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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当前第三代地理数据库模型和GHI数据模型为基础&通过GHI数据流"栈#与不同阶段数据模型的关系说明GHI
数据流"栈#是不同阶段数据模型继承和传递的基础)阐明了最终解释成果空间数据库的数据模型是在不同阶段结构化与

非结构化数据模型关系上通过抽象与综合来实现"继承#的)用对象类和要素类的互操作来实现空间与非空间的属性继承

传递’同时&基于地质图一体化的描述(组织和存储的数据建模原则&得出了基于GHI数据模型为基础的GHI地质图空间

数据库由+B个基本要素类(#个对象类(A个综合要素数据集构成’并对实体名称(要素与对象编码(空间数据类型(实体间

的关系(主关键字名称(子关键字名称(注释要素类编码(实体属性内容说明进行了定义和说明’
关键词!数字填图)数据模型)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中图分类号!G#!?!!!!文章编号!+)))C!?A?$!))*%)#C)B*@C)A!!!!收稿日期!!))*C)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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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0*’’I-<4U%5/04/03.UF454.-/3%5F4%F.-X0=U-/-Y-<4E%U4&-5U/04X%35/D.%7/35FDY%75U-.=$GHI%U-/-E%U4&&/03<
X-X4.4PX&-35</0-//04GHIU-/-</.4-E</-2Z3</043504.3/4U-5U/.-5<84..4U8%75U-/3%5%8U-/-E%U4&<35U3884.45/U3F3/-&
E-XX35F</-F4<’[03<3<U%54Y=7<35F/04.4&-/3%5<03XY4/S445/04GHIU-/-</.4-E</-2Z-5UU3884.45/D</-F4U-/-E%U4&’K/
<0%S</0-//04U-/4E%U4&%8/04U-/-Y-<4&S0320352&7U4</04835-&D35/4.X.4/-Y&4.4<7&/<&2-53504.3/8.%E/0435/4F.-/3%5%8
/04U3884.45/D</-F4</.72/7.4-5U5%5D</.72/7.4U-/-E%U4&&-5U2&-.3834</0-//043504.3/4U-5U/.-5<84..4U/42053\74%8<X-/3-&
-5U5%<X-/3-&-//.3Y7/4<0-;4Y4453EX&4E45/4UY=7<35F35/4.D%X4.-/3%5Y4/S445%Y]42/2&-<<-5U84-/7.42&-<<’N//04<-E4
/3E4&35/4.E<%8/04U-/-E%&U35FX.3523X&4%8/0435/4F.-/3;4U4<2.3Y35FF4%&%F32-&E-X&%.F-53̂35FU-/--5U</%.35FU-/-&3/
3<2%52&7U4U/0-//04GHIU-/-E%U4&%8/04GHIF4%&%F32-&E-X<X-/3-&U-/-Y-<43<2%EX%<4U%8<4;45/445Y-<3284-/7.42&-<D
<4<&<3P%Y]42/2&-<<4<-5U43F0/<=5/04/3284-/7.42&-<<4<’[03<X-X4.-&<%U48354<-5UU3<27<<4<<%E44&4E45/<%8/04GHI
U-/-E%U4&&352&7U35F45/3/=5-E4<&84-/7.4-5U%Y]42/2&-<<2%U35F&<X-/3-&U-/-/=X4<&45/3/=.4&-/3%5<03X<&X.3E-.=-5U
<7Y%.U35-/4Z4=5-E4<&2%U35F%884-/7.42&-<<4<5%/-/3%5&-5U45/3/=-//.3Y7/4<’
9$:;-%(5’U3F3/-&E-XX35F)U-/-Y-<4E%U4&)F4%&%F32-&E-X<X-/3-&U-/-Y-<4’

!!目前&数字填图技术已在我国区域地质填图工

作中全面推广与应用$于庆文等&!))?%’在数字填图

中涉及到从单个GHI库$野外手图%(图幅GHI库

$野外总图%(分幅GHI空间数据库$实际材料图%到
图幅GHI空间数据库$编稿地质图%中的数据描述(
组织和存储的数据模型问题’虽然H>_NG数字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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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系统从近!)年地质填图中计算机野外数据采集

技术研 究 的 现 状 和 存 在 的 问 题 入 手"李 超 岭 等#
!))!$#在确定地质填图空间数据表达的基础上#遵
循传统地质填图的规律#在不约束地质学家地质思

维的前提下#既能满足计算机处理的需要#又能保证

地质工作者取全取准各项地质观测数据#在描述各

类地质信息空间关系的基础上#创建了数字地质填

图过程的GHI数据模型’在H>_NG!’@版系统的

研究中#为解决从单个GHI库"野外手图$%图幅

GHI库"野外总图$%分幅GHI空间数据库"实际材

料图$到图幅GHI空间数据库"编稿地质图$数据一

体化的描述%组织和存储#特别是对中间解释成果和

最终解释成果数据的组织#可以直接从野外GHI数

据模型中提取#而不必重新或二次数据采集#这就是

本文所讨论的数字填图中不同阶段数据模型的继承

技术’

+!数字填图数据模型建模的基本原则

与基于文件管理方式的第一代和第二代>K1
数据模型相比#被称为第三代>K1数据模型的地理

数据模型"_320-4&#+"""$则反映了当前空间数据

库的发展趋势’为了更好地管理和使用地理要素数

据#地理数据模型对地理要素类和地理要素类之间

的相互关系%地理要素类几何网络%要素属性表对

象%注释类等进行有效管理#并支持对地理数据库要

素数据集%关系以及几何网络进行建立%删除%修改

等更新操作’地理数据库的数据模型可用于不同的

用户和应用’支持面向对象的矢量数据模型’实体被

表示为对象#具有属性%行为和关系’地理数据库的

数据模型支持简单对象%地理要素"具有空间位置的

对象$%网络要素"与其他几何要素集成的对象$%注
释要素等对象类型’通过模型可以定义对象之间的

关系和完整性规则’地理数据库操作可支持多用户

并发操作%访问远程数据库等’目前#有关数据模型

技术发展的特点如下&"+$地理数据库模型的物理建

模越来越接近逻辑建模#地理数据库数据对象与逻

辑数据模型的对象越来越相同’地理数据库模型#不
需要任何编码#可以执行大多数用户的行为’大多数

用户的行为可以通过属性域%确定规则和软件提供

的框架功能提供’这些都是当前大型>K1空间数据

发展的趋势’"!$数据模型是一种数据"实体$%数据

"实体$之间的联系以及有关语义约束规则的形式化

描述#属于数据管理的范畴’随着技术的发展%应用

的深入#在更大的范围及更多的领域实现数据集成

与共享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导致数据模型的研究已

从研究建立单个数据库的数据模型向研究建立专题

或领域数据模型发展’"?$逻辑数据模型与物理数据

模型&逻辑数据模型独立于任何‘I_1’物理数据模

型是将逻辑数据模型映射到具体的‘I_1所形成

的数据库的结构’领域数据模型是逻辑数据模型#与
具体的‘I_1无关’目前有!种主要的建模方法&,
CH建模方法与面向对象的建模方法’对于空间信

息#主要是经典>K1以几何特征及拓扑关系为核心

的#水平分幅%垂直分层的数据模型和面向对象的数

据模型’"*$从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的事物"即对象$
出发#尽可能运用人类的自然思维方式构造的#具有

下列特征的数据模型称为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类
是对象的抽象描述#具有相同属性和行为的对象可

归为一类’类用属性%行为和关系描述’属性描述静

态特征#行为描述动态特征’对象的静态特征与动态

特征结合在一起称为封装#使其成为不可分割的独

立单位’可描述对象间的各种关系&如多重性%聚集%
复合%组合以及空间关系和拓扑关系等’支持各种空

间分析以及用简单对象构成复杂对象等’通过不同

程度上的抽象#类可分为超类和子类#子类继承超类

的属性与行为’通过这种类继承可支持类的扩展’描
述对象之间"包括空间对象之间%非空间对象之间以

及空间对象与非空间对象之间$的关系’非空间对象

间主要是多重性关系’根据K1a+"+)"通用要素模

型的定义#空间对象类之间主要存在两种关系&一种

是泛化(特化关系#即类继承关系’二是关联’对象常

用的关联又分两种类型&聚集"分为强聚集%弱聚

集$%空间与拓扑’继承是面向对象技术的重要特征#
通过类继承#子类继承父类的属性和行为#并增加新

的属性和行为以实现类的扩展’该特征对地学数据

模型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基础地学数据模型的基础

上#可通过要素或对象类的扩展建立具体数据库的

数据模型#使得具体数据库的内容既有自己的特色#
又可在主要内容上与基础数据模型保持一致’这种

机制有利于实现基础数据模型的指导作用#有利于

多源数据的集成与共享’"@$地理数据库数据模型是

第三代数据模型的典型代表#具有以下特点&"用对

象表示客观实体’表示空间实体的对象类称为)要素

类*#表示非空间实体的对象类称为)对象类*’#几

何特征仍是决定要素类的首要因素#同一要素类中

#*B



!第#期 !李超岭等!数字填图中不同阶段数据模型的继承技术

的所有要素必须具备相同的几何类型"$支持*种

类型的有效性规则!属性有效性规则#关系有效性规

则#网络的连通性规则#自定义的有效性规则’
通过适当分析组织$有步骤地从概念信息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和物理数据模型获得数据的建模方

法$在确定和研究描述粒度#空间粒度#语义粒度#存
储粒度的基础上$建立地质图空间数据模型’为了实

现数字填图中不同阶段数据模型的继承技术$地质

图空间数据库建模与以往有以下不同点!%+&从单个

数据库的数据模型向专题或领域数据模型的转变’
本次建模的方案与比例尺无关"%!&数据建模在数据

%实体&#数据%实体&之间的联系以及有关语义约束

规则的形式化描述$对数据模型规定数据的内容#结
构#行为和语义进行一致性的描述"%?&合理解决拓

扑关系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采用要素数据类与要素

数据集的数据模型来解决图层所带来的拓扑关系不

合理的问题"%*&采用%空间&对象类C要素类的概

念$合理的解决分类与空间数据表达的人为性’如!
同物异类#点状实体表达为面实体’%@&采用%非空

间&对象类解决了非空间实体的数据组织’通过关系

%基数&$使属性更加容易维护和扩展’%#&该模型易

于向大型>K1数据模型转换$并能够体现数据模型

建模的优势’

!!数据流’栈(是不同阶段数据模型的

继承技术的基础

数据流’栈(是野外路线观测所获得的各种数

据$从GHI野外手图到图幅GHI库%野外总图&$然
后从图幅GHI库到GHI实际材料图$最后从GHI
实际材料图到GHI编稿地质图流向的渠道%李超岭

等$!))?&’
数据流’栈(由GHI原型库#背景图层#图幅

GHI库#GHI野外手图库#GHI实际材料图#GHI
采集日备份数据流’栈($用于不同GHI阶段数据存

放#交换和传递’GHI数据流’栈(与不同阶段数据

模型的关系见图+’
在不同GHI阶段数据存放#交换和传递过程

中$采用下列技术来为不同阶段数据模型的继承提

供支持!%+&GHI野外手图库完全继承了GHI原型

库的数据结构与内容"%!&图幅GHI库完全继承了

GHI野外手图库的空间数据结构与内容$而共享

图+!GHI数据流’栈(与不同阶段数据模型的关系

T3F’+ H4&-/3%5Y4/S445GHIU-/-</.4-E</-2Z-5UU-/-
E%U4&35U3884.45/U3F3/-&E-XX35F</-F4<

GHI野外手图库非结构化的数据"%?&GHI实际材

料图部分继承了图幅GHI库的空间数据结构$采用

线C线#面C线属性自动复制技术实现部分继承"
%*&GHI编稿地质图部分继承了图幅GHI库的空

间数据结构$同时采用对半结构化数据的提取技术

实现要素类和对象类数据的转换部分继承’

?!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模型是最终

解释成果的’桥梁(

尽可能把填图材料和数据进行一体化描述#存
储和组织是数字填图的’核心(’进行地质填图是一

项综合分析的复杂过程’它包括大量不同种类数据

%可以作各种用途&的采集$还需要把这些数据表示

为纸介质或计算机屏幕显示的二维表格’部分过程

是以主观分析为主$部分过程是完全客观的’例如$
一条地质界线很少能完全确定其位置%特别是在东

北的覆盖地区&$而点的观察%如倾向和走向的测量&
可以准确定位’因而野外数据可以划分为!种主要

组成!解释数据和绝对数据’前者包括最终’地质图(
和经反复概括和重新提取形成的解释成果$如地质

图#各种专题地质图等"而后者是整个填图过程保持

不变的数据’不同阶段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模型

的继承关系见图!’
通常$随着地质知识的积累$地质科学家具有偏

爱和个性的特点$因而会对在推荐使用数字系统中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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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不同阶段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模型的继承关系

T3F’! K504.3/4U.4&-/3%5%8</.72/7.4-5U5%5D</.72/7.4
U-/-E%U4&35U3884.45/U3F3/-&E-XX35F</-F4<

经常出现困难’因为野外地质学家对同一地质实体

会采集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的数据"因而需要不同

的工具’这样"就很难形成一个面向填图过程的计算

机系统软件’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数字系统的发展

允许这种灵活性’数字填图的GHI数据模型就是在

通过空间描述粒度和语义描述粒度的综合分析的基

础上进行抽象而成的"而且该数据模型已被证明是

野外数据采集和组织与存储综合研究成果数据最有

效的方法之一’
英国地调局地质学家也在,-./0S3<4刊物上发

表了论文名为#数字野外调查技术I>1$英国地质

调查%的未来&$(32Z"!))*%"该文指出地质学家需

要知道被终端用户使用的产品是如何从中心数据库

产生的"所以必须以最合适的格式收集野外数据并

方便地进入这些数据库’野外数据采集由共同的数

据模型指导而不是指令性的’

*!从对象类到要素类的#继承传递&技
术

GHI编稿地质图是最终解释的成果数据"它们

来源于野外观测数据"但又是野外观测数据的抽象’
因此"编稿地质图数据库的建模要充分考虑要素类

和对象类的关系’
通常"要素类的数据为结构化的数据$13E%5#*

-%’"!))*%"而对象类可以充分考虑半结构化和非结

构化的数据’在数字填图工作中"综合解释的数据往

往储存在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数据模型中’
在数字填图中"从图幅GHI库到GHI实际料

图’GHI编稿地质图过程中"为避免大量的数据二

次录入"采用了通过数据流#栈&"GHI编稿地质图

部分继承了GHI图幅库的空间数据结构"同时采用

对半结构化数据的提取技术实现要素类和对象类数

据的转换部分继承’具体方法如下($+%在GHI实际

材料图中"地质界线图层$>,aJK(,%的属性"可以

由野外采集图层Ia:(‘NHQ的界线属性部分继

承’该 继 承 通 过 在 野 外 采 集 图 层 中 选 择 一 条

Ia:(‘NHQ界线"同时在>,aJK(,图层中也选

中位置相同的线实体"则野外数据采集界线属性自

动传递到>,aJK(,图层上所选的地质界线’$!%
在实际材料图编辑时"地质体面图层$>,aGaJQ%
的属性"可以由野外采集图层Ha:[K(>的属性赋

给’通 过 采 集 图 层 Ha:[K(> 和 地 质 体 面 图 层

>,aGaJQ选中操作’即选择Ha:[K(>图层上的

一条线"在>,aGaJQ图层上选择一个面实体"然

后确认"则 分 段 路 线 属 性#填 图 单 位&就 赋 给 了

>,aGaJQ图层上所选的面实体’$?%GHI实际材

料图与GHI编稿地质图的数据模型最大区别在于

综合解释成果的成分增多’除了采用地理数据库数

据模型的要素类和对象类描述外"还需要大量的非

结构化的综合数据来补充才能完整’比如"地层对象

类的数据模型中"含有大量的综合解释数据"如地层

单位时代’岩石组合名称’岩石组合主体颜色’岩层

主要沉积构造’生物化石带或生物组合’地层厚度’
所含矿种等’这些数据在图幅测制的每一条剖面小

结中可以找到’但剖面小结的描述基本上是非结构

化的数据"这就要求剖面小结具有半结构化的特点"
通过关键文字的发现"自动继承到GHI编稿地质图

的数据模型的字段中’

@!地质图空间数据库要素和对象描述

实现数字填图中不同阶段数据模型的继承"采
用面向对象$地理数据库模型%的建模技术"在地质

数据模型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反映地质图数据$实

体%’数据$实体%之间的联系以及有关语义约束规则

的形式化表述"为地质图数据的共同理解提供基础’
为+b@万和+b!@万区域地质调查地质图空间数

据库提供标准’因此"地质图空间数据库的建模"特
别是对要素和对象的描述"应具有以下特点($+%建
立多比例尺统一描述’组织与存储的地质图数据库)
$!%不同比例尺具有相同的数据库结构)$?%采用地

理数据库模型框架进行描述’主要内容为要素类和

对象类"部分为关系类)$*%采用一体化地质命名空

间进行编码等原则进行编制’
表+所列是对地质图空间数据库要素类和对象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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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数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要素!对象和外挂表描述

[-Y&4+ T4-/7.4"%Y]42/-5U4P/4.5-&/-Y&4U4<2.3X/3%5%8<X-/3-&U-/-Y-<4%8U3F3/-&E-X

序

号

所属

数据

集类型

实体

名称

要素与

对象编码

空间

数据

类型

与其他

实体的

关系

主关

键字

名称

子关

键字

名称

注释要素

类编码
实体内容说明

+
基本要素

数据集

地质面

实体 >,aGaJQ 面

要素标识

号#地质面

实体代码
>,aGaJQ＿!

地质面实体标识号#地质面实体

代码$地质代码%#地质面实体名

称#地质面实体时代

!
基本要素

数据集

地质

界线 Ia:(‘NHQ 线

要 素 标 识

号#地 质 界

线$接 触%
代码

Ia:(‘NHQ!

要素标识号#地质界线$接触%代

码$地质代码%$如整合接触#不

整合接触#侵入接触#岩相相变

接触%#地质界线名称$如整合地

质界线#角度不整合地质界线#
平行不整合地质界线#岩相相变

地质界线等%#界线左侧地质体

代号#界线右侧地质体代号#界

线产状

?
对象

数据集

沉积

$火山%
地层单位

1[HN[:_1
对

象

类
>,aGaJQ

要 素 标 识

号#地 层 单

位符号
1[HN[:_1!

要素分类$地质代码%#地层单位

名称#地层单位符号$地质面实

体代码%#地层单位时代#岩石组

合名称#岩石组合主体颜色#岩

层主要沉积构造#生物化石带或

生物组合#地层厚度#所含矿种

*
对象

数据集

侵入岩

岩石年

代单位
K([H:1K$,

对

象

类
>,aGaJQ

要 素 标 识

号#地 质 面

实体代码
K([H:1K$,!

要素分类$地质代码%#岩体填图

单位名 称#岩 体 填 图 单 位 符 号

$岩性c时代"如%[%#岩石名称

$岩性%#岩石颜色#岩石结构#岩

石构造#岩相#主要矿物及含量#
次要矿物及含量#与围岩接触面

产状#流面和流线产状#形成时

代#所含矿种

@
对象

数据集

侵入岩

谱系

单位
K([H:1K$,＿

对

象

类
>,aGaJQ

要 素 标 识

号#单 元 符

号
K([H:1K$,＿!

要素分 类$地 质 代 码%#单 元 名

称#单元符号#岩石名称$岩性%#
岩石颜色#岩石结构#岩石构造#
岩相#主要矿物及含量#次要矿

物及含量#与围岩接触面产状#
流面和流线产状#形成时代#所

含矿种

#
对象

数据集

变质岩

地$岩%
层单位

_,[N_aHGMK9
对

象

类
>,aGaJQ

要 素 标 识

号#地$岩%
层 单 位 符

号

_,[N_aHGMK9!

要素分类$地质代码%#地$岩%层

单位名称#地$岩%层单位符号#
地$岩%层 单 位 时 代#岩 石 名 称

$岩性%#岩石颜色#岩石结构$含
粒度%#岩石构造#主要矿物及含

量#特 征 变 质 矿 物 及 含 量#地

$岩%层产状$含各种构造面理%#
岩层厚度#所含矿种#所属变质

相带

B
基本要素

数据集
脉岩 ‘KO, 点

要 素 标 识

号#脉 岩 类

型 分 类 代

码

‘KO,!

要素标 识 号#脉 岩 类 型 分 类 代

码#脉岩名称#脉岩符号#岩性#
颜色#结构构造#主要矿物及含

量#次要矿物及含量#与围岩接

触面产状#形成时代#所含矿种

A
基本要素

数据集
脉岩 ‘KO,＿ 面

要 素 标 识

号#脉 岩 类

型 分 类 代

码

‘KO,＿!

要素标 识 号#脉 岩 类 型 分 类 代

码#脉岩名称#脉岩符号#岩性#
颜色#结构构造#主要矿物及含

量#次要矿物及含量#与围岩接

触面产状#形成时代#所含矿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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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所属

数据集

类型

实体

名称

要素与

对象编码

空间

数据

类型

与其他

实体的

关系

主关

键字

名称

子关

键字

名称

注释要素

类编码
实体内容说明

"
对象

数据集
断层 TN:J[

对

象

类
>,aGaJQ

要素标识号"
断层类型#地
质代码$

TN:J[!

要素标识号"断层类型#地质代码$
#如正断层"逆断层"平移断层等$"
地质界线名称#正断层接触地质界

线"逆断层接触地质界线"逆冲推

覆接触地质界线"平移接触地质界

线$%断层名称"断层编号"断层左

侧地质体代号"断层右侧地质体代

号"断层破碎带宽度"断层走向"断
层面倾角"估计断距"断层形成时

代"活动期次

+)
综合要素

数据集

构造

变形带 [,9aLa(, 面
要素标识号"
变形带代号 [,9aLa(,!

要素标识号"变形带代号"变形带

名称"变形带岩石名称"变形带组

构特征"变形力学特征"形成时代"
活动期次"所含矿种

++
基本要素

数据集

围岩

蚀变

#点$
,9JKG[K9 点

要素标识号"
蚀 变 类 型 名

称代号
,9JKG[K9!

要素标识号"蚀变类型名称代号"
蚀变类型名称"蚀变矿物组合及含

量"被蚀变的地质体代号"蚀变带

所含矿种

+!
综合要素

数据集

围岩

蚀变

带#面$
,9JKG[K9＿ 面

要素标识号"
蚀 变 类 型 名

称代号
,9JKG[K9＿!

要素标识号"蚀变类型名称代号"
蚀变类型名称"蚀变矿物组合及含

量"所含矿种"被蚀变的地质体代

号

+?
综合要素

数据集

变质

相带 _K>_N[ 面

要素标识号"
变 质 相 带 地

质体代号
_K>_N[!

要素标 识 号"变 质 相 带 地 质 体 代

号"变质相带类型"变质相带岩石

名称"变质相带岩石颜色"变质相

带岩石结构"变质相带岩石构造"
变质相带矿物组合及含量"所含矿

种

+*
综合要素

数据集

混合

岩化带 _K>_N[ 面

要素标识号"
混 合 岩 化 带

类 型 名 称 代

号

_K>_N[!

要素标识号"混合岩化带类型名称

代号"混合岩化带类型名称"岩石

名称"岩石颜色"岩石结构"岩石构

造"矿物组合及含量"所含矿种"被
混合岩化的地质体代号

+@
基本要素

数据集

矿

点

_K(,HN＿G([
#E354.-&3̂-/3%5
X%35/$

点
要素标识号"
矿种代码 _K(,HN＿G([!

要素标识号"矿种代码"矿种名称"
共生 矿"伴 生 矿"矿 体 数"矿 石 品

位"矿 床 规 模"成 矿 时 代"矿 产 地

名"矿床成因类型

+#
综合要素

数据集

矿

化

带
_K(,HN＿La(, 面

要素标识号"
矿种代码 _K(,HN＿La(,!

要素标识号"矿种代码"矿种名称"
共生 矿"伴 生 矿"矿 体 数"矿 石 品

位"矿 床 规 模"成 矿 时 代"矿 产 地

名"矿床成因类型

+B
基本要素

数据集

产

状 N[[K[:‘, 点

要素标识号"
产 状 类 型 名

称代号
N[[K[:‘,!

要素标识号"产状类型名称代号"
产状类型名称"产状参数#走向"倾
向"倾角$

+A
基本要素

数据集

样

品 1N_GJ, 点

要素标识号"
样 品 类 型 代

号
1N_GJ,!

要素标识号"样品类型代号"样品

类型名称

+"
基本要素

数据集

照

片 GMa[a 点 要素标识号 GMa[a! 要素标识号"照片题目"照片说明

!)
基本要素

数据集

素

描 1O,[9M 点
要素标

识号 1O,[9M! 要素标识号"素描题目"素描说明

!+
基本要素

数据集

化

石 Ta11KJ 点
要素标

识号 Ta11KJ!

要素标 识 号"化 石 所 属 生 物 门 类

#如珊 瑚 动 物"腕 足 动 物"头 足 动

物"牙形石类"真蕨植物类"古人类

等$#地质代码$"化石属或种名"产
出的地层单位代号"化石时代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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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所属

数据集

类型

实体

名称

要素与

对象编码

空间

数据

类型

与其他

实体的

关系

主关

键字

名称

子关

键字

名称

注释要素

类编码
实体内容说明

!!
基本要素

数据集

同位素

年龄 K1a[aG, 点
要素标识

号
K1a[aG,
K1a[aG,!

要素标识号"样品 编 号"样 品 名

称"年龄测定方法"测定年龄"被

测定出地质体单位及代号"分析

单位"分析日期

!?
基本要素

数据集
火山口 9HN[,H 点

要素标识

号 9HN[,H!

要素标识号"火山口类型"火山口

名称"火山口大小"火山口产出的

地质体单位及代号"火山口岩石

类型"火山口形成时代

!*
综合要素

数据集

火山岩

岩相 $aJ9N＿GMN1,1 面

要 素 标 识

号"火 山 岩

岩 相 类 型

及代号

$aJ9N＿GMN1,1!

要素分类#地质代码$"火山岩岩

相类型及代号"产出的地层单位

及代号"火山岩相岩石类型"岩石

结构"岩石构造"流 面 和 流 线 产

状"形成时代"所含矿种

!@
综合要素

数据集

非正式

地层

单位
K(T＿1[HN[N

对

象

类

要 素 标 识

号"非 正 式

地 层 单 位

类型#地质

代码$

K(T＿1[HN[N!

要素标识号"非正式地层单位类

型#地质代码$"岩性"岩石结构构

造"所含生物化石带或生物组合"
出露宽度或厚度"所含矿种"所在

地层单位符号

!#
基本要素

数据集

非正式

地层

单位
K(T＿1[HN[N 面

要 素 标 识

号"非 正 式

地 层 单 位

类型#地质

代码$

K(T＿1[HN[N!

要素标识号"非正式地层单位类

型#地质代码$"岩性"岩石结构构

造"所含生物化石带或生物组合"
出露宽度或厚度"所含矿种"所在

地层单位符号

!B
基本要素

数据集
泉 1GHK(> 点

要 素 标 识

号"泉 类 型

代码
1GHK(>!

要素标识号"泉类型代码"泉类型

名称"泉水流量"泉水温度"泉产

出的地质体单位及代号

!A
基本要素

数据集

河流

海岸线 9aN1[K(> 线

要 素 标 识

号"图 元 类

型代码
9aN1[K(>!

要素标识号"图元类型代码"图元

名称

!"
基本要素

数据集

面状

水域 dN[,H 面

要 素 标 识

号"图 元 类

型代码
dN[,H!

要素标识号"图元类型代码"图元

名称

?)
综合要素

数据集

标准

图框 _NG＿THN_,
点

线

面

图名"比例尺"坐标系统"高程系

统"左经度"下纬度%图形单位#仅
内图框$

?+
对象

数据集

图幅

基本

信息
_NGK(Ta

对

象

类

要素标识

号

地质图编号"图名"比例尺"坐标

系统"高程系统"左经度"右经度"
上纬度"下纬度"成图方法"调查

单位"图幅验收单位"评分等级"
完成时间"出版时间"资料来源"
数据采集日期

?!
外挂表

数据集

要素

与对象

编码c&

主码为!要素标识 号"地 质 界 线

#接触$代码#地质代码$%后由用

户自行定义属性表’
#外挂表命名规则!要素与对象编

码c&%如!>,aGJaQ& $
#可对任一要素类设置外挂属性

表$

类描述最为核心的部分’

#!结语

通过一个&数据库群’而不只是填图的最终产品

#图纸$的理念来研究和应用数字填图技术%其目的

是建立实际的可用于解释原始数据文档资料"提高

>K1应用的范围"更好的支持H1应用"有利于知识

研究过程的延伸"更好的满足社会对数字地质科学

信息的需求’因此%在数字填图系统的应用开发研究

+@B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第!"卷

中"数字填图中不同阶段数据模型的继承技术是很

重要的一个环节’本文为解决该技术环节提出了如

下观点和解决方案#$+%采用地理数据库模型框架进

行描述’建立多比例尺统一描述&组织与存储的地质

图数据库’不同比例尺具有相同的数据库结构’$!%
GHI数据流(栈)是不同阶段数据模型的继承技术

的基础’$?%结构化与非结构数据模型是最终解释成

果的(桥梁)’$*%采用对半结构化数据的提取技术实

现要素类和对象类数据的转换继承’
在本项目的研究中!自始至终得到中国地质调

查局"区调处"信息处"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

心"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调查研究院"黑龙江地

调院"广西地调院等数字地质填图试点图幅工作中

的同志大力帮助和支持’在此!特向上述单位的专家

和领导表示敬意’

=$.$%$"*$5
I4U8%.U"‘’H’"J7U35F/%5"1’"(7//"9’"4/-&’"!))!’>4%&%FD

32U-/-Y-<48%.U3F3/-&F4%&%F=%89-&38%.53-"(4;-U-"-5U
:/-0!N5-XX&32-/3%5%8/04(%./0NE4.32-5U-/-E%UD
4&’:’1’>4%&%F32-&17.;4=aX45DT3&4H4X%./’

,.32"I’"I%=-5"I’"6%.U-5"M’"4/-&’"!))!’G.%F.4<<.4D
X%./#(%./0NE4.32-5F4%&%F32E-XU-/-E%U4&U4<3F5
/4-E"!))!"‘3F3/-&_-XX35F[42053\74<’

J3"9’J’"Q7"R’d’"Q-5F"‘’J’"4/-&’"!))?’H4<4-.20%5
GHIU3F3/-&E-XX35F/42053\74<’<-.*05/2#)/#!A&6.B
)-%&;102)-=)2$#.,2*7&;3#&,/2#)/#,"!A$*%#?BBC
?A?$3590354<4S3/0,5F&3<0-Y</.-2/%’

J3"9’J’"L0-5F"O’W’"R3-5F"T’L’"4/-&’"!))!’H4<4-.20
%5U3F3/-&.4F3%5-&F4%&%F32-&<7.;4=<=</4E/42053\74<’
C?$-)/#2)<-.*05/2#)/#,"+B$@%#B#?CB#B$35903D

54<4S3/0,5F&3<0-Y</.-2/%’
_320-4&"L’"+"""’_%U4&35F%7.S%.&U"/04,1HKF73U4/%

F4%U-/-Y-<4U4<3F5’,5;3.%5E45/-&1=</4E<H4<4-.20
K5</3/7/4"K52’

(32Z">’"!))*’‘3F3/-&834&U<7.;4=/4205%&%F="/0487/7.4%8
I>1E-XX35F’<-.*0D2,#B8.2*2,03#&%&42/-%56.$#7"

!)#*C@’
13E%5"9’"G-7&"‘’"H%5"J’"4/-&’"!))*’>4%F.-X032358%.D

E-/3%5DF4%F.-X0=E-.Z7X&-5F7-F4$>_J%"H484.4524
57EY4.%8S%.Z35FU%27E45/#K1a*[9!++*(+@B#"

H484.452457EY4.%8U%27E45/#K1a*9‘+"+?#"9%ED
E3//443U45/3832-/3%5#K1a*[9!++*d>*"K1a!))*’

d43<458&70">’N’"!))+’_-X753/U4<2.3X/3%5<-5U/04
(%./0NE4.32-5U-/-E%U4&’K5#1%&&4."‘’H’"4U’"‘3FD
3/-&E-XX35F/42053\74<!))+S%.Z<0%XX.%244U35F<#:’
1’F4%&%F32-&<7.;4=%X45D83&4.4X%./)+C!!?"B"CA#’

Q7"R’d’"J3"9’J’"L0-5F"O’W’"4/-&’"!))?’H4<4-.20-2D
/7-&3/=-5UU4;4&%XE45//.45U%8U3F3/-&F4%&%F32-&E-XD
X35F’<-.*05/2#)/#!A&6.)-%&;102)-=)2$#.,2*7&;
3#&,/2#)/#,"!A$*%#?B)C?B#$3590354<4S3/0,5F&3<0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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