量的

地理专题信息以保证最终编制成果的精准性。在传统的底图

编制技术模式下，由于缺乏获取地理信息的技术手段，在编

制地图时可参考与使用的价值信息不多，因此地图编制过程

较为困难且最终的成果图质量也无法保证。但科学技术的发

展弥补了传统工作模式的缺陷，使得地图编制难度大为降低，

编制效率与地图质量大大提升 [4]。

图 2 电子地图在生活中的应用

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仅为地图

编制工作搜集与提供了大量参考信息，而且经过云计算与大

数据技术的处理后，各类数据信息的准确度更高，信息内容

也更加全面，这为地图编制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同时也让

传统的地图形式有了创新与改变，电子地图开始进入人们的

视野被广泛应用。相较于传统的纸质版地图，电子地图的制

作基础是计算机技，运用计算机技术，通过数字方式储存地

图与查阅地图，让地图更加简易、方便使用。且在相关的界

面上，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放大、缩小、旋转地图，从而

获得更加精准、细密的地理信息。电子地图中一般都运用了

GIS 数据处理，在这一技术的支持下，用户能够及时分析现

DOI: https://doi.org/10.26549/xdchgc.v3i3.4437



38

现代测绘工程·第 03卷·第 03 期·2020 年 06 月

有数据并获得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如可在电子地图上通过 GIS

数据处理获得精确的某餐馆的地理位置信息以及到达路线等

（如图 2 所示）。因此，电子地图使用更方便，服务更全面。

尽管地理信息与位置大数据在地图编制中的应用解决了

地图编制中的很多问题，但目前中国在地图编制方面仍存在

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大数据空间数据中的信息并不都是有

用信息，其中也包含很多干扰信息，这些干扰信息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地图编制进度与精度。此外，在空间地理信息数

据的定位与评价方面还有待优化完善。在编制地图时，工作

人员需要对海量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判断，从中提取出有价

值信息，这样才能更加顺利、高效地进行地图编制工作。但

是受技术以及其他因素制约，对于数据的分析与评价还不够

准确与快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图编制工作的开展 [5]。

4 结语

综上所述，地理信息与位置大数据在地图编制中的应用

降低了地图编制难度，提高了地图产品质量，让地图的编制

与使用更加方便。与此同时，地理信息与位置大数据在地图

编制中的应用还不是十分成熟与完善，为此应进一步加大对

其的研究与优化，让地理信息与位置大数据得到更好的应用。

参考文献

[1] 连允庆 . 大数据时代测绘地理位置信息服务分析 [J]. 网络安全技

术与应用 ,2020(03):112-113.

[2] 罗雪茹 . 地理信息与位置大数据在地图编制中的应用探究 [J]. 信

息系统工程 ,2019(02):89.

[3] 余磊 . 浅析地理信息与位置大数据在地图编制中的应用 [J]. 工程

建设与设计 ,2018(12):265-266.

[4] 韩平 , 张建武 , 王佑武 . 浅析地理信息与位置大数据在地图编制中

的应用 [J]. 甘肃科技 ,2016,32(01):34-36.

[5] 李德毅 . 大数据时代的位置服务 [J]. 测绘科学 ,2014(08):3-6.

DOI: https://doi.org/10.26549/xdchgc.v3i3.4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