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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地籍管理是城市国土资源局对城镇土地权属和用途

等进行综合管理的政务活动!是国土资源管理的基础业务" 城

镇地籍信息系统是国土资源信息系统的重要基础子系统!随着

国土资源信息化和电子政务工程的推进!围绕城镇地籍信息系

统的关键技术研究也在不断发展"

% 城镇地籍管理与数字地籍系统

%$% 地籍管理正向数字地籍发展

传统的说法都认为地籍可以分为税收地籍#产权地籍和多

用途地籍三种基本类型!这三种基本类型实际上代表了地籍管

理发展的三个阶段! 同时也代表了地籍管理用途的发展过程"

税收地籍是国家建立的为课税服务的登记簿册"为维护土地产

权主利益!鼓励土地交易!防止土地投机和保护土地交易买卖

双方的利益!国家专门建立了土地产权登记的簿册!这实质上

就是产权地籍"多用途地籍是在产权地籍基础上叠加其他地上

物或者地下物以及土地相关的信息!从而满足土地管理乃至其

他社会服务需要!其充分发挥了地籍基础信息作用"

笔者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土地信息技术的应用与

普及!需要明确提出数字地籍的概念"数字地籍是指地籍测量#

管理#应用全过程的数字化"数字地籍是地籍管理的一种形式!

也是地籍管理的重要阶段"数字地籍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传统

地籍的应用范畴!可以与其他系统集成!并满足如规划#地籍评

估#统计等等!以及数字城市的应用"

图 % 是地籍管理发展阶段示意图" 地籍管理的发展过程!

既是一个地籍信息不断丰富的过程!同时也是地籍服务用户群

不断扩大的过程!更是地籍管理手段不断信息化的过程"

图 % 地籍管理发展阶段示意图

%$! 城镇地籍信息系统需要技术的创新

传统的地籍信息系统由于受技术和时代的局限性!往往是

以地籍制图为目的!或者是为了单纯以数据管理为目标!个别

系统也考虑为地籍登记发证等专门提供部分功能模块"总之传

统的地籍信息系统没有将地籍信息系统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来考虑" 作为数字地籍与之相应的应该是现代地籍信息系统"

其需要面向整个业务过程!面向整个地籍管理!面向实现地籍

信息共享"

城镇地籍信息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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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镇地籍信息系统是国土资源管理电子政务系统的重要基础子系统$ 城镇地籍信息系统的主要关键技术包括

几个方面%!%&以面向对象分析技术为基础"实现对城镇地籍信息系统对象模型的分析和建立’(!&以工作流技术和组件

式 ’() 技术为基础"实现地籍业务审批办公系统与地籍图文信息管理的一体化’)*&以时空动态数据库技术为基础"实现

城镇地籍信息系统中的历史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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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现代地籍信息系统需要创新

! 关键技术一!面向对象技术的应用

!$% 面向对象技术与地籍信息系统建设

面向对象说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看法!它是把客观世界从

概念上看成是一个由相互配合而协作的对象所组成的系统%由

于它比较自然地模拟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是对真实世

界的抽象思维方式!因而逐渐成为软件工程中系统分析和设计

方法" 面向对象技术包括三个方面&面向对象程序设计#,-./01
,23/41/5 627829::348!,,6$’面 向 对 象 分 析 (,-./01 ,23/41/5
;49<=>3>!,,;$和 面 向 对 象 设 计 (,-./01 ,23/41/5 ?/>384348!
,,?$%

近年来!已经有关于将面向对象方法应用到地理信息系统

中!建立完整的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分析’设计和实现的过程的

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讨%

图 * 基于面向对象方法的地籍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过程

如图 * 是面向对象技术在地籍信息系统建设中应用的几

个过程&
第一步是进行地籍信息内涵分析! 分析的数据来源主要

是地籍管理业务中所涉及的各种地籍资料(包括地籍图’薄’
册等$%

第二步是进行地籍对象的抽象概括以及地籍对象间关系

的分析!将地籍信息抽象和概括为各种对象!确定各个对象的

属性和方法)分析各个对象间的关系!在对象关系分析过程中

调整对象的抽象概括方式%在这一步同时还需要根据专业应用

情况!进行专业模型分析%
第三步在建立好的地籍逻辑模型基础上!具体设计实现系

统的接口!建立地籍物理模型%

!$! 地籍对象的概括和表达

利用面向对象分析方法!对地籍管理的业务对象进行抽象

和概括!这是建立地籍对象模型的重要基础% 图 ) 是笔者利用

面向对象方法设计的部分成果% 其采用 ,@A 的面向对象统一

建模语言(B43C3/5 @75/<<348 D948E98/!简称 B@D$来完成%

图 ) 地籍间对象逻辑模型图

!$* 地籍对象关系的分析

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对象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

类 F%G&!拓 扑 关 系 (H7I7<78= J/<91374>K3I$)"空 间 关 系 (LI9139<
J/<91374>K3I$)#常规关系(A/4/29< J/<91374>K3I$% 图 ) 中所列

的主要地籍对象可以分为两组关系&
第一组&宗地’界址点和界址线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拓扑关

系和空间关系)
第二组&宗地’权利人和土地证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常规

关系%
表 % 表达了宗地和宗地之间的空间关系%

表 % 宗地和宗地之间的空间关系

* 关键技术二!时空动态技术的应用

*$% 地籍信息的动态变化特征

地籍管理的核心是土地的产权关系管理% 由于土地产权可

以转让!土地利用方式也可以发生变化!因此地籍信息是一个

不断动态变更的过程 F%M%这就需要地籍信息系统及时更新信息!
以保持地籍信息的现势性!同时将已经发生变更的信息作为历

史信息保存F*M%

*$! 时空地籍模型的主要原理

根据时间 ANL 的观点!每个实体都有其诞生(O321K$时间和

消亡(?/91K$时间!实体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时间称为有 效 时

间(P9<35 H3:/$!或者称为实体的生命周期 Q!M(D3C/R>I94$% 和普

通实体一样!地籍实体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地籍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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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生命周期是指地籍实体从产生到消亡的有效时间!要进行

地籍实体变更过程的分析"首先要对地籍实体的生命周期有一

个准确的分析和定义"也就是要对地籍实体的诞生和消亡有一

个准确的定义!
一个实体在其生命周期里可能有外部事件引起实体的属

性发生改变!在时间轴上"事件对应一个时刻点"状态是两个事

件发生之间的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内实体属性保持相对

的稳定性! 一个实体的生命周期可以是由若干个状态构成! 每

一个状态也有其自己的生命周期"其开始时间就是前一事件发

生的时刻点"其结束时间就是后一事件发生的时刻点!
通过下列两种方式可以对地籍信息的状态变更进行记录

和回溯#
$%%地籍实体在生命周期内的状态时间序列&
’!%新老地籍实体之间的继生关系!
对于一个实体灭亡之前的变更都形成其新的状态"其所有

状态构成一个时间序列"采用状态时间序列进行记录&对于实

体灭亡产生新的实体" 需要记录新老实体之间的历史继承关

系! 这样"能够按照如下方式进行历史回溯或者查询#
’%%按照地籍实体进行的动态回溯! 单宗地的历史继生关

系回溯"以及查询其在指定历史时刻的共用分摊情况&单证书

的历史回溯"查询土地产权的历史转让和继承路线&
’!%按照地理单元进行的历史切片恢复"即历史时期指定

区域的宗地分布状况恢复"包括查询当时各宗地共用分摊情况!

’ 关键技术三!工作流技术的应用

’$% 城镇地籍登记业务主要特点

’%%流程性

窗口制的业务具有很强的流程性! 例如土地登记一般由受

理(地籍调查(初审(审核(审批(注册登记(发证等过程构成的"
每一个过程都对应着明确的部门"并且有相对明确的工作任务

和处理方式)信息系统在管理这些流程时可以采用特定方式实

现工作任务的自动分配和流转*
’!%协同性

每一项业务的办理一般需要两个甚至更多的部门参与办

理" 每一个部门在办理时都需要利用前面部门办理的信息"有

时还需要利用查询等方式参考其他项目的信息*这些都要求信

息系统能方便协同办公*
’(%部门职能和人员的变动性

由于机构改革或者业务调整的需要"部门的职能往往会发

生变动"有时业务流程也会调整* 而部门人员的变动则是经常

需要的* 这要求信息系统必须提供灵活的+可以定制的方式来

实现办公自动化!

’$! 基于工作流技术的地籍办公自动化原理

如图 # 所示"工作流系统包括流程定义(流程流转以及流

程监督几部分! 流程定义是由系统管理员使用的"用于流程规

则的定义和修改&流程流转实质上是办公自动化的主体"其和

)*+ 等业务系统完全结合在一起"由普通工作人员使用&流 程

监督由专门督办部门使用"可以实现流程的监控!
工作流程的管理与控制问题"采用工作流’,-./01-2%技术

实现! 按工作流的原理"将日常性工作划分为流程(子流程(活

动!流程对应于具体的审批业务"如变更土地登记(建设用地审

批! 而子流程对应审批业务涉及的部门’科室%! 活动对应于具

体的工作人员所需完成的工作! 在具体业务办理过程中"各部

门工作人员按照一定的规则和顺序完成各自的办理或审批任

务"这些具体审批业务构成了一个个活动"这些相关活动的集

合构成一个流程! 下一活动的执行"由上一个活动的完成状态

决定"这一完成状态决定了下一流程输出条件"输出条件决定

了下一步工作由哪一个活动完成!活动在执行过程中调用预先

定义好的各子系统的模块’办公自动化模块和 )*+ 模块%来完

成活动的任务!窗口办文由流程定义(流程相关数据定义(流程

控制和流程监控等模块构成!

图 # 工作流技术在地籍信息系统中的应用

在地籍办公过程中" 需要大量城市地理空间图形数据"包

括地籍图和宗地图等!这些地理空间数据通过空间数据库技术

和其他业务及工作流数据一起保存在关系数据库中!这些图形

数据的实现和处理需要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如图 3
所示" 采用组件技术将工作流组件和 )*+ 组件进行集成开发"
从而实现将 )*+ 与工作流一体化无缝集成在城镇地籍办公自

动化系统中!

图 3 )*+ 组件和工作流组件组成的地籍信息系统结构

# 城镇地籍信息系统应用实例

+456.785 9*+’超图数字土地管理信息系统%"基于 +456.!
785 )*+ 开发的集空间数据库管理(地籍管理(土地利用规划(
建设用地管理(土地市场管理(土地监察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

大型专业化空间信息系统! +456.785 9*+ 由窗口业务系统(办

公自动化系统()*+ 应用系统(信息发布系统(工作流管理系统

等主要部分组成"可以实现土地管理过程中业务处理和内部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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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 页"

!! 的 % 工序#两位的如 !%"%" 为零件 !%" 的 %" 工序$

’ 结论

通过以上例子# 用 ()*) 混合策略 !" 次仿真得到的最优

值为 &+"#而 () 为 &&,#*) 为 &+&$ 因此可以得出用该文研究

的遗传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相结合的混合遗传算法#在优化机

制%结构和行为上#均结合了 () 和 *) 的特点#使两种算法的

搜索能力得到相互补充#弥补了各自的弱点#是一种优化能力%

效率和可靠性较高的优化方法#对于解决多工件%多工序%多设

备混流加工的最短工艺路径问题#尤其是分布式车间模式的最

优路径问题#以及工件不同交货期等多约束的作业计划排序问

题#是目前各类算法中最好的一种排序算法#经实践验证#该算

法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典型性和适用性$
!收稿日期&!""#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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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完全计算机化#满足土地管理的业务需要#符合土地管理

科学化的要求$该系统已经在我国多个城市的国土资源信息系

统中得到成功的应用#以下以某市地籍信息系统简要说明其应用$

#$% 某市地籍信息系统总体结构

根据某市地籍信息系统的建设目标# 其总体结构可以如

图 , 所 示$ 系 统 可 以 分 为 T<>3/0 U *34834!客 户 U 服 务 器 "以 及

V4.N634 U *34834!浏览器 U 服务器"两个结构$ 系统所有的数据都

集中存放在大型关系数据库中# 系统通过应用服务器和 T U *
结构连接#通过 F/034/30 F/?.4M10>./ *34834 与 53Q (F* *34834 和

V U * 结构连接$

图 , 某市城镇地籍信息系统总体结构示意图

T<>3/0 U *34834 结构主要是市局内部以及各个事业单位内部

采用的模式#其是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实现土地登记%查询统

计%显示制图以及地籍数据更新等相关功能$ 一般土地局的普

通经办人员使用的系统都采用这种模式$该部分的客户端一般

是采用包括组 件 式 (F* 平 台 *BO34-1O RQW3@06 和 工 作 流 组 件

在内的各种组件集成开发的系统$ V4.N634 U *34834 结构是系统

只需要查询等浏览功能的用户使用的系统结构$该部分是采用

F/034/30 (F* 平台 *BO34-1O F* 和其他 F/034/30 工具一起开发$

#$! 某市城镇地籍信息系统功能模块结构

如图 I 所示是某市城镇地籍信息系统功能模块结构示意

图#其从逻辑上可以分为地籍测绘调查子系统%土地登记子系

统%窗口办文子系统%土地统计子系统和系统管理子系统等五

个子系统$

S 结论

笔者在一些城镇地籍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使该文所分析

的关键技术得到了成功的应用和检验$在以下技术方面有创新

和突破&
!%"成功地将面向对象分析和设计方法应用到地籍信息系

统的分析和设计中#改变了传统地籍信息系统建设以结构化分

析为主的分析方法#并提供了一套地籍信息系统物理设计模型$
!!"成功将时空动态数据库技术应用于地籍信息系统中的

变更问题#深刻地分析了基于对象的时间 (F* 基本原理#并详

细分析了地籍空间对象的变更类型和变更过程#确定了地籍对

象变更过程中的亲缘继承关系#总结了地籍对象生命周期内的

状态变化规律和特点#丰富了地籍信息系统的理论$
!+"成功地将工作流思路结合到地籍信息系统中#解决了

长期困扰土地信息系统建设的图文一体化瓶颈问题$
致谢&北京超图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土软件事业部的

姚敏博士等技术人员在一些城镇地籍信息系统开发中做出了

大量工作#为该文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实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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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某市城镇地籍信息系统功能模块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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