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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县级国土资源“一张图”核心数据库建设出发,依据数据库设计原理,结合已有的各类数据库建设标准,介绍了

空间要素属性结构描述表、空间要素分层结构、空间要素命名等数据处理、数据整合、数据建库的方法,进而提出了县级国

土资源“一张图”核心数据库建设方法、建设流程,以供参考。 

[关键词] 一张图；核心数据库；数据整合；国土信息化 

 

引言 

近几年国土资源部门积极推进国土资源管理信息化建

设工作,加快“一张图”系统建设,2010 年国土资源部公布

了《全国国土资源一张图及核心数据库建设总体方案》,国

土资源“一张图”在数据内容上是基础地理、土地、矿产、

地质等多专业数据,按照统一空间基准、统一分类编码、统

一命名规则、统一数据格式等要求,按照管理与服务需求,

从各类专业数据库中抽取、转换和加载(ETL)过程形成的国

土资源综合数据库及其相应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及其利用数

据调用接口方式或 Web Service 方式提供的数据服务。 

1 “一张图”核心数据库建设 

1.1“一张图”核心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是地理信息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数据库建设需要

根据数据库设计理论选择合适的建设方法和流程。数据库设计

包括概念设计、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三个方面的设计。概念设

计是过对现实世界的分类、聚集和概括,建立抽象的概念数据

模型来描述现实世界；逻辑结构是从地理表示的角度决定地理

数据之间的关系；物理选择是设计文件结构和存取方式。 

1.2 概念设计 

在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国土数据

资源,包括土地、矿产、地质环境等。核心数据库建设需要

将现有数据情况划分为基础数据库、专业数据库、管理数据

库、业务审批数据库。四个数据库,每个子数据库将根据数

据源情况进一步划分数据集。 

1.3 逻辑设计 

根据业务关系梳理数据库之间逻辑联系以助于核心数

据库及其应用整体性能的提高和调优。县级国土资源局“一

张图”核心数据库通过空间数据库引擎调用空间数据,空间

数据与属性数据由实体 ID 关联,空间数据与业务数据通过

共有字段关联。 

1.4 物理设计 

核心数据库物理结构设计的任务是确定数据的存储空间、

确定数据的存储结构、确定数据的存取路径等。在时间效率、

维护代价上选择一个最优方案作为核心数据库物理结构。 

国土资源数据包含空间数据和非空间数据多种数据格

式,根据不同的数据内容选择不同的存储方式,空间数据统

一采用 Oracle+ArcSDE 的管理模式,通过空间数据引擎将空

间数据存入关系数据库,可以实现快速查询、检索；非空间

数据统一采用 Oracle 数据库管理系统进行存储和管理,图

片、文档等数据一般采用文件形式进行存储。 

2 “一张图”核心数据库建设方法 

需求调研发现县级国土资源局已经形成的数据内容丰

富、数据来源多样,数据标准、模型、格式、精度、存储形

态等差异甚大,要将种类繁多、数据量巨大的各类土地、地

质、矿产数据库集成整合为支撑国土资源监管和管理行为的

核心数据库,既要考虑数据的特征又要兼顾应用目的。现有

数据如表 1所示： 

 

根据以上现有数据,在核心数据库建设过程中需要进行

数据格式转换、坐标系转换、数据处理、图形与属性数据挂

接、要素分层与命名统一、服务制作发布等工作。 

2.1 图形数据格式转换 

需求调研收集到的数据一般包括 DWG 格式、SHP 格式、

超图公司数据格式、MapGis 格式等。核心数据库一般在入

库的时候需要 SHP 格式,所以我们需要将 DWG 格式的图形数

据利用转换工具比如 ArcMap 转换成 SHP 格式；超图公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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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格式、MapGis 格式包括的点线面文件可以使用该公司的

转换工具转换成 SHP 格式。需要注意的是,在格式转换的时

候,DWG 格式文件一般没有属性数据,而 SHP 格式、超图公司数

据格式、MapGis 格式一般有属性数据,属性数据要完整保留。 

2.2 坐标系转换 

国土资源数据分散在各个科室,数据类型多,空间参考

不一致,数据难以直接整合利用,但国土业务中经常需要把

不同种类的数据叠加分析使用,如建设项目的审批业务中,

往往需要与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利用规划等专业数据进行叠

加分析等方式的综合利用。 

2.3 图形数据、属性数据处理与挂接 

需求调研收集到的数据比如 DWG 格式的数据一般仅仅

是只有图形数据而没有属性数据,在格式转换后需要根据客

户需求补充必要的属性数据,进而利用映射工具进行图形数

据、属性数据挂接。 

补充属性数据前要进行空间要素属性结构设计,即数据

库表结构设计,空间要素属性结构设计同样遵循国家、行业

标准,即有标准的数据应该采用国家、行业标准；无标准或

者标准也不是很清晰,客户也无明确要求的,按照客户的提

供数据作为标准,并不断完善。 

2.4 数据质量检查 

数据质量检查是入库前必做的工作,质量检查需参考已

有国家、行业标准质量要求检查数据,力求数据标准化。如

参考《土地利用数据库标准》等。入库检查流程一般采取抽

样详查和全数概查相结合的方式,入库检查技术方法有三

种：程序自动检查、人机交互检查、人工对照检查。 

检查内容一般包括空间参考系、位置精度、属性精度、

完整性、结构一致性、拓扑一致性、接边精度、元数据质量

等方面。 

2.5 空间要素分层与命名统一 

通过对县级国土资源数据的充分调研,按照数据类型把

县级国土资源数据数据分为基础数据、专业数据、管理数据、

业务数据,通过收集、整理、整合、质检、入库,建成“一张

图”核心数据库,数据库内容包含国土资源基础数据库、专

业数据库、管理数据库、业务数据库。这四类数据库包含的

空间要素要设计分层和命名规则。 

2.6 发布地图服务 

数据入库后需要用专业软件将数据库数据发布为数据

服务格式,数据服务不仅能够实现数据的浏览与分析,还能

实现数据的访问,与“一张图”业务应用系统衔接。 

地图服务发布可以采用动态服务、静态服务或者两者相

结合的方式。动态服务是实时获取数据库中图形及其属性信

息实时展示地图数据；静态服务是调用地图切片对各类地图

数据进行调用浏览,并能实现叠加浏览、对比浏览等多种浏

览方式。 

3 “一张图”核心数据库建设流程 

基础数据、专业数据、业务数据、管理数据这四类数据

经过分析、检查、格式转换、坐标转换、统一要素分层、统

一数学表达、拼接、对象调整、关系建立等整合工作直接进

入核心数据库。将有关基础数据、专业数据、管理数据、业

务数据按照数据整合规范,进行数据质量检查,按照数据组

织与存储方案,分配存储资源,并对入库数据相邻图幅之间

拼接,并通过建立相关索引等实现对数据库的管理。 

3.1 准备工作阶段 

准备工作主要包括人员、软硬件准备,建立相应的管理

制度,制定数据库建设方案。在县级国土资源信息中心及各

个股室开展需求调研工作,并收集各种数据。收集到这些数

据后需要对数据进行质量检查,比如数据格式、坐标系统、

图形属性是否完整等等。 

3.2 数据整理阶段 

数据整理工作主要包括数据格式转换、坐标系转换、属

性数据录入并与图形数据挂接、数据接边、拓扑处理、数据

质量检查、数据补充等工作。此阶段要根据数据库建设方案

中关于数据质量的要求开展质量检查工作。 

3.3 数据入库阶段 

数据入库工作主要是利用已选择的数据库软件建立数

据库空库比如企业级地理数据库,把整理好的数据(包括矢

量数据、影像数据、元数据等),按照设计好的数据集分类,

导入不同的子数据库,入库后经过质量检查开展数据库运行

测试工作。 

3.4 数据提交阶段 

在数据库运行测试合格后即可以提交数据库成果,然后

利用专业软件发布地图服务,根据相关的符号规则、规范把

图形符号化,为县级国土资源“一张图”开展带图审批工作

提供数据图形服务。 

4 结束语 

开展县级国土资源“一张图”系统建设,形成国土资源

核心数据库,是加快推进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工作。

通过对各类土地、矿产、地质环境等国土数据的更新、处理、

整合,形成数据全面、数据准确的国土资源核心数据库是国

土信息化建设的需要,本文总结的核心数据库建设方法、建

设流程,希望对类似的工作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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