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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手工管理土地资料的方法&数据更新周期慢&综合利用率低&查询统计复杂&已经不能

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中县$市%级土地利用数据库标准

和县$市%级土地利用数据库建设技术规范!个标准的要求&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空间数

据库管理技术&阐述了土地利用数据采集的技术路线&空间数据的组织和分层管理模式&空间

数据库建立的工艺流程&以及系统的运行环境要求和功能实现’
关键词!土地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数据库’>EF=G0’
中图分类号!HF#??’?#!!!!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I#$!))!%)#@)!B"@)D
作者简介!杨军$?B"#@%&男&助教&?BBI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获学士学位&
现主要从事=G0方面的科研及应用开发工作’+JK,2&(<,4LMNN!16L’3O6’14

)!引言

我国幅员辽阔&土地利用情况多种多样&采用手

工管理土地资料更新周期慢&综合利用率低&各种查

询统计显得相当复杂’仅仅依靠传统的手工管理模

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新一

轮国土资源大调查中&为确保调查按时保质保量地

完成&利用成熟的计算机技术辅助进行土地调查已

势在必行)?*’>EF=G0县$市%级土地利用数据库系

统正是在这种需求下建立起来的’

?!系统的设计思想和目标

>EF=G0县$市%级土地利用数据库系统的设

计是在充分研究和总结土地利用管理的实际工作需

求和吸收目前计算机技术在土地管理中的应用经验

的基础上&结合国土资源部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

中+县$市%级土地利用数据库标准,和+县$市%级土

地利用数据库建设技术规范,!个标准而制定的’系
统的设计综合了以下几方面的技术($?%数字制图技

术’$!%计算机的自动查询-检索分类-计算统计技

术)?*’$#%空间查询和分析技术’$D%空间信息的存贮

管理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把以上这些技术配

套统一起来&将地理信息系统$=G0%技术应用到系

统的设计中&形成系统基本的设计思想(按照土地利

用的规范和标准&建立起土地利用数据采集的技术

路线和数据库的工艺流程&按照=G0的要求严格控

制入库数据的精度’提供方便快捷的实用工具&提高

数据库的利用率和满足土地部门的管理需求’利用

地理信息系统中的空间分析功能&来完成对数据库

的动态更新&维持数据库的现势性’
土地利用数据库系统设计的基本目标是满足土

地管理部门对土地利用数据的管理需求&提高土地

管理的效率和管理的质量&并且充分利用计算机技

术来减轻土地管理中的劳动强度&最终实现土地管

理的信息化&构建"数字国土#工程的基础设施’系统

在设计过程中&考虑到当前土地管理的现状&分两步

走来达到这一目标’
$?%近期目标’实现土地详查成果的计算机存储

和管理&该成果包括以?P?万为主的土地利用现状

调查的原始资料和历年来的变更资料’完成土地利

用的数据更新和数据汇总&以及各类统计表格和图

件的输出’由于目前进行的土地利用数据建库和最

早进行的土地详查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和建库条件有

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该阶段要解决土地详查成果的

可用性和土地利用建库的精度和效率问题)!*’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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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工作是整个系统构建中工作量最大的部分"是
完成土地管理信息化的基础’数据库质量的好坏"将
直接影响到数据库的使用’

#!$远期目标’在土地利用数据库的基础上完成

土地利用规划%农村地籍%土地动态监测%基本农田

保护以及农用地的分等定级等土地信息的整合"为
整个土地管理的信息化开展打好基础’同时"通过计

算机网络实现各级土地管理部门的数据共享和向社

会提供各种土地管理的信息咨询和服务’

!!系统配置

#?$硬件’考虑到目前我国土地管理部门的实际

情况"不同县市涉及的数据量大小不一%数据访问频

率的不同"以及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这就决定了硬

件配置有很大的区别’以下给出的配置是针对于一

个由?))幅左右?P?万土地利用数据量大小的县

#市$来说的&"服务器’由于服务器存放着数据库"
访问频率高"需要管理的数据量大"另外考虑到数据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建议采用的最低配置&8F9为

F#I))"内存!*A>Q"双硬盘热备份"!)=Q"9F0
为?/在线"网卡为?))>Q’$客户机’8F9为F#
D*)"内存AD>Q"硬盘?)=Q"显示器?*吋"网卡?)
>Q或?))>Q’%其他硬件设备’一般打印机"普通

ED的扫描仪"如果要考虑承担建库任务"可考虑大

幅面的扫描仪’绘图仪"满足土地管理中?P?万标

准图%规 划 图 输 出 的 设 备"如 RF或+F0S(’?)
>Q(?))>Q自适应交换机’以上推荐的硬件配置仅

供用户参考"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的调整’
#!$软件’土地利用数据库系统的构建是基于网

络环境的"要求的软件配置主要有系统软件%地理信

息系统软件和土地利用管理软件’"系统软件主要

包括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管理软件’操作系统主要采

用当前流行的TG(UST0系列软件"一般对服务器

的操作系统要求网络管理能力强%安全性好%容错能

力强"可以使用 TG(UST0(H操作系统’数据库

管理软件使用0VW0+X$+X或 SXE8W+等商用

软件’$地理信息系统软件’考虑到系统升级和维护

的方便性及空间数据管理和分析的能力"建议使用

国产的地理信息系统平台"经过?)多年的发展"国
产地理信息系统在功能和性能上和国外同类软件产

品相差无几’例如 >EF=G0地理信息系统’%土地

利用管理软件’一般情况下"土地利用管理软件是在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自然包括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但是对于一些软件"特别是国外

软件"二者是分开销售的’

#!空间数据组织

土地利用数据库的空间数据是指?P?万#或
?P!’*万"?P*万"?P?)万"?P!)万$县级土地详

查的图形数据和相应的表格%属性数据’其中"图形

数据包括基础地理数据#测量控制点%水系%地貌%境
界%道路和汉字注解等$和土地利用现状图两大类’
使用>EF=G0的空间数据库引擎>EF=G00U+可

用来解决空间数据和商用数据库的联接问题’以空

间数据在空间上无缝连续和时间上连续的组织形

式"来建立数据库的模型’数据库中的数据分层采用

与国土资源部!)))年颁发的)县#市$级土地利用数

据库标准*和)县#市$级土地利用数据库建设技术规

范*相兼容的编码方式和编码规则’
#?$数据组织’土地利用数据库的构建利用了空

间数据在空间上和时间上连续无缝的特性"把土地

利用所涉及到的土地管理信息分层%分项目来进行

组织+#,’把同一类型"具有相同实体意义的空间要素

存放在一起"构成数据库中的一个专题数据层’同一

时间段内的各种专题数据"构成数据库中的一个项

目’所有的项目"构成了整个的土地利用数据库’使
用这种数据组织方式"可以充分使用地理信息系统

海量数据的管理能力"用=G0技术来展现土地利用

数据的实际情况+?,’空间数据库的项目组织可以分

为&现势项目和历史项目"所有项目中的数据都采用

同样的分层规则进行存储和管理"并且各分层专题

的结构和数据类型都保持一致+D"*,’使用=G0的空

间分析功能"可以实现项目间的历史无级查询"满足

土地利用管理的时态要求’
#!$数据分层’土地利用空间数据包括点%线和

面#种基本几何特征"分别对应点状%线状和面状的

地理要素"不同类型的地理要素有不同的存储%管

理%显示和处理方法+?,"因此"为了有效地管理土地%
利用空间数据"有必要对空间数据进行科学的分层’
基础地理数据从其使用目的上来说主要用于显示和

输出"只有境界#行政区和自然保护区等$数据 除

外+A,’土地利用数据是县级土地利用数据库管理系统

数据处理和管理的主要对象’U+>数据则主要配合

土地利用数据用于三维空间分析’县级土地利用数据

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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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分层采用与国土资源部!)))年颁发的$县"市#
级土地利用数据库标准%和$县"市#级土地利用数据

库建设技术规范%相兼容的编码方式和编码规则’
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采集是按图幅分别进行

的&最终合并形成一个唯一的土地利用数据库’该数

据库在整个土地管理中是土地利用规划’建设用地

的数据源’

图?!数据采集流程

Y2L’? U,.,1,Z.6-37&%N1/,-.

D!系统的功能实现

"?#系统建库’系统建库是指把土地管理所涉及

到的信息用计算机存储起来&它具有!个方面的含

义!"初始建库’可分为!种情况!一种是全面进行

数字化建库&采用>EF=G0的数据结构和几何特征

的描述术语’其输入分为数字化输入’智能扫描矢量

化输入和野外数据采集等方式(另一种是在已有图

形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建库&可利用>EF=G0平台

提供的数据转换和属性管理工具把图形和属性转换

到系统中来"图?#’$变更数据采集与建库’变更数

据采集是以年度为单位进行的&从初始数据库到变

更年度之间的变更为多年度变更&初始变更以后每

年度进行一次’变更数据采集和建库反映的内容仅

仅是变化的部分&各专题数据层是分别按照不同的

处理流程来进行处理的’
"!#数据管理’该模块是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

主要提供完备的变更工具&利用=G0分析工具&修

改数据库和扣除线状地物及零星地物&满足数据的

快速更新(提供土地详查专业工具’全套的图形编辑

工具’错误检查工具来对数据库进行有效的管理’提
供方便快速的图数)数图互查’地类图斑历史查询’
历年变化查询功能&包括C6773-查询分析’按各种

条件组合查询等工具&提供图形’图像对比查询功能’
"##数据输出’按制图规范制作&实时输出土地

详查要求的全套表格及?P?万标准分幅&按行政区

域及任意区域裁剪图件等’
"D#系统维护’系统按照国家的有关规程和标准

来进行设计&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做进一步的编码&
满足土地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

*!应用前景

>EF=G0县"市#级土地利用数据库管理系统

是基于先进的国产优秀地理信息平台>,Z=G0开发

而成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土地管理基础信息库的建

立&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成果的统计’查询以及各种

土地利用图’表的输出’目前本系统已经成功地在全

国?))个试点县运行&并且顺利完成了国家的验收’
并且在运行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实

用性’系统符合并满足绝大多数土地管理局业务工

作的需要&真正实现办公自动化&管理科学化’"!#可
靠’完备和科学性’系统有很强的容错和处理突发事

件的能力&不会因某个动作或某个突发事件导致数

据丢失和系统瘫痪’"##规范性’系统各项管理功能

均符合土地管理规程和信息编码规范的要求&并能

随时根据国家土地法规和政策的变化而对功能和流

程做及时调整’"D#经济性’在保证各项功能完满实

现的基础上&以最好的性能价格比配置系统的软’硬
件’"*#可扩展性和开放性’系统提供了良好的接口&
可以进行方便的二次开发&以便系统不断地扩充’求
精和完善&特别在管理决策和分析研究能力方面还

能不断加强(系统在输入输出方面也具有较强的兼

容性&能进行各种数据格式的转换’具备网络功能&
共享数据资源&并适合各种网络传输协议&从而能够

方便快捷地实现网络化办公’"A#可操作性’系统具

有良好的用户界面&用户易学易懂&操作简便’灵活’
""#开发思想的先进性’系统是基于客户)服务器的

思想开发的&对处理的数据既可以是本机数据&也可

以是网络数据&并具有强大的网络数据管理能力和

安全控制机制&能满足各种用户的要求’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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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3&7%-&,<3-24L,4O1%4;.-61.24L;Z312,&O,.,$./3.31/421,&Z-%13;;7%-Q62&O24L;Z,.2,&O,.,Q,;3,4O
./3-3_62-3K34.;7%--64424L34:2-%4K34.,4O./37641.2%4;%7./3;<;.3KQ<6;24L./3.31/42_63%7L3%J
L-,Z/21247%-K,.2%4;<;.3K%=G0&,4O;Z,.2,&O,.,Q,;3K,4,L3K34.’

>"4?.5(#’&,4O6;3*L3%L-,Z/21247%-K,.2%4;<;.3K*;Z,.2,&O,.,Q,;3*>EF=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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