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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国土工程属于国家的基础建设&涉及内容广泛&它的目标是通过国土资源的信息

化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数字国土工程涉及海量数据的

生产(传输(更新等&需要宽带网络和"#0#集成技术及相关领域理论成果的支持’数字国土工

程的数据多样性决定了必须制定统一的数据库建设标准&才能实现系统的资源共享’工程的

模型是多维的&支持国土规划(土地管理(矿产开发决策等&能够切实保护国土资源’工程建设

必须遵循长期规划与阶段目标统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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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的研究工作’+IJ,2&)K6;/2L6!M6N&21’L/’/N’14

?!数字国土工程建设的目标

数字国土工程的基本目标是将国土资源信息

化&为国土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理论依据&进而促进

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数字国土是"数字地球#的

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数字国土工程&对发展精准农

业&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强国土资源和水资源的

监测和保护&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都起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并且对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国民经济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数字国土工程建设的基本内容

数字国土工程涵盖国土资源信息总体规划(国
土资源管理决策(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和动态监测报

警’涵盖人口(资源和环境&是国土资源的信息化$或
数字化%表示&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信息资

源平台’
!’"!数字国土中需要运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国际科学界将"信息高速公路#("空间数据基础

设施#和"数字地球#称作当今高科技领域的"三步

曲#’数字国土是"数字地球#的一部分&它的基本理

论涉及范围十分广泛&需要不断研究并充实&要有所

创新才能很好解决’
$?%网络技术’"信息高速公路#可以直接向集团

用户提供?)>N(?))>N乃至?)))>N的因特网

接入带宽和内部互联带网&大厦(学校(信息化小区

以及企业等集团用户利用该网络可组成全市至全国

范围内的专用网络&不仅提高上网速度&还将大大降

低上网费用’对个人用户而言&城域网能提供?)>N
的因特网接入速率&使电子商务(网上大学(远程办

公(实时影视点播等互联网应用更加贴近工作和生

活’"信息高速公路#的蓬勃发展解决了数字国土工

程中海量数据高速传输的问题&为国土资源信息共

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技术’"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在这#步曲

中&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步骤’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

施*?+主要包括地球空间数据框架$大地控制(数字正

射影像(数字高程模型(交通(水系(行政境界(公共

地籍等空间基础数据%(空间数据协调(管理与分发

的体系和机构(空间数据交换标准及空间数据交换

网站’采用全球定位系统$=E0%(遥感$O0%(地理信

息系统$=H0%这几种技术手段管理国土资源*!+&由

全球定位系统(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组成获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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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科学技术"是数字地球中的空间数据获取和

管理的技术基础’基础地理#土地#地矿#海洋#森林

和水资源等基础领域的空间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
为数字地球的实践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通用数据’

$#%数据库技术’近年来数据库技术的蓬勃发展

推动了=H0技术的发展"=H0将地理数据储存在数

据库中"并以可视方式将其通过地图或其他图形界

面显示"其应用范围已远远超出了通常的地理应用

范畴"并已逐步扩大到与地理位置相关的各个领域"
涉及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决策支持系统

增加了空间地理能力"可有效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

效率’当今的数据库技术"不仅可以快速方便地处理

事物型数据"而且可以经扩展满足几乎所有数据管

理的需求’采用数据库服务器在提高开发效率#优化

数据处理#简化系统管理等方面也带来诸多优势’由
于空间地理数据库框架建立在关系型体系结构之

上"因而保持了系统的高性能#可靠性#安全性#一致

性#快速恢复性等优势’
$D%相关专业理论与=H0领域的交叉结合’数

字国土工程是由构建在=H0基础上的多个应用系

统模块构成的"这些模块都是为了解决工程中某些

特定应用领域的问题而建立的’因此"建设数字国土

工程必须与这些应用领域相衔接"利用=H0技术去

很好地解决这些领域内的问题’只有这样数字国土

工程才能建设好"否则"数字国土工程将成为无源之

水&同时"这些系统模块的建立也要充分考虑数字国

土总体工程的需要"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持续的生命

力"数字国土工程也才会建设得更加成功’
!’!!数字国土工程中多种数据库标准的建立

我国的国土从陆地到海洋"从地下到空中"范围

大#影响远’数据类型包括国土法规#国土规划#国土

利用#区域地质#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工
程地质#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矿产资源#产权产籍#
人口#社会和经济等"尤以大比例尺土地利用图和地

籍图#中小比例尺地形图#地质图#矿产图#海洋图及

其属性特别重要’国土数据库包括空间数据图层#数
字#影像#文档和其他多媒体数据"是数字国土工程

的基础’数字国土工程中数据的多样性"决定了必须

对各种数据制定一套统一的标准"把这些数据统一

在数字国土工程的规范下"数据库之间#基于数据库

之上的各种软件才可能实现互通互联"也才能实现

数据资源的共享和数据的自动更新’因此"数字国土

工程工作首先要建立一系列数据库标准’数字国土

基础数据库包括如下D个方面的内容’$?%土地资源

数据库’随着国土资源大调查工作的展开"我国已完

成了?P*)万土地利用数据库的建设’目前已开始

制定?P?))))县市级土地利用数据库的标准和

?P*))城镇地籍管理数据库的标准工作"这!个数

据库对土地管理工作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是国

土资源部土地管理信息化工作的基础’$!%矿产资源

数据库’我国已按照统一规范完成?P!)万及?P*
万的区域地质调查数据库’$#%辅助决策数据库$决
策模型#决策方法%’基础数据库标准的建立工作得

到了各级国土部门的高度重视"下一步工作必须就

各种决策模型#决策方法建立一个数据库标准"以实

现应用软件之间的(智慧共享)’$D%法规标准数据

库’必须对*土地法+#*城镇土地调查规程+#*城镇土

地登记规则+等国家颁布的相关法规#政策分门别类

进行科学组织"既便于应用软件的检索调用"又便于

人工查阅"还可以实现资源共享’
数字国土工程数据更新与国土动态监测密切联

系"其包括有’斑块监测"总量监测"变化报警等’斑
块监测主要通过地面调查和遥感调查’全国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耕,林,草地总量监测主要通过地面

及遥感抽样调查’
!’#!数字国土的理论模型

数字国土模型支持国土规划#土地管理"切实保

护耕地&支持矿产开发决策"切实保护资源&发挥数

字国土优势"提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决策的

供选方案’数字国土模型是多维的"其中包括时间

维’国土演化模型反映数字国土随时间的变化"虚拟

国土演变#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动态’数字国土工

程就是国土资源的数字神经网络系统’它的范围包

括国土规划#耕地保护#地籍管理#土地利用管理#矿
产开发管理#矿产资源管理#地质勘探管理#地质环

境管理#法规监察#战略决策#政务办公#综合管理#
综合统计等’具体模型如图?’

$?%基础数据库是数字国土工程的核心和血液’
数字国土工程的基础数据库涵盖了土地管理规划#
矿产资源管理规划#地质环境等应用系统的所有基

础数据"它是在数字国土工程的统一规范下建立起

来的"所有系统为它服务"也通过它享受到其它系统

的服务’$!%宽带网络是数字国土工程的基础和骨

架’宽带网络是(信息高速公路)的主要表现形式"是
工程中数据的载体"它建立起了各系统模块与数据

库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各个系统模块的(生命线)"整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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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数字国土模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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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程也是通过它来向社会服务的’"##系统模块使

数字国土工程的肌肉有了标准的数据库和高速的光

纤宽带网$社会化的服务需要通过外在的系统模块

提供的强大功能来实现’"D#规范标准是数字国土工

程顺利实施的保障’数字国土工程的良好运行需要

各种规范标准的辅助$通过这些规范标准$可以规范

系统模块的行为$保障数据库的安全%也可以规范数

据库的内部结构机制$便于应用系统模块的数据更

新&调用’良好的规范标准还可以减轻网络压力$使
数据传输更加快速&顺畅’

#!结语

数字国土工程的研究和建设需要试验田$采用

原型法&开放式进行%既要利用最新科技成果$又要

为当前工作服务’工程的建设需要依照’全面规划&
分步实施&突出重点&建设中见效益(的基本思想’因
此$在全面规划&总体设计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

的阶段目标和总体目标’对每一个目标$在系统上既

要实用$又要可扩展%技术上既要可行$又要有一定

的超前%时间上既能短期见效$又要有长期规划’数
字国土工程的实施应将HV业界及相关领域最新的

技术成就运用于其开发研制中$使其能更好地为国

民经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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