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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s complex and diverse, but most of our work is in a specific group, so it is 
required that the members collaborate together to accomplish a goa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uter industry, there is a kind of new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common co- 
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o complete a task, i.e. cooperation GIS, also 
referred to as coGIS, comes into be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framework, overall 
design and detailed design steps of CoGIS which uses the components of ArcGIS Engine, and ex-
plores the development models of Co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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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信息是复杂多样的，因此大多数地理信息系统的功能都是针对特定的用户群体，所以更要求由群体

成员之间相互协作共同完成一项目标。随着计算机行业的发展，一种基于地理信息共同协调合作来完成

某项任务的新型地理信息系统，即协同地理信息系统(Cooperation GIS, 简称CoGIS)应运而生。本文介

绍了利用ArcGIS Engine的组件式协同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思路、总体设计方案、详细设计步骤，并且探
索了协同式GIS开发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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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理信息的记录过程一直存在较高的复杂性，随着软件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技术的普及，地理信

息新的记录方式即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 GIS)的应用领域和服务对象不断扩

展和深化。社会对 GIS 的需求要满足分布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的空间数据可以实行共享和互操作，使

得空间信息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用户，普通民众也能容易地访问和使用空间信息。正因如此，用户要求 GIS
由传统的集中封闭的空间数据向新兴的分布式、开放系统的数据类型方向发展，地理信息系统也正在逐

渐向开放网络环境下集成的地理信息服务(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方向发展，协同地理信息系统随

之产生。由此，将 CoGIS 定义为一组或多组异地的用户，借助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于地理信息共同协

调与合作来完成一项任务[1]。 

2. 协同 GIS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当前，在 GIS 领域已经出现一些支持协同工作的应用系统。蒋捷等认为，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的土

地管理部门纷纷建立的基于 GIS 的事务处理系统，其实质上是一种基于 GIS 的计算机支持群体协同工作

系统[2]。Satoshi Oyma 等人在京都(Kyoto)数字城市的项目中实现了多 Agent 的各类信息的协作互取[3]。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水利部、国家测绘局、国家气象局和科技部遥感中心等部门联合研建的“国务

院防汛气象信息系统”也是一个典型的分布、协同式 GIS [4]。 
但是当前 GIS 平台在支持协同工作方面，相比较应用系统而言仍较为落后。现有的 GIS 基础平台大

都只具有部分协同功能，但并非是真正意义的协同 GIS 基础平台。蒋捷等提出协同 GIS 系统的概念框架

及设计制约着其应用的深入发展[2]。Meissner 等人呼吁需要在集成的灾害管理和交流信息系统中需要协

同 GIS 的帮助[5]。2003 年，程承旗等指出协同 GIS 将是 GIS 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势[6]。可见，有关协

同 GIS 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3. 协同 GIS 的设计方法 

协同 GIS 与传统地理信息系统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样由计算机硬件及其软件，地理数据和系统的管

理与操作人员组成[7]，其中地理数据是实现地理信息协同应用的基础，空间数据协同编辑是协同 GIS 的

重要组成部分[8]。 

3.1. 协同 GIS 的协作机制 

在同一时间，参与协作的人们利用协同 GIS 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进行讨论，进行信息交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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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达成共识，作出一致的决定，共同完成任务，按这种方式完成任务而提供服务的协同 GIS 称为

同步协同 GIS。而经过先后参与到事务的不同阶段，共同完成事务的处理，这种用于解决此类问题的

协同 GIS 称为异步协同 GIS [9]。传统的矢量数据编辑更新工作通常分为四个阶段[10]：包括准备阶

段，实施阶段，检查验收阶段以及成果上交阶段。但是传统矢量数据编辑工作模型中存在着种种问

题，首先，数据是以文档的形式存储，本地数据共享仅仅是简单的文档共享。其次，质量检验方式

单一，此类方式可能不能对同一个任务的不同版本进行比较。最后，对数据质量的检查过于工序化等。

利用 CoGIS 的方式进行协作开发，满足不同任务的质量需求，是解决传统数据编辑问题的最佳方式之

一。 

3.2. GIS 图层的锁定与解锁机制 

基于实际需求以及系统效率的考虑，协同成员间的同步协作采用显示交互。当协同操作用户登录子

系统后，并选定编辑的图层后，该图层转变为协同图层编辑对象[11]。为避免协同编辑时用户直接产生

冲突，文章中所研究的系统采用图层加锁的办法控制用户权限级别，以解决冲突问题。针对协同工作中

的问题，需要采用一定的并发控制策略[12]。解决由于多用户访问以及在协同编辑时产生的并发操作冲

突问题，即图层的锁定和解锁问题。传统加锁法，它的设计和实现较为简单，被使用较为广泛的由 GreifL，
seligerR 等人提出的 Tickle [13]锁定解锁方法。上述这些方法从不同侧面存在着用户界面和控制界面之间

的冲突问题，为了避免协同编辑中的多种不一致问题，周洋欧等人提出了基于动态锁技术的协同编辑算

法[14]，这个算法的核心思想是：先实现操作，在完成操作之后对操作进行确认。 

4. 协同 GIS 的总体设计实现 

根据系统要求的功能和特点，文章中研究设计的协同地理信息系统的总体设计如图 1 所示。系统包

含以下窗体：主窗体(Main 窗体)，系统信息窗体，反馈窗体(Feedback 窗体)，矢量数据编辑，权限管理

等窗体。整个系统由研究小组成员共同完成，其中主要设计的窗体有三个，主窗体窗体，系统信息窗体，

信息反馈窗体。主窗体由主菜单、Engine 平台插件、右键菜单三部分构成。接下来从窗体和功能两方面

来介绍系统的设计。 

4.1. 协同 GIS 的窗体设计 

在 GIS 系统中，窗体实际是一种文档，可以用来收集各类信息[15]。它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

是由窗体设计者输入的，填写窗体的人无法更改的文字或图形，窗体设计者可以插入希望得到回答的问

题、选项列表等[16]。例如在 GIS 系统中插入的各类按钮、菜单和 Engine 插件等。另一部分则通常是由

窗体填写者输入的，例如本文中所设计实现的地理信息系统中的消息通讯功能，可以传递用户希望发送

出的信息[17]。在文章中将协同 GIS 系统的窗体主要设计为主窗体、系统信息窗体以及信息反馈窗体等，

主窗体决定了系统的整体布局，是整个地理信息系统的框架，可以一览本系统实现的主要功能。从系统

功能设计的角度来讲，主窗体由文档功能菜单、地图操作功能菜单、图层操作功能菜单、信息查询功能

菜单等构成。 
系统信息窗体是主窗体下的一个子窗体，实现关于功能菜单中的“关于”模块。由 Button 控件、Lable

控件等编辑所需内容，如声明版本信息、版权所有、工程构造者联系方式等，是开发一个完整的地理信

息体统及其他任何软件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该部分信息也可以被看做为 GIS 系统的原信息。窗体同样

也是 Main 窗体的一个子窗体，实现用户要求反馈的一个模块，主要用于收集用户反馈信息，是协同开发 
软件不断完善的动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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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协同 GIS 的功能设计 

协同 GIS 系统的主要功能涉及到主菜单功能、二次开发平台的插件功能以及右键菜单功能等。其中

消息通讯主要包括服务器端配置和客户端配置。这是地理信息系统的一大特色功能，因为 GIS 协作命令

消息的生成与传递机制是相同的[18]。首先发送方在本地机器上执行 GIS 操作，实现某一 GIS 功能，同

时生成 GIS 操作的命令消息，命令消息通过消息中间件传送到其他客户端的机器上，接收方获取该条命

令消息后，并予以执行，完成与发送方相一致的 GIS 的操作。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组件式的应用软件平台，论其结构是由原件、插件和连接器的基本功能这三部分构成。原件是指可

以识别和还原插件，并且接受插件所提供的具体功能将其提供给用户，对其进行加载和卸载，它是整个

软件的核心所在。插件连接器：它定义了原件和插件之间的交互条件，也是程序员开发插件的守则，使

得插件可以更好的被原件识别。如在 Engine 插件包含了一些地图操作的基本功能，例如全图、漫游、添

加 shape 数据等，在一定程度上，插件的好坏便决定了软件功能的优劣。对于右键菜单功能，主要是指

对 GIS 图层的操作，具体内容可见图 1。 

5. 结论 

本文主要的探讨了国内外 GIS 和协同 GIS 的发展和趋势和应用现状，以及研究本课题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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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ystem architecture design 
图 1. 系统架构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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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essage traffic flow 
图 2. 消息通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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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深入剖析了协同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的相关理论，从组件式地理信息系统设计和协同地理信

息系统设计两方面进行探讨。文章中所研究实现的协同地理信息系统通过组件式地理信息系统开发的方

法，进行了协同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从而完成了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的设计。由于协同 GIS
系统适应了人们群体性、交互性、分布性和协作性等实际工作特点，因此其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军事指挥、抗洪救灾、交通事故处理、消防以及旅游、虚拟企业等领域都将有着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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