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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P要!)地理坐标与球面三角网格快速转换-剖分模型的等面积和等形状性质对于全球网格! 0'"D&'0$/5"应用于

空间信息管理具有同等重要性, 在等弧长比投影族球面正二十面体投影基础上设计了球面三角四叉树剖分模型

!N<):H8", 该剖分模型支持 ( 种构建方式% 包括投影平面均匀三角网格法以及直接球面剖分法, 坐标转换简化

为投影点与投影平面均匀三角网格之间的空间关系, 通过弦长分布-紧凑度-面积等指数% 将该模型与 -X9%X9B%

H-N<等已知球面剖分模型进行了面积和形状特性方面的比较分析,

关键词!P全球网格%投影%坐标转换%等面积剖分%等形状剖分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P<

!)引)言

全球网格模型在全球空间数据库-全球性问题

研究和基于空间信息集成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价

值% 国内外学者对之开展了大量工作, 全球网格构

建主要采用下面 + 种方式!S7>9:!"#$%% !''(% !''*%

!'''$ EB7=!"#$%% (""+"# 第 ! 种方式是在球面柏拉

图立体上直接剖分球面% 如 EBD8I=CR等!!'&*"的剖

分模型以及@>BC E8CG等!(""""所提出的小圆弧剖分

模型等$ 第 ( 种是循环剖分柏拉图立体的弦% 然后映

射到球面% 如 [I998C !("""%!''&%!''* "所提出的

W-]模型等$ 第 + 种均匀剖分展开在柏拉图立体各

面的地图投影% 如 ECRD:=!!'*'" 多面体投影族-

H:F:9:!!''"B%O"提出的 EW-模型!该模型实质上是

一 种 YC8<8C>;投 影 剖 分 ! ECRD:=M a8pABCD%

!'*'""-HIAA:=$Y=BR投影!Y=BR% !'',% !''%"等% 然

后反投影到球面, + 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其中

EBD8I=CR及 [I998C 的 W-]模型顶点在球面上的分布

具有确切的映射位置% 但边界模糊%缺乏明确的数学

定义%直接影响模型的实际应用, [I998C 利用 3U-投

影将正八面体投影到平面上% 转换为由平面直角三

角组成的正方形网格% 通过递归求解找到经纬度所

对应的三角格子% 坐标转换相对容易$ 而 Y88DL7>AD

等!!''("以及 U988等 !!''+"基于一定的数学假设

推导出 W-]扩展投影方程% 将经纬度坐标快速转换

到平面上% 坐标计算简单快速, @>BC E8CG所设计的

模型通过调整小圆弧空间关系构建等面积三角剖分%

计算方式复杂% 坐标转换困难% 计算量大, 第 + 种剖

分方式直接剖分投影三角面% 单点坐标转换方便% 但

剖分几何意义不明确% 有的能保证等面积特性% 但等

角变异大% 如基于 ECRD:=等面积投影的 ÊZ2剖分模

型边界扭曲严重% 投影计算复杂% 投影和逆投影转换

没有显式求解方法$ 有的能保证等角形变% 如

YC8<8C>;投影!即 EW-剖分模型"% 但面积变异太

大$ HIAA:=$Y=BR投影能保证等角和等面积特性相对

均衡% 但坐标计算较复杂 !投影坐标反算到经纬度

坐标无显式解% 需要通过数字逼近方法计算得到",

Y88D;7>AD% S7>9:和 LAB=F:等!!'',"分别对全球网

格剖分模型的设计和选择标准进行了研究% 指出全

球网格模型评价和设计原则是一个多要素相互独立

的多指标体系% 目前已知剖分模型中不存在一种所

有评价指标最好的模型% 每个模型或者一些指标性

能很好% 但另外一些指标相对较差,

根据空间信息表达-组织和管理的应用特点% 本

文选择剖分等形状-等面积-坐标转换计算简单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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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格网主要评价指标, 按该三指标体系% 已

有的剖分模型的指标性能不均衡% 如 HIAA:=$Y=BR和

ÊZ2剖分相对等形状和等面积% 但坐标转换繁琐%

而且 ÊZ2边界扭曲严重$ W-]坐标转换相对容易%

但形状和面积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本文设计了等

角比例投影% 该投影可支持包括正八面体% 正二十

面体等多种柏拉图立体% 球面特征曲线 !纬度圈% 大

圆弧等"上的均匀剖分点均匀地投影到投影面中, 该

投影的数学几何模型简单% 逆计算方便, 按照该投

影性质% 然后基于正二十面体构建了 Z2\.̂N剖分

模型, 该模型几何意义明确% 较好地满足了近似规

则-等边-等面积的要求$ 剖分边界相对平滑% 扭曲不

明显$ 同时球面点与格网的关系转换为投影与投影

三角格网间的线性关系, 与其他剖分模型相比% 三

指标相对均衡% 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剖分模型,

()等角比例投影族简介

基于全球剖分三指标原则% 提出了面向球面三

角形的等角比例投影族% 该投影族支持基于柏拉图

立体 !.AB98.8AR7:D=8C"或者其他形式的球面三角

剖分!袁文等%(""%%("",",

JVGP等角比例投影族数学模型

等角比例投影族设计思想包括两步# 首先确定

球面三角 [*?( 个主方向的球面弧线族$ 然后根据

球面点 K在该两方向上的弧线长度 !或角度"与球

面弧线总长度之比例投影到平面任意三角 [0*0?0,

袁文等探讨了 ( 种球面三角剖分形式 !图 !"% 数学

基本形式如下!袁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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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等角比例投影透视图

!&"同轴面示例% M与 MO重合% 三弧边以及特征弧段 CF>为大圆弧$

! D"平行面示例, 弧段 <MOC或者为大圆弧或者小圆弧

4/0;!):*$.>*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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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50% A0% K0分别为 5% A% K的投影%

-

等于弧

5K与弧 5A之比以及
*

等于弧 5K与弧 5A之比,

投影三角平面确定后% 即点 [0-*0以及 ?0的值已

知%

-

与
*

的值取决于球面三角实际情况,

JVJP球面正二十面体投影方程

主要考虑球面正二十面体的同轴面模型% + 个

弧边以及特征弧段为大圆弧 !图 !!B"", 本文选择

了如表 ! 所示的球面正二十面体% 其中 ( 个顶点分

别与极点重合% ( 个顶点在本初子午线上% 剩余的

* 个顶点呈赤道面对称, 投影过程中% 二十个球面

三角面都将旋转到标准三角面的位置% 然后进行投

影,

-

与
*

的计算方程由式 !%"和式!,"给出% ?

+

!+/"% !%/% #"以及
,

为常数% !>% Y% ;"为点旋

转到标准位置的坐标% E ŶP为符号函数,

逆投影可以通过投影定义推出, 首先根据投影

定义求出 T和 W%进而得到
6

TaW以及
6

TaZ% 然

后得到 K点在球面三角模板的对应位置 K

M

% 最后

将 K

M

旋转到相应的球面位置% 从而得到球面坐标,

其中各点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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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P球内接正二十面体坐标

Z'>8"GPZ2";/$".('($,.,Q(2"0*2"/$#'8$#,0'2"&/,.

编号
顶点 " 顶点 ! 顶点 ( 中心点

经度6l 纬度6l 经度6l 纬度6l 经度6l 纬度6l 经度6l 纬度6l

" "V" '"V" "V" (&V,&, #(V" (&V,&, +&V" ,(V&(+

! "V" '"V" #(V" (&V,&, !%%V" (&V,&, !"*V" ,(V&(+

( "V" '"V" !%%V" (&V,&, (!&V" (&V,&, !*"V" ,(V&(+

+ "V" '"V" (!&V" (&V,&, (**V" (&V,&, d!"*V" ,(V&(+

% "V" '"V" (**V" (&V,&, "V" (&V,&, d+&V" ,(V&(+

, +&V" d(&V,&, "V" (&V,&, #(V" (&V,&, +&V" !"V*!(

& !"*V" d(&V,&, #(V" (&V,&, !%%V" (&V,&, !"*V" !"V*!(

# !*"V" d(&V,&, !%%V" (&V,&, (!&V" (&V,&, !*"V" !"V*!(

* (,(V" d(&V,&, (!&V" (&V,&, (**V" (&V,&, d!"*V" !"V*!(

' +(%V" d(&V,&, (**V" (&V,&, "V" (&V,&, d+&V" !"V*!(

!" #(V" (&V,&, +&V" d(&V,&, !"*V" d(&V,&, #(V" d!"V*!(

!! !%%V" (&V,&, !"*V" d(&V,&, !*"V" d(&V,&, !%%V" d!"V*!(

!( (!&V" (&V,&, !*"V" d(&V,&, (,(V" d(&V,&, d!%%V" d!"V*!(

!+ (**V" (&V,&, (,(V" d(&V,&, +(%V" d(&V,&, d#(V" d!"V*!(

!% "V" (&V,&, +(%V" d(&V,&, +&V" d(&V,&, "V" d!"V*!(

!, "V" d'"V" +&V" d(&V,&, !"*V" d(&V,&, #(V" d,(V&(+

!& "V" d'"V" !"*V" d(&V,&, !*"V" d(&V,&, !%%V" d,(V&(+

!# "V" d'"V" !*"V" d(&V,&, (,(V" d(&V,&, d!%%V" d,(V&(+

!* "V" d'"V" (,(V" d(&V,&, +(%V" d(&V,&, d#(V" d,(V&(+

!' "V" d'"V" +(%V" d(&V,&, +&V" d(&V,&, "V" d,(V&(+

T)[1!*9["

?>C !

,

9Y

,

"

?>C !

,

9Y

,

" 1?>C !Y

,

"

!&"

K

M

)T1!W9T"

?>C !

6

TaZ"

?>C !

6

TaW9

6

TaZ" 1?>C !

6

TaZ"

!#"

))具体推导过程参见相关论文 !袁文等%(""%%

("","% 图 ( 为正二十面体投影展开平面,

+)正二十面体剖分模型

在正十面体等角比例投影基础上% 可构建球面

正十面体剖分模型 !?T7:=:9=>BCGA:mIBD9=::<8D:A

OB?:D 8C Z2\. ;̂8?BN:D=8C T=8c:;9>8C% 缩 写 为

Z2\.̂N",

KVGP构建方法一

直接均匀剖分投影三角平面!图 ("% 形成均分

三角网格% 然后通过逆投影公式将每个三角的顶点

以及边反算至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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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正二十面体等角比例投影展开平面

4/0;()H3".&7*5$"%&'N<):>$"S*3,/"%

KVJP构建方法二

直接在球面上构建相应球面剖分模型% 采样方法

与 EBD8I=CR相似, 对于 7深度剖分进行如下处理#

!>"首先将正二十面体每个原始球面三角的两

个大圆弧![*和 [?"剖分成 (

7

相等部分%分别得到

(

7

d! 个新的点4 N

!

% N

(

%/% N

(

7 d!

5和4 b

!

% b

(

%/%

b

(

7 d!

5$

!>>"用大圆弧分别连接 N

+

和 b

+

% 然后对该圆弧

进行 +等分% 得到 (

+

d! 个新点% 其中 +

(

0!% (

7

1

!当 +/(

7

f! 时% 弧 N

+

b

+

对应于 *?"$

!>>>"7 深度剖分后%每临近 + 个点直接构成球

面剖分三角的三个顶点, 球面三角的弧边由投影直

角三角格网的对应边界决定,

球心为 a的大圆弧 [*剖分为 E段, 第 +个剖

分点 K

+

可由下面公式得到#

?)[1!*9["

?>C !

$

"

?>C !

$

" 1?>C !

6

"

K

+

)

?

?a

!*"

式中
$

)

,

E

+%

6

)

,

9

$

% +

(

0!% E9!1,

图 + 为深度 7 /"% (% % 时的全球剖分格网

分布,

图 +)正二十面体球面剖分透视图

!&" . /"$! D" . /($!3" . /%

4/0;+)N<):H8C/*I*5 "$,7"0$&>7/3&''E &,,7$**5*>,7.

!&" . /"$! D" . /($!3" . /%

%)剖分模型的基本性质

本剖分模型具有如下性质#

!!"点在特征弧段的分布与在投影线段的分布

相一致% 比如特征弧段中点对应于投影线段的中

点% 在投影线段
2

处的点必对应于在特征弧段
2

处

的点,

!("结点在特征弧段以及 + 个弧边上呈均匀分

布, 球面坐标与球面三角之间的坐标转换可以转换

为一个二维的离散均匀三角网的问题, 可选择一个

单位等腰直角三角形作为投影三角% 其中 [0为!"%



袁)文等#基于等角比例投影的球面三角四叉树剖分模型 !"#))

!"% *0!"% "" 和 ?0!!% ""% 并直接利用行列坐标

!;8AI<C% =8J"来表示一个三角, 令剖分深度 7 的

子三角边长为 X /

!

(

7

% 根据曼哈顿距离!]BC7B99BC"

可知存在 Kr与三角网格的关系如下#

) 8)

>01Y09X

Y0[ ]
X

9X

>0[ ]
X









X

1(

>0[ ]
X

!'"

L)

Y0[ ]
X

!!""

式中!8% L" 为 K0在深度 7 的三角网中的位置% 0#1

为取 # 的整数部分的操作, 然后将行列坐标转换为

相应的编码% 行列坐标转换为编码参见 XIBC 等

!(""%O",

!+" 剖分模型结构为一个顶级为二十个结点

的树及非顶级剖分为四叉树的层次结构, 逐层分辨

率的分布如表 (, 其中剖分深度为 !+ 的单元边长分

辨率相当于 ! F<$ 深度 (( 的单元边长分辨率相当

于 (<% 面积分辨率相当于 !V, F<

(

$ 深度超过 +"

的剖分边长分辨率6面积分辨率都将小于 !;<6;<

(

,

若利用一个 &% 位长整型表示该剖分模型% 顶级编

码需要 , 个比特 !即二十个面按 "% !%/% !' 编

码"% 非顶级编码需 ( 个比特!即 "% !% (% +"% 则可

以表示最大深度为 (' 的所有剖分单元% 完全可满

足目前遥感影像所需要空间分辨率的需求,

表 JPE)!=WS分辨率分布统计

Z'>8"JP!"0,8-($,.0,QE)!=WS

剖分深度 面片数目 有效比特位 面积分辨率6<

( 边长分辨率6< 角度分辨率6=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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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分模型的几何性质比较

全球格网中只有原始球面三角能够保证严格的

等形状特性% 比如正八面体的球面剖分或者正二十

面体球面剖分% 其他任意深度的剖分将破坏等边性%

等面积性, 因此只能尽量保证近似等边性以及近似

等面积性, 由于全球网格模型构建方法种类繁多%

包括球面直接剖分-球面弦剖分以及投影平面剖分等

方式% 难以直接进行投影方程的面积形变和角度形

变分析, 因多数剖分的边界定义模糊% 计算复杂% 本

文将以剖分单元的 + 个顶点为计算依据% 采用类似

[I998C 的方法直接利用每个球面三角单元对应的平

面三角作为标准进行 W-]- ÊZ2-EW-和 Z2\.̂N模

型的比较% 当剖分越深% 平面三角的弦边与球面三

角的弧边越接近% 球面三角也越接近平面三角,

HVGP球面三角剖分几何比较指标

球面三角剖分相对均匀性主要体现在剖分等

形状和等面积性, 其中等形状表现为剖分单元形状

的不变性- 边长相等性两个方面, 与传统的经纬度

剖分不同% 球面四分三角剖分模型不同剖分深度能

保证剖分的三角形不变% 即使在极点时, 因此等形

状特性主要体现在球面三角等边特性上% 本文所选

择的指标包括# !!"弦长的分布统计情况以及!("

紧凑度,

弦长分布统计情况包括每个球面三角中最大

弦长6最小弦长-每剖分深度的平均弦长-每剖分深

度中最大弦长6最小弦长以及每深度中的弦长标准

方差6平均弦长等指标, 三角最大弦长6最小弦长用

于描述三角形内的最大边长与最小边长变异的幅

度% 当三角形为全等三角时% 该值为 !% 该值越接

近 !% 说明三角形越接近全等, 每深度的最大弦长6

最小弦长描述了整个剖分深度中弦长变化程度% 该

值越小越接近 ! 则整个剖分深度的弦长大小分布

越均匀, 而每深度中的弦长标准方差6平均弦长表

示了弦长偏离程度,

紧凑度等于几何图形的周长与面积之比% 圆的紧

凑度最大% 三角形的紧凑度也在一定程度能反映三角

边长的分布情况, 当三角的三边越接近% 紧凑度越大%

当三角形为全等时% 紧凑度达到最大!&V'(*",

面积分布情况主要选择了每深度的最大面积6最

小面积% 每深度的平均面积% 以及每深度的面积标准

方差6平均面积等指标, 其中每深度的最大面积6最小

面积越小以及每深度的面积标准方差6平均面积越小%

表明剖分单元面积变化越小% 反之亦然,

HVJP比较分析

HVJVGP弦长的分布情况

Z2\.̂N-EW-和 ÊZ2基于正二十面体% 三者的

平均弦长非常接近% 而W-]基于正八面体% 平均弦长

明显大于前三者!图 %!B"",最大弦长6最小弦长-最大

三角最大弦长6最小弦长以及弦长标准方差与平均弦

长比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图 %!O"%!;"%!D"", EW-

的最大弦长6最小弦长以及最大三角最大弦长6最小弦

长最小说明了 EW-剖分每深度弦长变动幅度较小% 相

对均匀%子三角相对接近全等, Z2\.̂N略微增大% 但

比 ÊZ2小, 不同深度间% Z2\.̂N-EW-和 ÊZ2的最

大弦长6最小弦长以及最大三角最大弦长6最小弦长略

微增长% 而W-]相对增幅大, 随着剖分深度加大%四

者增幅降低, Z2\.̂N的弦长标准方差与平均弦长比

最小% 并且随着深度加大而略微降低, 其他 + 种先增

大后逐渐减少,

H Ĵ ĴP紧凑度

每深度最大紧凑度6最小紧凑度大致也反映上

面的分布特征!见图 % !:"", 为了便于比较% 本文

将平均紧凑度除以全等三角紧凑度得到归一化的

平均紧凑度% 如图 % !b", 可以看出 EW-% Z2\.̂N

等的紧凑度依次降低%这进一步应征了弦长指标的

结论, 平均紧凑度在 !&+ 深度间降幅较大% 然后

平缓变化%图 %!G"反映了紧凑度标准方差6平均方

差的变化情况,

H Ĵ K̂P剖分单元的面积分布

% 种剖分的每深度的最大面积6最小面积如图

%!7", 可以看出Z2\.̂N最小% 说明了它的面积变

动幅度最小%面积分布较为均匀% 其次为 EW-%

W-]最大%平均面积的分布如同平均弦长, "&% 深

度中%面积标准方差6平均面积 Z2\.̂N最小% 但

ÊZ2降幅趋势大以致在第 , 深度以后% ÊZ2变为

最小!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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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种剖分模型的几何特性统计图

!&" 平均弦长分布$! D" 最大弦长F最小弦长分布$!3"最大三角最大弦长F最小弦长分布$

! 5" 弦长标准方差与平均弦长比分布$!*" 最大紧凑度F最小紧凑度分布$!(" 归一化的平均紧凑度分布$

! 0" 紧凑度标准方差F平均方差分布$! 7" 最大面积F最小面积分布$!/" 平均面积的分布$!S" 面积标准方差F平均面积

4/0;%)@$&>7."(,7*.,&,/.,/3."(("#$+"5*'.

!&" NC*% 37"$5$! D" B&K/+#+37"$5 F+/%/+#+37"$5$!3" B&K/+#+ "(!+&K/+#+37"$5 F+/%/+#+37"$5" $

! 5" -9MNO"(!37"$5 F*C*% 37"$5" $!*" B&K/+#+3"+>&3,%*..F+/%/+#+3"+>&3,%*..$!(" 2"$+&'/L*5 *C*% 3"+>&3,%*..$

! 0" -9MNO"(!3"+>&3,%*..F*C*% 3"+>&3,%*.." $! 7" B&K/+#+&$*&F+/%/+#+&$*&$

!/" NC*% &$*&$!S" -9MNO"(!&$*&F*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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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由于基于正二十面体% Z2\.̂N-EW-和

ÊZ2的剖分几何特性明显好于 W-], 从等边性来

说% EW-最好% 剖分单元的 + 个弦最为接近%

Z2\.̂N其次$等面积特性中% 前 % 个深度 Z2\.̂N

最好% 更深度 ÊZ2最好!实际上 ÊZ2剖分模型是

等面积剖分模型%但因用平面三角面体代替实际球

面面积%所以数字计算结果表现为 !&% 剖分深度

中%等面积性不如 Z2\.̂N", 与 EW-相比% 等面积

性好$ 与 ÊZ2相比% Z2\.̂N的等边性好% 剖分边

界光顺% 而 ÊZ2的剖分边界!图 ,"和经纬圈等主

要球面曲线的投影存在严重扭曲% 同时 Z2\.̂N的

方程式简单% ÊZ2的投影和逆投影方程无显式解%

需要利用复杂的数学计算方法% 计算量大且复杂,

A

B C

p
1

q
1

p
2

p
3

q
3

q
2

(a) (b)

图 ,)球面三角四叉树剖分正投影

!&"N<):H8$! D"H-N<% 每条边各有 * 个采样点

4/0;,)A$,7"0$&>7/3+&> >$"S*3,/"% "(

.>7*$/3&',$/&%0'*J#&5,$**

!&" N<):H8$! D"H-N<% &.,7*$*&$** .&+>'*.("$*C*$E &$3

&)结)论

在正二十面体等角比例投影基础上% 本文构建

了 Z2\.̂N正二十面体球面剖分模型, 该剖分模型

有两种产生方法# 一种是投影平面均分的三角格网

反投影到球面产生$ 第二种方法直接均匀剖分球面

特征弧段% 结点的几何意义明确% 但边界定义模

糊% 必须借助第一种方法解决,

全球网格模型的空间几何均匀性直接与正多

面体的阶数相关% 阶数越大% 剖分越相对均匀% 如

基于 正 八 面 体 的 W-] 与 基 于 正 二 十 面 体 的

Z2\.̂N% ÊZ2% EW-等模型相比% 等面积性和等边

性存在较大差异% 性能相对较差, 而后 + 种剖分基

于正二十面体% 阶数最高% 有关指标相对接近, 与

ÊZ2相比% Z2\.̂N的主要优势在于计算相对简

单% 投影方程和逆投影方程具有显式解% 而 ÊZ2

计算复杂% 投影和逆投影转换只能通过数字计算方

式% 且 ÊZ2的剖分边界存在严重的扭曲, Z2\.̂N

的等面积性好于 EW-, 总之% 以等边性比较% EW-

最好% Z2\.̂N好于 ÊZ2% W-]最差$ 在等面积性

方面% ÊZ2最好% Z2\.̂N次之% EW-第三% W-]

最差$ 计 算 方 法 方 面% W-] 最 简 单% EW-与

Z2\.̂N涉及三角函数% 计算复杂度接近% 而 ÊZ2

最为复杂, 因此 Z2\.̂N基本满足了设计标准% 三

个指标相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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