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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满足多媒体和地理信息系统等非传统关系数据库应用的需求，Oracle公司提供了空间数据暗盒
（Spatial Cartridge，SC）用来存储和管理空间数据。
从Oracle7.3.3版本就可以使用sc了。
SC也就是Oracle Spatial的关系模式，是标准的C／s模式产品，提供了分布式处理能力，全部的Oracle安
全管理机制，SQL方式访问空间数据等功能。
SC的空间数据管理和空间数据分析完全由Oracle来执行，对图形数据的管理采用的是一种开放的方式
，任何授权用户可以通过SQL数据管理语言（DML）进行空间数据的添加和删除等操作；SC采用多记
录多字段存储空间数据。
随着Oracle 8i的推出，Oracle公司把SC升级为Oracle Spatial。
在Oracle Spatial中，引入了SDO GEOMETRY等抽象数据类型来表示空间数据，SDO_GEOMETRY可以
存储在一个字段中，与普通的自定义类型没有什么区别，可以作为字段的类型使用，这样就可以
在Oracle数据库中快速有效地存储、访问和分析空间数据。
也方便了应用开发人员在行业标准的数据库服务器中存储所有位置（地理位置）信息，而无须再求助
于定制的外部索引和函数去实现他们所需要的此类功能。
Oracle spatial提供对象-关系模式和关系模式两种方式来存储空间数据。
前者的特征是空间表中有一个类型为MDSYS.�SDO_GEOMETRY的字段，后者也就是空间数据暗盒，其
特征是每一个空间几何图层对应4个表，分别为_SDOLAYER、_SDODIM、_SDOGEOM、_SDOINDEX
。
这些表并不包括属性数据，属性数据需建立连接。
本书深入讲解对象-一关系模式的Oracle Spatial。
从Spatial的版本上来看，本书不仅涉及从Oracle 7.3.3开始到0racle 8.1.6之间的SC，而且还涉及Oracle 8i
、9i Spatial以及最近推出的Oracle 10g Spatial，并以Oracle 10g Spatial为依据。
内容主要包括矢量数据的存储与管理、空间数据的上载、空间坐标系。
拓扑数据模型、网络数据模型、栅格数据模型是Oracle 10g Spatial提供的，对空间数据的存储和管理提
供了较为完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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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Oracle 10g Spatial为范本，深入讲解了对象-关系模式的0racle-Spatial。
内容主要包括空间索引与空间查询、空间数据（包括矢量数据与栅格数据）的存储与管理、空间坐标
系、拓扑数据模型、网络数据模型、栅格数据模型等理论，还包括使用Java API、PL／SQL API，以及
从Oracle 9i开始提供的开发方式OCCI如何开发基于Oracle Spatial的应用程序。
最后在本书的附录中解析了Oracle 10g Spatial几乎所有的包、函数与过程。
    本书的读者对象包括从事GIS、CAD、CAM、RS行业的工作者，高校中GIs专业、交通专业、环境专
业、测绘专业等有空间数据库课程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深入学习Oracle-数据库的读者，深入
学习对象-关系数据库的读者以及正在使用Oracle Spatial的用户。
也可以作为空间数据库课程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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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关系模式有如下特点：①允许对数据库进行复制操作；②支持分布式数据库；③支持对象的分
割与索引的并行装载。
如一个很长的线对象在-条记录中不能完全存储时，可以使用两条或多条记录来存储。
2.对象-关系模式及其特点了解Spatial的对象-关系模式之前先了解对象-关系型数据库。
对象-关系数据库是当前的主流数据库，是扩展关系数据库的数据库。
Oracle从8i开始就是一个对象-关系型数据库。
（1）对象-关系数据库面向对象数据库管理系统（OODBMS）必须满足两个条件：①支持一个核心的
面向对象数据模型；②支持传统数据库系统所有的数据库特征。
也就是说00I）BMS必须保持第二代数据库系统已有的技术。
OODBMS不仅能很好地支持对象管理和规则管理，而且能更好的支持原有的数据管理。
对象-关系数据库系统就是按照这样的目标将关系数据库系统与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两方面的特征相结
合。
对象-关系数据库除了具有关系数据库的各种特点以外，还有其自身的特点：①扩充数据类型无论是网
状与层次数据库，还是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它们只支持固定的数据类型集，如字符型、整型等，
不能依据某一应用所需的特定数据类型进行扩展出新的类型集。
对象-关系数据库则允许用户根据应用需求定义自己的数据类型、函数和操作符，对原有数据类型进行
扩充。
在Oracle中，纯粹的关系模式中不能表达一个3维向量对应的数据类型，因为在数据库中没有一个数据
类型能包含三个实数；而在对象-关系数据库中，就可以定义这样的对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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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Oracle Spatial空间数据库开发应用指南》：国家旅游发展基金项目“桂林旅游信息决策系统建设”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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