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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前旅游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状况，提出如何在旅游领域拓宽 %&’ 的应用范围并提高其应用水平。介

绍了旅游地理信息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了系统设计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展望了旅游地理信息系统与虚拟现实

技术、网络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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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旅游业是为旅游者提供吃、住、行、游、购、娱等

系列服务的行业。旅游业所提供的服务是建立在各

种旅游信息的收集、整理、传递基础上的。引进现代

先进技术、手段、方法进行旅游信息管理，将极大地

提高旅游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社会效益。在旅

游领域应重视引进 %&’ 技术，发展旅游地理信息系

统（(%&’）。(%&’ 是在计算机技术支持下，以旅游地

理信息数据库为基础，对旅游地理信息进行采集、管

理、分析、应用的技术和方法。据世界旅游与旅行协

会 "//. 年研究报告，旅游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一产

业。我国旅游业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由计划转向市场。旅游市场由单一的观光市场

发展为多元结构市场，现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

业部门。旅游信息的管理工作在旅游业的发展中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其引进先进技术的工作还显

落后，尤其是 %&’ 的应用范围还很小。目前所建立

的一些旅游地理信息系统主要是面向游客的，只提

供了信息查询、检索等简单的功能。为提高 (%&’ 在

旅游领域的应用水平，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有必要对

(%&’ 的应用及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 旅游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 0! 旅游地理信息的管理

目前旅游界普遍利用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技

术建立旅游信息管理系统，对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起

到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旅游资源具有区域唯一性，

旅游商品如旅游产品、旅游服务等在消费上具有时

序性、定点性等空间地理性，因此旅游地理信息体现

了较强的地理属性。应用 (%&’ 将能更加准确地根

据旅游信息的特点对其加以管理。

! 0" 旅游信息的查询检索

系统数据库中包含了游客及旅行社、宾馆饭店

等旅游服务部门关心的有关旅游的各种地图、图片、

文字、统计资料等较全面的旅游信息。可提供文字

查询、地图查询、图像查询等方式进行旅游资源、服

务设施、气候状况、交通等信息的查询检索；还可供

游客自动选线、人机交互选线、固定线路选择等方式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旅游线路。目前开发的一些旅游

地理信息系统主要注重这方面的研究。

! 0# (%&’ 在旅游评价、规划、决策支持等方面的应用

(%&’ 的主要作用应是充分利用 %&’ 的分析、处

理、操作功能，为旅游评价、预测、规划、决策支持提

供依据。以旅游规划为例，旅游规划包括研究范围

内旅游发展战略规划，包括旅游发展的指导思想、发

展方向、目标等政策性、前瞻性问题；景区总体规

划，对具体的风景区所制定的主题性发展计划；旅

游详细规划，根据旅游总体规划对旅游基础设施、服

务设施等所作的具体设计与安排。传统方式下的旅

游规划决策速度慢、效果差，难以适应当今旅游业发

展的需要。(%&’ 不仅对旅游信息以其快速高效收

集、存储、整理、输出、查询、检索等功能来提高旅游

规划、决策效率，更以其优越的空间分析功能使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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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规划更科学、更精确。

! 旅游地理信息系统的结构

旅游地理信息系统由多个子系统构成，各子系

统又包括多个子模块。各子系统与子模块的分解以

聚合度最大，耦合度最松为原则。具体包括数据库

管理子系统、模型库管理子系统、查询检索子系统、

应用子系统及输出子系统等部分。

! "" 系统总控

提供系统的主菜单，负责调度各子系统的功能，

设置系统的各种状态，控制各子系统间的协调运行。

! "! 数据库管理子系统

数据库是整个系统运行的基础。数据库的内容

包括旅游资源、服务设施（涉外机关、旅行社团、旅

馆、交通、邮电、医疗、娱乐场所、商场等）、气候特点

等各方面的图形数据、图像数据、属性数据、多媒体

数据、文字资料、图片资料等。其功能包括数据资料

的采集、存储、处理、查询、检索、更新及输出等。

图形数据输入。图形数据指与旅游有关的各种

地图数据。如行政区划图、交通网图、旅游资源分布

图、旅游服务设施图等。图形数据的输入一般通过

自动扫描仪或数字化仪输入，经编辑处理，存入数

据库。

图像数据的输入。介绍、展示旅游资源、景点、

服务设施的各种照片，其直观、形象性能起到文字资

料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资料通过彩色扫描仪输入

数据库。

! "# 模型库管理子系统

负责对系统内用于旅游分析、预测、规划等各种

应用模型的建立、查询、修改。

! "$ 查询检索子系统

主要供旅客了解旅游资源、服务设施等旅游信

息，也可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它具有多种查询检

索手段。可从图形、图像查属性，也可从属性查图

形、图像。地图由系统软件对数据库中的数据作可

视化处理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可通过开窗、缩放、漫

游等手段作不同投影和比例尺的切换。

! "% 应用子系统

这是系统的重点部分。以数据库为基础，在空

间分析（叠置分析、缓冲区分析、网络分析、统计分析

等）、空间操作（旋转、缩放、投影变换）等功能的支持

下，利用模型库中的各种应用模型，对旅游信息进行

分析、评估、预测，为旅游管理、规划、决策服务。

! "& 输出子系统

根据使用者的要求，将所需要的信息以屏显、打

印、绘图等多种方式输出。使用者可对数据进行编

辑处理，通过绘图机绘出地图；可通过对数据库的即

时更新，利用照排机输出胶片，印刷成图，从而缩短

制图的周期，增强地图的现势性；还可将有关数据与

资料刻录制作成多媒体光盘。

# 旅游 $%& 与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 "" 旅游地理信息的分类与编码

对旅游地理信息进行科学的分类、编码，有助于

旅游地理信息系统向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对旅游地理信息进行分析比较和综合研究后，进行

分类编码，这样，层次清楚、简短易记。

# "! 旅游应用模型的建立

系统除在数据库的基础上，利用 $%& 的空间分

析、空间操作功能外，还要开发建立各种应用分析模

型，如优化分析模型、比较模型、预测模型，将数值计

算与图形操作结合起来，提高系统的分析功能，直

观、快速完成各种旅游分析、预测、规划、决策等。

# "# 多媒体技术的运用

引用多媒体技术将图形、图像、文本、视频、音频

等多媒体信息融入系统，既丰富、充实了旅游地理信

息系统的内容与功能，也将增强人们的信息交流方

式，使人们在这种交流中更具主动性和娱乐性。

# "$ 系统界面的设计

系统的大量用户是非专业出身的游客，他们是

通过界面进入系统的。界面设计应友好方便，操作

容易。如菜单内容应简单实用，层次不宜过深。

# "% 系统安全与保密设计

由于系统功能较多，用户复杂，为保证系统和资

料的安全，要在系统的各个关口采取保密措施。如

设置口令，使用户只能对自己使用权限范围内的系

统进行相应操作。

’ 新技术与旅游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

$ "" 利用 #& 技术增强系统的数据采集、更新能力

$%&、(& 和 $)& 技术的集成、发展已取得了明显

成果。(& 在空间信息采集、图像处理等方面具有较

强的功能；$)& 在空间定位、野外数据采集方面作用

较大，可用来快速获取地面控制点参数，也可用于测

量获 取 空 间 信 息 数 据。这 些 技 术 的 集 成 应 用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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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动、实时地采集、处理和更新旅游信息数

据，随时对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动态更新，保持 !"#$
数据的现势性。

! %" 应用三维（&’）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建立真

三维旅游地理信息系统（&’ * !"#$）、虚拟旅游地理

信息系统（() * !"#$）

实现旅游地理空间在电脑中的立体化，并对其

加以操纵，使人如置身于真实旅游世界的境界。这

些无论对游客还是旅游管理、决策部门来说都很有

意义。如在规划决策中，它能模拟旅游规划方案的

效果，预先体验旅游感受，以便进一步完善规划效

果，减少规划方案的主观性。目前三维技术在城市

研究中已得到了初步应用。如建立三维城市模型进

行城市规划。随着存储技术、网络技术的进步，它们

必将在 !"#$ 的建设发展中得到应用。

! %# 发展网上旅游地理信息系统

国际互联网正以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

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着深刻的影响。

"#$ 和 #+,-.+-, 联姻的 #+,-.+-, "#$ 正逐渐成为 "#$ 领

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 是利用因特网及完

善和扩充传统 "#$ 功能的一门新技术。它可使人们

在一个极其广阔的范围对各种数据实现多向查询及

进行在线分析。将它和 !"#$ 结合起来，发展网上

!"#$，在旅游地理信息的发布、共享和传输等方面具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结语

在旅游领域采用 "#$ 技术，是旅游业发展的需

要。通过对旅游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改变

目前其应用范围不广、应用层次较浅的状况。旅游

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自身的信息交流与管理，也需要

融入全社会的经济信息与技术发展中。随着 !"#$
与 )$、"0$、三维技术、网络技术的结合发展，以及专

家系统、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方法的引入，!"#$ 将会

更加成熟、实用，对旅游业的发展也会起到巨大的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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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IK-,-.———热辐射分光光谱仪，该仪器搭载在 5 号火星卫星———

2E.C "HIOEH $@.M-L 上（于 1334 年 11 月 P 日发射，133P 年 3 月 15 日到达

火星轨道，是火星低空极轨卫星），主要用于测量火星表面热辐射及

其光谱，目前已完成。

（&）QE@.>- Q-C>I+ 教授，通过来自火星的陨石，研究火星上水的历

史，寻找地下水。目前正在计划直接到火星上去做试验。

（8）9EGR SE.K-. 教授，研究天体生物学，主持 TU$U 在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设立的“太空生物研究所”———UC,.IO>IHI?L #+C,>,@,-。目前正在

研究未来如何发现和探测火星生命。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王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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