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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阐述了构建网络化土地信息系统的必要性 ,详细论述了基于I nt ranet的网络化土地信息系统的

设计和实现原理, 并进行了网络化土地信息系统的初步实现, 对我国的网络化土地信息系统建设具有借鉴

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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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cessary of establishm ent , desig n and im plementat ion solut ions of Web land infor mat io n sys-

tem based o n Int ranet is discussed detailly and developed pr elim inarily, w hich has so me reference and con-

duct ive signif icance o n Chinese netw orklizat ion land informat ion system establishment .

Keywords: WebLIS; design; implementation solutions

　　随着网络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使得多用户资源共

享成为可能并得以实施、普及,网络化土地信息系统

( Web Land Infor mat io n System, 简称WebLIS)已毫

无疑问地成为土地管理的必然工具和手段,如何建立

WebLIS 则成为问题之关键。由于 LIS 主要是为土地

管理部门服务的,而我国土地管理分为 5级控制,且

LIS 的大量数据要为各相关部门服务, 因此就要求

LIS 面向多用户部门。建立WebLIS 有利于土地管理

部门的协同工作, 降低费用,解决海量数据问题,提高

数据的精确度和规范性,因此必将是土地信息管理的

必由之路。

1　系统目标

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硬件系统与软件系统,按照

规范化的数据分类和编码标准, 存储有关土地规划与

管理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数据, 并实现对这些数据的

查询、更新、分析、共享,从而达到使大量单一的、零散

的数据资料变成有机的、综合的土地数据库, 支持土

地管理部门的业务运行、管理控制和战略决策,解决

土地历史信息管理和应用,以及土地管理办公自动化

等方面的问题。

系统目标具体表现为: ( 1) 存储基础地理信息和

土地资源信息, 并能进行更新; ( 2) 实现动态管理,

及时检索、查询土地利用信息状况以及其历史变更;

( 3) 实现土地管理办公自动化; ( 4) 进行土地规划动

态仿真计算,实现土地规划的自动化, 并可进行分析、

评价、预测, 为决策部门提供服务; ( 5) 输出各类图、

表、卡、证及宗地图、地籍图、土地利用图等各种专题

图件。

2　系统设计

Int ranet 是企业内部网的简称, 它采用 Internet

相同的传输协议( T CP/ IP 协议)。Intr anet像一种局

域化的 Internet , 它的使用者必须取得一定程度的授

权, 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安全隐患, L IS 的数据恰恰需

要一定级别的安全性、保密性,而这在 Internet 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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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实现的。同时,随着人们对 Internet 需求的迅速

增长,网络拥塞、数据传输速度缓慢的现象日益突出,

难以满足 LIS 时效性和实时数据共享的要求。In-

tr anet网与 Internet 之间由防火墙隔开,分成 A 类和

B类 2个网段(如图 1)。

图 1　WebLIS系统总体结构

具有 A 类地址的计算机可以访问 Int ranet 网的

信息,经过授权通过代理服务器可以访问 Inter net。B

类地址的计算机可以有限制地访问 Int ranet , 采用

AT M 等网络技术很容易使 A 类网段内的数据传输

速率达到 10 M bit / s 以上。因此,采用 Intr anet 来构

建WebLIS是 LIS 发展的要求, 也是实现决策现代化

的必由之路。基于 Intr anet 的 LIS 实际是建立在

Client /Server (简称 C/ S)模型之上, 以 HTM L 语言

和 HT T P 协议为基础, 采用分布式的数据库管理系

统,能够提供面向各种 Internet 服务的、一致的用户

界面的信息浏览系统。

2. 1　WebLIS 的C/ S体系结构运行模式

WebLIS的 C/ S 模式中, 客户机上运行 LIS的各

子系统的应用软件和分布式数据库管理系统,可由

PC 机承担, 它负责与用户交互, 根据用户要求向服务

器发出请求, 从服务器接收结果并显示给用户; 服务

器上运行分布式数据库管理系统,可由从 PC 机到大

型机的任何计算机承担,它把数据处理任务分并在客

户端和数据服务器上进行。

在 C/ S 体系中,服务器可以是多个的,也可以是

单个的。在 LIS 中,服务器主要选用数据库服务器,

数据分布在多个服务器上, 每个客户可以访问任一个

服务器,每个服务器也可以响应任一客户的请求,支

持多用户的透明访问。在面向多用户的系统环境中,

C/ S体系结构对数据的共享、并发控制和一致性等方

面有着明显的优势, 而基于 C/ S 结构的分布式数据

库管理模式是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技术环节。

2. 2　分布式数据库管理模式

根据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场地自治的原则,各节点

负责维护其本地空间数据库与关系数据库的一致和

统一,通过分布式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实现各节点

数据库的动态连接与分布式操作。

2. 2. 1　数据库分布式设计的基本步骤

( 1) 确定数据的物理位置。在分布式数据库环境

中, 每一数据表都要首先确定其最佳存放位置,从而

使整体数据分布更加合理。在这一过程中, 需要考虑

的主要因素有:每一节点需传递的事务量; 每一节点

使用的数据量;网络的性能与可靠性; 各节点速度、磁

盘容量;若节点间连接不通后的访问规则; 表间联系

对数据完整性的影响等。

( 2) 确定数据库及其对象。对每一存放数据的独

立节点都要建立至少一个数据库,对于不同的应用,

在同一地点也可以建立多个数据库。在每一数据库中

还要根据实际需要建立有关的数据库对象, 如 Or acle

中有关数据库对象有 Table, View , Snapsho t , Syn-

o ny m, DatabaseLink等。

( 3) 确定数据存取机制。在应用系统中, 不同的

功能需要访问不同数据库中的数据。为了达到数据访

问的透明性,在分布式数据库设计时就要确定存取其

它数据库中的数据、实现不同数据库中数据表的链接

等规则。

2. 2. 2　WebLIS 数据库的设计　由于土地信息数据

既有空间分布特性,又有大量非空间属性。而分布式

关系数据库系统(如 Oracle)难以管理空间数据, GIS

软件不支持分布式处理。因此,我们将二者结合起来,

借助分布式关系数据库技术来实现分布式处理, 空间

数据由 GIS 软件系统管理,其分布式处理依托关系

数据库系统,从而通过空间与非空间数据库的集成和

基于关系模型的分布式系统技术, 在 LIS 中实现空

间数据的分布式处理。

我国土地管理采用分级控制, 以地市土地局为

例, 采用地市局—区县局—乡镇管理所三级体制,根

据国土资源部颁布的 LIS 标准, WebLIS 数据库设计

如下。基础数据由区县土地管理局产生,地市局负责

数据汇总,且地市局可以查询及审批各区县局的业务

数据, 区县局也可以根据权限查询地市局的业务数

据。在地市局和各区县局设立多个物理数据库, 通过

网络及数据库链路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组成统一的全

局数据库,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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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面向地市土地局的分布式数据库模型

( 1) 属性数据的分布式设计。数据分布的原则是

在数据主要产生地建立物理数据表, 其它需要的地方

通过建立“视图”进行透明的实时远程访问,或通过建

立快照进行定期数据复制, 以实现对远程数据的大量

非实时查询。利用远程数据库的表名或视图名等相应

的同义词,实现数据的透明访问。

对于办公数据,在地市局和区县局的数据库中分

别建立了数据表, 数据存放在数据的产生地。在事务

处理转移过程中, 将数据从数据的产生地复制到彼地

数据库中。

对于业务属性数据,存放在区县局数据库中,在

地市局数据库中建立对区县局数据库的数据库链路,

地市局通过视图创建或修改这些数据,通过快照查询

这些数据,区县局和乡镇管理所直接访问对应地市局

的数据库。

( 2) 空间数据的分布式处理。在各场地分别建立

独立的空间数据库,用 GIS 软件进行管理。数据量大

且更新频率低的基础数据的更新,主要在地市局数据

库中进行,通过数据库间的定期复制替换更新区县局

数据库。对于经常更新的数据, 定期通过数据更新功

能分别把各自所做的修改反映到其本地数据库中。

( 3) 空间数据库与属性数据库集成。属性数据用

关系数据库系统管理, 空间数据用 GIS软件管理。通

过建立空间数据库与关系数据库系统间的数据库集

成器, 实现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的无缝连接, 进而实

现利用图形数据查询更新属性数据。

2. 3　系统运行环境设计

2. 3. 1　网络结构设计　WebLIS 的网络结构如图 3,

一般以 Sun 工作站为 GIS 服务器,以高档PC机为数

据库服务器, 同时还有Web服务器,均安装于土地管

理部门信息中心,管理整个部门局域网的网络数据资

源和进行后台数据处理。其余 PC 机分别安装于各有

关职能部门作为客户机, 形成一个 C/ S 结构的 GIS

应用系统。所有 Client 均可以和 PC dom ain 及 Sun

dom ain 相连。以 DDN 或电话线接入上级土管部门,

最终通过路由器连接 Inter net。

图 3　W ebL IS 系统网络结构

2. 3. 2　系统硬件环境设计　系统由 Sun 工作站和

高档 PC 机作为服务器,工作站可选择微机或无盘工

作站,传输介质可选择以太网、光纤分布式数据接口

( FDDI)、异步传输模式( ATM ) , 采用 5类、超 5类双

绞线、光纤、电话线、DDN 等作为物理介质。同时配置

网络适配器、集线器( HUB)、网桥( Bridge)、调制解调

器( M odem )等网络设备。对于远程访问系统( RAS)

则可以选择Access Builder 系列的服务器。路由器可

选择 NET Builder 等。

同时, 根据系统要求,可配置数字化仪、扫描仪、

打印机、绘图仪等输入、输出设备,以及光盘刻录机等

数据备份设备。

2. 3. 3　系统软件环境设计　为了便于WebLIS 的组

建以及WebLIS同其它网络的相互连通,系统采用目

前广泛使用的国际网络技术标准的T CP/ IP 协议。在

WebLIS 中建议服务器操作系统采用Windo ws NT

Serv er 4. 0(中文版)和 So laris 2. 5(中文版) , 客户端

操作系统采用Window s 9X 或Window s 2000。系统

软件采用 GIS 网络版的应用软件,如 ArcIM S, Arc/

View IM S, ARC/ info (工作站版) , PC Arc/ View ,

MapGuide Serv er , M apObjects IM S, M apinfo

MapExtreme, M apinfo ProServer, Geo Med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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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p, Bent ly M odelServer/ discovery, GenaM ap,

M GE, SICAD, System 9, M APGIS 等。系统选择集

成在 Window s NT Serv er 4. 0 中的 Internet Info r-

mat ion Server 3. 0作为Web 服务器, 提供WWW ,

FT P, Gopher 服务;采用M icrosof t Ex change Ser ver

4. 0作为邮件服务器,采用 M icrosof t的 Prox y Ser v-

er 作为代理服务器。为了整个系统的维护和集成方

便, PC Ser ver 采用 M icrosof t SQL Ser ver 作为后台

数据库服务器, Sun Server 采用GIS 软件内置的数据

库管理系统。

3　系统实现

根据上述的WebLIS 系统设计,建议选择采用

Oracle, Informix , Sy base, Fo xpro, Visual Fox pro ,

Access和 V isual Basic, Visual C
+ + , Delphi等功能

强大的数据库管理系统语言和高级编程语言,实现

WebLIS 系统的强大功能,并且应该具有比较友好的

用户界面。

3. 1　系统结构与功能

系统由以下 7个子系统所组成, 如图 4所示。

图 4　W ebLI S 系统总体结构

3. 1. 1　土地资源信息子系统　 基本解决土地利用

现状调查工作的日常管理并能向有关部门随时提供

全市土地利用现状的状态信息和信息资源共享支持。

该系统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土地资源信息的空

间与属性数据库, 一部分是在上述数据库基础上开发

的一整套系统管理和应用的功能模块, 具体包括:

( 1) 数据输入模块:通过数字化输入, 扫描矢量化输

入, GPS, RS 数据输入,文件转换格式输入等输入方

式将有关图件、资料输入计算机系统进行数字化管

理。( 2) 数据处理编辑模块:各土地局根据赋予的权

限对各地区数据进行校正编辑, 图形整饰, 误差校正,

坐标变换, 投影变换, 图框生成等工作。( 3) 查询统

计模块: 能够进行数图互查, 并能够完成历史查询、条

件查询、相关查询等功能,可随意选取范围进行各种

类型的统计, 并以折线图、饼图、立方饼图、直方图形

式将统计结果显示在屏幕上。( 4) 空间分析模块:可

以完成 Buf fer 分析、DEM 分析、网络分析、图象分析

等功能。( 5) 数据输出模块:能够按照土地管理部门

的不同专业要求, 输出各种专题图件以及各类卡、报

表等。

3. 1. 2　地籍信息子系统　为了满足地籍信息管理的

业务需求,实现地籍信息管理办公自动化。由 2大模

块组成: ( 1) 地籍信息的输入、输出、变更和查询模

块; ( 2) 土地登记模块。

3. 1. 3　建设用地管理子系统　由建设用地类型选

择、初审管理、复核管理、文件服务、建设用地审批材

料管理服务、征地事务、建设用地管理事务等子模块

组成,主要解决建设用地管理自动化问题。

3. 1. 4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子系统　 主要由土地利

用结构分析、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土地利用规划预

测、土地利用审批控制等子模块组成,通过建立科学

的数学模型,实现土地利用的合理评价,并利用土地

规划动态仿真计算, 解决土地规划自动化问题,为决

策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3. 1. 5　文档管理子系统　包括文书服务管理、公文

档案管理、转文等模块, 使文书及公文档案管理规范

化、科学化,减少工作量,并实现文件的网上发送,使

文件的上传和下发方便快捷。

3. 1. 6　土地监察子系统　监督土地的使用状况。监

察机关通过所赋予的权限对信息进行透明访问, 实时

监控各部门土地使用状况, 使土地使用更加符合法

律、行政、经济规范。

3. 1. 7　社区服务子系统　提供各种土地信息,由新

闻、法律法规、讨论社区等构成整个WWW 页面通过

建立超链接, 使主模块的 WWW 界面与各子模块的

WWW 界面相连,以满足不同层次用户的需求。

3. 2　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是操作人员与计算机进行信息交流的

桥梁,用户界面的好坏直接影响系统的实用性和使用

效率。本系统是建立在 Int ranet基础上的,是一个基

于 WWW 的应用, 它主要是由 HT ML 页面组成,

HTM L 页面用 M icro sof t 的 Dreamw aver4. 0制作而

成, 通过 M icrosof t Web Server IIS 提供的访问数据

的专用接口 ISAPI ( Inter net Server API) 来实现

WWW 对后台数据库的访问。

(下转第 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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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模型,在黄土高原地区地形描述精度上仍存在着

很大的差异。与 1∶10 000 DEM 相比, 1∶50 000

DEM 所提取的地面坡度在统计结果上存在着较大的

系统误差。直接利用 1∶50 000 DEM 数据进行区域

坡耕地工作, 其分析结果的可信度将是较低的。

( 3) 在黄土高原地区实施生态环境建设工程项

目时需要高精度地形数据的支持, 而 1∶50 000比例

尺 DEM 难以满足某些应用的需要。在进行退耕还林

还草工程规划时,可通过相应的坡度转换图谱(汤国

安, 2000)对 1∶50 000 DEM 进行有效纠正,以得到

较为合理、可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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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LIS 是一种突破部门、组织、地域、时间限制

的新型 LIS 体系,广泛采用 TCP/ IP 协议和 HT TP

传输协议,实现了土地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随

着WebLIS 技术的不断推广和应用, 我国土地信息管

理工作将发生质的飞跃。W ebLIS 作为一个开放的网

络体系,它应当紧跟信息技术、Internet 网络技术的

发展, 结合土地管理部门的实际不断进行完善, 以符

合土地管理的未来发展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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