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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是我国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国土资源信息化的基础是国土信息

的集成’在国土信息集成的工作中&主要存在#个方面的问题’$?%不同=C0间的数据无法共

享($!%不同种类的国土数据无法集成($#%不同行政级别单位间数据无法共享’不同=C0的数

据共享可以通过在=C0的DEF8层和数据库之间加一层=C0格式转换层来解决(将不同种

类的国土数据划分成不同的图层&以空间控制点方式对这些图层进行叠合&以使它们在空间

关系上成为一个比较一致的统一系统(借鉴数据仓库的管理模式&不同的行政单位对应于不

同的比例尺的数据&高级别单位数据的综合度高&存放的数据少&低级别单位数据的细节性

强&存放的数据多&整体上呈现出金字塔结构&金字塔中不同层次的数据通过空间控制点进行

传送’国土信息集成的目的是构筑一个国土信息系统的基础平台’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基础平

台是一个基于数据中心的)能统一管理信息的)支持现有流行=C0访问的)能与上下级数据

中心无缝互连的国土资源基础设施系统’它处于整个国土信息系统的底层&目的是向上层的信

息系统提供一个能满足各种格式的数据需求的)而与具体的信息系统无关的独立的数据平台’
关键词!国土信息化(信息集成(国土信息系统(数据中心(基础平台(不同种类数据叠合(数
据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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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国土资源信息化"十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

出’以信息化建设带动国土资源信息技术跨越式发

展和国土资源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抓住国民经济

和社会信息化的机遇&加快国土资源管理的信息化&
以管理信息化带动管理科学化和服务社会化’由国

土资源部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于!))?年H月

发布的*全国国土资源政务管理信息系统与信息服

务系统建设总体方案+认为’建立与国土资源管理工

作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国土资源政务管理信息系

统&其意义在于带动国土资源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
促进国土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提高管理工作的

效率和透明度&限制各种违法行为&使国土资源各项

管理朝着工作化)科学化)公开化的方向迈进(同时&

通过国土资源信息服务系统建设&可实现信息的社

会共享与服务&充分发挥国土资源的基础性)公益性

的作用’可见&国土资源的信息化将成为我国今后几

年的一个工作重点&因此&有必要从现在开始就对现

有的国土资源信息化状况进行分析&找出国土资源

信息化工作存在的关键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提出国土信息系统基础平台的框架模

型’这些工作的开展可以为以后全国范围内的国土

资源信息化建设打下理论基础’

?!国土资源信息化工作的应用现状及

存在的技术问题

目前&我国的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建设还处于起

步阶段’从可查的文献来看&深圳市国土局在这方面

做了较多的工作&基本实现了城市规划)土地资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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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管理"土地转让与地价测算"房屋产权登记的信息

化#同时也实现了网上协同办公"信息共享和公文督

办等工作$#%#但总的来说#还不能算是一个结构清楚

的和设计比较完整的集成系统’至于其他单位#即使

开发了一些系统#也都是一些零星的次级系统’前段

时间笔者所在单位曾对云南省国土局和陕西省国土

局进行了为期#个月的调研#发现在建设本单位信

息系统时基本上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一个

长期的"总体的规划’
然而从国土信息化的角度来看#国土资源信息

系统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必须严格地按

照系统工程的原则进行实施#各个次级系统必须按

照统一的规范进行设计#以保证各部分协调工作#从
而在总体上形成一个集成的大系统’因此#目前广泛

使用的这种零星的次级系统根本满足不了国土资源

管理现代化的要求’这些小系统虽然能暂时缓解日

常管理的急需#但它们同时也为今后信息系统功能

的扩展和整合设置了故障’
信息化的工作基础就是信息的集成和管理#从

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的信息化建设存在以下几个突

出的问题!&?’不同=C0间的数据难以共享’=C0平

台多#不同的=C0数据有不同的存储格式#不同的

=C0之间只能通过文件转换的形式零星地交换数

据#并且还不能保证这种交换是无损的’&!’不同种

类的国土数据难以集成’目前各单位也收集了很多

数据#但这些数据均存放于不同的库中#甚至保存在

文件中(更重要的是#不同种类的数据之间的关联没

有建立’比如#土地数据库和地质数据库#两者之间

毫无关系#但从国土信息统一管理的角度来看#有必

要将这些数据集成为统一的数据库$B%’&#’不同级别

管理部门之间的数据难以共享’国家级"省级"地级"
县级的数据构成一种数据的金字塔#这些数据本应

成为一个整体#各层间的数据应能进行无缝交换#但
目前的情况是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的数据以磁盘文

件形式甚至以纸质形式传送’由此可见#没有集成的

信息库#根本谈不上国土信息的统一管理#更谈不上

全省或全国的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建设’

!!技术问题分析

!’"!不同=C0间的数据共享问题

!!目前#在国土信息化方面使用比较广泛的=C0
有#种!I-1C47%#>IG=C0#>,KC47%#它们基本上

图?!几种流行的=C0访问数据的方式

L2M’? G%K6&,-N3./%O;%7=C0,113;;24MO,.,P,;3
虚线箭头为访问数据库的专用方式#实线箭头为DEF8的普适方式

都是通过中间层访问商用数据库系统的’它们在访

问数据时有!种方式!一种是利用为某种特定的数

据库开发的专用访问工具#如DQI8R+0K,.2,&对

象关系数据库的中间层有I-1C47%的空间数据引

擎">,KC47%的D8C等(另一种是采用普适所有数

据库的访问接口DEF8#采用这种形式可以访问几

乎所有的商用关系数据库$*%#如图?所示’
这几种=C0存放在数据库中的格式互不相同#

数据共享不能在数据库中进行#目前只能通过文件

转换的形式实现零星的数据共享#其方式比较麻烦!
将所需的内容从源数据库中取出#以文件形式存放#
然后将此文件转换成另外的格式#再存入目的数据

库中#这种方法尤其不适合大批量数据的处理’
为解决不同=C0数据的共享问题#一种理想的

方案就是在=C0与数据库之间再加一层中间层’这
个中间层的目的就是实现不同存储格式的转换#可
称之为格式转换层’考虑到解析各=C0访问数据库

的专用工具比较复杂#因此这一层加在DEF8与数

据库之间比较合适’在这种情况下#=C0访问数据库

的过程依次为=C0#DEF8#转换层#数据库&如图!
所示’’所有的=C0数据经此层转换成统一的格式

存放库中#在取数据时#具有统一格式的数据又经过

此层转换成特定=C0的格式#从而达到了数据库一

级的数据共享’这种数据的共享是整体的"无缝的’
!’!!不同类型数据的集成

不同种类的数据#其数据格式"数据类型互不相

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空间特性#因

此#可以根据空间性来组织这些数据’具体做法是#
将不同种类的数据划分为不同的图层或子图层#然
后依据它们的空间对应关系进行叠合’叠合的主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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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具有中间层的=C0访问统一的数据库的方式

L2M’! =C0,113;;24M642:3-;,&O,.,P,;3P<N2OO&3&,<3-

图#!不同类型数据叠合示意

L2M’# 8%4M-63413%7O2773-34..<K3O,.,

方式是找到不同图层的空间控制点"然后按控制点

将它们重叠’图#展示了一个按比例尺分层的#不同

种类的数据按图层叠合#逻辑关系比较统一的集成

数据库$A%’它整体上呈金字塔结构"自下而上按比例

尺大小分为B层’每一层又分为多个图层"每个图层

代表某一类型的数据"多个图层依照空间关系进行

叠合’在叠合过程中"空间控制点的选择尤为重要"
它是不同类型数据对比的基础’此结构在理论上能

实现不同种类数据的空间融合"经融合后的数据在

逻辑上成为统一的整体"可以实现任意类型#任意区

块#甚至任意比例尺的数据输出’
!’#!上下级数据中心的无缝连接

以数据仓库的形式组织上下级数据"以比例尺

为度量参数进行数据组织’如图B所示"共分为B层"
从底至上比例尺依次减小"数据综合程度依次增加"
对应的行政结构分别是县#地#省#国家’不同层次的

数据用途不同&最上层的小比例尺数据解决远景#规
划等方面的问题"底层的大比例尺数据解决项目用

地#矿产开采等方面的细节问题$A%’不同层次间的数

图B!数据中心的分级存储

L2M’B S2P3-,-1/<;.%-3%7O,.,134.3-

据以数据抽取或空间控制点的形式完成数据交换$"%’

#!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基础平台的设计

国土资源信息系统首先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系

统"在这个系统中"数据必须与具体的应用系统分属

不同的层次’文献$!%中将全国性系统从下至上分成

了B个层次&保障层#信息源层#基础层及应用服务

层’对应于这种划分方法"数据处于基础层"而应用

系统处于应用服务层"这种划分方式实现了数据和

程序的分离"实现了数据的独立性"并在基础层设计

了以数据库为核心的数据中心’在实际应用中"仅有

数据库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与不同应用系统的

接口"以及与上下级数据中心的连接关系等’因此"
基础层的功能延伸"可认为它实质上就是提供了一

个基于数据中心的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基础平台’它
应该具有如下功能&’?(本级实现国土信息的统一管

理"所有的国土信息集成在一个统一的数据库系统

里)’!(向上层有支持多种应用系统的接口)’#(与上

下级数据中心可实现无缝连接’
基于此"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基础平台可以定义

成是一个基于数据中心的#能统一管理信息的#支持

现有流行=C0访问的#能与上下级数据中心无缝互

连的国土资源基础设施系统’
#’"!国土资源信息系统的组成

国土资源信息系统按软件功能在纵向上可分为

上下两层&信息平台和应用系统’根据数据安全性在

横向上可分为左右两部分&内部网和外部网’图*(’
#’!!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基础平台

’?(=C0格式转换层’将流行的几种=C0数据格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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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国土资源信息系统的组成结构

L2M’* I-1/2.31.6-3%7&,4O,4O-3;%6-13;247%-N,.2%4
;<;.3N

图A!=C0格式转换层

L2M’A T-,4;73-&,<3-%7O2773-34.=C07%-N,.;

图"!国土信息数据库结构

L2M’" E,.,P,;3;.-61.6-3%7&,4O,4O-3;%6-13;

式转换成数据库中统一的格式"图A#’这个统一数

据格式预计选取以下三者之一!国家可能会制定的

格式$DK34=C0标准$现有的流行商用=C0格式’
"!#数据库’据文献%"&’数据库可分为三部分!安全库

存放用户安全信息(管理库存放元数据信息’它对整

个库的结构进行了说明和规定(数据库部分又可分为

信息库$公共库’信息库存放国土信息数据(公共库存

放公用信息’如代码库存放各类代码信息’接口库存

放上下级数据中心的元数据%H&及连接信息等"图"#’

B!结语

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它必须严格地按照系统工程的原则进行实施’各
个次级系统必须按照统一的规范进行设计’以保证

各部分协调工作’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一个集成的大

系统’本文分析了在国土资源信息集成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构筑了一个基于

数据中心的$能统一管理信息的$支持现有流行=C0
访问的$能与上下级数据中心无缝互连的国土资源

信息系统基础平台’笔者相信随着国家对国土资源

信息化建设的重视和加强’国家$省$地$县级均采用

统一的规范和标准进行信息系统设计’才能真正加

快全国的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实现国土资

源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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