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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数据获取与处理

Chapter



网络爬虫技术

开放数据源

第三方数据提供商

采集方法

数据来源及采集方法

利用爬虫程序从互联网地图服

务商、旅游网站等抓取POI数据。

购买商业化的POI数据集。

获取政府公开数据、科研机构

共享数据等。

结合使用API接口调用、网页解

析、GPS定位等技术手段进行

数据采集。



01 02 03 04

删除重复、冗余的

POI记录。

数据去重

对错误或不合理的数

据进行修正，如坐标

纠偏、名称错误等。

错误纠正

采用插值、回归等方

法估算缺失值。

缺失值处理

统一数据格式，便于

后续分析处理。

数据格式转换

数据清洗与预处理



对分类后的POI数据进行编码和

存储，便于后续的空间分析和可

视化展示。

采用基于规则、机器学习等算法

进行POI自动分类。

根据湿地公园的特点和需求，建

立适合的POI分类体系。

对POI数据的名称、地址、坐标

等属性进行标准化处理，提高数

据质量和分析准确性。

分类方法

分类体系建立

标准化处理

编码与存储

POI数据分类与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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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湿地公园概况

Chapter



湿地公园是指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合理利用湿地

资源、开展湿地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为目的，经法

定程序批准设立，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保护和管理的

特定区域。

湿地公园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质、调节气

候、提供休闲游憩场所等多种功能，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湿地公园定义 湿地公园功能

湿地公园定义及功能



起步阶段01

长三角地区湿地公园建设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初期主要以政府主导，

通过设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形式，加强对湿地资源的保护。

发展阶段02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长三角地区湿地公园建设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各地纷纷加大对湿地公园的投入力度，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管理

水平，湿地公园数量和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成熟阶段03

目前，长三角地区湿地公园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在保护湿地生

态系统的同时，注重发挥湿地公园的科普教育、休闲游憩等功能，为公

众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

长三角地区湿地公园发展历程



现有湿地公园数量与规模

数量

截至最新统计，长三角地区共有湿地

公园数百个，占全国湿地公园总数的

比例较高。

规模
长三角地区湿地公园规模大小不一，

既有国家级大型湿地公园，也有地方

级小型湿地公园。其中，一些大型湿

地公园已经成为当地乃至全国知名的

生态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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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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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密度分析

结合行政区划、地形地貌等面状要素，探讨不同区域内湿地公

园的分布差异及原因。

01

点密度分析

基于POI数据，计算长三角地区湿地公园的点密度，揭示其空间

分布格局。

02

线密度分析

通过交通线路、河流等线性要素与湿地公园的空间关系，分析

线性要素对湿地公园空间分布的影响。

密度分析法应用



核密度估计法原理

选择适当的核函数和带
宽参数；将POI数据转
换为核密度估计所需的
格式；运用GIS软件进
行核密度计算；生成并
可视化核密度估计结果。

实现步骤

应用意义

通过核密度估计法，可
以更直观地展示长三角
地区湿地公园的空间分
布特征及热点区域。

利用平滑的核函数对点
或线状要素进行密度估
计，从而得到连续的密
度表面。

核密度估计法原理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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