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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现代 国土 资源信 息系统是一 个集工作流
、

OA和G IS 于一体的综合信息 系统
。

所选用的

软件除GI S平台外
,

还必 须 包含全组件式GIS 开发平 台和 Int em et G IS 开发平台
,

同时支

持大型空间数据库
。

本文 以 SuP er M即 GI S 为例
,

阐述 了组件式和Int em et GI S在 国土 资

源 信息 系统 中的 应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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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国上资源信息系统开发对地理信息

软件的主要需求

国土资源信息系统是一项 复杂 的综合计算机

应用系统
,

其开发和应用过程包含多项关键技术
。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技术之一
。

目前
,

新技术背景下的最主要 的需求是
:

1
.

以全组件式 GI S 作为开发平台

国土资源信息系统首先是一个一体化 的电子

政务系统
,

需要采用工作流技术
、

办公 自动化技

术 (O A ) 和地理信 息系统 (GI S) 技 术集 成起来

进行开发
。

要实现这种集成
,

组件式G ls 开发平 台

是最好 的选择
。

国土资源信息系统中对 G IS 功能要

求很 全面
,

例如数据转换功 能
、

空 间分 析功能
、

编辑功能
、

符号制作与表达功能 以及制 图排版输

出功能等
,

这些都是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各个业务

系统常用的功能
。

因此
,

作为能在 国土资源信息

系统中应用的组件式 G IS 必须是一个功能齐备的全

组件式GI S
。

同时考虑到一个国土资源局用户数量

比较多
,

全组件式 GI S的经济适用性也是一项重要

的指标
:

2
‘

有配套的 In te m e t GI S 开发平台

今天是一个互联 网的时代
,

任何 系统建设都

必须考虑在 In te m et /I n tr a n e t上的应用
。

当今
,

国土

资源信息系统都要考虑B / S结构的开发
。

因此
,

在

国土资源信息系统的建设中
,

还需要有和全组件

式 G ls 开发平台配套的Ini e m et G IS 开发平台
。

所谓

配套
,

就是指Ini em et G ls 开发平 台与组件式 Gls 开

发平台必须共享 同一类型的空 间数据源
、

地图资

源 (包括符号库
、

专题图配置等 )
。

3
.

支持大型空间数据库技术

大多数 国土 资源信息系统面临的都是 海量 空

间数据和非空间数据
,

同时对并发性
、

安全性等

具有较高的要求
。

采用 大型关系数据库
,

统一管

理空间数据和非空间数据
,

就成为现代 国土资源

信息系统必须采取的模式
。

相应地
,

作为国土资

源信息系统 的GI S平 台
,

必须要求能支持大型空间

数据库
。

从 目前应用主流来看
,

主要是对 o rac le
、

SQL Se rv er 等大型关系数据库能很好地支持
。

二
、

基于 SuP er Map GI S 的系统软件配置

图 1为基于Su pe
rM即 GI S的国土资源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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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SuPe rMaP GIS 软件配里方案

的软件配置方案
。

1
.

全组件式 GI S 软件一Su pe
rM叩 o bj ec ts

Su pe
rMaP o bj ec ts 是一个面 向二次开发 的开放

性组件式 G IS 基础平 台
,

由一 系列 的A cti ve X 组件

构成
,

包括核心组件
、

布局组件
、

三维组件
、

拓

扑组件
、

图例组件
、

数据表格组件
、

工作空 间管

理组件
、

加密锁信息组件
、

辅助组件等8个可分拆

的组件库
。

Su p e rMaP o bj
e e ts提供 了 1 1个A e tiv eX 控

件
、

1 2 0多个A v tiv e X 对象
,

2 l0() 多个属性
、

方法
、

事 件等 接 口
。

Su pe rM aP O bj ec ts 二 次开发 灵 活方

便
、

易于集 成
、

易于扩展
,

伸缩性强
,

可 以方便

地与办公 自动化
、

管理 信息系统 和其他 的专业软

件技术一体化集成
,

使GI S技术融人通用 的信息技

术 中
。

2
.

Inte m at GI S 开发平台一Su p e rM即 Is

通过该体系结构
,

S叩
e

rMap IS 可以实现 多服

务器群集
、

动态负载平衡
、

编译执行
、

直接 H T TP

响应
、

多级缓存
、

多地 图引擎支持
、

集 中化管理

等功 能
,

从而使用户快速 发布大数据 量
、

不 同来

源的地图数据成为可能
。

Su p e rM aP 15采用X M L技术
,

使 用了开放 式的

体 系结构
,

地图表现 能力丰富
,

易于开发
,

使用

简单
、

操作方便
。

Su Pe rMaP IS 不仅可 以快速建立

In te m et GI S网站
,

也 可 以用于建立功能丰富的基

于In tr a n e t的企业级 网络GI S应用
。

3
.

专业桌面 GI S 软件一SuP
e rMaP D es如ro

Su pe rM aP D es kpro 提供 的功 能包括
:
数 据转

换
、

数据管理与可视化
、

专题图制作
、

影像配准
、

影像压缩
、

数据裁减
、

交互式矢量化跟踪
、

地图

与属性数据编辑
、

智能捕捉与拓扑错误处理等功

能
,

提供三维建模与可视化
、

网络空间分析
、

叠

加空间分析
、

三维空间分析
、

地图排版与布局等

功能
。

4
.

专 业 数据 采 集 与测 绘 软 件一Su p erM aP

Surv
ey

Su p e rM即 Su rv e y是一套 以 G IS为 内核 的G IS前

端数据采集 系统
,

集 大 比例尺数 字化成 图技术
、

栅格 图像矢量化技术
、

G ls 技术为一体
,

使得大 比

例尺数字化成图系统摆脱 了传统的 CA D 软件 的束

缚
,

在数据的组织方式上同cI S一致
。

5. 空间数据库技术 一su Pe
rMaP S D刃SD X +

Su Pe
rMap 提供 了多种 空间数据库引 擎

,

支持

采用 o r a e le
,

SQL S erv e r ,

Syba s e
等 国际上流行

的数据库平台和 DM 国产数据库软件平 台存储和管

理空 间数据
,

主要 Su per Map 的空间数据库 引擎包

括
: SD X fo r o rac le

、

S D X fo r o ra c le SPa tial
、

SD X + fo r o rac le
、

SD X fo r SQL Se rv e r 、

SD X fo r

Syb a s e ,

SD X fo r D M 3等
。

三
、

基于 Su p e rM a p G IS 在国土资源信

息系统的应用

L Su p e

rM aP U S 及其应用实例

Su pe
rMap U S (超 图数 字 土 地 管 理 信息 系

统 )
,

是基于采用上述配置方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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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由窗 口业务系统
、

办公 自动化系统
、

G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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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在柳州
、

吉林
、

唐山和东莞

等国土资源信息系统中得到成功的应用
,

以 下 以

吉林地籍信息 系统简要说明其应用
。

根据吉林市地籍信息系统 的建设 目标
,

吉林

市地籍信息系统总体结构如图2所示
。

系统可以分

为 C lie n t/ Serv e r (客 户 / 服 务 器 ) 以 及 B r o w se r /

S erv e r (浏览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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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应用

服务器 和 C/ S结 构连接
,

通 过 In te rn e t Info rm at io n

S erv e r
与W

e b GI S Se rv e r和B / S结构连接
。

Cl ie ni / se rv er 结构主要是市局 内部 以及各个事

业单位内部采用 的模式
,

是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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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 吉林市地籍信息 系统总体结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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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采用包括组件式G IS 平台Su p e rM a p o bj
e e ts和工

作 流 组 件 在 内 的 各 种 组 件 集 成 开 发 的 系 统
。

Bro w se r/ se rv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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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部分采用W eb G IS 平台

Su p e rM叩 15和其他In tem e t工具一起开发
。

如图 3所示是系统功能模块结构示意图
,

吉林

市地籍信息系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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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五个子系统
。

也也也籍测测测 土地登记记记 窗口办文文文 土地统计计计 系统管理理

会会会调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设设定登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流流数数 元元备备变变更登记记记
.

优特特特 户户程程据据数数份份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管管字字 据据恢恢

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 复复

他他项权利利利利利利利利
登登记记记记记记记记

他他项权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登登记记记 日日 二厄犯犯犯犯犯

圈 3 吉林市地籍信 息系统功能模块结构

2
.

主要技术特点

(l) 业务和技术一体化

¹ 全面采用组件式G ls 技术和大型空间数据库

引擎
,

实现GI S与OA 的一体化无缝集成 ;

º 所有业务采用类似 的操作界面
,

系统 自动

识别不同的业务类型并调用相应的模块进行处理
,

操作习惯完全一致
,

实现业务办理方式的一体化 ;

» 通过元数据服务建立空间数据 与属性一体

化存储与管理 的虚拟空间数据库
,

实现数据生产
、

管理
、

更新
、

应用的一体化 ;

¼内外 网信息同步联动
,

实现一体化 的对外

服务
。

( 2 ) 丰富实用的系统功能

¹ 利用 Su p er Map G IS 的图形编辑功能
,

可 以

实现
:
编辑 中智能捕捉

、

界址精确编辑
、

属性 同

步编辑
、

岛宗 图形 的生成
、

数据对 照人库工具
、

生成界址线
、

宗地合并
、

宗地分割
、

宗地混合分

并
、

宗地公共界线调整
、

宗地单独界线调整
、

红

线标注等等 ;

º 利用Su pe rM即 G IS 制 图功能
,

实现宗地图
、

地籍图
、

地形图
、

任意 区域 图形 的打印
,

地 图整

饰
、

自动注记
、

证书套打等等 ;

» 查询统计 : 多种多样的双向查询
、

各种统

计分析
、

报表输出等 ;

¼系统管理 :
具有完善的系统管理功能

,

如

人员权限管理
、

元数据管理
、

系统 日志管理等等
。

( 3) 空间数据库技术与海量数据支持

¹ 通 过 采用 高效
、

全 面
、

成熟 的 Su哪rMap

SD X空 间数据库引擎技术
,

实现将空间数据 与属

性的一体化存储于Orac le
、

SQL Se rve
r
等大型数据

库系统 中
,

由此充分发挥大型数据库系统在并发

性
、

安全性
、

大数据量管理方面的优势 ;

º 利用 Su pe rMaP G IS 支持Mrs ID 和E cw 两种基

于小波变换的海量影像压缩格式
,

可以将数十G B

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压缩到 1/ 30 ~1 /l oo
,

实现影

像与矢量准确叠加并进行快速还原显示
。

(4 ) 多源空间数据无缝集成

集成 Su pe rMap GI S强大 的多源空间数据无缝

集成技术
,

可 以直接访问多种当前流行格式数据
,

实现格式无关数据集成
,

从而能够充分利用已有

数据资源
,

节约用户的投资
。

(5) 工作流技术成功应用

利用组件式GI S集成工作流技术
,

用户可以通

过可视化界面定义
,

对信息系统 中的人员
、

机构
、

权限等进行设置
,

使系统对需求的变化具有较强

的适应性
,

从而使系统应用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和

高度的伸缩性
。

(6) 历史地籍信息管理

利用面向对象的设计和编程方式
,

实现历史数

据的管理与应用
,

很好地解决了地籍信息的历史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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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问题
。

系统具有单宗地的历史回溯
、

单证书的回

溯
、

某一历史时刻的全要素 回溯等功能
,

能够从多

方面反映土地的产权
、

产籍的变化情况
〕

.

参考文献

王 尔琪
,

钟 耳顺等一 体化 国 土信 息 系统 理论与 实践
,

《地理信 息世界分
,

20 03 (6)
.

刘 利
,

王 康 弘
.

面 向对 象方 法在 地籍 信 息 系统 中的 应

用
,

《国 土 资源 信息化》
,

2 00 2 (4)
, v

10
,

p2 9一 33
.

王 康弘
,

钟耳顺
.

数 字地籍关键技术研 究
,

《国 土 资源

信息化》
,

20() 2 (2 )
,

V S
,

p2 4一27
.

王康 弘
,

钟 耳顺
.

地籍 实体 的 时 间序 列分析
.

《地理研

究》
,

20() l (3 )
,

V 2 0
,

p 37 2一3 7 9
·

王 康 弘
,

钟耳 顺
.

空间 实体的拓 扑 关 系和 变更 类型 分

析
,

《国 土 资源 信息化》
,

2 00 2 (6)
,

V 12
,

p 24一 2 9.

钟耳顺
.

土 地信 息建设的 若 干 问题分析
,

《国 土 资源 信

息化》
,

20 02 (1 )
.

网 格 计 算

以 E 一m a il 为主要应 用 的第 一代 In te rn e t 把

遍布于世界各地 的计算机用 T CP/I P 协议连接在

一起 ; 第二代 In te m et 则通过 W eh 信息浏览及 电

子商务应用等信息 服务
,

实现了全球 网页 的连

通 ; 第三代 In te m et 将
“

试 图实现互联 网上 所有

资 源的全面连通
,

包 括计 算资 源
、

存储 资源
、

通 信资 源
、

软 件 资源
、

信息 资 源
、

知 识 资源

等
” ,

这就是网格计算 (G ird Co m p u tin g )
。

网格计算是构筑在 Int er ne t 上 的 一组新 兴技

术
,

其基础设施是基于 IP 协议 的宽带数字通信

网络
,

它将 改变传 统 的 Clie n t/ Serv e r 和 Clie n t/

Clu s te r 结 构
,

形 成 新 的 Perv a siv e / G ri d 体系结

构
,

这种体 系结 构将使得用户把整个 网络视 为

一个 巨大 的计 算机
,

并从 中享受一体化 的
、

动

态变化 的
、

可 灵活控制 的
、

智能 的
、

协作 式信

息服务
。

目前
,

网格计算不仅在学术界
、

研究

领域进行着深 人的研究与实验
,

同时也得 到了

来 自产 业 界 诸 如 IB M
、

H P
、

M ie r〔, s o ft
、

N竹
、

In tel
、

SGI 和 Su n
等各大公 司的巨 资支持与商业

应用开发
。

网格计算 系统一般 由网格 硬件
、

网格操 作

系统
、

网格界面
、

网格应用 4 层基本结构构成
,

其最 突出的特点是资源共享
、

协 同工作和开放

性标准
。

也正 因为如此
,

网格计 算 目前研究发

展的主要障碍便是标准协议 的建立 和体系结构

的确定
。

网格计算 是一种解 决方案
。

它有 助于直辖

市 分散 的虚拟机构之 内或机构 之间的资源共享

和解决 问题
,

提供计算机
、

数 据
、

软件
、

存储

器和其 它资 源的直接 存取
。

至 于谁可 以 共享
,

共 享什么 内容和在什 么条件下允 许共享
,

则要

制 定严 格和明确 的规则
。

也 就是说
,

网格可 以

使 一 个 机构有效地利用 现有的计算资源
,

无论

这些资源是集 中的还是 分布的
,

或是两者相结

合的
。

网格 计算虽然 致力 于高速互联 网
、

高性 能

计算机
、

大型数据库
、

远程设备等连通 和
“

一

体化
” ,

但 网格计算 的根 本特 征应该 是资源共

享而不是规模 巨大
,

完 全可 以根据需要建造 企

业 内部 网格
、

局域 网网格
、

家庭 网格 和个人 网

格
,

因此 网格计算 的应 用将非常广泛
:
卫 星图

像 的快速分析
、

先进 芯片的设计
、

生物信 息科

学研 究
、

超 级 视频 会 议
、

制 造 业 的设 计 与 生

产
、

电子商 务
、

数 字 图书 馆及 一 般 的商 务 应

用
。

此外
,

开发 新的应用
、

集成现有应 用
、

消

除信息及 资源孤 岛也将 成为 网格计算责无 旁贷

的任务
。

网格 的应 用领域主要 有五个方 面
:

分布式

超级计算
、

分布式仪器 系统
、

数据密集型计算
、

远程沉浸和信息集成
。

. (小 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