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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的 计算模型
服务的实现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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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山东 烟台

摘 要 研究和总结了基于 的空间信息集成技术 ,提出了基于 的 计算模

型服务架构 ,该方法可以实现空间计算模型的跨平台性和互操作性 ,大大提高空间计算模型的共享

利用该方法对 进行 的封装和网络发布 ,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植被指数计算模型的共享

和互操作问题 ,也为其他空间计算模型的 集成与应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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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监测植被和农作物长势以及进行年际比较 如植被指数 、叶面积指数等 目前广为使用的一

时 ,直接获取的遥感影像数据不能完全满足这一 种植被指数是归一化植被指数

需求 , 同时需要一些用遥感影像生成的辅助数据 , , 随着遥感应用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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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遥感影像的衍生数据需求不断增加 ,最常用

也最实用的数据需求之一就是 的计算 本

文以 的计算为例 , 以 为手段 , 实

现 计算模型 ,为不同用户提供植

被指数的计算服务

传统的空间计算模型大多集成在不同的

平台中 ,这种以平台为中心的 应用不利于资源

的共享和重用 人们为了获取某一方面的 功

能 , 而要购买整个 平 台 , 存在很大的浪费和

风险川 以 一 制定

的一系列标准为基础 , 通过 的方式封

装各种空间计算模型可以很好地实现 资源的

共享和重用 用户只要通过网络查找并调用

封装的不同空间计算模型 , 在不需要安装
任何 平台的情况下就可以获取和使用该

提供的空间计算模型 ,这样既保证了 资
源 的共享 , 又不必扩大开支 一 同时

作为分布式系统的核心技术 ,迎合并能很好地

促进 的发展 ,为 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良好

的平台和环境 与 的结合 ,可以很

好地解决 在共享和互操作实现方面所面临的

困难 ,方便 融人其他应用系统

基于 的空间计算模型是一种通过

获取需要的空间数据并使用相关的空间计算功能

以完成空间方面变换和操作的 应用程序’ 在

把 引人 之前 ,也有很多空间计算模

型的应用 ,不过它们存在一些不足 传统空间

计算模型的更改 、重用和维护比较困难 因为它们

都是针对 自己的平台需求开发定制的 , 而不同的

平台都有其特殊的基础架构 , 这使得空间计算模

型的更改 、重用和维护比较困难 一 无法实

现跨平台 传统空间计算模型 , 在分布式应用方

面 ,无论是使用微软的 , 的 还

是 的 分布式对象模型 , 它们都要求服务

的客户端与系统提供的服务本身之间必须进行

紧密的藕合 使用这样的空间计算模型构建 自己

的 应用往往十分脆弱 , 无法实现跨平 台的数

据访问 而 的松散藕合性和跨平台性

能很好地与空间计算模型结合 , 实现跨平台的应

用 无法实现空间数据的互操作 传统空间计算

模型都是为某一特定的空间数据及其应用而设计

的 , 它们之间大多数是独立的 , 不能相互访问和调

用 , 这些缺点就决定了它难以满足空间数据互操

作的需要

由于不同的空间信息应用人员关注的信息不

同 ,需要不同的空间计算模型 基于 进

行空间计算模型集成 , 将模型发布到网络中就可

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 在网络

环境中提供了一种与平台无关 、与语言无关 , 在

机器与机器之间可以共享数据和服务的模式 , 并

且 各个部分之间使用 协议进行

通讯 , 可以很好地解决跨平台的问题 , 为基于

进行空间计算模型集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基于这种模式 , 人们可以从网络中请求 自己需要

的空间计算模型服务 , 并使用这些服务构建 自己

所需要的应用 , 同时还可以把这些 空间计算

模型服务整合在一起构建功能更强大的 网络

服务 基于以上传统空间计算模型应用的不足 , 以

及基于 的 空间计算模型的优越性 ,

进行空间计算模型服务的集成和应用十分必要

基于 的 计算模型

服务

节 架构分析

七 的 目标是未来的应用都将 由

组合而成 , 它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网络上
普遍存在的异构分布式系统的互操作性 , 也就是

寻求一种机制能够在不同的平台和语言实现上提

供应用程序无缝 、自动的连接 七 的模型

见图

图 的体系结构

建立在 协议 、 和

等标准之上 , 而基于 的空间计算模型

就是具有 空间计算功能的 同时很

多国际化机构已经开始研究和发展 空间计算

服务 ,像国际标准化组织 和开放地理信息联

盟 , 已经制定了关于空间计算服务的标准

基于 的 计算模型服务

架构

基于以上这些协议和标准 , 提出如图 所示的

空间计算服务模型服务的架构

把空间计算模型服务架构分为四层 用户访

问层 、业务逻辑层 、服务构件访问层和数据层 其

中 用户访问层的主要作用是与用户的交互 , 以及

用户请求信息的提交和计算结果的显示 业务逻

辑层是把用户的请求信息 , 以及用户设定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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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整合并提交给相应的服务构件 在服务构件

访问层中 ,根据用户提交的信息 ,调用不同的空间

计算模型服务 数据层主要包括分布的地理空间

数据库 、关系数据库以及元数据库 ,它为服务构件

提供数据支持

用户访问层

圣赢蕊赢架卿
医亘图

图 空间计算模型服务的架构

平台无关的 服务的发布实际是将服务注册到服

务注册中心 ,如 等

服务的发现和查找 用户进行 系统集成

的时候 , 首先去服务注册中心查找需要的空间计

算模型服务的元数据信息 , 然后根据这些信息确

定该服务是否能够满足解决问题的需求 , 并最终

选定所需服务 一

服务的执行 , 实际是对选定服务的激发和执

行 , 以及服务之间的通讯和协调 、服务跟踪和容错

处理 ,服务的调度和优化配置等

基于以上空间计算模型服务的架构 , 用户可

以通过 服务平台即 业务逻辑层 访问空间计

算模型服务 , 也可以直接访问空间计算模型服务

当服务得到用户的请求后 ,就可以读取数据 ,进行

空间计算 ,把结果返回给用户 ,并在用户访问层显

示

以以上提出的 空间计算模型服务架构为

基础 ,基于 进行空间计算模型的集成的

方法或实施过程包括 服务的规划、服务的定义、

服务的发现和查找以及服务的执行 集成方法如

图 所示

服服务注册中心

服服务的执行行

图 空间计算模型 , 集成实现过程

服务规划就是根据具体问题以及用户需求

确定服务 , 确定服务划分的粒度 在 的

集成过程中 , 不可能把空间计算的每一步都集成

为 , 选择多大粒度的计算模型进行服

务的集成 , 需要在服务的规划中进行具体的界定

始终优先考虑粗粒度的 ,决不要在分布

式系统之间使用细粒度的 调用 ,因为当

以细粒度的方式使用 时 ,它可能对应用

程序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服务定义主要是考虑服务的集成 根据服务

规划 ,如何定制服务、发布服务 服务的定制和发

布有很多途径 ,因为 有跨平台和穿透防

火墙等特性 ,这就决定了 的定义也是与

基于 的 计算模型

服务 实现

计算模型服务的封装与发布

计算模型的 实现 , 首先需要

在确定服务提供功能的前提下定义服务接口 , 获

取 服务的 文件以便客户端开发和服

务端开发的同步进行 在 环境下 ,利用 。

生成 计算模型的 文件 实现 计

算的类如下

“ ,,

,

在生成 文件的同时会生成部署文

件和卸载文件用于发布和卸载 空间计算服

务 部署文件为

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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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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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文件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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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 以 “垅 ,, ‘, 二
, , 。 “ , , 、一 “ , ,

现在就可以使用生成的部署文件把 服

务发布出去 , 发布成功后 , 可以在浏览器下 , 通过

〔、 ,, 这个地

址看到 服务的 文件

计算模型服务的调用与测试

在 环境中 , 获取发布的 计算模型

服务的 文件 , 就可以生成客户端的代理类 ,

包括 此 , , 垅 , 卜

, 川

其中 为反编译得到的提供

服务的类所实现的接 口 定 义了

服务提供的接 口 为客户

提供 与协 的连接 只

为客户端存根 这样就可以

使用这些类生成一个简单的客户端 , 来测试上面

部署的 计算模型服务 , 从而完成 计算

模型服务的调用

〕

只
协 二

,

通过伽 浏览器调拜封装的 服务 , 个川

台湾岛北部的 数据进行实验 , 测试结果如下

图 是 的 , , 只个波段组成的假彩色合成

遥感影像 , 图 是调用 的计算模型服务计算

之后的结果图片 可以看出对应 于植被区域覆盖

度大的区域 , 其 的计算结果图片中认高亮区

域 , 表明 了该 训一算模型服务的正确性 同时

也体现了基于 、 、的空间计算模型的共 享

性 , 即用户只要通过 、浏览器访问网络中发布

的空间计算模型的 ,就可以对实验数据

进行空间计算 、分析

图 , , 波段合成影像

, ,

图 模型服务计算结果影像

, ,一 。、

, ,

, 、、 , 。 ,

结 论

随 着 “ 、 讯、技 术 的结 合 , 把 空 间

计算模 型封装成 山 、’ , 发布出 去 , 能够使

人 们更 容易地组 合 自己的 应用 , 很 好地 实

现 的共享和 互操作 , 但是 「前国内提供空间

计算模 型 、 · 、、应用 的不是很 多 本 义详

细介绍 了基于 。的 计算模型的服

务封装 、发布和调用的过程 ,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随着 和 、 技 术的不断成熟 和发

展 , 将进人崭新的发展阶段 , 川户 以自山

地通过网络搜索满足特定应用需求的 城 、服

务 ,从而构建物理 分布 、逻辑 上统一的 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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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系统 这样的系统能够真正地实现跨平台以

及充分的资源共享和重用 , 但是空间计算模型有

其特殊性 , 比如 操作的空间数据的数据量比较

大 ,这就决定了空间计算模型服务和一般的

不同 ,需要研究并提出新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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