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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数据模型 
Data Models for Spatial Database 

张 锐 陈伟鹤 王德强 谢俊元 

(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210093) 

Abstract W ith the help of spatml database．we can represent．store and process the spatial data efficiently．The chal- 

lenge for US tO develop the  spatml database lies not SO much in providing yet another special’purpose data structure 

that is marginally faster when used in a particular application．but in defining abstractions and architectures tO imple— 

ment systems that offer generic spatial data management capabilities．For geomatic data model is used as the base of 

the spatial database，we present four different geomatic data models that are different in focus·We also give the  disad— 

vantage of these models． 

Keywords Spatial database。Spatial data．Geomatic data model 

1 介绍 

在地理信息、军事战争、医学解剖和电路设计等领域 内， 

为了管理大量的空间数据 ，空间数据库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进 

行空间数据库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如何对空间数据进行有 

效的表示、存储和处理的问题。空间数据指的是由点、线、区 

域 、面 、体积等构成 的空间对象[5]，而作为一个空间效据库必 

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o]：(1)空间数据库系统必须是一个数 

据库系统 ；(2)必须在数据模型和查询语言中提供和支持空间 

效据类型 (SDT)；(3)在应用中支持空间效据类型 ，并且至少 

提供空间索引和关于空间联接的有效算法。 

实际上空间数据库就是一个能有效处理空间数据和非空 

间数据的数据库 系统。早期的空间数据库 系统仅仅是在已有 

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上 引进 了很少的空间数据类型和一个相应 

扩充的 sQL，并未 了解空间数据的基本问题 。设计 一个空间 

效据库的最基本任务是能抽象出一个能提供通用空间数据管 

理的系统 ．而不仅仅是针对某一应用而提供一些特殊的数据 

结构[。]。因为几何数据模型构成了空 间数据库 系统的理论基 

础 ，所以本文分析了四种不同的几何效据模型。对于效据库所 

描述的大多数空间物体 ．尽管有无穷个甚至是不可效个点 ．在 

这些数据模型里都给 出了有穷的描述 。在区域 (Realm)模型 

中 ，整个区域(通常为方形 )均匀分布着有穷个点 ，每一个物体 

都是 由其 中有限个点构成 。在匹诺 (Peano)模型中．物体也是 

由有 限个点构成 ，但是这些点的分布是按物体的形状来分布 

的 ．不再是统 一分布。在多项式模型中 ，我们在多项式 比较的 

基础上使用了演算。在拓扑模型 中．只是处理了物体之间的拓 

扑信息，而没有处理物体的位置和形状。 

2 数据模型 

用几何数据模型来表示 n维真实空间 ，必须意识到所 

要描述的数据是无穷的，甚至是不可效的，所以无法使用扩充 

的数据模型来表示这些数据。而数据模型的建立，则是 由定义 

的操作所决定的．对于任何操作而言，该数据模型应该是封闭 

的 ．也就是说该数据模型必须是完备的。由于无法确定所有的 

几何应用所需要的操作 ．所 以建立的数据模型是否完备现在 

很难证明。另一方面 ．现实应用中的信息并不象人为结构那样 

具有 良好的几何特性 ，所以需要特定的算法来支持该数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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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 

下面我们给出几种 比较常用的几何数据模型 ：区域模型 、 

匹诺模型 、多项式模型和拓扑模型。这里主要考虑一些二维空 

间中的数据模型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这些模型从二维空 间 

扩展到三维空间或更高维的空间。根据要描述的对象的不同， 

数据模型一般可以分成两类[1o]：(1)基于空间物体描述 的模 

型 ：仅仅给出空间物体的几何描述 ；(2)基于空间描述的模 型： 

给出了空间中任何一点的描述 。第一类主要是用来给类似于 

城市、河流或森林等对象建立模型 ，第二类主要是一些描述城 

市 区域划分或土地使用等情况的主题地图(Thematic map)。 
一 般来说 ，基于空问的模型在处理上 比基于空间对象的模型 

简单，但需要大量的存储空间，基于空间对象的模型以带有属 

性数据的点、直线或曲线来显示空间数据，这种模型可以方便 

地存储空间拓扑关系 ．也适用于距离查询 ，比基于空间的模型 

要求较少的存储空间 ，但要求复杂的效据结构和复杂的算法 。 

2．1 区域模型 

在 区域模型Do．n]中．几何信息是由有穷的栅格点所表示 

的．而任何栅格点 P周围的无穷多个 点和 P的属性是相 同 

的。实际上该 Realms是一个结构 ，是建立在离散网格 (Grid) 

上有限的点(N—point)和非相交线段 (N—segment)的集合[1”。 

N={0，1，⋯．n一1} N．其中的 N-point是二元组 (x．y)∈N 

×N。其中 N-segment是 由两个不相等 的 N-point所组成 的 

二元组(p．q)，则 N-realms—PUS．其中： 

(1)P PN．S SN 

(2)V S∈S ：S一(p．q) p∈PAq∈P 

(3)V pEPV S∈S：一 (p s) 

(4)V S，t∈S，S≠ t：_7(s and t intersect)A_7(s and t 

overlap) 

PN是所 有 N—point的集合 ，sN是所有 N-segment的集 

合。操作 in是检测点P是否在线段 S除端点外的点上．操作 

overlap是指两条线段平行并有公共点 ．操作 intersect是指两 

条 线 段具 有 公 共 点，但 该 公 共 点 不 是线 段 的端 点。所 以 

Realms中的线段都不相交．一般只相接于端点处。 

但是应用数据 中都是点和相交线段的集合 ．如何在模型 

中表示现实数据中的点和线段 ．最基本 的问题就是解决如何 

把 具 有线 段 相交 的 实 际空 间效 据 映 射到 无 线 段 相 交 的 

Realms 中的问题．解决方法就是 以线段交点来分解线段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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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一个长线段 ，以交点为界，分解成两段线段．直到无交点为 

止。通常交点并不落在 Realms的网格 点上 ，解决的方法就是 

将交点移到最近的一个栅格点 ，并让线段分别经过该栅格点。 

但是可能导致空间对象间的拓扑错误[1l】。另一种更好 的解决 

方案是对于任何一条线段 S，定义包络 E(s)“ 为线段 S上方 ， 

下方 以及线段上最近点的集合 。S与 其他线段 的相交可能导 

致 S经过包络 E(s)上的最接近真正交点的一些 点 p。通过重 

画 (Redraw)．将包络中的点用多边形线段连接起来 ，而不是 

仅仅将 S的始点和终点连接起来。如图1所示，在线段 S上方 ， 

通过重画后 。S经过点 P。这样就能保证线段始终在包络 E(s) 

中，但是仍有可能线段移到它原本不经过 的点上 。 

P 

图I 包络 E(s) 

在 Realms中 ，所有的空间数据都由建立在 Realms上 的 

点 (Points)、线 (Segments)和区域(Regions)组成 。如图2表示 
一 个 Realm，图3表示的是其对应 的空间对象。A和 B是两个 

区域对象 ，C是一个具有分支的线对象．D是一个点对象。 

图2 Realm 

图3 对应的空间对象 

基于 Realms的 ROSE代数[1l】，即基于 Realms的空间数 

据类型和相 应的空间分析操作集 ，它可作 为研究空间数据库 

的基础 ，关于 ROSE所提供的数据类型和操作的形式定义可 

以参看文[11]。由于在 ROSE代数 中，空 间操作能映射到 网 

格上最基本 的点、线和区域的操作 ，而转换为整数的操作 ，从 

而为空间操作的数值健壮性提供了保证。由于区域模型是基 

于空间描述 的模型 ，因此该模型需要大量的存储空间，而 目前 

的 ROSE代数函数库所产生的空 间数据是基于主存的，所 以 

空 间 数据 不能 保 存在 外存 数 据 库 中．这 直 接影 响 到空 间 

DBMS处理空问数据的效率。对于 Realms和 ROSE代数，从 

理论上和实现技术上都需要进一步研究[1 。 

2．2 匹诺模型 

匹诺模型试图描述物体 的每一点 ，和区域模型一样 ，物体 

都是由点所表示的 ，但是匹诺模型中点的分布完全是 由物体 

所决定的，而不再是统一分布。匹诺模型是建立在空间填充曲 

线和四叉树这两个技术的基础上的。 

空 间填充 曲线最早 由意大利数学家 匹诺 (G．Peano)于 

1890年发现，后因其具有 自相似性而归入分形数学集中。对于 

给定的区域，空间填充曲线给 出了一个线性排序和二维数据 

图像之间的一个一一对应关系。其定义如下。令一映射 C为： 

(C： 一R0II一[O，1]，R0一((x，Y)；X，Y∈R}} 

则空间曲线就是一覆盖单位空间 R =[0，1]×[O，1]的映射 

C。对于 R 中的每一点 P都有一实数 t，使 C(t)一P。当 t由0 

变为1时 ，此映射就提供了访问空间中每一点的次序。最典型 

的空 间填充曲线是匹诺曲线和希尔伯特曲线 。空间曲线具有 

自相似性 ，以匹诺曲线为例，如图4所示 ，其中Ca)为匹诺曲线 

的基元；(b)为匹诺 曲线的亚基元．亚基元就是 由四个基元中 

四个点的顺序排列而形成的 ，因而很容易用递归语言实现 。但 

是空间填充 曲线所 占据的必须是一正方形 ，而图像不一定正 

好这么大 ，特别当图像的长宽相差很大时，图像必须分割成若 

干小块，按照曲线经过顺序分别处理 。 

k 卜＼ I 

( 、，| ( 
) ‘Î ) 

l 

(b)亚基元 

图4 匹诺曲线 

为了表示空间数据 ，最常用的层次数据结构技术是 四叉 

树[5】．它可以通过将具有相同值的数据聚集起来而节省存储 

空间。四又树中的任何一个结点 ，要么是叶子结点 ，要么有 四 

个子结点，每个结点是其父亲结点的一个象限。用四叉树来描 

述的层次数据结构的最基本 的特性是它们是完全基于递归分 

解原则的。对于二维方型的信息来说 ，四叉树是比较合适的实 

现手段 ，如图5所示 。[i，j]表示的是边长为 j，最左下角方型单 

元的标注为 i的方型区域 ，其 中方型单元的标注是 由图4(b) 

所示的匹诺曲线所确定的。 

【4．I】 【5,1】 【6，I】 【7，I】 【8，I】 【9，I】 【10，I】 【I l。I】 
black white black black black white white black 

图5 对应于黑 白区域的四叉树 

在这种模型中定义了12种操作 ：并、交、差 ；物体 的平移 、 

物体翻转9O度的倍数；将物体放大2*i倍；相对某一个轴求对 

称 ；物体的复制；传统的投影和连接 ；改变方型单元的大小；删 

除指定区域外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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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匹诺模型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模型．关系中的所有 

记录存储的是方型区域的信 息。模型中的关系具有如下形式 ： 

R(0ID．P，S，Al，⋯ ．A ) 

其中 R是关系的名字 ．0ID是指向方形的对象标志符 ．P是方 

型的最左下角的标注 ，S是方型的长度 ，而 A “，A 为属性。 

由于空间填充曲线和四叉树都是基于递 归分解原则的．因此 

很容易在应用中实现该模型，但是由于空间填充曲线 只适合 

表示方形 ．因此当空间对象不规则时 ，会做一些额外的分解工 

作。 

2．5 多项式模型 
一 般 的空间数据库原型只关心很少的几种特定的数据类 

型，如时空数据库中的时 间间隔和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多边形 

线段 。要建立一个通用的数据库模型，最直接的方法是将空间 

数据看成是由初等几何定义的几何 图形 ，如基于实数的一阶 

逻辑 。多项式模型的提出起源于约束查询语言[9】．是传统数据 

模型和 KKR模型[9 的正交组合．元组中不仅具有传统 的数 

据项 ．还有空间数据项 。 

假定一个具有无穷个实数变量的集合是完全排序的，而 

实数项是系数为整数 、具有实数变量的多项式。实数表达式是 

由以下成分组成的一阶表达式： 

(1)形 为 POQ 的原子表达式 ，其中 P和 Q是实数项 ，0是 

一 ，≤ ，≥ ．<或>中的任何一个。 

(2)布尔操作符。 

◆ 

L 

- 5 

一-_ l6 

图6 二维平面上的一个半代数集 

43)基于实数变量的量词 。如V X。了X。 

z ．．．z．∈R(R为实数集合)．具有 自由变量 z 一，z． 

的 m元实数表达式 妒定义了欧几里德空 间 尺 中的点的集合 

{【z，，⋯，z．)l ，该集合被称为半代数集。如果两个实数表达 

式定义了同样的集合 ，则该实数表达式等价 。例如 

{( 1．z2)l(81<(zl一6)。+( 2—5)。)̂ ((zl一6)。+(x2 
— 5)。< 121)} 

和 

{(zl， z)I了 3 ‘(( 3—6)。+( ‘一5)。一lOO)̂ (( 3一 

z1)0+ (z．一 2)0< 1)} 

是两个都可以由图6表示出来的半代数集 。这说明在该模型中 

的数据可以有不止一种表示方式 ，所 以要确定两个半单数集 

是否等价。事实上 ，等价是可以确定的[1】．任何实数表达式都 

可以转换成 为没有量词 的等价的表达式。关于消除量词的算 

法的复杂度随着变量呈指数级增长．所以，如果变量的个数确 

定的话，该算法具有多项式复杂性，即复杂度为 O(n )，其中 a 

是变量的个数 。 

假定一个具有类型为 7(r)=Cn．m](n，m∈N)的关系名 

的集合 ．数据库模式 是关系 r的有穷集合。类型为Cn，m]的 

内涵元组(i—tuple)具有如下形式： 

(口1．⋯，口-：妒)，嘶∈U，妒为 m元无量词实数表达式 ，U 为 

原子值的可数无穷域 

模式 的内涵实例(i-instance)是 中任一关系 r的类型为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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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的内涵元组的集合 ，该集合也可称为类型为 y(r)的内涵关 

系 (i—relation)。 

类型为Cn，m]的内涵元组和关系是集合 u“×R 的一些 

无穷子集的有穷表示 ，这些无穷子集被称为外延关系(e—rela— 

tion)。对于一个内涵元组 t一(口1．⋯ ．口-： ．SA是由 妒定义的 

半代数集合 。则 t表示了外延关系ext(r)一{(口 ．．口．)}×SA． 

而内涵关系 r表示 了外延关系 ext(r)：=U，∈，ext(t)，外延关 

系中的元素被称之为外延元组 (e—tuple)，外延元组 的集合是 

外延实例(e—instance)。 

定义1 Es] 任给一个数据库模式 S，i—inst(S)表示 ．s的 

内涵实例集合 ，i-inst(S)表示 的外部实例集合 ．．和 是 

两个不相交的模式。 

(1)基调为从 ．．到 。。，的外延查询是一个部分函数 厂：c— 

inst( ． )一e—inst( 。 )。对 U进行任何排列 ，函数 厂保持不 

变 。 

(2)基调为从 ．．到 的内涵查询是一个部分可计 算函 

数 Q：i--inst( ． )一 —inst( 。 )，存在一个相同基调 的外延查 

询 Q，，通过函数 ext将内涵实例转换成外延实例 ，使得查询 Q 

和 Q，可以互换 。 

Q 

i—inst(S．,) 

ext l J 

e—inst( ) 

i—inst(S,~) 

I ext j 

e—inst(S~) 

多项式模型中采用演算[E 来提供空间查询机制 ．该演算 

是关系演算Jig]和约束查询语言的组合 ．其中的操作语义由等 

价的代数提供。演算可以看成是在外延水平上描述查询的表 

述性语言 ，等价的代数是内涵水平上描述查询的过程性语言 。 

假设 为包含演算公式 妒中所有关系名 的模式 ，任给 

中的一个外延实例 I，妒定义了类型为Cn， ]的外延关系 I)。 

代数表达 式是将代数操作符直接作用在关系名上获得的，数 

据模型中给 出的代数操作符为 ：并 、差、卡 氏积、选择和投影。 

例如对于数据库模式{Location}，其中 r(Location)一C1，2]， 

它的外延元 组具有如下形式 ：(name：z，y)，(x，y)是名字 叫 

name的人居住的地点。现在我们想查询那些居住在离市中心 

(a．b)的距 离 不超过 1oo米 的 居民 的名 字 ，对 应 的演 算 为 

{(name)l z y(name，z，y)∈Location^(z—a)0+(y一6)0 

≤ lOO}，也可 以用代 数形 式 。 ‘一 }2+‘ }。≤l00Location来 

描述该查询 。任何演算公式 9都能转换成代数表达式 E，以至 

于 由 表示的外延查询对应于由 E表示的内涵查询 ，但 是我 

们无法验证该数据模型演算能不能表示图形 的连通性 】。 

2．4 拓扑模型 

用计算机来解决空间数据的应用有两个阻碍 ：计算机 的 

有穷性和数字系统。空间数据的应用都是基于坐标系统 ，将解 

析几何模型映射成欧几里德几何中的应用 ．但是在有穷计算 

机系统中不能体现解析几何 中的一般概念 。对于区域模型来 

说 ，本身存在许多几何模型上的问题 ：模型的实现就改变了拓 

扑(使本来不在直线上的点移到直线上 )，包络的应用会使原 

来不经过某点的直线经过该 点，还有坐标的放大也会改变拓 

扑。有穷计算机无法提供解析几何对空间卡氏描述所假设的 

无穷精度，所 以交点没落在相交的线上只是我们不想得到的 

结果之一。坐标几何的问题是无法确定标准操作的复杂度以 

及无法预见几何不一致性．特别是无法处理含有洞的物体和 

被分割成不连贯部分的物体所带来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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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该问题．提 出了基于组合拓扑中的单形和单纯 

复形的拓 扑数据模型口]。在拓扑数据模型中．使用单形结构将 

区域分割开 ．并建立几何框架来表示有意义的物体。在这里， 

物体是 由单形 和复形的聚集来表示的，而非空间属性加在以 

该表示为基础 的语义较丰富的层次上 。所以拓扑数据模型具 

有两个层次 ：(1)几何层次 。这个层次是一个几何框架 ，定义了 

所有的几何操作 ，并且只处理与几何有关的内容。所有物体都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单元 。(2 7语 义层次。任何有意义的物体是 

由几何部分的聚集和非空间属性的集合所组成的。 

空间物体是根据其空间维数来分类的 ．对任何维空间来 

说都存在一个最小的物体 ．该物体称为单形 (Simplex)。例如0 

维空间的单形(简称0维单形)是点．1维单形是边 ．2维 单形是 

三角形 ．所有 n维单形都是 由 n+1个几何上独立的 n一1维单 

形所组成的。如 ：三角形 (2维单形)是 由三条边(1维单形)所组 

成 的，如果其 中任何两 条边不平行且每条边 的边长不为0，则 

说这些边是几何 独立的。一个单形 的面 (Face)是指构成该单 
／厶4-1、 

形的所有单形，一个n维单形S 有【 一 1个P维的面。可以 、
，l十 l， 

通过点的有序元组来表示一个有序 n维单形 S．=(z。，．17 “． 

．17．)．其中点的顺序决定 了单形 的方 向。简单复形是单形及其 

面的集合 ，如果两个单形的交不为空 ．则相交部分一定分别是 

两个单形 的面。如图7所示的是 1维简单复形和2维简单复形 ， 

图8中的图形都不是复形 。对于二维空间来说 ．拓扑数据模型 

提供的基本操作是点 ，边和面的插入 ，从而保证了两条完整性 

规则 ：任何两个单形相交要么为空 ，要么是两个单形的面 ．任 

何 n维单形都是另一个 n+1维单形的面 。 

图7 一维复形和二维复形 

图8 非复形 

n维单形 S．的边界 ．决定了所有 S．的 一一1维的面 ： 

aS．一三(一1) <zo．⋯，刍，⋯．厶> 
f_ O 

其中 二，表示除去点 曩 并且 

<zo，⋯ ， ．>一 一 <z ．⋯ ，．17o> 

< o．⋯ ， 。>+ ( ．，⋯ ． o>=0 

而复形 c_的边界为 ： 
一  晚 如果 S。∈c_ 

一维单形 S．的联合边界 是指所有边界包括 的 一+1维 

单形 ： 

．

一 US．+I 如果 S．∈a +1 

而复形 C．的联合边界为 ： 

)，c_一U7S． 如果 S．∈C． 

拓扑数据模型对包含拓扑的查询感兴趣 ，例如相邻、连通或包 

含．典型的查询类似如 ：“是否有高速公路连接合肥与南京?”． 

“给 出和江苏省相邻 的所有省”．而不给出物体的确定的位置 

和长度大小。对于只关心拓扑属性的应用来说 ．我们希望数据 

库的表示是不变(Invariant)和无损(Lossless)的。所谓不变是 

指对于拓扑等价 的数据库来说表示是一致的 ，而无损是指对 

于不同的数据库的表示也应该不同[2]。 

对于二维空间 R。来说 。拓扑数据模型的数据库是 由R。中 

的所有点、点之间的线段以及 由这些线段构成的区域所组成 。 

1979年 ，美国人口普查局在给拓扑信息建模时引入了该模型， 

所有的信息都保存在以下关系 尺 ．尺2．尺，，尺．中： 

尺 ：每一个1维单形都有两个0维单形(即每条直线都有两 

个端) 

尺2：一个1维单形都有两个2维单形 (即每条直线是某两个 

区域的相交部分) 

尺，：每一个2维单形由0维单形和1维单形组成的有序环所 

包围(表示区域的边界 ) 

尺‘：每一个0维单形由1维单形和2维单形组成的有序环所 

包围(表示点的邻居) 

对 于关 系 尺，．区域 外 边 界是 顺 时 针方 向．而 区域 内的 洞 

(Hole)是逆时针方向．而 尺．使用的也是顺时针方向。图9给 出 

了关系 尺。，尺2，尺，。尺．的部分 内容。很显然该表示满足拓扑不 

变性 。但是并不满足无损性 。如图10所示。该数据库与图9中的 

数据库并不等价 ．但是关系却一致。为此 ．Kuijpers提 出了数 

据库的视野(Observation)tz]这个概念。把从数据库 中任何 点 

按顺时针所能看到的区域和直线的名字构成一个列表 ，如图 

11所示 ，点 P的对应列表为(a，B，a．A，p．C，p，At。对于和数据 

库其他部分不相连的点来说 ，对应的列表 只包括一个区域 。我 

们把从点 P所观察到 的列表称为点 P的视野 Obs(P)。给定 
一 个数据库 D．我们称数据结构(P，L，A．a ，Obs())为 D的 

PLA结构．如果 P是 D的点的集合 ，L是 D的线段集合 ，A是 

D的区域集合 ，a 是 D的无界区域集合 ，Obs()是对于 P中的 

点在数据库 D所对应 的视野。可以证明 PLA结构是数据库 

的一个不变和无损的表示0]．在 PLA结构基础上我们可以定 

义含有三类变量(点，线和区域变量 )的一阶演算[3]。显然该模 

型因为避开了数字系统 ．所 以无法给 出物体准确的位置及其 

他属性信息。 

图9 关系 R1，Rz，R ，R．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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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O 具有和图9相同 R ．R2．R，．R。的数据库 

图11 数据库点 P的视野 

8 

口  

A 

结束语 前面提到的 四种模型可 以分成两部分 ．一方面 

区域模型和匹诺模型主要针对应用 。而多项式模型和拓扑模 

型比较注重理论基础 ．却不怎么关心效率和可运行性如何 。由 

于区域模型采纳了拓扑模型的思想 ．并引入了 ROSE代数这 
一 理论基础 ．使得该模型能克服空间分析中的数值健壮性和 

拓扑正确性问题 ．所以针对 目前 国内空间数据库研究的情况． 

我们可以将 ROSE集成到现有的 DBMS中以生成空 间数据 

库 ．这样 可以缩 短研究空间数据库的周期 ．因而 ROSE代 数 

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但是我们希望数据模型不仅仅 只考虑 

实际运行的效率．个人认为能将具有 良好理论基础的多项式 

模型更好地应用于实际，将会是一个很完美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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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商家提供 电子支持 (售前或售后)．他们的知识也就被 

暴露。如果知识是外在的、并被用于外部销售．这些知识可以 

被很好地理解。提供更 多的企业知识给广大的顾客 ．这种需求 

将增加 ．因此 ．支持内部用户的知识管理程序可能需要扩展到 

基于贸易伙伴和客户的外部用户。这包含了很宽的范围 ．从安 

全性到基于知识交互的内容提供 。 

结论 第一代电子贸易注重于通过 Internet进行商品的 

买卖 ，第二代则注重于企业从收集到的交易数据中获取知识。 

因此 ，可以更有效地生产和销售产品及服务 ．以优化客户和供 

应商关系 ，从而 ．增加客户的忠诚度 ，并通过收入的增长提高 

利润。这种 电子商务知识管理正在迅速发展 ，其集中于“个性 

化的决策支撑、建模、信息检索、数据仓库 、报告”等 。采用去除 

条件和重复调 度作触发器 ，电子商务知识管理可 以定制关键 

信息的 内容、格式和媒体形式 ，其可 以被个性化 ．然后通过不 

同的客户设备 ．以一种有效的方式传递给终端用户 ，如 ：纸 、电 

话、电子邮件系统 、传真机等 。 

当一个机构更 完全地集成电子商务到它的运行和管理 

中．有效的知识管理就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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