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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建设工程事业呈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势态。对于城市地下综合管线

工程来说,属于城市建设工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了确保城市地下综合管线工作质量及安全性的提高,有必要注重其信

息系统的构建。本课题在分析城市地下综合管线信息系统数据管理的目标及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其系统数据更新模式

关键技术及技术的实现步骤流程,以期提高城市地下综合管线工程的整体工作效率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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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下综合管线信息系统建设工作,属于城市基础设

施工程之一,该项工作存在规模大、密集的显著特点,尤其是

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其工作负荷大,管理项目多,为了

满足现代化城市快速发展的需求,有必要优化城市地下综合

管线信息系统建设工作,合理利用现代化技术,融合科学的

方法,实现信息数据共享及加快数字化城市建设[1]。由此可

见,从现代化城市发展角度考虑,本课题围绕“城市地下综合

管线信息系统数据更新模式”进行探讨具备一定的价值意

义。 

1 城市地下综合管线信息系统数据管理目标及内容

分析 

1.1 管理目标 

对于城市地下综合管线信息系统来说,主要是以全面普

查建成区地下管线空间分布及相应的属性情况为基础,根据

城市的规划思路,构建具有时效性及现代化特点的地下管线

综合数据系统。系统把地下管线信息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在数

据系统库当中存储,使以市为单位的管线数据得到综合有效

的管理。总结起来,其具体管理目标包括：(1)将探测规程与

普查流程作为基础,构建将探测成果作为目标的计算机监理

机制以及相关实施规范标准；(2)利用以 GIS 技术为基础的

数据库管理系统,支持外业勘测、内业成图以及管理信息系

统构建等服务；(3)使城市地下综合管线工作实现网络化管

理及计算机化管理,确保信息数据具备动态更新功能；(4)

实现对城市规划建设及管理提供技术方案的支持；(5)使政府

及管线权属单位能够具备决策、指挥以及管理等科学依据,为

城市现代化发展提供多元化服务,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2]。 

1.2 管理内容 

将城市地下管线数据标准作为依据,构建完善的地下管

线数据库,使城市规划具备有效的决策依据。总结起来,城市

地下综合管线信息系统数据管理的内容包括：(1)构建完善

的标准体系。加强数据标准建设,包括管线数据库标准、管

线数据入库标准等；同时,加强技术规范建设,比如元数据规

范、代码编写规范以及界面设计规范等[3]。(2)构建完善的

空间数据库。整合城市管线普查成果数据、管线模型数据以

及基础地形图数据等,然后根据相关规范要求,构建空间数

据库,为信息平台的应用提供有效支撑。(3)构建完善的系统

平台。涵盖地下管线数据监理成图子系统、CAD 综合应用子

系统以及地下管线数据管理子系统等。 

2 城市地下综合管线信息系统数据更新模式关键技术

分析 

2.1 以 ORACLE、ESRI 以及 AutoCAD 为基础的应用 

对于城市综合地下管线信息系统,主要对供水、热力、

煤气、雨水、污水以及电力等管线实现集中可视化管理。由

于管理工作复杂、规模庞大,因此需注重关键技术的合理应

用。以某城市地下综合管线信息系统数据更新模式所采用的

关键技术为例,其中空间数据层使用了 Oracle llg＋ArcSDE

技术,使基础的存储有效实现；同时,使用 ArcSDE 作为数据

服务器,进而构建成数据管理层,并通过.NET 开放语言和

ArcEngine 相结合,构建系统数据管理层的应用,经 SDE 使数

据访问有效实现,并使数据库调用、查询以及统计等功能得

到有效实现；此外,通过 AutoCAD 技术的应用,使电子报建功

能开发有效实现。 

2.2 跨越 CAD 及 GIS 平台的技术应用 

同时,在该城市地下综合管线信息系统数据更新工作中,

通过跨平台技术的应用,基于规划业务审批期间,采取

AutoCAD 技术,使 CAD 和 GIS 数据间的双向存取通道得到有

效拓展[4]。并基于统一的大环境下,使图属互动有效实现,同

时基于图形、属性查询条件下,均能够实现业务案卷的查询、

分析、统计以及业务办理等功能。 

2.3 面向服务架构的 SOA 技术 

此外,对于面向服务的构建,属于一种构架方法,可以使

松耦合、互操作等业务服务有效创建,且这些服务科在企业

内外部实现共享。面向服务架构利用 SOA 技术,实现对不同

功能单元的服务,并经服务间定义良好的接口与契约,在接

口位置使用中立方式定义,使系统实现统一标准的通信功能,

包括硬件平台功能操作、操作系统功能操作以及编程语言功

能操作等。 

3 技术实现步骤流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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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管线普查数据入库模式 

在城市地下综合管线信息系统数据处理过程中,管线普

查数据入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构建完成系统之后,

需针对外业探测标段验收成果进行入库处理。进行实时数据

管线库的构建,以此视为管线信息化建设的基础部分。考虑

到管线数据的准确性实效性得到有效保障,在相关管线业务

开展及数据更新工作过程中,均需符合该系统的规范标准。 

3.2 管线数据动态更新模式 

对于管线工程竣工验收的数据更新,也就是综合管线数

据库数据的更新,主要方法有两种：其一,要素级更新方法；

其二,范围级更新方法。其具体实现方法为： 

3.2.1 要素级更新方法。利用 CAD 辅助设计系统,登陆

之后,利用 CAD 展点功能叠加竣工测量后的点线表中间格式

数据,进一步对目前的管线数据进行调用,通过比较两组数

据,然后结合用户的具体需求进行合理调整,同时对数据状

态进行同步更新修改。之后,对管线监理成图模块调用,根据

相关规定进行核实,通过句柄标识的方法记录错误数据,经

句柄能够对 CAD 图面中提示用户修改的数据进行定位,通过

多次核实修改,在明确数据没有质量问题后,将数据的相关

要素进行入库更新处理。 

3.2.2 范围级更新方法。该方法适合在大范围管线数据

动态更新处理工作中应用,比如新增道路、道路改造等动态

数据。考虑到处理工作的便利,针对大范围管线更新工作,

可以使用重新探测的方法,使探测范围当中的全部管线实现

更新替代。 

总之,要素级更新方法适合解决管线数据动态更新问题,

具备效率高、冗余数据小以及维护便利等优势；范围级更新

方法则适用大范围管线数据动态更新[5]。需结合城市地下综

合管线信息系统实际工作需求,合理选择管线数据动态更新

模式方法。 

3.3 地下管线数据监理成图系统及管理模式 

一方面,对于地下管线数据监理成图系统,使用了 C/S

架构,其工作任务为监理、检查地下综合管线数据；比如：

数据的载入、监理,元数据检查,辅助纠错,管线成图查询等。

利用地下管线数据监理成图系统,能够在信息数据入库之前,

实现对管线点线表入库数据的检查,使入库数据的准确性得

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对于地下管线数据的管理模式,同样

使用了 C/S 架构,涵盖系统调图、地图操作、数据加载以及

查询统计等功能；主要管理任务为管线数据更新入库更新入

库管理,利用 CAD 综合应用系统及上述提到的跨平台技术实

现综合管理。此外,利用运营管理系统,实现系统的安全管理,

比如用户的权限管理、角色管理等,同时包括日志管理、配

置管理等。总之,合理地利用这些管理模式方法,能够使城市

地下综合管线信息系统得到全面、有效的管理,进一步确保

城市地下综合管线信息系统管理工作质量及安全性的提高。 

4 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是非常重

要的一项工作。首先,需要明确城市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

建设的目标及内容；其次,结合具体工程项目,选择合理科学

的现代化关键技术,包括：以 ORACLE、ESRI 以及 AutoCAD 为

基础的技术应用、跨越 CAD 及 GIS 平台的技术应用以及面向

服务架构的 SOA 技术应用等,使城市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

的建设得到科学技术的有效支撑。此外,还有必要选择合理

的管线普查数据入库模式与管线数据动态更新模式,通过加

强对地下管线数据更新的管理,使城市地下综合管线信息系

统建设整体工作的质量及安全性得到有效提高, 终为城市

的健康、稳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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