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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驱动的土地信息系统可复用构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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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对土地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特定项 目
,

因此
,

在土地管理领域 中可复用的构件非常僵乏
,

这对于

土地信息系统的发展十分不利
。

此外
,

对元数据的研究
,

主要集中于元数据的标准
、

元数据的表达形式
、

元数据的管

理和元数据的内容上
,

对元数据应用 于土地信息系统的开发研究则较少
。

本文将元数据技术引人构件的开发中
,

采

用元数据定义业务规则
,

通过元数据驱动构件的运行
。

在业务发生变化时
,

只需要改变业务规则在元数据库中的定

义就可 以使构件满足业务变化的需求
,

提高业务构件的可 复用性
,

扩展 了元数据的应用范围
,

为土地信息系统的快

速开发奠定 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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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地管理的业务是随行业各种 因素的变化而

不断变化的
,

因此
,

土地管理信息系统必须能够适

应这些变化
。

为了快速开发出适应业务需求的土地

信息系统
,

软件复用技术被采用
。

软件复用发生在

构造新的软件系统过程 中
,

是在新的系统开发 中充

分地利用 已有的开发成果
,

消除包括分析
、

设计
、

编

码
、

测试等在 内的许多重复劳动
,

从而提高软件开

发的效率 同时
,

通过复用高质量的已有开发成果
,

避免重新开发可能引人的错误
,

从而提高软件的质

量 , 。

目前对软件复用 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复用 已有

的软件构件
,

通过构件集成 装 快速开发出新

的系统
。

这些研究的确极大地促进 了软件系统的

开发
,

但是 当业务需要发生改变时
,

利用这些可复

用构件迅速构造的系统由于业务规则 固化在其中
,

很难适应需求的变化
。

而系统用户所关心的正是这

一点 如何在业务需求发生变化时可以使系统快速

反应
,

以适应业务的需求
。

有些研究称其为构件的

灵活性
,

本文认为这其实也是一种软件复用
。

与系

统开发阶段的软件复用不同
,

它是在系统运行中当

业务规则发生变化后
,

要求系统能够适应这些变化

并继续运转
。

土地管理的业务是不断变化的
,

因此

研究系统的灵活性就显得极其重要
。

本文将元数

据技术引人构件的设计开发 中
,

利用元数据驱动构

件的运行
,

对提高系统的灵活性进行 了有益 的探

索
。

系统图形构件设计

土地信息系统通常由三类构件组成 ①通用基

本构件
,

是特定 于计算机系统的构成成分
,

如基本

的数据结构
、

数据访问构件等
,

它们可 以存在 于各

种应用系统中 ②领域共性构件
,

是应用系统所属

领域的共性构成成分
,

它们存在于该领域的各个应

用系统中 ③应用专用构件
,

是每个应用系统的特

有构成成分
。

目前的软件复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前

两类
。

但是通过对现有系统分析发现
,

由于土地管

理领域的业务规则包含在后两类 中
,

因此
,

土地管

理领域共性构件和应用专有构件决定 了土地信息

系统的行为
。

所以
,

提高系统灵活性的关键就在于

如何使这两类构件适应业务需求的变化
。

对现有运行中的土地信息系统分析发现
,

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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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变化的主要是业务规则
,

如统计报表的输出内

容
、

活动拥有的权限
、

查阅的图形 内容等
。

在现有的

土地信息系统图形构件 称为传统的图形构件

中这些内容大多是在构件中预先定义好的
,

所 以在

系统运行过程中当需要改变 内容时必须重新修改

并编译构件
,

因此
,

后期运行中系统的更新几乎是

不可能的
。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构件包

含的业务规则从构件中分离 出来
,

如何控制构件根

据一定的信息找到要处理的数据 内容和数据处理

的规则
,

从而能够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

元数据提供了满足这些需求的答案
。

元数据帮助人们定位和理解数据
。

根据元数

据的这一特性
,

元数据驱动的土地信息系统可复用

构件的设计思想就是将业务办理 中的业务规则从

构件中剥离出来
,

利用元数据进行描述并在元数据

库中进行定义 构件运行时通过读取元数据库中定

义的相应内容来确定业务规则
,

根据这些信息来对

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
。

由于构件的业务规则是在元

数据库 中定义
,

而不是在编写构件时就 固定
,

所 以

在后期系统运行中
,

在业务发生变化时
,

只需要修

改元数据库中相应的元数据描述信息就可 以很容

易改变业务规则
,

从而提高构件的灵活性和可复用

性
。

元数据驱动的构件工作模型如图 中 所示
。

参数设计 构件是嵌人在系统中的
,

必须拥

有与外部进行交流的通道
,

因此我们需要清楚构件

必须从系统获得什么信息才能够正确运行
。

构件运

元元数据据
管管理工具具

约约束束束束束束束束束束束束 处处处处处一一一一
、、

几几几几几几几几

传统图形控件工作模式 元数据驱动图形工作模式

图 传统构件与元数据驱动构件工作模型对比

行中需要知道要处理的图形数据的位置
、

内容以及

如何处理
,

这些内容定义在元数据库中
。

在构件运

行时
,

首先应该将有关元数据库的信息传给构件

其次应该将要操作的数据 内容在元数据 中的定义

信息传给构件 再次
,

应该将对操作数据的操作权

限在元数据库 中的定义信息传给构件 此外
,

在业

务流程办理时
,

还应该将项 目信息传递给构件
。

有

了这四种基本的信息
,

构件就具备了正常运行的条

件
。

参数据见表
。

作过程 元数据驱动 的构件处理数据的

工作过程如图 所示
,

首先根据系统传递参数来读

取元数据库中定义的构件需要处理的数据
,

然后从

业务数据库中读取相应的数据 图形数据或业务办

理信息
,

并加载相应的图形功能模块
,

完成上述活

动后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在获得指令后执行指令

图形平移等不涉及改变输出
、

输人内容 或者先

读取元数据库中执行该指令相关的内容后再根据

元数据内容执行指令
,

最后将处理结果输出
。

表 图形构件主要参数功能

七 山 叮 州山” 砚

参数说明 功 能

元数据数据源 数

据库连接字符串

操作权限

项 目编号 流程性

业务中用到

项 目名称 流程性

业务中用到

项 目类型 流程性

业务中用到

指定元数据数据库所在的位置
、

数据库名称
、

用户名
、

密码等

根据操作权限显示不同的工具栏

组合和图形数据

指定当前办理的项 目编号
,

非业

务流程时可以为空

指定当前办理的项 目名称
,

非业

务流程时可以为空

指定项目类型
,

以利于后期查询

统计
,

非业务流程时可以为申

下面以土地管理信息系统 图形控件中建设用

地审批管理查询申请用地 占用土地利用现状 的情

况为例
,

进一步说明元数据驱动构件的工作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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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构件从它所在的土地管理系统中获得

处理数据的参数
,

确定元数据的位置
,

从元数据库

中获得待处理数据的信息
。

假设在网页中已经放置

名为 心 的图形控件
,

巧 加 获

得元数据库信息的代码如下

,
, , , ,

衍 行
”

,

元数据库连接字符串

巧 如
刀操作权限

硒 巧 周介

玛 刀项 目类型

巧 巧 二 ”

汗勺
,

刀项 目编号

两 巧 二 ” 二

巧
”

项 目名称

溯 巧

控件初始化

眺

形构件根据元数据库中对权限的定义加

载图形控件的菜单栏和图形 内容
,

最后根据参数中

项 目的信息突出显示项 目信息
。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
,

不同的 软件都有各 自不同的处理方式
。

查询申请用地 占用土地利用 的现状
,

并将

申请用地与土地利用现状地类图斑进行叠加分析
,

然后将其结果以报表形式显示
。

由于分析报表内容

随业务的发展会发生变化
,

因此在这里我们用元数

据来控制报表的内容
,

而不是在编写控件时将之固

定
。

假定地类图斑表 中有地类编号
、

地类名称
、

图

斑编号
、

平差 面积
、

权属单位
、

所在 图幅等 个字

段
,

而在分析报表 中只需要显示地类名称
、

图斑编

号
、

平差面积
、

权属单位等 个字段的信息
。

元数据

库中数据结构及数据定义如图
。

在 图形 控件输 出分析结果 时
,

从 表

中获得要输出的内容限制 务规则
,

然

后再根据分析情况从土地利用数据库 的地类图斑

表中读取信息输出给用户
。

猫’

占用现状
查询

只二卜

地类名称

图斑编号
平差面积

田
权属单位

所在图幅
地类编号

图 数据定义示意图

, , , 一

,

作用显示分析结果
‘ ,

全局变量
,

为元数据库中定义 的土地

利用现状数据库连接字符串
,

为地类图斑的表名 戈 为字段解释

表 为数据集表
‘

为数据集和字段解释对照表

为显示报表的控件

石
’

先将以前结果清空

,

根 据 元 数 据 字 段 解 释 表 的 内容
,

动 态 添 加
们。

匆 二 ”

加
”

, , 一

, ,

小 亿 〕 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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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刀

,

获取和给定多边形相交的地类图斑

呷 卜
,

‘

添加 占地信息的每一条记录
· · ·

, , ”

肠 生

, , , , ,

·

,

, ,

二

·

·

应变化
。

通过上面程序可以看到
,

在程序

中显示的数据内容完全由元数据来定义和控制的
,

如果后来要求在输出的内容
,

将
“

所在图幅
”

信息加

人表中
,

此时只需要在元数据表 一 中

将其定义进去即可 图 所示
,

而无须改变程序

代码
。

表格字段对照

们旧

朋
‘‘‘

图 改变字段定义示意图

应用实例

柳州市土地管理信息系统以地籍管理
、

建设用

地管理和土地监察业务为主体
。

该系统要求分层叠

加显示规划图形数据 如城市总体规划
、

分区规划
、

详细规划
、

专项规划
、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图
、

地价

分等定级 图
、

现状 图形数据 形 图
、

土地利用现

状
、

现状管网
、

规划审批与房地产登记及测量控制

点网等各种图形数据
,

并可以方便地控制图层是否

显示
。

该系统容纳了多种图形
,

承担了很多的业务
,

因此在系统运行中在需求发生变化时
,

该图形控件

都有需改变的可能
。

如果在控件开发中将业务规则

固化其中
,

那么它将无法适应新的需求
。

为了解决

此问题
,

该系统的图形构件采用了元数据驱动原理

设计
,

在构件式 软件 砚 基

础上进行二次开发
。

柳州市土地管理信息系统 图形构件需要完成

建设用地管理
、

地籍管理
、

土地现状和规划利用
,

其

功能强大
,

为 了更好对其进行控制
,

设计时将前文

构件参数的操作权限扩展为编辑权限 打印
、

编

辑
、

查询等 编辑类型 对哪些图层操作
。

在元数

据库中将图形控件各功能模块操作的内容进行定

义
,

在图形控件运行时动态从元数据库中读取操作

内容
。

从而达到在业务需求改变时
,

改变元数据库

相应操作的定义就能方便迅速地改变 图形构件的

功能
,

以适应业务需求
。

为方便元数据的采集和管理
,

在柳州市土地管

理信息系统的开发中编制了元数据管理工具
。

利用

该工具
,

用户可以非常容易管理元数据的内容
,

并

且在后期业务变化时
,

用户使用该工具能方便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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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进行修改
。

结语

土地信息系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

随着元数据技术

的发展和元数据在土地信息系统开发中应用 的深

人
,

元数据驱动的土地信息系统开发是一重要的技

术方法
。

本文通过分析土地信息系统 中业务构件 的工

作模式
,

将业务实现的规则从构件中提取出来
,

利

用元数据进行描述并存储在元数据库中
,

在构件运

行中动态地读取元数据来获得业务 的规则
,

从而使

构件可伴随业务的变化而变化
,

提高了业务构件的

灵活性
,

改善了业务构件的可复用性
,

为开发可复

用的土地信息系统业务构件提供了一个新 的途径
,

为建设基于构件 的土地信息系统和元数据驱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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