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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 系统的淮南智慧旅游线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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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慧旅游的根本要求是旅游资源的数字化聚合和智

能化开发，难点是管理服务的智慧化配套。从硬件来看，淮南智

慧旅游平台建设日趋完备。目前淮南市智慧旅游开发了“智游淮

南”APP 手机客户端和全景虚拟游，但是在与旅游线路结合方面还

不完善。本文从GIS系统在对景点地图数据进行数学分析的基础上，

侧重于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线路优化，服务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融

入数学、GIS 技术，结合社会调研，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定性研究

和定量研究相结合，通过建模进行统计分析设计出淮南智慧旅游

路线。同时，对推动人工智能算法应用于旅游业，进行学科交叉，

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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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旅游业

也在大步发展，但发展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旅游路线

问题等，智慧旅游也应运而生。以淮南为例，从硬件来看，淮南

智慧旅游平台建设日趋完备，难点在于智慧旅游的本地化运营能

力。智慧旅游的本地化运营，要体现出地方特色，将地方文化和

旅游资源结合起来，网络平台建设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重点，

其中对旅游线路的设计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淮南地区科技旅游资源中较为成熟的有如四大国家公园、古

建筑文物遗迹、六个专业工业园区等资源。本文基于 GIS 系统，

从定制化、个性化，多样化、精品化方向开展旅游路线规划，针

对不同需求设计旅游线路。

一、需求分析

社会需求方面，主要采用线下问卷调查及线上文献查阅两种

方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前者主要针对普通用户，调查其对“智

游淮南”APP 的使用情况，以及对智慧旅游路线的需求性等。根

据本课题组的调研结果分析得出：

有 52% 的人更愿意在寒暑假的时候去选择旅游、17% 的人

属于想走就走。且集中为 21~40 岁的人群（65%）。大家的旅游

方式更愿意倾向参加旅行团或邀好友一起（百分比分别为 42%、

26%）。 其 主 要 目 的 为 娱 乐 消 遣 和 开 拓 视 眼（ 百 分 比 分 别 为

33%、25%）。有 61% 的人在旅游过程中选择自己安排旅程，会

更倾向于通过网站和旅游软件去获取信息。而且 55% 的人对“智

旅淮南”中的智慧地图服务、景区 app 导览、全景虚拟游这些服

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旅游需求也不断

提升，旅游软件的出现便为此提供更多的便捷。

我们调查的人群主要为大学生，其对智慧旅游都有一定了解

并且绝大多数都对智慧旅游感兴趣，在旅游中更倾向选择智慧旅

游。

查阅文献可知，“智慧旅游”（Smart Tourism）的概念在理

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新的，是继“智慧地球”和“智慧城市”提出

后逐渐演化而来的一个新概念。

2008 年 IBM 首次提出“智慧地球”（Smart Planet）理念并被

社会各界充分认可。随后在“智慧地球”理念的倡导下，全球范

围内掀起了建设“智慧城市”（Smart Cities）的风潮，但从现在

的结果来看，十年已经过去，中国并未出现特别有代表性的智慧

城市。考虑到旅游业本身具有极高的信息密集性以及对通信技术

的高度依赖性，“智慧”的理念被逐渐应用于旅游产业。Li 等（2016）

指出旅游“智慧化”是旅游“信息化”后的又一次巨大突破。

二、GIS 技术支撑

（一）GIS 简介

GIS 是一种空间信息系统，这种空间信息系统既是特定的又

是十分重要的，GIS 作为一门与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测绘学

和地理学相关联的学科，其强大的空间分析能力是其他一般的数

据库系统所无法比拟的。

比如，贾雪珊等将 GIS 技术研究并实现旅游住宿餐饮信息系

统，在最大限度地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提高旅游业与服务业之间

的有效组合，最终达到提高地区经济发展的目的。本文则主要将

GIS 技术应用与旅游线路规划中，在提高人民的旅游体验感的同时，

也将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二）基于 GIS 的数学分析

本 GIS 系统在应用方面，主要是使用 GIS 对景点地图数据进

行数学分析，再使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线路规划。本部分主要介

绍如何使用 GIS 对景点地图数据进行数学分析。

由于数据库的创建，导入等步骤过于简单，且不是本文研究

的重点，故不再赘述。在 ArcGIS 中，路径分析主要是为旅客快速

便捷的分析出最优路线，旅客只需选择起始地点和最终地点，便

可自动给出最优路线。

当然，当旅客的所游玩的景点有多个时，旅客可直接选择多

个景点，系统自动给出最优路线，在这个过程中，旅客可选择是

否固定游玩顺序。这将大大的节省旅客的旅游不必要损耗时间，

让旅客少走冤枉路，提高旅客的旅游体验感。

三、线路优化算法

线路优化方面，由于原有的 ArcGIS 的原有算法比较固定，为

了提高算法的效率，结合 ArcGIS 的二次开发的特点，本文侧重于

将人工智能算法作为核心。人工智能算法种类及数量很多，但经

得起实践考验的经典算法有限，比较常见的且使用的比较多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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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贝叶斯、决策树、逻辑回归、支持向量机、深度学习、强化

学习、遗传算法、蚁群算法、元学习等。本文只简单地介绍最大

期望值算法，遗传算法，蚁群算法，剩余算法也可进行相应的移植。

（一）最大期望值算法

最大期望值算法（EM）是对极大似然估计（MLE）的改进算

法之一。首先需介绍极大似然估计的思想：若一个数能最大化地

增加样本概率，那就将该参数视为真实值。其实现步骤为：构建

似然函数，求导，求解参数值。其在规律分布的数据集中效果较好，

而在含隐变量的数据集效果较差。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最大期望

值算法在极大似然估计中加入隐藏变量。

（三）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的思想是人类和生物的进化机制，主要基于达尔文

的生物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从初代开始，

产生第一代，第二代以及第 n 代群体，如此不断进化，直至产生

末代种群，也就是产生改问题的最优近似解。

（三）蚁群算法

蚁群算法的思想来自蚁群觅食的特征，单个蚂蚁在觅食的道

路上会在路上留下某种“信息素”，而蚂蚁都可以识别“信息素”

的浓度，如果在某条路上的“信息素”浓度很高，那么蚂蚁就认

为这条路径是最佳觅食路径。

一方面，人工智能算法的公式推导及编程算法结构过于复杂，

另一方面，在 MATLAB、Gensim、Scikit-Learn 以及其他的库中，

均有相关的人工智能算法函数，只需移植到 ArcGIS 上即可实现路

线的规划，尤其是遗传算法，蚁群算法以及深度学习，算法效果

较好（与单纯的贪心算法相比）。

四、优势总结

（一）定制化、个性化方向

目前，中远途（不跨省）、短时间内（不超过 1 周）的自驾

出游市场火热，根据游客的不同需求设计主题旅游线路，是旅游

规划的重要内容。以“游云南”app 为例，从其产品如精品线路产

品来看，走的是特色旅游和文化旅游相结合的路线，这也成为其

特色产品的独特之处。

在定制化方面，定制化主要是针对企业而言的（当然也可以

针对个人），由于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在计算机平台上实现，那么

就有了增加定制化功能的物理条件，比如，客户想要实现其总部

大楼的线路规划及导航，只需更换相应的数据库即可。在个性化

方面，智慧旅游线路提供的并不是单一的，提前预设好的旅游线路，

而是根据每位旅客的实际情况，实时计算出适合其的最适合的，

最满意的旅游线路，即充满个性化的旅游线路。

（二）旅游线路的多样化、精品化

关于淮南智慧旅游的线路规划，可以基于 GIS 强大的空间分

析功能，在重点分析淮南旅游特殊的地理位置、地貌、特色化旅

游资源的基础上，从空间的视角整合淮南地区的旅游资源，规划

设计出各具特色的旅游线路，通过丰富构景要素建设来推动淮南

科技旅游线路的多样化、精品化。力争为用户提供最优良的服务，

为淮南市的智慧旅游贡献力量，推动淮南的旅游业发展，实现淮

南市的旅游经济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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