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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籍系瑰曲关键技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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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籍管理与数字地籍系统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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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地评估
、

统计等等
,

以及

数字城市的应用
。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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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2 地籍信息系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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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对象地籍模型研究

地籍管理不断发展
地籍信息不断发展

图 1 地籍管理发展阶段示意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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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的包括三个方面
: 面向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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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向业务过程程

面面 向 数 据据

面面向信息共享享

图 2 地籍信息系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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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2 地籍对象的概括和表达

地地籍资料分析析

地籍信息系统专业模型

地籍时空变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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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工作流模型

地籍对象关系分析黔黔黔黔
地籍对象内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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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面 向对象方法的地籍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过程

程序设 计 ( Ohj
e e t o r ie n te d p ro zra m m in g

,

o OP)
、

面 向对象分析 ( o bj e e t Or i e n te d A n al ys iS
,

OOA )

和 面 向 对 象设 计 ( Obj
e e t o r i e nte d D e s ig ni n g

,

O O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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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图 3 是面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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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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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是笔者利用面向对象方法设计 的

部分成果
。

其采用 OMG 的面向对象统一建模语言

(u n ifi e d M o d e lin g L a n孕 a g e 简称 U ML ) 来完成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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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¹ 拓扑关系 (To Po lo gy R el a -

tio n ship ) º 空 间关系 (sp a e ial R e la tio n ship ) » 常

规关系 ( G e n e r al R e la tio n ship )
。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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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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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

图 一 } 一
对象 对象间的对应关系 对象间的继承关系 对象间的组成关系

图 4 地籍间对象逻辑模型图

表 1 宗地和宗地之间的空间关 系

令令体接 (共界址点 ))) 玺

占占
Z1 和 2 2 是邻接关系

,

其中 J4 是两个宗地地

的的的的邻接点
,

也即两个宗地的公共界址点点

相相交 (共界址线 )))

凋:::
z1 和 2 2 是相交关系

,

其中界址 线 J3 J 444

是是是是公共界址线线

包包围围

茜茜
2 1 是岛宗

,

2 2 是含岛宗
。

2 2 包围 Z1
,

而而

2222222 1 则被 2 2 包围围

相相离离

唯唯
2 1 和 2 3 是相离的关系

。

凡是没有公共界界

址址址址点的宗地都是相离的关系系

( Bi rt h) 时 间 和 消 亡

(D e at h ) 时 间
,

实体在

现实世界 中存在 的时 间

称 为 有 效 时 间 (v ali d

Ti m e)
,

或者称为实体的

生命周期 (Life 一sp a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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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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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表达了宗地和宗地之间的空间关系
。

3 时空地籍模型研究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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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

就需要地籍信息系统要及时更新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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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2 时空地籍模型的主要原理

根据时间 G IS 的观点
,

每个实体都有其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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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结束事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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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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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工作流技术的办公自动化原理

更进行记录和回溯
:

(1) 地籍实体在生命周期 内的状态时间序列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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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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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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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工作流技术应用研究

4. 1 地籍登记业务主要特点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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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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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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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2 基于工作流技术的办公自动化原理

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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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质上办公自动化的主体
,

其和 G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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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3 工作流 系统软件结构原理

工 作流程 的管理与控制问题
,

采用工 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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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G IS 组件和工作流组件组成的地籍信息系统结构

(W o rk flo w ) 技术实现
。

按工作流的原理
,

将 日常

性工作划分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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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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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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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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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成功将时间 G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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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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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成功地将工作流思路结合到地籍信息系

统 中
,

解决了长期困绕土地信息系统建设的图文

一体化瓶颈问题
。

.

5 结论

笔者在杭州
、

柳州
、

宁波
、

唐山
、

珠海
、

台

州
、

丽水等地籍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
,

以上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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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成功地将 面向对象分析和设计方法 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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