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路上有你 
--我和 FME的故事征文 tsonghua/文 

 

〇、 前言 

笔者自 09 年 GIS 专业毕业迄今都奋战在国土行业。一路走来，项目上经历了全国第二

次土地调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全国宗地统一编码以及规土一张图数据中心建设等；

工作分工，也从数据整理到系统开发再逐步接触项目管理，现在主要从事产品研发。 

国土行业算是信息化和 GIS 应用都比较早也比较成熟的行业。从“十五”规划提出数

字国土工程，开启了信息化进程；“十一五”规划实施金土工程一期，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

推进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进一步夯实基础；到了“十二五”，金土工程二期提出，站在之

前的基础上，建设“一张图”数据中心，更好地利用 GIS 数据，进行更精细地管理。 

十几年来，行业里国内外优秀 GIS 平台和软件辈出。一片红海的背景下，笔者从业的

几年间还是遇到无法避免的各种问题。数据方面基本是贯穿采集整理入库的全过程，包括多

源异构数据采集整理、数据成果质量控制、大量数据入库更新；而系统和产品，最终的目标

还是通过程序的设计开发，实现以更规范的流程和更简便的方式来维护和沉淀数据，所以在

系统开发测试和运维的各环节，依然离不开对数据的处理。 

FME 作为空间数据 ETL 利器，从学校时期最初接触到工作的各阶段，都一直陪伴在左

右，下图是钉在 Excel 上的《FME 功能函数对照表》，作为“葵花宝典”时不时翻翻。 

 

下面通过具体案例，来讲述我与 FME 的相遇、相识、相知的过程，以及其中点点滴滴

的故事。由于水平有限，难免不足和谬误之处，万望指点。 



一、 相遇 

案例一、mid\mif 文件转为 dwg 

这个问题是念书时候做 GIS 实验里提到的，当时用的是 MapInfo。解决办法很简单，

MapInfo 菜单下依次选择 Tools\Universal Translator，使用通用转换器来执行即可。 

 

关键字：MapInfo、数据格式转换、Universal Translator 

案例二、e00、dwg 文件转为 Shapefile 

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在大三暑假实习时在 ArcGIS 平台遇到的，e00、dwg 等格式的 gis

数据，导入到 Esri 的 shapefile。解决办法同样很简单，在 ArcMap 的菜单里，勾选 Data 

Interoperability 扩展，然后使用 ArcToolbox 的 Quick Import 工具可以快速将其他格式导入到

ArcGIS 里。 

 



关键字：ArcGIS、数据格式转换、Data Interoperability 

 

总结： 

无独有偶，透过上面两个案例，发现行业两款优秀软件 MapInfo、ArcGIS 里，居然都有

通用转换的工具，而且界面如此类似！当时经过师长的介绍，原来他们使用的都是 FME 的

格式转换解决方案，果然是“尊重专业”的节奏，专业的事就该交给专业的工具来完成。 

二、 相识 

学习过程的乐趣，除了新知识的获取、新技能的锤炼，还有新朋友的结交。GIS 圈子里

认识的一位好朋友 lucy1114 的《【学习笔记】 SpatialETLTool（FME）空间数据交换引擎-抛砖

引玉》，开启了我对 FME 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探索——Workbench。 

案例三、重复点删除 

问题背景：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的成果数据需要经过质检软件检查，其中有个检查规则

是不允许有重复点。 

解决思路：1、将点坐标作为字段生成，格式为  x,y；2、根据属性相同，删除重复记录 

使用到的函数： 

1. CoordinateConcatenator：生成点的坐标，作为属性字段  

2. DuplicateRemover：根据重复属性删除点          

最终 workbench 里如下图所示 

 

关键字：重复点、DuplicateRemover、FME Wrokbench 

http://bbs.esrichina-bj.cn/ESRI/viewthread.php?tid=35177
http://bbs.esrichina-bj.cn/ESRI/viewthread.php?tid=35177


此案例的完整文章，参考附件《01 删除重复点方法探讨.doc》 

 

案例四、图斑自上至下、从左到右编号 

问题背景：全国宗地统一编码项目中，因权籍业务要求，对宗地图斑的编号需要满足一

定的规则，也就是自上至下、从左到右编号（也有是 Z 字形编号规则，不含在本文实现的

方法里）。 

解决思路：1.获取图斑的某一特征点；2.根据此点的 X、Y 值来排序；3.将序好结果挂回

去。 

使用到的函数： 

1. BoundingBoxReplacer：得到图斑的外接矩形 

2. CoordinateExtractor：得到外接矩形左上角点坐标（该工具参数里，index 设置为 1 就

是左上角点；设置为零对应矩形左下角点，其他以此类推）注：此为 fme2010 内函数，之前

版本函数名为 CoordinateFetcher 

3.sorter：排序，根据上一步的到的左上角点坐标 Y 倒序、X 升序 

4.counter：计数器，根据排序结果生成新的序号 

5.FeatureMerger：相当于 ArcMap 里的 Join，这里将排序好新生成的序号挂回去。 

最终 workbench 里如下图所示 

 

关键字：宗地、自上至下从左到右、编号、FME Wrokbench 

此案例的完整文章，参考附件《02 图斑自上至下从左到右编号方法再思考.doc》 

 

总结： 



Workbench 是 FME Desktop 的精髓。对于一个棘手的问题，关键是厘清处理思路；思路

清晰之后，可以从“宝典”里找对应的函数模块。对于不会编程的 giser 可谓是最大的福音，

FME 直接提供功能完备的处理片段，自己组装即可。很像是小朋友搭积木，用一个个合适

形状的小积木，一个个摆上去就能搭建起自己心目中的“建筑”。 

与 ArcGIS 的 ModelBuilder 相较，FME Workbench 在功能函数的拆分粒度上更加精细、

提供各种快捷的操作来提高效率，比如“Copy Attributes From FeatureType”快速从输入或者

其他输出来复制整个 schema、“Auto Connection”快速自动做字段映射（在新版本里，同名

的字段自动 connect 不需要重新连一把，这个更加便捷）。 

三、 相知 

涂子沛先生在其著作《大数据》里这么描述： 

所谓的"信息管理系统"也就是实现某一特定业务管理功能的软件。软件的构成，主要有

两部分，一是程序(也可称为代码)，二是数据(或称为数据库)。程序和数据的关系，就好像

发动机和燃料，所有的程序，都是靠数据驱动的;数据之于程序，又好比血液之于人体，一

旦血液停止流动，人就失去了生命，代码也将停止运行。数据的生命力，甚至比程序更持久。

程序可以不停地升级、换代甚至退出使用，但保存数据的数据库却会继续存在，其价值很可

能与日俱增、历久弥新。 

数据是 GIS 的血液，更是整个信息化的核心。一张图数据中心项目实施过程，主要包

括了数据建库、管理系统以及数据更新三部分。在负责整个项目管理的时候，我发现除了基

础的数据转换和数据处理之外，FME 还能提供更多的惊喜。 

案例五、国土部土地复垦数据抽取、构面 

问题背景：建库的时候，有一类业务数据是从国土资源部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里

下载的 excel 来自动构面和处理属性。原始数据格式如下： 

 



Excel 文件结构，包括三部分： 

1、头文件，介绍属性描述、投影类型、精度等 

2、属性信息 

3、图形信息，包括点序号和 x、y 坐标值 

其中，2 和 3 共同组成一个图形。经分析，发现有的复垦文件，里面不止一个 

 

解决思路：1、构造分组字段，来区分不同的图形；2、构造图形；3、构造属性，批量

处理所有 Excel。 

使用到的函数： 

1.StringSearcher：这个转换器，旨在找出每个图形的属性部分，特征是以 “@”结尾，

所以用了正则表达式“(.*)@”； 

2.Counter：将属性过滤出来后，用这个转换器来计数； 

3.VariableSetter：这个是关键的关键。fme 读取数据的时候，是自上而下读的。所以 counter

计数的是属性的排序号，其实也是这个属性对应的所有图形的序号。 

将此序号设置为 Global，全局通用，这样就保证了分组的实现； 

4.VariableReceiver：接收上面 VariableSetter 转换器的结果。挂到点上，进而挂到图形上。 

5.fme_basename：获取 Excel 的文件名； 

6.2DpointReplacer：参数是 X、Y。这个是 Excel 的 D 和 C 两列 

与此同时，整个转换方法，一个是计数器需要设置，目的是为了展点后构面的分组依据； 

Workbench 里设置如下： 



 

关键字：数据中心、建库、FME Workbench、分组、全局 

参考材料：使用 FME 将勘测定界坐标交换格式文本文件转换成 GIS 格式  

 

案例六、带 EED 属性的 CAD 与 shapefile 互转 

问题背景：数据采集目前还是 CAD 占主流，所有在 GIS 项目建设过程中无法避免与

CAD 的互转操作。而 CAD 里存储属性，除了注记、属性块，还有 EED（Entity Extended Data

实体扩展属性）。 

解决方案： 

1、 读 EED 属性，一般是借助 FME Universal Viewer 查看，看看属性在 Extended_data_list{}

什么位置，以及有多少个，然后在读取的时候，AttributeExposer 暴露出来，右键展

开即可。 

 

2、写 EED 属性，更简单。设置 Attribute Output 即可。 

http://blog.csdn.net/kowity/article/details/7019217


 

不过这里有个缺陷，就是 Application_ID 没法根据不同的属性来设置不同值。 

关键字：CAD 转换、EED 属性 

 

案例七、Oracle 属性数据联查更新 

问题背景：数据迁移中遇到需要将 B 表的 OBJECTID 字段格式化后根据关联字段更新

到 A 表的问题，两张大表联查更新（Update），SQL 语句各种优化还是执行了十几个小时没

结束。突然想到，空间数据 ETL 工具 FME，也能处理非空间数据，尝试下，效果很好。 

解决方案：读写数据源都是 Oracle，连接方式也是常规的，暂按下不表。令我感到惊喜

的是，在写模块的设置里，对表是否删除、重建、Truncate、Update KEY 等等都有非常人性

化的设置，因为之前表里已经有各种所以、分区等，所以必须设置为不删除、不重建、处理

前需要 Truncate 等，尝试如下， 

 

 

案例八、抽取 Oracle 坐标串构面 

问题背景：在开发的过程，有个设计是将拉框的范围的坐标串插入 Oracle 某表的字段

里。测试人员想验证结果的正确性，需要反向将坐标范围生成范围。对于没有编程经验的人

员而言，这个问题就显得比较棘手。 

解决方案：FME 读取 Oracle 内容，通过 StringResearcher 来分割出坐标组、XY 值，继而



展点、连线构面等。Workbench 设置如下， 

 

 

总结： 

Jack 先生曾经说，“GIS 只与一件事情有关，那就是想象力”。在几个项目完整执行过

程中，个人感觉 FME 也能受此殊荣。对 FME 的想象，不仅局限在空间数据、不仅局限在

功能函数，在每个设置细微之处，在山穷水复之时，恰到好处地使用，带来的绝对是解决问

题的惊喜。 

 

四、 守望 

喜欢并习惯用 FME 来协助处理各种问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方便，“即拿即用”：丰

富的读写模块、细颗粒完善到浮夸的处理函数、无缝融合 python 等脚本语言。 

IT 技术在快速更新换代，FME 也没止步不前，从开始接触到现在，每年都好几个 SP

版本的更新速度，主要表现在： 

1、 读写更多想象，比如甚至加入了 word 的读写； 

2、 热点技术引入，如大数据、云计算，往后有机会希望能够多接触 FME Server 

3、 GIS 体系更加完善，GIS = GeoData+GeoProcessing+Visualization，FME 最擅长的是

数据，其次地理处理也毫不逊色，而可视化展示和制图一直是短板。今年润华兄分

享的“FME Mapnik 制图竞赛获奖作品”，着实惊艳，也是我后面需要多尝试的一

个方向。 



五、 尾声 

以上洋洋洒洒许多文字，想述说的是一个 FME 使用者的切身感受。FME 并非能包治百

病的膏药，而是在遇到合适的场景，提供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感谢，一路有你，且行且珍惜。  



附、联系方式 

作者：雷中华（网名 tsonghua、tj051181） 

单位：上海南康科技有限公司 

邮件：gis.lei@qq.com  

tj051181@gmail.com  

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 95 号东楼 503 室   #200003 

电话：182 2138 5328 

附、已发 FME 文章清单 

01 删除重复点方法探讨.doc 

02 图斑自上至下从左到右编号方法再思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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