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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景区电子地图能够给游客带来充足便利,因此,如何实现充分研究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景区

电子地图方法也成为重要课题之一。文章简要阐述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景区电子地图主要原理,并提出通

过构建分级体系、色彩设计、符号库与注记、实施人流统计、显示与路线选择、其他关键技术等建议,

以期能为优化景区电子地图设计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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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the electronic map of scenic spots can bring sufficient convenience to tourists, how to fully 

study the electronic map method of scenic spots based on big data platform has also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This paper briefly expounds the main principles of electronic map in scenic spots based on big 

data platform,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grading system, color design, 

symbol library and annot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ssenger flow statistics, display and route selection, and 

other key technolo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design level of electronic map in scenic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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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很多景区已经通过开发专属电

子地图达到提升服务质量的目的,但是,

在显示精度、感知能力等方面仍然存在

较大提升空间,大数据平台能够凭借其

高效、精确等特点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如何正确认知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景区电

子地图方法也成为予以关注的方面。 

1 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景区电子

地图主要原理 

科技水平不断提升过程中,景区电

子地图也应运而生,既能为景区管理提

供充足保障,也能提高游客在景区中的

实际体验。然而,目前很多景区电子地图

的显示精度不高,服务感知能力也比较

低,不仅无法带来充足便利,也会给游客

出行带来阻碍。相较之下,通过运用大数

据平台可以有效解决此类问题,因大数

据能够具备海量数据存储、高效信息处

理等优势,可以为提升景区电子地图设

计水平提供更多保障。基于大数据平台

的景区电子地图的原理主要包括数据采

集、数据处理等方面。其中,数据采集作

为首要原理之一,能够具备较强的数据

感知能力,可以收集多种数据信息,例如,

位置大数据、地理信息等。同时,由于景

区中人流量等方面都具有动态性,大数

据平台进行数据采集时也能够将定位信

息产生的信号变化情况纳入采集范围。

数据处理方面是因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景

区电子地图中会产生大量数据信息,而

且,当中也包含许多无用内容,从而引发

总量庞大的数据冗余。此时,需要借助处

理能力更强的平台保证已收集的数据能

够发挥作用,例如,具备硬件配置要求不

高且兼容性强特征的Hadoop分布式文件

系统平台[1]。 

2 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景区电子

地图方法的相关内容 

2.1构建分级体系 

构建分级体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

够保证在各分辨率情况下均能合理模拟

多种地理要素,避免出现只是被无限放

大的情况。毕竟,景区电子地图中包含许

多遥感影像地图、DEM渲染图以及矢量地

图等,通过构建合理的分级体系,能够将

这些内容充分展现出来,确保可以为游

客提供良好体验。构建分级体系时,需要

包含多方面要素,才能保证体系的完整

性,例如,主要级别、设定比例、显示控

制等。其中每种元素具备的含义和作用

也各不相同,以主要级别为例,不同级别

可以分别代表能够看到景区的全貌或特

定比例下的景区地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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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色彩设计 

色彩设计在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景区

电子地图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既

能为数据采集、处理提供便利,也能通过

色彩差异产生的视觉冲击帮助游客分辨

景区的不同路线,便于能够在较短的时

间内饱览景区的所有特色。至于开展色

彩设计时,为了能够保证可以符合大众

游客的审美和习惯,应当参考市场中主

流电子地图中的色彩设计,从中选择相

同或类似的方案,例如,在设计矢量电子

地图时,景区中的主要道路可以橙色为

主,支干道路、辅路等可根据道路在景区

中的主要作用设置由浅入深的色彩。在

设计影像电子地图时,必须保证色彩准

确性、客观性,也就是色彩设计必须与地

理要素保持相同,才能让人们通过直接

观察便能准确判断景区路线、植被、景

物等。 

2.3符号库与注记 

符号库与注记是基于大数据平台的

景区电子地图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能够

更好的发挥指引作用。运用符号库与注

记时,应当从多个角度予以考虑,例如,

设计符号库尺寸时,必须要与多方面因

素相结合,包括地理环境、用途以及屏幕

分辨率等。或者,遵循设计原则进行合理

配置,比如,存在相互联系的要素应当保

持尺寸一致。不同等级符号尺寸应有所

区分。注记方面需要结合注记类型,比如,

制作点状注记时,必须将地物等级纳入

首要考虑范围,才能避免重叠问题影响

景区电子地图的使用效果。面状注记主

要采取沿面状地物骨架进行标注的方式,

提高地物的清晰度和分辨率。 

2.4实时人流统计 

通常情况下,景区电子地图除了可

以作为选择最优路线的工具外,还可以

用于掌握景区的实时人流量,便于能够

重新规划路线,减少滞留或等待时间。同

时,景区的人员流动具有较强动态性,产

生的数据信息也比较多,需要通过大数

据进行有效处理。首先,应当合理设置人

流量数据采集模块、处理平台等。主要

目的是利用人流量数据采集模块将基站

网络中的人流量数据进行合理采集,并

传输至流处理平台进行清洗处理,待完

成后被清洗的数据会由服务器负责存

储。其次,从景区中采集与人流量实时变

化有关的数据。将GPS定位技术与热感成

像仪相互结合,能够得到更加详细的景

区实时人流量数据。因为,GPS定位技术

可以做到精确人流量变化的具体经纬度,

以此为基础,热感成像仪监测的人流量

变化便可以精确到具体位置,为调整最

优路线提供便利[2]。对于上述方式产生

的数据也会由服务器负责存储。再次,

有效处理数据信息。想要深入了解人流

量数据变化,还需要进行数据处理,详细

方法为从存储数据的服务器中提取特定

时间段的人流量数据信息、热成像数据

并进行清洗,再对清洗后的内容进行整

合去重。通常情况下,从服务器中提取时

选择的特定时间段为5-10s左右。最后,

做好聚合与渲染。获得的数据需要先进

行经纬聚合,再予以渲染处理,才能将景

区不同区域的人流量、热成像等方面在

UI界面中展示出来。 

另外,从景区管理的角度出发,基于

大数据平台的景区电子地图在实时人流

统计方面也可以车辆热力图为核心达到

预期目标,详细方法为在景区的不同类

型车辆中安装GPS定位器,再针对车辆在

景区中产生的热量和经纬度变化进行全

方位收集和处理,便可达到实时掌握人

流变化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收集和处

理车辆热力和经纬度数据时,应当结合

车辆类型等特征合理设置频率,例如,收

集数据间隔为5-10s,或每3-5min生成1

次车辆热力图,最大程度确保游客拥有

良好体验的同时,也能为景区管理提供

充足便利。 

2.5显示与路线选择 

实际上,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景区电

子地图中,显示与路线选择也是应当重

视的方面。毕竟,很多游客对景区的了解

并不多,周围环境中存在的未知因素也

会带来多方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显示

与路线选择便能够将提示和指引的作用

充分发挥出来。保证游客在面对陌生的

环境下也能拥有较好的体验。其中显示

是能够提供给用户的显示信息,比如,利

用不同尺寸、颜色的符号库标出相对应

的景物,地点等,便于游客能够有目的性

的选择路线。或者,将景区的实时天气变

化展示出来,有利于选择更便利的路线,

减少环境变化对体验感产生的影响。也

可将GPS定位技术与三维成像技术相结

合,实现利用3D动画模拟实际路况,进一

步提高用户体验。路线选择方面,不仅充

分运用GIS定位技术的优势,也有机结合

蚁群算法,实现在景区中最优路线选择,

提升景区电子地图产生的影响。至于通

过蚁群算法达到选择最优路线的目的时,

应当注重结合多种因素,才能保证可以

实现预期目标的基础上,也能为矢量电

子地图、影像电子地图等方面的显示提

供良好保证,例如,游客所在景点的位

置、前往目标景点时存在的信息素值、不

同景点间的距离、尚未访问的景点等。只

有蚁群算法中能够涵盖这些因素,才能

保证获得的最优路线具有良好科学性与

合理性,在矢量电子地图、影像电子地图

中显示的实时路况也更加精准,比如,矢

量电子地图中,对于特定区域的显示是

先由GIS技术获取相应路况,再通过矢量

化处理的方式展现。此时产生的对应空间

位置则能够与计算得出的最优路线相契

合,可提升景区电子地图的精度[3]。 

2.6其他关键技术 

除了上述内容外,基于大数据平台

的景区电子地图中还含有许多其他方面

的关键技术,同样能够对景区电子地图

的显示精度、准确性等方面产生较大影

响。例如,很多景点都已经开发专属电子

地图,然而,在显示速度、精度等方面并

未占据较多优势,主要原因是开发景点

电子地图时运用“一张图技术”,严重降

低加载速度,而且显示定位的精度也很难

得到保证。针对此类情况,不仅需要通过

构建分类体系予以结合,还应当结合切

片技术,便于利用切片显示的方式提高

景点电子地图的加载用时,避免影响用

户体验。具有相同特征的还包括对三维

模型的运用,因为建立三维模型模拟景

区不同景点的地理环境时,需要加载的

环境要素数据信息非常多,促使三维模

型的加载速度也会持续降低,也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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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技术来解决,也就是将切片显示应

用于三维模型之中,大幅降低卡顿问题

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基于大数据平

台的景区电子地图中,LBS是最常用的关

键技术之一,也是展现景点电子地图价

值的基础,比如,运用一张图技术时,可

以通过基于位置的服务(LBS)与POI数据

匹配度判断游客行进轨迹过程中是否存

在停留的情况,便于以此为基础对游客

的行为进行推测和判断,并提供更多可

选路线[4]。如果从景区管理的角度来看,

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景区电子地图中也涵

盖大量物联网技术,例如,对景区的车辆

进行管控时,运用汽车工程机械可信终

端(T-BOX)技术能够实现远程查询车辆

实时位置和详细车况,为及时控制景区

人流量提供充足便利。 

3 结论 

综上所述,大数据已经成为各行业

不断前行的关键力量,为能够更好的解

决景区电子地图显示精度低、服务感知

能力不强等问题,应当提高大众对大数

据平台的关注度,并正确认知构建分级

体系、色彩设计、符号库与注记、实时

人流统计、显示与路线选择、其他关键

技术等内容,才能确保利用对基于大数

据平台的景区电子地图方法的研究,提

升景区电子地图设计水平,持续提升游

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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