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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测绘成果为区域经济规划&国土资源调查以及农林水利&能源交通&城市规划建设等诸多方面提供大量与地理位置有

关的基础信息$因而在整个测绘部门的管理中成果管理显得尤为重要’而基于FGH2;$数字测绘平台的成果管理系统$以
工程测量中的地形图为背景$以各种等级控制点为核心$利用计算机技术&地理信息系统"?I2#技术&数据库技术&图象处理

技术&网络通讯以及多媒体技术$在测绘行业日常业务的基础上$开发出了适合实际需要的数字化成果管理信息系统建立

成果数据库和共享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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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信息革命浪潮推动下$数字化&测绘技术与空

间定位技术&航空航天遥感技术以及地理信息系统(
土地信息系统技术相结合$正在形成面向)"世纪的

地理信息产业’随着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及现代测

绘技术的发展$测绘管理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
在测绘行业管理&技术管理&生产管理&测绘成果管

理及对外提供服务等方面$传统的管理方法均不能

满足现代技术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测绘成果管理

方面$由于资料的版本不统一&易丢失&不方便共享

使得检索效率低&重复工作多&复制成本高而不方便

管理$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较低的工作

效率是不符合当今社会的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特

征’
测绘成果为区域经济规划&国土资源调查以及

农林水利&能源交通&城市规划建设等多方面提供了

大量的与地理位置有关的基础信息$因而在整个测

绘部门的管理中成果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

设计开发FGH2;$数字测绘成果管理系统$以实

现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共享$满足当代信息社会人们

对于数字化管理的需求"周晟等$)**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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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目标

FGH2;$数字测绘成果管理系统总体设计目

标是在FGH?I2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中"以工程测量

中的地形图为背景"以各种等级控制点为核心"利用

计算机技术#地理信息系统$?I2%技术#数据库技

术#图象处理技术#网络通讯以及多媒体技术"在测

绘行业日常业务的基础上"开发出适合实际需要的

数字化成果管理信息系统’具体设计目标如下&$"%
支持HXG的野外采集"同时支持多种数据格式的

导入导出’$)%提供操作简便的内业成图软件"支持

多种数据格式的导入导出’$!%支持对各种数据格式

的地形图数据的转换#纸质图纸扫描矢量化’$E%支

持灵活的多测区的管理"提供简便的图形接边操作’
$#%实现外业测量成果数据的管理’$+%实现测量工

程的管理"控制点的信息查询和图形的输出’$A%支

持权限的分配"提高数据的安全性’$J%在因特网上

或局域网实现成果库信息的发布’

)!设计原则

$"%先进性和开放性’系统设计采用成熟的先进

技术"网络满足多媒体通信要求"数据库及软件平台

支撑工具采用较好的主流产品’系统结构设计合理#
技术先进"采用当今流行的:(2$:&4560(25/<5/%和

Y(2$Y/%U=5(25/<5/%相结合的科学体系结构’支持

跨平台数据库系统的数据操作’
$)%升级和扩展性’系统采用了开放的系统结

构"支持一定时间内的结构性升级’并且在系统设计

过程中"充分考虑系统的扩展性"与其他办公系统进

行信息交换"具有良好的扩展能力’
$!%标准性’图式符号和编码符合国标和测绘行

业规范’
$E%可维护性’为了更好地发挥系统的运行效

率"系统具备良好的可维护性’
$#%可靠性’系统的网络配置和用户权限管理充

分考虑了数据的保密与安全"可对职能部门#业务部

门等多层管理体系进行不同权限的设置和管理’同
时系统采用备份机制"以便保证系统发生事故时能

及时恢复"保证数据安全’
$+%实用性’系统应用功能齐全#操作方便#显示

直观"便于灵活扩充"满足不同层次的管理需要’

$A%规则化’为了提高软件开发的效率#可维护

性"提高软件的质量"在软件开发的过程中按照命名

规范#注释规范#编程风格#错误处理以及软件模块

化规范进行软件代码编写’

!!测绘数据类型

测绘方面的数据分为测绘成果资料与测绘档案

)方面’如天文测量#大地测量#卫星大地测量#重力

测量的数据和图件#航空摄影底片与航天遥感测绘

数据#各种地图#工程测量数据和图件等这些统称为

测绘成果资料’而测绘档案则是指测绘部门在测绘

工作包括产品测绘#行政管理#科学研究#基本建设

等活动过程中形成的记录性文档’所以成果管理应

包括图形类$地形图#矢量图#栅格图#位图等%#表格

类$测量数据#各类报表等%#文档类$历史文件#成果

报告等%和其他电子文档数据等大量电子类资料’

E!系统模块结构设计

=’>!总体设计

图"!测绘成果管理系统总体结构

L4O’" :%&&5304<40>9/.D5U%/W%9=8/<5>46O.6SD.@@46O
@/%S8304%6D.6.O5D560=>=05D

将矢量图#位图#文档#表格等一切可电子化的

数据资料存储到数据库中"通过有序的分类"进行统

一资料管理’然后利用服务器层$包括站点服务器和

站点发布系统%响应客户请求"使用?I2平台软件调

用?I2功能"并负责系统的业务逻辑处理’最后发布

到网上就可实现用户对资料的检索与共享$图"%’
=’?!系统功能设计

根据测绘行业管理的现状#系统设计目标"系统

所要具备的主要功能包括数据资料入库#数据资料

管理$录入#更新#修改#删除等可编辑功能%#数据检

索与查询#数据统计#数据浏览#打印输出$包括图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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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测绘成果管理系统功能结构

L4O’) L86304%69/.D5U%/W%9=8/<5>46O.6SD.@@46O@/%C
S8304%6D.6.O5D560=>=05D

类和文档类"#图)"’

#!系统数据库设计

与一般数据库管理只见数值和文字不同的是$
测绘成果管理数据库要求能看见图形的直观性’而
且由于数据类型的多样性和数据内容的庞大$采用

主流商用数据库F43/%=%902ZR25/<5/和FGH?I2
空间数据引擎应用模式来实现数据库的建设’

面对不同的用户或应用群体$必须对数据库中

的数据进行合理的组织和分类来满足各方面的需

求’一般来说$主要有空间数据%图形数据和属性数

据!大类’
@’>!空间数据库

空间数据主要包括矢量数据和栅格数据’矢量

数据是代表地图图形的各离散点平面坐标#9$’"的
有序集合’对于矢量数据的地图可以借助FGH?I2
空间数据引擎来实现地图上传至数据库’简单地说

就是把一张地图要素分解成空间数据表#点%线%区
等信息"%属性数据表#描述信息等"和空间索引表’
栅格数据结构实际上就是像元阵列$栅格中的每个

像元是栅格数据中最基本的信息存储单元$其坐标

位置可以用行号和列号确定’对于栅格数据将其数

据分解成多个数据表存储$用金字塔方式逐级增加

像元大小的方法建立空间索引’对于影像类栅格数

据可调用F2X影像库来实现影像的上传’
@’?!图形数据库

图形数据库包括如YFH%7H-?%KIL等格式类

的图片’对于这类数据的入库可通过把图片压缩成

二进制文件的方式存入数据库表单中$提取时再把

二进制文件解压缩成图片格式即可查看’
@’A!属性数据库

属性数据包括普通电子文档$如表格和文字类

信息’表格有可测区信息表%图幅信息表等$对于这

些简单的文字信息可直接建立相应表单$设计好相

关字段$方便检索查询即可’测区信息表记载的是有

关测区的信息$设计的字段可包括测区编号%施测单

位%测绘完成的时间%测图方式等’图幅信息表存放

的是关于各种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信息$其数据项

与测区信息表完全相同$甚至可以从测区信息表中

派生出来’文字类则可有成果报告%历史记录等’一
个类型对应一张表单’非图形数据可单独地存放在

关系数据库中$也可通过设计好的关键字或空间索

引表与空间数据库连接起来$实现图数互动#江春发

和廖宝勇$)**""’
@’=!元数据

地理空间数据的元数据是指用于描述地理信息

空间数据集的内容%质量%表示方式%空间参考%管理

方式以及数据集的其他特征$它是实现地理空间信

息共享的核心标准之一’
在资料数据库与 M5T服务器中直接建立元数

据库$可以用来辅助地理空间数据$有助于资料数据

库的维护与管理$提供通过网络对数据进行查询检

索的方法或途径$以及与数据交换和传输有关的辅

助信息$帮助用户了解数据$以便处理和转换接受的

外部数据’
@’@!安全管理

测绘成果是与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国家的对

外关系密切相关的基础性资料$是国家保密工作的

重要对象和内容之一’因此要通过访问控制%权限管

理%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措施来提高数据的安全性’
在这套系统里$我们把安全策略单独作为一层

结构$独立出整个业务逻辑层’用户通过I605/650
-[@&%/5/向安全层提出请求$在安全层里通过身份

验证和授权的资源访问控制做出判断后向业务逻辑

层再提出请求$业务层分析后将结果回复给安全层$
再由安全层回复给用户’这样的结构能极大地保证

M5T应用程序的安全性$并且减轻业务逻辑层的负

担$使服务器工作更有效率’

+!系统主要功能

本管理系统总体设计为!数据准备%文件%数据录

入%显示%查询%报表生成%输出%设置%帮助等部分’
#""数据准备’包括权限设置%控制点参数设

置%数据转换%数据导入’"权限设置!实现对用户权

限的管理$满足数据的保密性要求&#控制点参数设

置!主要用来设置控制点的表示方式等信息#默认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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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数据转换$实现数据从SUO向 FGH?I2%
FGH2;(系统数据格式的转换#%数据导入$完成

数据向系统显示区的导入#&地形图录入$地形图资

料的录入&并保存在地形图栏#’控制点录入$控制

点按种类’等级录入到控制点栏&并按种类’等级排

列#(电子资料录入$电子表格等电子文档的录入并

与对应资料挂接&保存在电子文档栏#)纸质扫描录

入$纸质文件扫描后按类别存放并与对应信息挂接&
保存在电子文档栏#*复测更新$对相应信息进行更

新&并将历史文档存档在历史库&可以实现新旧控制

点文件的对比显示’
()"文件’包括文件打开’关闭’保存’系统退出’
(!"显示’有放大’缩小’移动’还原’更新’复

位#控制台中有分级显示和选择显示’主要完成对保

存的图形数据的显示与操作(沿用FGH?I2平台模

式"’
(E"查询’包括属性查询和文件查询’具体有$

"区域查询$使用鼠标或者键盘设定一定区域&并查

找这个区域信息##拉框查询$使用鼠标设定一个矩

形区域&并查找这个区域信息#$自定义查询$使用

鼠标设定一个多边形区域&并查找这个区域信息#%
键盘查询$使用键盘设定一个区域&并查找这个区域

信息#&点半径查询$以一点为基准设定半径画圆&
查找圆内信息#’分等级查询$分为平面等级查询’
水准等级查询#(分类查询$按照纸质文件的类别进

行查询#)文件名查询$根据文件的名称进行查询’
(#"输出’主要包括!种报表$即控制测量成果

表’点之记和纸质扫描文档’将提供模板输出和自定

义输出’"控制测量成果表$有控制点成果表’水准

点成果表’?H2成果表’施测房屋高程成果表’断面

成果表(横’纵"’公路断面成果表’淹没界桩成果表’
永久界桩成果表##点之记$控制点点之记’?H2点

之记’水准点点之记’永久界桩点之记(封面’委托保

管书"#$纸质扫描文档$各种老的数据存档&并能够

输出打印’

A!结论

成果管理系统基于地理信息数据库把有关测绘

成果的各类信息都分类存储&可方便人们利用各种

检索方式&如图号’距离’坐标’范围’测量时间和人

员等信息进行查询’更新’修改和提取’加强了整个

数字测绘平台的实用性&使测绘领域的技术工作和

管理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

成本’地理信息产业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领

域&成果管理是测绘领域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

分’因此将其成果进行微机化管理在当今的信息时

代是必然趋势’通过建立成果数据库和共享数据库

能够促进测绘部门管理模式的变革&使得工作变得

更加快捷有效率&增强办事透明度&可产生明显的社

会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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