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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遥感技术在国民经济和国防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各种用户也逐渐对遥感数据的管理和处

理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传统的遥感信息处理系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构件软件技术作为目前发展最快的

软件重用技术, 是降低软件开发费用,提高软件生产效率和系统的可靠性、可维护性、可扩展性的有效方法。

本文介绍了一个遥感信息处理系统, 阐述了它的基于构件软件体系结构的开发思想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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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ftw are reuse is the ef fect ive w ay to reduce the cost , shorten the period o f developing ,

and improve the rel iability and maintainment o f sy stem, w hile component sof tw are is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 T he paper intr oduces a r emote sensing informat ion pro cess sy stem, in w hich the compo-

nent so ftw are techno logy is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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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信息处理系统是对从遥感器获取的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处理, 从中提取有用信息的设备、方法

和技术的总称。遥感数据获取技术(如遥感平台、遥感传感器)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遥感数据, 要

从中提取出对各种用户有用的信息, 就需要一个功能强大的遥感信息处理系统。世界各国自 60年代遥

感技术体系形成时起就十分重视遥感信息处理系统的开发与研制,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相继推出了

商品化程度较高的系统。

与弗莱德曼提出的信息开发制约因素的三阶段论——硬件约束期、软件约束期、用户约束期相符

合,在计算机遥感信息处理系统发展的前期,硬件的影响是主要的。但进入 90年代后,微机也可以胜任

复杂的遥感信息处理任务, 影响遥感信息处理系统发展的主要因素逐渐向软件转化,因此遥感信息处理

系统的研究也开始以软件为重点。

目前世界上比较著名的商用遥感信息处理系统有:澳大利亚的 ERM apper 系统; 美国的ERDAS 系

统, ENVI/ IDL 系统;加拿大的 PCI 系统。对上述系统进行分析比较,我们发现遥感信息处理系统的发

展方向是:

· 从基于专用设备的系统向基于通用设备的系统,特别是微机遥感信息处理系统转变, 使系统成

本大大下降, 便于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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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转向以Window s平台为环境,利用其强大的图形用户界面、友好的人机交互手段和先进的

图形图像显示手段,大大方便了用户。

· 系统开放性增强,可透明地处理多种数据格式,提供与其它遥感信息处理系统间的互操作。通过

提供动态链接库, 用户还可对这些系统进行二次开发,扩展系统功能。

我们在研制“新一代卫星遥感信息处理系统”的过程中, 研究了国际上先进的遥感信息处理系统和

当前软件技术的发展趋势, 提出了新型的、基于构件的软件体系结构,目的是实现系统可定制、动态拆

卸、组装和互操作。

1　系统功能与目标

本系统的目标是开发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遥感信息处理系统, 要求实现如下功能:

( 1) 基本图像处理软件。包括遥感影像数据的输入与图像格式的转换,遥感图像的几何校正与辐射

校正,基本的图像增强处理, 图像镶嵌,图像分类及后处理。

( 2) 遥感图像压缩功能。包括无损压缩和高保真压缩。

( 3) 矢量图形与栅格影像的综合处理。包括矢量与栅格数据的相互转换,空间分析和地图与栅格影

像的复合。

( 4) 多元多维遥感信息复合功能。

( 5) 纹理分析与遥感图像识别功能。

( 6) 超波段成像光谱数据处理与分析功能。

( 7) SAR图像处理功能。

要求系统可灵活配置, 自由拆卸和组装,并为用户提供一个可视化的交互界面, 使用户用类似于

Matlab/ Simulink 的处理过程框图的形式组织处理流程。

显而易见,本系统是一个规模巨大,功能齐全的遥感信息处理系统。考虑到各层次用户的不同需要,

系统应该是可动态装卸和灵活配置的。同时,系统要求可以用框图方式组织处理流程,因此我们在系统

设计时采用了构件软件体系结构和客户/服务器计算模式。

2　系统总体方案

本系统采用基于Window s NT 网络操作系统平台的三级分布式客户/服务器计算模式和构件软件

开发思想,支持 COM / DCOM 分布对象标准, 以提高系统的开放性、可伸缩性和通用性。系统采用开放

式数据库互连( ODBC)接口,支持标准 SQL 查询语言,能访问多种远程数据库,实现分布式数据集成,

以达到遥感影像数据的无缝海量存储的目的。系统提供 Int ranet 服务, 允许远程授权访问,支持面向

Web的 Internet 应用。系统总体结构如图 1。

采用Window s N T 操作系统平台是因为其具有如下优点:

· Window s NT 可运行于 DEC Alpha、Pow er PC 和 IBM PC等多种硬件平台之上,使本系统的硬

件配置可根据用户的系统规模和投资情况灵活选择,并保证了系统的可伸缩性和可移植性。

· Window s NT 的可靠性设计可有效保护自身不受应用程序的破坏。

· Windows NT 是真 32 位的操作系统, 采用页面调度式的虚存管理技术, 使可寻址范围达到

4GB,为大容量的遥感信息处理提供了方便。

· Window s NT 操作系统平台具有成熟的客户/服务器解决方案, COM / DCOM (分布式)构件对

象技术规范和众多的开发工具。

· Window s NT 具有功能强大的 WEB服务器: M icrosof t Informat ion Server 和 Netscape Enter-

prise Serv er 等; 地理信息服务器: Internetmap Serv er、MapInfo ProServer、MapInfo Spatial-

w ar e和 Arcview Serv er for Internet等,使系统可方便地提供 Internet 服务功能。

采用 COM / DCOM 构件技术规范首先是因为我们采用的Windows N T 操作系统平台可与其很好

地配合工作;其次, 与 CORBA 不同, COM / DCOM 不仅仅是一项技术规范, 还包括大量实现, 这减轻了

42 国 防 科 技 大学 学 报 1998 年第 6 期



图 1　遥感信息处理系统总体结构图

系统开发者的劳动。

由于构件体系结构和数据库的 ODBC 接口都是基于客户/服务器模式的, 并且 C/ S计算结构符合

硬件配置的可伸缩性要求, 故系统总体结构采取该模式是合理的。

基于 Int ranet / Internet 的遥感信息处理系统必然会带来网络安全问题。防火墙是目前比较成熟的

一种 Internet 安全技术,在各种应用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系统拟采用防火墙技术来构造安全防

护体系。

3　构件式软件体系结构的概念模型

构件式软件体系结构是基于软件重用的思想,以软构件作为系统的基本构成单元,为解决大型系统

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周期长、软件开发效率低、程序可重用性差、软件适应性差等问题而提出的。其中, 构

件是指可方便地插入到语言、工具、操作系统、网络和软件系统中的、独立可重用的二进制形式的代码和

数据。形象地说, 构件可以被看成一种软件集成电路( IC) ,并具有以下特点: ¹ 软件 IC 构成粒度大小较

自由,便于扩展;º通过规定一个统一的二进制标准,建立构件之间的智能互操作机制和实现语言独立

性;»外界仅通过接口访问构件; ¼ 多侧面性。软构件表达的语义层次较高, 可以从不同侧面连接它, 其

外特性不唯一; ½ 支持封装、继承和多态性。

构件可以按多个侧面进行分类:

¹ 根据构件重用的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黑匣构件( BlackBox ) , 我们不需要知道其内部工作机制,

只需从外部了解其功能和使用方法; 另一种是白匣构件( W hiteBox ) , 使用时需作适当修改。

º根据构件的使用范围分为:通用构件和专用构件。

»根据构件粒度大小分为: 小型构件(基本结构构件) ,如窗口、按钮、菜单等; 中型构件(功能构件) ,

如录入、查询等;大型构件(子系统构件) ,如科学计算、图像处理。

¼ 根据功能用途分为: 系统构件,在整个构件集成环境和运行环境都使用的构件; 支撑构件,在构件

集成环境、构件库管理系统中使用的构件; 领域构件,为专用领域开发的构件。

½ 根据构件的结构分为:原子构件,构成其它构件或系统的基础;组合构件,使用其它构件集成的构

件。

¾ 根据构件重用时状态分为:动态构件,运行时可动态装卸的构件; 静态构件,系统设计时装入的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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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构件软件建立的计算环境使得系统开发者和最终用户可通过向系统中加入新的构件,而不必

重新开发、编译和配置系统来扩充系统的功能, 其理想目标是实现软件的“即插即用”。

4　遥感信息处理系统的构件软件体系结构

本系统由客户、共享的计算服务器、数据服务器和构件集成子系统四大部分构成, 软件体系结构如

图 2所示。

客户端由人机交互界面、主控模块、数据显示模块、编译器以及通讯模块构成。人机交互界面提供了

菜单、工具条、命令行、可视化工具箱和脚本语言等多种交互方式。其中菜单和工具条是当前Window s

环境下最常用的人机交互方式;命令行和脚本语言方式是动态算法编译,集成信息处理操作的基础; 可

视化工具箱提供一系列可视化构件, 构件间的连接关系由用户指定,可采用并联、级联和反馈联结,以类

似于流程图的方式组织各种操作。显然,功能强大的脚本语言是实现可视化工具箱的前提。主控模块负

责协调客户端各模块的运行。当采用客户/服务器计算结构时,通讯模块负责向计算服务器发送命令并

接收结果。数据显示模块接收由计算服务器通过通讯模块返回的数据, 提供适应于各种数据的显示功

能。编译器用于编译用户自定义文件。

计算服务器由通讯接口、解释器、信息处理算法模块组成。通讯接口接收客户发送的命令并返回计

算结果(当采用分布式计算结构时,通讯接口还需协调各信息处理模块的数据传输) ;解释器解释执行用

户命令,调用处理模块;信息处理算法模块通过从算法构件库中选取信息处理算法构件进行集成来实现

信息处理功能。

图 2　卫星遥感信息处理系统系统结构图

数据服务器负责管理和存储遥感图像原始数据和处理结果。数据服务器采用 ODBC 接口, 可以访

问 ORACLE、Inform ix、DB2、Sybase和 MS SQL SERVER等多种常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建立一个无

缝的海量遥感影像数据库, WWW 服务器负责提供 Internet 和 Intr anet接口,支持面向Web的 Internet

应用。数据构件负责为计算服务器提供透明地访问多种格式的数据的功能。

构件集成子系统负责构件库的管理和构件之间的集成,其结构如图 3所示。依据系统的信息处理流

程,系统的构件库分成九个:数据构件库、图像增强构件库(包括空域增强构件库和频域增强构件库)、图

像校正构件库(包括几何校正和辐射校正)、GIS 分析构件库、多波段图像处理与分析构件库、数据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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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库、纹理分析构件库、遥感信息分类及后处理构件库、SAR 图像分析处理构件库。构件集成采用智

能化的脚本语言解释实现。

图 3　构件管理与集成子系统

5　结论

本文提出的基于构件的卫星遥感信息处理系统的体系结构, 可使用户根据不同的系统规模和投资

情况灵活配置, 满足了不同层次用户的需要;同时构件式体系结构提高了系统的可视化程度, 为系统的

扩展和用户的二次开发提供了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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