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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息技术赋能城市地名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花  叶   姜朝芳    HUA Ye, JIANG Zhaofang

近年来，随着地名管理模式的改变，国家和社会对地名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结合上海地名地域文化特点，需要通过对

地名学、地理信息系统、数字人文、三维建模和数字虚拟等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研究。阐述一系列创新技术，

如多源异构人文信息自动挖掘融合、全景式的数字人文可视化输出和沉浸式虚拟交互等应用于地名规划审批、地名文

化保护挖掘和地名文化传播的探索，以期为城市地名管理赋能提供更深入、全场景的技术支撑，提升上海城市地名管

理的水平，形成示范引领效应。

In recent years, the national management of toponymy-related information has changed considerably, 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needs. Faced with these new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builds a spatio-temporal toponymy information 
data base for Shanghai by combining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Shanghai and researching cross-domain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digging and combining of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digital humanity information, panoramic visualiz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interaction. This paper aims to energize the city's management and provide 
deeper and broader technical support, enhance the level of urban toponymic management in Shanghai, and form a model 
lead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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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d toponymal data base; toponymal data services with desktop database; spatio-temporal toponymy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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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更名等管理要求的基础上，明确将“地

名文化保护”与“地名使用服务”纳入地名

管理范围，从原先强化对增量的地名管理转化

对存量地名或老地名的挖掘、保护和应用，从

原来侧重前期规划、过程审批，转变为对地名

数据资源的管理、应用、服务与赋能增值，这些

对城市地名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因此上海的地名管理应结合当下主流的

数字人文、地理信息、数据库出图和虚拟现实

1 研究背景

地名作为社会基础信息，是各类自然和

人文地理实体的名称，地名信息所特有的指位

性、文化性两大主要特征，使其成为社会交往

和经济活动最广泛使用的一种公共信息；同

时，地名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也是体现城市形

象的一种隐性资源[1]，其内在的文化属性越来

越受到重视。2022年最新修订的《地名管理

条例》（国令第753号）在原有条例包含地名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loration Enables the Management of City 
Topony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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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技术进行交叉融合。在原有管理模式的基

础上，探索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地名规划审批、

地名文化挖掘保护、地名服务应用等环节的技

术路线，提升上海城市地名管理的水平，在全

国形成示范引领效应。

2 分布式数据库技术赋能地名规划审批

上海地名管理部门为市、区两级地名管理

办公室，机构设置于各级规划资源部门，根据国

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和《上海市地名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本市行政区划名称、居

民地名称，以及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港、场等

名称审批（核）范围分属各专业部门。根据类

别差异，其报批、更名、撤销、审核、发布等环节

存在差异。针对市区两级、多部门的地名数据管

理、更新、共享的工作机制要求，分布式的地名

数据管理系统将较好地满足动态维护与实时更

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

2.1   一库多系统的分布式数据库

目前上海市地名管理统一采用的是“上

海市地名管理信息系统”，地名审批环节已纳

入上海市“网上政务大厅”统一管理平台，具

备网上申请，内部流转、查询打印、数据归档等

功能，基本实现了市区两级共享的地名管理办

公自动化。而除了地名审批过程中产生的地名

数据外，上海市拥有通过第一次全国地名普

查、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产生的地名数据库，

专项调查或课题汇集的成果数据（如历史建筑

物专项调查），以及由其他专业部门通过审批

或普查产生的各类基于地理实体的数据。这些

信息原则上都应该纳入本市地名数据库，为未

来的地名审批管理提供依据，但现实是这些数

据都在各自的系统或数据库中独自运行，无法

实现充分使用与共享。因此“一库多系统”的

设计，除了满足现有工作层面的数据流转外，

还需要和地名普查成果数据库、全市地名地址

库、规划地名数据库、历年地名档案资料库，以

及其他专业部门等的大量数据结合和衔接。以

地名审批为核心，实现地名数据的规划命名、

审批受理、数据库更新、发布、修改、应用撤销

和档案管理等生命周期的全过程管理[2]29。

地名信息数据库由地名审批数据、地名

普查成果数据、地名档案数据和基础地理信息

数据组成。地名数据主要包括属性数据、空间

数据和多媒体数据，三者通过地名代码进行关

联。地名数据可以包括普查资料、审批资料和

历史资料。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作为底图包括了

历年地图数据和航空影像数据，用以反映地名

数据的时空位置（见图1）。

2.2   分布式管理系统

地名数据库管理系统面向的用户为各个

专业部门的市区两级地名管理单位，通过“一

库多系统”，打造为全市各项经济社会活动服

务的权威统一的地名规划审批平台。“一库”

即全市统一地名数据库，“多系统”即根据工

作实际情况满足不同层面地名管理、服务、学

术研究等需要的各类专业系统，如标准地名服

务网、中国国家地名库（上海）等。

根据实际运行目的和数据共享要求考

虑，现有的地名管理信息系统采用B/S的体系

结构，布置在局域网上运行。平台整体框架设

计分为基础设施层、数据资源层、服务层、应用

层等层次，各个层次之间通过相应的接口和函

数有机地连接起来，从总体上保证系统的模块

化结构和功能构件划分[2]29（见图2）。

2.3   图库合一的数据服务标准

除了通过各个系统实现对地名数据库的

使用与维护外，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专业机构

对地名服务的需求，还应提供各类标准接口方

式（Webservices）对地名数据库进行数据

交换或调用。

对于更多非地理信息专业的技术单位，

如地名规划从业人员、地名文化研究机构，以

及广大社会地名爱好者、使用者而言，需要提

供更直观、便捷的地名数据服务方式，而数据

库出图技术便是其中一种比较好的手段，能够

快捷直观地提供各类地名服务。

此外，数据库出图技术采用地名数据库

为数据源，将地图制图专家知识库纳入具体算

法，针对不同地名服务需求，快速生成不同用

途的地图底图，同时提供同名重音查询、地名

语义查询等地名文化属性服务。

以现有地名专项规划需求为例，前期地

名管理部门需协同规划管理部门提供控制性

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规”）方案（含地形

图、道路系统规划图、土地利用规划图、控规简

要说明等），配合梳理相关地名资料（标准路

名、已批规划路名、非标路名、需命名道路）；

而编制单位需要根据控规方案进行现状调研

（现状道路建设与规划道路系统的关系等），

主动向地名管理部门查询相关地名资料（标

准路名、已批规划路名、非标准路名、需命名道

路），而这些数据资料往往会耗费大量的人力

去收集、整理、呈现，同时也难免有所疏漏。数

据出图技术通过研究智能注记配置、不同要素

冲突自动处理、不同数据格式无缝转化，可使

设计人员专注于规划内容的呈现，同时不必担

心对地图数据直接操作导致不满足地图审核

或制图的要求。通过地名数据库标准数据服

务，可以将各类资料按地名规划编制与成果要

图1 地名信息数据库结构图
Fig.1  Structure diagram of toponymic information 
database
资料来源：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科技计划项目

“上海市地名信息化工作研究”课题（编号Gtz2016012）。

图2 分布式数据管理系统的总体架构图
Fig.2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a distributed data 
management system
资料来源：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科技计划项目

“上海市地名信息化工作研究”课题（编号Gtz201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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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进行输出，同时数据库出图技术可提供符合

地图审核要求标准的工作地图。

3  语义信息挖掘融合技术赋能地名文化

挖掘

上海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地名文化内涵的

保护和挖掘。早在2011年《上海市控制性详

细规划技术准则》中便首次将地名内容纳入

控规的同步编制和审批，不仅加强了对地名的

前瞻性控制，提高了地名命名的科学性，而且

同时也提升了控规的文化内涵，强化了控规的

文化引导作用[3]。

传统的地理实体数据主要以点、线、面的

空间坐标信息为主，而地名文化数据的来源众

多、内容丰富，其类型与结构差异性很大。同一

地理实体往往有复杂的人文信息及关联属性，

某些标志性地理实体在历史、文化、社会等不

同领域有着各类出版物、研究成果、文献史料；

而另一些已湮灭于历史长河中的地物则需要

通过自动深入挖掘技术，从茫茫文海中找到其

曾经的踪迹。近年来，通过不同地名文化项目

的建设和研究已经有了较多积累，对于很多有

价值的信息，可按需进行结构化的自动提取，

并可以将不同时空、不同尺寸的数据（信息）

纳入同一时空人文数据集中，同时提供基于语

义的搜索、提取、分析服务，实现后续的应用、

制图、共享。

3.1   时空地名数据融合技术

基于分析、梳理各时期历史地理信息资

源和历史地图档案，各年代的影像地图、基础

地形图和各类专题地图高精度扫描件，通过特

征点匹配、地理配准、纠偏、镶嵌等技术手段，

进行投影、坐标、比例尺转化，最后形成具有统

一数学基础的栅格地名数据集（层），图3所展

示的便是融合1948年历史影像图、租界时期

道路网和由市文旅局最新认定发布的上海红

色纪念遗址数据的地图，3种来源、格式、时

代均不同的数据，通过时空融合技术在同一

平台进行展示，目前其坐标统一采用了上海

2000城市坐标。

在此基础上通过数字矢量化的方式，可

进一步按以下步骤对时空地名数据信息进行

融合并提取基于时间轴的地名演变信息。

① 地理实体入库：将挂接有地名地址、地

名编码、坐标信息、多媒体信息的地理实体，按

照历史地理实体的编码要求和其他字段表示

内容，进行填充完善。

② 历史人物入库：将提取出的人物信息，

按照历史人物的编码要求录入数据库，并从可

靠渠道获取人物简介，补充数据库。

③ 历史事件入库：从文字中提取摘要，人

为判断是否是事件主体内容，按照历史人物的

编码要求录入数据表单。

④ 关联信息入库：关联信息表单无需人

工新增记录，主要通过历史地理实体、历史人

物、历史事件的联动性进行入库[4]。

通过不同时期的地名史料挖掘得到部分

上海新旧道路名称（见表1），这些路名均已

纳入地名信息数据库，与现状道路进行融合

（见图4）。

3.2   基于语义的人文信息挖掘技术

上海市第二次地名普查时将大量的文

献、史志、档案等资料进行扫描、结构化处理并

与地理实体挂接，此外结合基于网络自动抓取

（爬虫）相关信息，从而形成包含丰富人文语

义信息的上海地名信息库。而在此基础上通过

针对具体需求的语义分析，将字符串所表达的

人名、事物名、时间、地点等析取出来，赋予独

立的标识符（语义单位），将同一地理实体的

相关事件、人物、地点、时间进行关联[5]。根据

图3 “中共一大”展陈地名数据展示（屏幕截图） 
Fig.3  Toponymical data for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creenshots)

资料来源：“中共一大”展陈地名数据服务项目（系统自动生成）。

图4 杨浦区历史纺织厂演变
Fig.4  History of Yangpu District's textile mill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提取的地名、时间、变化等信息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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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项目需求，通过不同类别如政治、经济、

文化、宗教、建筑、聚落、交通、著名事件发生

地等地名要素，按照其发生、发展、演变、消亡

的时间节点和空间分布，全面、系统地加以提

取，并按其时间、空间属性分层定位在历史基

础地理数据上，可以形成完整的地名时空信

息集（见图5）。

目前语义分析技术已普遍应用于人工智

能研发、大数据分析等方面，如微博热点、语

音识别、人工智能客服机器人等，各大企业公

司对于语义分析平台都已有初步研究成果，

但这类平台在地名文化方面的研究应用还相

对较少。在已有的语义分析平台（NLPIR大

数据搜索与挖掘开发平台）基础上，融合地

名数据库，通过对大量文史资料的机器人阅

读，研制高程度自动化可分类定位的专题要

素挖掘工具，以此提高文化研究速度，减少人

力成本。

3.3   地名语义自动分析提取技术

针对上海市不同地名文化专题项目的

需求，研究如何从海量的属性信息中，根据需

要的专题、范围、时间等限定条件，通过文本

自动分析（包括词频分析、共现分析、关联关

系分析等）、内容（主题）分析、时序分析、空

间分析、社会关系分析等，快速提取所需的地

理实体相关内容[6]。通过文本特征词库、地理

专名词库、专题关键词库的设立，实现文本概

括、相似度查询、自动分类和自动查纠错等功

能，为后期的图文编辑工作提供便利。此外，

通过对相关主题的深入挖掘，以及空间叠加

时间的关联性分析，为地名文化产品或地理

信息产品乃至ChatGPT应用提供新的展现视

角或元素。如对1921年前后在“一大会址”

附近汇集的红色遗址或人物活动轨迹的自动

提取。

语义识别内容包括3个方面：时间识别、

人物识别和地名地址识别。① 时间识别：利用

语义分析技术识别文字中的时间节点；作为

地理实体和历史事件的时间参考依据。② 人

物识别：利用语义分析技术识别文字中的人

物姓名，提取到人物库表中。③ 地名地址识

别：利用语义分析技术识别文字中的地名地

址，融合地名数据库进行精确定位。

通过语义分析技术识别出地名和地址

后，通过地名地址库匹配，筛选出准确信息，并

将坐标信息和地名库中的属性信息、多媒体信

息和地名编码等挂接到地理实体信息上。

4  全景式的可视化技术赋能地名文化

传播

传统地名文化一般通过书籍、地图和多

媒体（包括音视频）等方式传播。丰富的人文

信息时空数据集，结合现有的虚拟现实技术，

使相关数字人文项目制作可以突破传统的地

名文化传播方式，深入地、全景式地反映城市

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

4.1   新旧地名交融的表达技术

在地名时空数据集中，栅格化的老地图、

历史资料与矢量历史地名数据处于统一的空

间数据库内，可以快速实现所需范围、年代或

专题及人文信息的自动提取，结合已有的数

据库出图技术，导出至桌面制图系统中（如

CorelDraw或AutoCAD）。在制图工艺上可以

打破原有新旧地图割裂或传统“朱今古墨”

的表达方式，实现老图新做、新图复旧或者新

老结合的制图方式，创新地名文化地图的表达

技术（见图6）。

图5 地名语义信息自动提取后的人工编辑界面
Fig.5  Manual editing interface after automatic extraction of toponymic semantic information
资料来源：上海市测绘院.多元历史空间信息挖掘与可视化表达技术研究——以上海红色地名文化为例，2021。

表1 不同时期的道路名称

Tab.1  Road names in different periods

资料来源：地名数据库。

1930年路名 1948年路名 现今名称
爱多亚路 中正东路 延安东路
大西路 中正西路 延安西路
华德路 长阳路 长阳路

静安寺路 南京西路 南京西路
东百老汇路 东大名路 东大名路

方浜路 方浜中路 方浜中路
四川路 四川中路 四川中路
中山路 中山北路 中山北路

百老汇路 大名路 大名路
北四川路 四川北路 四川北路
中华路 中华路 中华路
斜土路 斜土路 斜土路
中山路 中山西路 中山西路

孟纳拉路 中正东路 延安东路
辣斐德路 复兴中路 复兴中路

法华民国路 民国路 人民路
海格路 华山路 华山路
同孚路 中正北一路 石门一路

金神父路 中正南二路 瑞金二路
陆家路 林森西路 淮海西路

圣母院路 中正南一路 瑞金一路
福煦路 中正中路 延安中路
霞飞路 林森中路 淮海中路
宁波路 林森东路 淮海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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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图库合一的应用体验

对于地名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在

编制、阅读、使用地名文化作品时，对相关人文

属性的考证与完善工作始终贯穿其中，通过图

库合一的技术应用，打破已有单通道的地名文

化输出方式，由使用者在应用过程中对地名文

化等各类信息进行修正或完善。这种技术手段

可更有效地确保各类地名的时效性与生命力，

同时创新的图库合一入库技术手段可通过自

动挂接地理实体的属性数据的方式实时更新，

增加对地名空间位置的更新与修正。对地名时

空数据库而言，由于地名数据不存在最新版本

或现势性的问题，每次数据更新都可将之前

的信息沉淀下来作为沿革或历史属性的内容

（错误更正除外），因此对地名时空数据库或其

衍生产品的应用都是对时空数据内容的更新

补充，也为后续数据的进一步利用拓展建立了

良性循环机制（见图7）。

4.3   艺术与文化结合的可视化手段

区别于常规的历史人文社科类数字产品

或公开出版物，通过研究如何利用更贴近主

题和视觉感受的可视化技术，使地名与空间位

置、地理特征及文化属性形象美观地展示出

来，让用户或读者更直观清晰地了解地名所蕴

含的丰富内容。如“青浦”地名设计时，抓住

青浦江南水乡文化特点，将两字融入河道图案

中，突出了青浦环城水道和淀山湖的形态设

计。又如将普陀区内各类地名根据其地理空间

分布和重要（知名）程度，按其行政范围予以

呈现，既有趣味又令人印象深刻（见图8）。

4.4   沉浸式虚拟交互体验

通过引入最新AR技术，采用“实体地图

或地图册+手机或平板+APP”的形式，用户打

开APP摄像头扫描地图内容，由APP将虚拟的

数字地名对象叠加在真实地图世界上，使虚拟

世界与真实世界相融合，增加对地名文化沉浸

式体验，AR技术已经较好地应用于各类博物

馆、文物、艺术品的展示，而对于富有深厚地名

文化底蕴的各类建筑物也有较好的展示效果。

4.4.1   与真实地物结合的AR交互技术

支持用户通过APP与实体地名地物进行

互动，AR内容显示后支持用户与虚拟世界进

行互动，如360°旋转和随意放大缩小等手势

操作，还支持拍照合影并进行分享，提升用户

的参与感和阅读的趣味性。融合文字、图片、音

频、视频、动画、3D模型等多种多媒体资源，

给予读者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的刺激。根

据实体地图的内容和表达需求，定制不同多媒

体资源的融合方案。

4.4.2   超精细三维实景建模的技术

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采集实景点云，

结合近景摄影测量技术，通过photoscan、

geomagic等软件实现点云三角网构面及自动

贴图，对于细节要素较多的部件，采用Zbrush

软件精雕细琢，力争达到精、细、美的古建筑建

模要求，并且在不影响精细度的基础上对模

型进行数据量压缩（如通过对点云数据的抽

稀），使其达到移动端能够承载的范围，让阅读

或使用者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观。

在生成模型的基础上，利用Unity游戏引

擎进行渲染。将富有地名文化内涵的地物转换

为生动直观、可触摸的3D立体对象。如在“青

浦人文一指通”项目中将虚拟的古建三维模

型叠加到真实世界（见图9），两种信息相互补

充，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的视觉体验，让用户足

不出户就可以近距离观看体验真三维实体，以

图7 上海市地名信息库（截屏）
Fig.7  Shanghai geographical names database (screenshot)

资料来源：上海市测绘院. 多元历史空间信息挖掘与可视化表达技术研究——以上海红色地名文化为例，2021。

图8 《图说普陀地名》封面
Fig.8  Cover of Putuo District Toponymic Map

资料来源：《图说普陀地名》。

图6 复原后的1930年代虹口公园地名地图
Fig.6  Restoration of 1930s map of Hongkou Park

资料来源：《地图中的百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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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展示当地的地名文化与自然人文景观，

传播优秀的地名文化知识。

5 结语

本文所涉及的技术已运用到“上海市地

名信息库”“中共一大展陈地名数据服务”“分

区图说地名”“上海市地名发布系统”等多个

项目中。未来，随着前沿技术的不断深化探索

和应用，不同学科间更深度的交叉融合，上海

的各类历史、人文资料将有望实现共建共享。

上海各时期发展的轨迹也将以地名时空数据

库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并结合全景式、沉浸式

的互动技术，更好地展现上海城市的历史底蕴

和人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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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青浦区历史人文图册》项目。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