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内容 

一、国内数据研究现状 

二、动态交通数据获取与应用 

三、三维建筑数据获取与应用 

四、百度地图截获器更新宣传 

五、结语 



1.1 现象 Phenomenon 
一、数据研究现状 

 
重数据   轻方法 

 
重描述   轻分析 

 
重过程   轻结果 



1.2 思考 Thinking 
一、数据研究现状 

 
重数据   轻方法 

 
重描述   轻分析 

 
重过程   轻结果 

 
—数据获取不易 

 
—思考深度不足 

 
—思维模式固化 



1.3 行动 Actions 
一、数据研究现状 

转变思维 
 

扩充技术 
 

分享数据 

 

研究 
问题 

研究方法 

研究资料 



1.4 问题 Problems 
一、数据研究现状 

 
 

如何获取动态交通数据？ 
 

如何获取三维建筑数据？ 



主要内容 

一、国内数据研究现状 

二、动态交通数据获取与应用 

三、三维建筑数据获取与应用 

四、百度地图截获器更新宣传 

五、结语 



2.1 数据源 Data Source 
二、动态交通数据 

百度地图实时路况图层 高德地图实时路况图层 

2.1.1 实时路况 



2.1 数据源 Data Source 
二、动态交通数据 

2.1.2 交通详情 

 

高德交通   http://report.amap.com/index.do 

 

中国主要城市拥堵排名 

城市详情 

       交通拥堵延时指数 

       区域拥堵排名（分区、商圈） 

       道路拥堵排名（全部道路、快速/高速公路、普通道

路） 

季度高峰拥堵指数 

季度日均拥堵曲线图 

http://report.amap.com/index.do
http://report.amap.com/index.do
http://report.amap.com/index.do


2.2 方法（实时路况） Method 1 
二、动态交通数据 

2.2.1 定时循环截图 

 

工作日、节假日 

 

间隔时间5分钟 

 

连续24小时 

 

约288张/天 



2.2 方法（实时路况） Method 1 
二、动态交通数据 

2.2.2 色彩分类 

 
1、按照颜色将不同路况进行区分 
 
 
 
 
 
 
 
 
 
 
2、提取图片中的Red通道/波段（Band），进行重分类 

1 

2 

3 

4 



2.2 方法（实时路况） Method 1 
二、动态交通数据 

2.2.3 属性传递 

 
1、栅格转矢量【ArcScan】 
 
2、多段线拆分直线【在折点处分割线】 
 
3、提取直线中点【要素折点转点】 
 
4、用中点提取栅格数值【多值提取至点】 
 
5、直线与中点进行属性连接 
 
6、统计、空间表达…… 



2.2 方法（实时路况） Method 1 
二、动态交通数据 

2.2.4 初步成果：路段拥堵状况时变曲线 

0:00      4:00     8:00     12:00     16:00     20:00     24:00     

0:00      4:00     8:00     12:00     16:00     20:00     24:00     

0:00      4:00     8:00     12:00     16:00     20:00     24:00     

0:00      4:00     8:00     12:00     16:00     20:00     24:00     



2.2 方法（实时路况） Method 1 
二、动态交通数据 

2.2.5 初步成果：12小时平均拥堵水平排序 



2.2 方法（实时路况） Method 1 
二、动态交通数据 

2.2.6 初步成果：12小时平均拥堵水平空间分布 

 

         工作日 

      Weekday 



2.2 方法（实时路况） Method 1 
二、动态交通数据 

2.2.6 初步成果：12小时平均拥堵水平空间分布 

 

         节假日 

      Weekend 



2.3 方法（交通详情） Method 2 
二、动态交通数据 

2.3.1 提取后台数据超链接（URL） 

 

 

 

 

 

 

 

 

按F12调出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探测URL 



2.3 方法（交通详情） Method 2 
二、动态交通数据 

2.3.2 数据格式解读 

 

 

 

 

 

 

 

 

坐标，id，延时指数，名称，排序，平均速度 

{"coords":[[[{"lat":45.771626,"lon":126.659967},{"lat":45.769701,"lon"
:126.663513},{"lat":45.769568,"lon":126.66361},{"lat":45.769399,"lon"
:126.663707},{"lat":45.765689,"lon":126.661213},{"lat":45.765556,"lon
":126.660958},{"lat":45.765579,"lon":126.660643},{"lat":45.768347,"lo
n":126.655898},{"lat":45.768504,"lon":126.655837},{"lat":45.768601,"l
on":126.65585},{"lat":45.771516,"lon":126.659204},{"lat":45.771625,"l
on":126.659409},{"lat":45.771722,"lon":126.659712},{"lat":45.771626,
"lon":126.659967}]]],"id":"1678638528","index":1.41,"name":"燎原
","number":1,"speed":22.09} 



2.3 方法（交通详情） Method 2 
二、动态交通数据 

2.3.3 数据转换【Python】 



2.3 方法（交通详情） Method 2 
二、动态交通数据 

2.3.4 属性传递 

 

1、用折点绘制区域轮廓【点集转线】 

 

2、将闭合多段线要素转为面要素【要素转面】 

 

3、将闭合多段线与对应的面要素进行属性连接 

 

4、空间表达…… 



二、动态交通数据 
2.3 方法（交通详情） Method 2 

2.3.5 初步成果：12小时拥堵区域变化 

 

 

 

 

 

 

 

 

 

 

                         平均速度                                   延时指数 

Speed (km/h) 

        < 10 
        10 – 20 
        20 – 30 
        30 – 40 
        ≥ 40 

Index (km/h) 

        < 2 
        2 – 3 
        3 – 4 
        4 –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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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三、三维建筑数据 
3.1 数据源 Data Source 

资料来源：龙瀛. 城市大数据类型与典型数据介绍[EB/OL]. 
北京城市实验室BCL公众号. [2017-10-17]. 



三、三维建筑数据 
3.1 数据源 Data Source 

百度地图 高德地图 OSM 

数据覆盖率 高 高 低 

数据完整性 中 高 低 

坐标系 BD09 GCJ02 WGS84 

获取方式 无API 无API 直接下载 

数据加密 否 是 — 

电子地图建筑物数据对照表 

3.1.1 数据源质量与功能对比 



三、三维建筑数据 
3.1 数据源 Data Source 

3.1.2 部分数据抽查时间与结果 

 

2017.03.20——西安，百度无数据，高德有数据 

2017.03.25——长沙，百度无数据，高德有数据 

2017.03.27——乌鲁木齐，百度无数据，高德有数据 

2017.05.17——贵阳，百度无数据，高德有数据 

 

———————————————————————— 

 

2017.05.01——西安，百度已覆盖 

2017.11.24——上述其余三市，百度已覆盖 

2017.11.24——盘锦，百度有数据，高德无数据 



三、三维建筑数据 
3.1 数据源 Data Source 

3.1.3 百度地图新变化 
百度地图2017年2月23日将PC端升级为WebGL技术引
擎，PC端实现三维建筑物加载，相关数据已写入地图瓦
片。 

图片来源：http://map.baidu.com/?force=webgl 

http://map.baidu.com/?force=webgl
http://map.baidu.com/?force=webgl


三、三维建筑数据 
3.2 方法 Method 

3.2.1 提取矢量瓦片数据超链接（URL） 



三、三维建筑数据 
3.2 方法 Method 

3.2.2 数据格式解读 

 

[[[692,2824],[-923,41],[22,366],[-187,10],[-32,-

556],[2406,-111],[78,57],[52,1462],[-537,34],[-4,-

175],[336,-16],[-69,-1165],[-

1142,53]],"3b0cf11ecae64db58f56144838d066d5",,

28.00,,"4062",] 

 

起始坐标，相对坐标，id，高度（米），未知 



三、三维建筑数据 
3.2 方法 Method 

3.2.3 数据转换 

 

1、批量获取所需瓦片的行、列编号； 

 

2、利用Python的文本操作截取建筑物相关信息； 

 

3、对坐标、id、高度等信息进行格式化； 

 

4、基于id构建核查列表，排除重复建筑物； 

 

5、生成点集文本数据库。 



3.2.4 属性传递 

 

1、用折点绘制区域轮廓【点集转线】 

 

2、将闭合多段线要素转为面要素【要素转面】 

 

3、将闭合多段线与对应的面要素进行属性连接 

 

4、构建三维模型、天际线分析、高度秩序分析…… 

三、三维建筑数据 
3.2 方法 Method 



3.2.5 初步成果：构建三维模型 

三、三维建筑数据 
3.2 方法 Method 



3.2.6 初步成果：天际线分析 

三、三维建筑数据 
3.2 方法 Method 



3.2.7 引用示例：高度秩序分析 

三、三维建筑数据 
3.2 方法 Method 

图片来源：周俭,俞静,陈雨露,陆天赞. 上海总体城市设计中的城市高度秩序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2017,(02):61-68.  



三、三维建筑数据 
3.3 对比 Compare 

 
高德地图   百度地图 

 
层数高度    米制高度 

 
无重复       有重复 

 
 
 

属性 
 

重复 
高德地图瓦片处理结果 百度地图瓦片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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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度地图截获器更新 
百度地图截获器的进化 Evolution 

百度地图截获器 1.0 Beta 

 

架构重做：从‘屏幕截取’到‘瓦片拼接’ 

操作调整：从‘中心点+窗口尺寸’到‘自定义范围’ 

效能提高：从‘8000×8000’到‘20480×20480’ 

兼容性提高：从‘火狐浏览器’到任意浏览器 

双模式并行：‘下载瓦片+拼接’或‘内存缓存+拼接’ 

 

其他功能变动： 

暂时去掉测试中的百度街景导航图层、实时路况图层 

暂时去掉自定义模板 

增加了百度地图矢量建筑物折点的获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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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关于研究 
 

获得新知识的探索过程 

好的“研究”Good Research 



五、结语 

 
 

关于好研究 
 

获得有用的新知识的研究 

好的“研究”Good Research 



五、结语 

 
 

关于好的“研究” 
 

（对大建筑学科而言） 

获得有用、且可用、最好还易用的知识的“研究” 

 

换言之，具有针对性、能解决问题、可以被推广 

好的“研究”Good Research 



五、结语 
“研究”目的 Aim 

 
降低壁垒，提高效率，改善生活 

 
仅以此研究献给： 

 

每一位，努力学习的学生 

每一位，辛勤工作的规划师 

每一位，刻苦钻研的学者 

每一位，不远千里相聚于此的你 



汇报完毕 谢谢 

微信 Blog: junhuanliu.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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