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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讨论目前我国石油勘探工程图形图像的标准化研究"提出相应的图形图像分类#
分层标准和编码规范$然后基于信息流分析提出多层的7%/系统体系结构$利用<B/技术对

系统体系结构进行功能分配以实现系统的制图功能#浏览查询功能#图件输入输出等管理和

操作功能#异构图形库的转换功能#图形分析应用功能和图形发布功能’最后讨论了系统研发

中的两个难点"一是石油勘探工程中图形图像的标准化研究程度$二是对各油田前期投入开

发的各种异构图形库系统的兼容和转换处理’
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图形图像$图形分层$体系结构$系统功能’
中图分类号!C?A@D’A!!!!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FG=)A
作者简介!潘继平&#G")=’"男"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石油勘探及其信息化研究’
*=H+1&(I+3J1I13K!!?>’32-

!!专业图形图像数据库系统的开发工作是一项具

有基础性研究特点的应用开发’这些专业图形数据

库建立在不同专业领域的行业标准化和规范化研究

基础之上"为相应专业领域各种图形图像数据库的

管理和应用提供有效的应用平台和标准"对提高各

种数据信息的利用效率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利用

<B/技术"以石油勘探图形图像的标准化研究工作

为基础"提出一套基于<B/原理的图形图像数据库

系统的初步解决方案"以提高石油勘探工程中各种

数据信息的利用效率"促进我国石油工业信息化的

发展’

#!系统的需求分析和标准化研究

$’$!系统的需求分析

$’$’$!石油勘探图件的专业特点!油气勘探涉及

大量图件"主要资料和图件可分为两类(原始资料和

图件及第二手资料和图件’前者包括素描材料及样

品"地表化探测试数据及样品"非地震数据"钻井资

料"测井数据"地震勘探数据"室内测试资料及工区

数据$后者包括石油地质研究报告"各种分析图件#

统计数据表"资源评价报告"各种地球物理原始数据

的特殊处理结果数据和图件等’总之"石油勘探图件

类型多#格式杂#信息量庞大"且具有明显的时间属

性’不同勘探时期#不同勘探阶段"所涉及的图件不

尽相同$既使是同一类图件"信息精确度和准确性不

相同"其信息量也不相同’除此之外"石油勘探图件还

具有以下特点(图件的标准化研究程度低$各种图件

主要反映地下深部#中深部信息$数字化程度较高’
$’$’%!用户对象!该系统针对>类用户对象(&#’集
团石油公司&股份公司’#油田主管部门的油气勘探管

理人员"包括决策领导#工程管理人员$&!’集团石油

公司&股份公司’#油田的油气勘探工作人员"包括科

研人员和施工人员等$&>’大学和各相关科研院所’
$’$’&!功能定义!&#’数据和图件的转换和标准化

功能"同时具有多类型#多格式的数据和图件的兼容

功能$&!’图件制作功能"包括图件录入#输出#编绘

和制图&数字制图和模板制图’$&>’图件管理功能"
实现图形库#属性数据库及勘探参数信息库&勘探数

据库’三者之间双向关联$&A’图件的分析应用功能"
可开发专门的基于图形库的综合应用软件系统"也
可开发组件式应用’这些应用功能包括("标准化勘

探方案的图形化设计$#)数据挖掘*&L+-+H1313K’
的图件化应用"通过对大量相关图件的组合叠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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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石油勘探图件分类表

M+N&2# 7&+::1610+-1%3%6I2-,%&25H2OI&%,+-1%3K,+I.+3L1H+K2
一级划分 二级划分 三级划分

依据 分类 依据 分类!! 依据 分类

图形数

据类型"
矢量图

形"栅格

图像

图形"
图像"
照片

图形特征

图形应用目的

图形复杂程度

图形时序特征

工程施工图

工程成果图

石油地质平面图"剖面#
柱状图"单井曲线图

复杂综合图"勘探动态

图"图像"影像"照片

专业内容

图形特征

图形应用

图形时序

地质类"重磁电类"放射性"遥感类"化探类"地震类"钻井类"区块类

地质类"重磁电类"放射性"遥感类"化探类"地震类"钻井类

地层类"生储盖类"构造类"生#排烃类

非地震类"地震类"单井类"对比图类"测井曲线类"地震类"钻井地

质"综合成果图"勘探部署图"多参数综合评价图"施工进度图"勘探

效率图"遥感图像"野外相片"显微相片"岩心照片

!!四级划分到图层数$五级划分到图元’

析形成新图件%以发掘和提取新信息$$计算和统计

分析%主要针对与图件对象关联的勘探数据的计算

处理和统计分析$&F’图件的发布功能%即通过 P2N
模式向用户发布新的标准化的各种图件(#)’
$’%!油气勘探图件的标准化研究

$’%’$!标准化分析的主要内容!&#’图形的分类*
以专业内容为主要分类依据"图形特征为参考进行

图形的初步划分$以图形特征为主要分类依据并结

合其专业内容进行图形的图层"图元标准化分类%对
所有图形按基本图层"图元进行合理划分%便于图库

的查询"索引"编辑"组合拼接等’图层和图元的合理

划分是石油勘探图件标准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图件的属性规范化分析*属性规范化主要指属性

编码工作’包括图形"图像的属性规范化%所含图层"
图元的属性规范化’不同层次的图件有不同的属性

信息’
$’%’%!图件分层原则!进行同一图层划分时必须

遵循如下规则*&#’具有特定单一的"完整专业含义

的图件$&!’具有固定的相同使用目的"显示方式及

编绘方法$&>’对应特定的数据来源和相同的安全级

别$&A’具有相同的图元组成%至少组成图元类型是

一致的$&F’具有相同的属性信息和查询方法’
$’%’&!图件分类与图层!图元划分!根据勘探图件

的专业特点及上述划分原则%可将石油勘探工程中所

用各种图件进行逐级分类与划分直到图元%见表#’
$’%’’!图层格式标准!为了规范并统一上述基本

图层的图形格式%并提供一套可靠的专业技术标准%
从概念"图层显示格式"图层内容"绘制方法"图层存

储操作及查询定位等?个方面对每个基本图层的图

式进行规范’其中%概念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和定

义图层概念及相关概念$图层显示格式则以实例方

式给出相应图层最基本的显示格式$图层内容则准

确描述图层应该包含的必要信息和可选信息$绘制

方法则规范相应图层的编绘方法$图层存储操作指

图层的存储方式%即整体存入图库或分解存储及相应

的链接关系$查询定位是指如何查询"检索相应图层’
$’%’(!图层编码标准!石油勘探图形库系统中%除
了图形库外%还包括勘探数据库&包括图件的勘探参

数数据’和属性库’属性库就是以图形"图像属性码

为主要内容的数据库’三库彼此关联大大加强图形"
图像"数据的高效灵活的检索与查询%方便了图形组

合分析应用’石油勘探图形"图像的属性码应包括如

下属性信息*图名"构造位置"地理位置"编图单位"
图类"工程状态"地质层位"图例"注释%此类属性码

主要针对多图层&!个或!个以上图层’组成的综合

性图件$基本图层的属性码应包括图层名"类型"显
示格式"比例尺"制作方式"图例"注释等’

!!系统的总体设计

基于上述分析和标准化研究%并以当前<B/技

术为依托%初步建立了该系统的面向数据流的结构

化分析的体系结构(!)’
%’$!系统的数据流分析

%’$’$!静态数据描述!&#’图形数据%包括各种基

本图层"图元$&!’图像照片数据%包括各种航空"卫
星遥感影像图片及各种野外室内照片等$&>’图形"
图像的属性码数据$&A’各种勘探数据%如地震波特

征数据%单井钻测数据等’
%’$’%!数据流程图!如图#所示’
%’$’&!数据库特征描述!&#’图形图像空间数据库

&:I+02L+-+N+:2%简称/QR’*存储各种图形"图像

&包括图层’的地理空间数据信息%即地理坐标数据%
可采用SEC<B/等<B/软件进行管理’&!’图形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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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系统数据流程

T1K’# Q+-+6&%U0.+,-%6:;:-2H
VM#’各油田"高校科研院所已开发的各种图形数据库#VM!’各油

田勘探数据生产单位$以原始数据为主%#QW’各高校科研院所及

其他勘探数据生产单位$以二手数据为主%#X7’数据预处理$包括

图形"图像资料%#YZ’异构数据库的转换#<B’图形图像#<BE’图

形图像属性数据$编码数据%#VMQEME’石油勘探非图形图像数

据#V4QEME’地理特征数据$图形图像空间数据%#<BQR’图形图

像数据库#<BEQR’图形图像属性编码数据库#*QR’勘探数据库#

/QR’空间数据库#<[’图形管理#7Y’图形操作#TX’图形分析应

用#TR’图形发布#Y<RS’石油集团公司主管部门#XM’各油田

像数据库$K,+I.+3L1H+K2L+-+N+:2&<BQR%!包括

三大部分$>个关系表%!图形图像数据表"标准基本

图层数据表和图元$符号%关系表&其中图形图像关

系表包括各种实际图形图像&可是单图层简单图件

也可是多图层的复杂图件&标准图层关系表和图元

关系表以各种基本图层"图元符合为主’采用专门的

图形图像库 管 理 系 统’$>%图 形 图 像 属 性 数 据 库

$K,+I.+3L1H+K2+--,1N5-2L+-+N+:2&<BEQR%!选

择关系型数据模型&采用大型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
如\,+0&2"’)’@’)&/][/2,92,&QR!等进行管理’
该库包括图形图像属性码信息和基本图层图元的属

性码信息’$A%勘探数据库$2OI&%,+-1%3L+-+N+:2&
*QR%以选择关系型数据模型为主&应采用大型关系

数据 库 管 理 系 统&如\,+0&2"’)’@’)&/][/2,92,&
QR!’该库主要包括油气勘探中各种地质"地球物

理"地球化学等变量和参数的数据’
%’$’’!主要数据表概要设计!从数据流分析中发

现&本系统主要涉及四大数据库!图形图像库"图形

图像空间数据库"图形图像属性库和勘探数据库&而
且这四大库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这四大库的主

图!!系统体系结构示意

T1K’! /̂2-0.%6:;:-2H+,0.1-20-5,2

要数据库表之间必须通过关键码相互关联(>)’
%’$’(!功能要求!$#%图形图像及相应数据的预处

理和录入#$!%异构图形数据库的转换#$>%图形图像

管理#$A%图形图像的分析应用#$F%图形图像的发布’
%’%!体系结构

本系统以数据库建设为基础&并在相应数据库

上开发应用系统和发布信息&是一种典型的集数据

库建设"应用系统开发和信息发布于一体的综合数

据库系统’因此&选择一种基于公共信息网的客户端

’服务器体系$7’/%结构较为合理(A)’这是一种多层

的系统体系结构&具有数据集中且应用分布的特点’
对于交互性强"操作复杂"需较多系统调用的应用功

能以$R"$7等开发工具开发成应用组件(F)#对于

交互要求简单的查询"发布功能则采用 P*R等方

式向用户发布’这样&一方面可以建设全国统一的石

油勘探数据中心&便于数据的规范性管理#另一方面

可以保护前期各油田各石油公司在这方面已开发的

局部性电子图形库&提供对这些图形库的访问和转

换&利用现存信息库&防止不必要的重复开发&提高

本系统开发速度’本系统的体系结构特征可如图!
表示’

>!系统功能分配

$#%输入子系统&包括数据预处理"异质数据转

换及入库#$!%图形管理子系统&包括图形图像和对

应数据的查询"浏览"清绘及其他操作"输出等#$>%
图形制作子系统&主要指数字制图和摸板制图#$A%
图形分析子系统&包括标准化勘探方案的图形化设

计子模块"图形化的数据发掘子模块及专题图生成

子模块&其他应用根据实际需要而增加的应用功能

子模块#$F%图形发布子系统&包括 P*R模式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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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TMC"*_H+1&模式发布’

A!结论

在系统建设和具体开发中有两个关键性问题直

接关系到系统开发的成败和实效性#$#%石油勘探工

程图件的标准化研究程度&$!%异构数据库的转换和

互操作’标准化研究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系统的

实现难度和实用性’而异构图形图像和相关数据库

的转化及互操作(访问则直接关系到系统开发的成

本投入和可接受性’因此’在进一步设计和具体开发

中’必须加强标准化研究并在技术上解决异构数据

库的转换和共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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