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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成果集成从建库到应用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希望通过本文可以为相

关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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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has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land quality geological survey 

results from library construction to application,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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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更好的推进重庆市土地质量地质

调查工作,统一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数据

库建设标准,建立全市土地质量地质调

查成果数据库,实现重庆市土地质量地

质调查数据的管理与共享,形成为政府

部门服务、向社会大众普及的标准化、

社会化、科普化的实用性成果,同时为建

设现代化农业、推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

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提供支撑服务,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启动了土地质

量地质调查成果集成工作。 

1 任务目标 

该项工作的主要目标是收集当前重

庆市内已经开展完毕的生态地球化学调

查、农业地质调查研究成果以及重庆市

农用地分等一系列成果资料。然后根据

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综合其他相关

信息对土壤质量评价单元进行合理划分,

进一步建立起统一的调查数据库,开发

土地质量建档智能化软件,建立土地质

量地质调查成果集成应用平台,面向社

会展示各个农业区域的地球化学分布特

征,并且向人民大众普及一些实用化的

成果。 

 

2 工作概述 

2.1技术路线 

为了保障工作质量,有序展开土地

质量地质调查数据库建设和研发集成应

用平台工作,经过综合考虑之后,采用如

图1所示的技术路线图。 

 

2.2执行技术规范 

为了有效保障工作 终成果能够满

足实际使用需求,在本次工作实际进行

中需要满足包括重庆市土地质量地质调

查评价技术指南(1:50000)2017、DZ/T 

0295-2016《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

图 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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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等一系列标准。 

3 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数据库

指南 

3.1目的意义 

就当前而言,重庆市土地质量地质

调查数据库建设工作在实际进行的过程

当中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依然缺少一个

统一的数据库建立标准。而数据作为各

类应用平台建设的基础所在,其应用的

各个环节都需要采用严格统一的数据库

建设标准进行相应工作,只有这样才能

保障后续平台平稳运行。因此相关工作

人员需要结合本次工作实际需求编制重

庆市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数据库建设指

南。指南当中明确规定了重庆市1:5万土

地质量地质调查数据库的具体内容以及

结构,并且在指南当中进一步提出了土

地质量地质调查数据库建设中的一些技

术要求要严格按照GB/T1.12009《标准化

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的规定进行相应的编制工作。 

3.2指南的建立 

为了有效保障指南编制工作质量,

在该指南编写中以“收集资料－综合分

析研究－编制建库指南”为主线展开了

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数据库建设指南的编

制工作。通过该指南用来指导各个地区

土地质量地质调查项目的数据库建设工

作,保障各个数据库建设工作都能够在

规范的框架下有序进行。总体所采用的

技术路线图如图2所示。 

 

图2  指南技术路线图 

4 土地质量建档智能化软件

研发 

4.1设计思路 

土地质量建档工作是一项任务艰巨

的工作,工作量巨大。为了有效保障建档

工作质量及效率,相关单位结合实际需

求研发了建档智能化软件。 

土地质量档案是通过整合土地自

然性状属性、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耕地

质量等别评定结果数据及农业生产条

件及周边环境条件等信息,根据土壤养

分和环境质量信息,以土地1:5万二调

图斑为评价单元进行土地质量评价,提

出保护利用建议,建立土地质量档案,

因此,建档智能化软件的研发按以下工

作思路展开。 

首先,要对土地质量档案内容的数

据来源以及相应的数据格式进行全面分

析,土地质量档案当中需要包含图斑的

基本信息以及土地自然现状调查数据、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等一系列内容。 

其次,研究数据整合方案。通过该方

案对不同数据根据其来源格式进行有效

的分析处理,进而使其和土地质量建档

工作产生密切的联系。具体对于一些图

斑基本信息可以通过土地二调地类图斑

数据进行直接调用；而对于土地利用现

状数据以及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数据则采

用图斑与面状shp文件的空间叠加分析

处理,进一步实现数据与图斑之间的密

切联系。为了保障该项工作质量开工效

率,一般该项工作是在ArcGis平台上进

行处理的； 后,土地质量评述及土地保

护利用建议。经过对各类数据的综合整

理结合工作需求建立起土地质量评价模

型,利用该模型为后续土地质量保护利

用工作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在

这项工作完成之后,用户可以根据实际

需求对系统生存的土地质量建议进行有

效完善。 

4.2功能设计及实现效果 

在对软件功能的设计上,应当以用

户操作的便捷性为主要设计原则。根据

相关要求对各类数据进行积极准备,整

个系统应当采取一键式批量生成土地质

量登记卡。同时应当在软件当中提供土

地质量登记卡编辑功能,方便用户根据

自身实际需求对土地质量登记卡进行进

一步完善。 

5 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成果集成

应用平台 

5.1目标思路 

首先,建设目标。该平台的建设目

标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以数据的管

理应用为工作的主要路线,通过该平台

全面实现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原始数据

成果数据的统一管理,实现对各个工作

区数据库到全市集成数据库的融合,全

面建成全市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数据库；

第二,以图片、文字以及表格的形式对

土地质量地质调查评价成果进行全方

位展示,并且以准确的数据作为该平台

建设的支撑与用户的实际需求为主导。

进一步实现对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数据

的再次开发利用；第三,从宏观层面研

究展示整个重庆市的土地质量地球化

学评估情况,从有利于特色农业发展的

角度出发,形成全市富硒、富钾、富氮

土壤分布图。 

其次,建设思路。第一,从用户类

别这一内容出发,不同类型的用户对

系统的功能需求也各有区别。具体如

表1所示。 

表1 用户类别表 

序号 用户类别 用户描述

1
专业技术

人员

指承担土地质量地质调查的相关技术人

员,对自己承担的工作区数据进行管理。

2
数据管理

人员

是指对全市土地质量地质调查项目进行

数据维护和管理的管理人员,对全市所

有的工作区进行管理,负责数据的更新

维护。

3
项目管理

人员

指市局相关业务处室和地调院相关项目

管理人员,从宏观上对全市土地质量地

质调查项目进行掌控和管理。

4

区县局相

关业务处

室人员

指区县局与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工作相关

业务处室人员,从平台上获取自己所在

区县的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情况。

5 社会大众
指通过互联网能够访问全市土地质量地

质调查成果的社会大众
 

第二,平台结构。按照用户的分类根

据不同用户支撑网络环境的具体情况,

整个平台应当分为三个应用系统对其进

行合理化建设：(1)专业应用系统。该系

统以C/S模式进行相应的建设工作。通过

该系统的有效应用可以对各类数据进行

及时入库,并且可以对数据进行有效的

管理。数据管理人员应用该系统可以为

其他相关部门提供数据上的服务。为了



地矿测绘 
第 4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5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进一步方便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需求,

该系统给技术人员专门提供了离线版本

用来对自己承担的项目进行有效管理。用

户可以使用该系统通过本地录入的方式

对各类数据进行有效的入库操作,当入

库操作完成之后可以通过市局国土专网

提交,将相应的数据提交给数据管理工

作人员。经过数据管理人员对其进行检

查,验收之后由数据管理人员将该数据

库上传到服务器当中,从而进一步更新

重庆市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数据库；(2)

政务应用系统。该系统依托市局国土一

张图进行相应的建设活动,在市局一张图

平台的大框架下根据一张图平台的严格

要求在该系统当中发布一些土地质量集

成数据方面的服务；(3)公众服务系统。

该系统利用HTML5技术路线,JavaScript

进行业务逻辑开发工作,利用css对各类

界面要素进行有效的设计工作。 

5.2遵循原则 

该平台在集成应用平台在设计的过

程当中,要牢牢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

则：第一,实用、易用性原则。在对系统

不同功能进行设计的过程当中,应该紧

紧把握各类用户的实际需求,尽可能地

将界面设计的方便用户的使用；第二,

安全性要求。由于该系统在实际应用中

需要对一些涉密文件进行处理,因此应

当在系统中结合不同人员的实际需求为

其设立相应的权限,从而有效保障数据

的安全性。 

6 成果 

第一,整个项目经过长时间的工作

终编制出了重庆市土地质量地质调查

数据库建设指南。根据该指南对土地质

量地质调查项目进行了数据库建设工作,

为形成全市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数据库建

设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技术支撑。 

第二,研发了土地质量建档智能化

软件。该软件在实际应用的过程当中可

以对各项数据进行有效整合并且进行土

地质量评价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土地质

量建的效率。 

第三,建立了重庆市土地质量地质

调查成果集成应用平台。通过该平台可

以全面实现对全市各个地区地质质量地

质调查数据库的集成管理工作。将各类

数据以更加直观的方式显示在相关工作

人员的眼前。对全市土地质量评价成果

进行集成展示。 

7 结束语 

通过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成果应用

的研究,以工作区数据为基础,融合形

成全市土地质量评价成果,从宏观层面

研究展示全市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

估情况,从有利于特色农业发展的角度

出发,形成全市富硒、富钾、富氮等土

壤分布图。 

同时,依托市局国土一张图平台建

设框架,通过发布数据服务的方式把重

庆市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成果集成数据融

入到一张图平台,实现与市局一张图平

台对接,丰富了市局国土一张图平台土

壤地球化学评估内容,为相关部门提供

更加全面的土地质量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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