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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信息系统建设中
的若干问题(二 )

钟耳顺

(中国科学院地理 信息产业发展 中心
、

北京超图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4
、

历史宗地管理问题

历史宗地的处理
,

包括记录
、

分割
、

更

新
、

回溯以及共用宗和混合宗的管理是地籍

信息系统的技术难题
,

这也属于时空数据库

的范畴
,

许多学者对这一 问题进行了研究
,

提出了各种方案
,

我们在实际系统的开发过

程 中
,

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案
。

理论上
,

宗地是一个有生命的空 间实

体
,

宗地图形 的创建到图形的变更
,

构成 了

宗地的生命周期
。

宗地图的变更
,

意味着父

宗地的消亡
,

子宗地的产生
,

父
、

子宗地分别

放在历史和现状宗地数据库 中
,

父
、

子宗地

关系是多对多关系
,

通过历史与现状宗地的

关系表记录父
、

子宗地的关系和变更时间
,

由此可以回溯宗地的历史变化过程和任一

时间段宗地历史情况
。

我们在杭州市土地信息系统中
,

利用上

述原理实现了宗地的历史回溯
,

较好地解决

了历史宗地管理问题
。

图 4 反映了宗地的变

化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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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 1 一8 5 一 5 变 更后

产生
,

宗地 4 一 13 一1 -

85 由宗地 4 一 13 一 1一

85 一2 和宗地 4 一 13 一

l一 8 5一4 合并而成
,

宗

地 4 一 13 一l 一8 5 一0 分

害」出宗 地 4 一13 一1 一

85 一 1 和宗地 4 一 13 一

l一 8 5 一2
。

5
、

工作流问题

一 个 完 整 的 土

地信息 系统 无 疑包

括 了办公 自动化 系

统
,

这样才能真正满

足土 地管 理 的业 务

需要
。

然而土地管理

业务比较复杂
,

而且 图 5

并不是非常规范
,

各个单位有所不同
,

甚至

随着负责人 的变化
,

业务流程也会局部改

变
,

按照传统的办公 自动化软件设计
,

不能

很好地满足业务系统运行的要求
。

为了适应办公业务流程在系统运行过

程 中的调整
,

增加系统的灵活性
,

我们经过

几年的工作认识到有必要采用工作流管理

软件
,

适应系统运行过程中对工作流的管理

和调整的需求
。

北京超图地理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近期开发了基于关系数据库的工作流

管理软件 SuP er W o rk no w
,

为土地信息系统

建设又提供了一个基础性软件
,

它可以与全

组件式软件 Su Pe
rMap 2 00() 集成

,

实现办公

自动化系统与 GI S 的一体化
。

Su p e r W o r kfl o w 软件遵从 国际工作流

管理联盟 (W ork fl o w M a n a g e m e n t Co a litio n )

的工作流管理标准
,

基于 COM 和 SQL 的标

准开发
,

按三层模型设计
,

提供开发组件

(C OM / D COM )
,

可 以方便地将工作流管理

系统集成 于应 用 系 统中
,

开 发 出基 于

Clie n t/ Serv e r
或 In te rn e t/ In tra n e t 应用

。

Su p e r W o r kn o w 由工作流定义程序
、

工

Su pe
r
W or kll ow 总体结构示恿图

作流控制与监控组件
、

动态表单设计器与动

态表单调用组件构成 (图 5 )
,

工作流定义和

实例数据与工作流相关数据 (信息系统数

据 )统一存放在关系数据库中
,

一体化管理
。

目前
,

我们在多个土地信息系统的开发

实践 中
,

均采用 了工作流的方式
,

大大提高

了系统应用的灵活性
,

进而也提高了系统开

发的效率
。

如杭州市土地信息系统就是采用

这一模式
,

办公 自动化系统已经投人使用
,

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

土地信息系统建设的技术问题
,

还涉及

到多个方面
,

如土地利用信息系统中的点

状
、

面状要素
、

坡度扣除与计算
,

编码技术的

一致性与元数据管理
,

数据更新
,

土地信息

系统与其他系统的集成等等
,

仍需要深人探

讨
,

随着技术的发展
,

如无线通信
、

G PS 应

用
、

掌上机的应用
,

会对土地信息系统开发

与应用产生影响
,

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
。

6
、

集中与分布问题

数据的集 中与分布问题在土地信息系

统建设过程中争论较多
。

特别是在用户数量

较 多
、

用户需求层次复杂的情况下
,

分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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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矛盾显得更加突出
。

我们认为
,

处理

集中与分布问题要考虑 以下原则
:

(l) 数据安全原 则

这是需要首先考虑的原则
。

土地信息系

统的许多信息具有法律意义
,

如果被非法篡

改
,

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

还有一部分信

息本身具有保密性
,

未授权用户不能访问
。

此外
,

无论国内外
,

数据都是一笔宝贵的财

富
,

需要防止非法盗用
。

数据分布的方式必

须有利于数据的安全控制
,

从这个角度来

讲
,

数据应尽可能集中管理
,

建议采用前 面

提到的三层系统结构
,

把数据库置于有利于

安全保障的第三层服务器上
。

(2) 网络性能原则

如果仅仅考虑安全因素
,

数据过于集

中
,

无疑将导致网络流量大幅度增加
。

特别

是在 网络速度较慢 时
,

要适 当考虑数据分

布
。

如异地办公低速网络情况下
,

适当在每

个工作地点存放部分基础数据和本部门业

务数据
。

同时要考虑计算的分布性
,

某些计

算和处理可以交服务端处理
,

把结果集返回

到客户端
,

以减少 网络流量
,

从而提高系统

整体性能
。

(3 )业务方便原则

数据的集中与分布还要考虑业务开展

的方便程度
。

尽管业务流程可以适 当调整
,

本文后面部分将述及这一问题
,

但是在调整

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难以协调的困难
。

这时候

可以适 当调整数据分布的情况
,

以有利于业

务开展
。

比如在低速 网络情况下
,

可以把部

门业务数据存放在本地
,

在非工作时间进行

批量数据更新
。

在系统设计和建设时要根据具体情况
,

结合系统发展考虑
,

协调处理 以上三者的平

衡关系
,

合理调整数据集中与分布的关系
。

三
、

土地信息系统与机构设置问题

目前
,

各应用单位在系统建设的时候
,

对于系统的设计和技术问题非常重视
,

但是

普遍存在一个问题
,

对于系统 的运行
、

管理

重视不够
,

往往由于一些管理方面的问题使

系统不能发挥其作用
。

可以说
,

一个成功的

土地信息系统是管理和技术的有机结合
,

也

需要进行
“

无缝集成
” 。

土地信息系统的建设
、

运行与管理涉及

到一些政策 问题
,

如 系统的维持经费
、

土地

业务 的规范化
、

机构设置
、

系统与外部 的关

系等等
,

都 是建设系统需要予以 高度重视

的
。

另一方面
,

土地信息系统放在什么管理

部门最为合适
,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

美

国多名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

根据我国的国

情
,

我们认为
,

目前大多数土地管理部 门的

机构设置
,

不能很好地建设和发挥信息技术

的作用
,

应该进行必要的调整
。

实 何 士地瞥理局 摸才

( 档 案 资料管理系统 土地信息系统 灌式一)

(职能科室 ) 管理运作系统 土地信息系统 (模式二)

(侧绘队 ) 数据采集系统 灌式三)

图 6 信息系统与土地管理机构职能结构的三种不 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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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数土地管理局与信息 系统相

关的职能可以分为三种大的类型
,

即数据采

集系统 (如测绘所
、

队)
,

管理运作系统 (各个

处室或者科室 ) 和资料管理 系统 (如档案

馆 )
。

而信息系统的建设所处的机构也有三

种模式
,

如图 6 所示
,

分别放在测绘队
、

地籍

处 (科 )或者档案馆 (室 )
。

可以说
,

这三种模

式从机构设置和管理上均不利于信息系统

运行和管理
,

不利于充分发挥系统的作用
。

其理由有二
,

一是机构和人员的不协调
,

二

是信息流不畅通
,

实践经验也证明了这一

点
。

为了使系统更好地发挥作用
,

应该对目

前的机构设置进行调整
,

图 7 为一个新的模

式
。

这样数据采集
、

信息运作和信息管理处

于统一的专门机构之中
,

在内部理顺了信息

流的关系
,

增强了信息系统 的依附机构
。

根

据我们的了解
,

过去大多数土地信息系统对

空间数据
,

即地籍数据给予了高度重视
,

但

是对于其属性数据往往重视不够
。

图 6 的模

式将档案与测绘连在一起
,

可以很好的从机

构上解决这个问题
。

另一方面
,

在外部也便

于为各个职能部门服务
。

应该指出
,

机构设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问题
,

需要进行更加深人的研究
,

而且要结合

省市机构改革进行调整
。

但是
,

信息系统的应

用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机关办公的程序
,

甚

至办公的作风
,

机构的调整应该充分考虑如

何适应信息技术应用
,

提高办事效率
。

关于系统 的运行管理还涉及到人才培

养
、

经费保证
、

技术更新等多方面的问题
,

这

里只是就机构问题提出一些想法
,

试图从管

理方面探讨信息系统的发展
,

以作抛砖引

玉
。

四
、

结语

土地信息系统是我 国信息化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
,

国土资源部提出的
“

数字国

土
” ,

各城市提出了
“

数字城市
” ,

建设实用

的
、

高起点的土地信息系统
,

对于解决土地

管理部门的自动化管理
,

为
“

数字城市
”

或者
“

数字国土
”

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
。

信息技术发展迅速
,

为了满足业务要

求
,

土地信息系统建设需要采用和解决一系

列关键技术问题
,

在目前阶段
,

GI S 与 OA 的

一体化和网络化两大关键技术问题
,

是土地

信息系统建设必须加以考虑的
。

此外
,

从几年的工程开发实践总结中
,

我们认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
,

即土地信息系

统的成功必须是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
,

技

术开发要满足管理的需要
,

同时传统的管理

应该跟上技术的发展
,

有必要对管理模型进

行相应的调整
。

士落营理局

(职能科室 ) 管理运作系统

(侧绘
、

信息
、

档案)

图 7 适合于信息系统管理和运作的建议机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