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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 在 Web 上进行各种信息发布已经成为当前应用的热点 , 地理信息系统也从封闭的桌面系统发展到面
向大众的网络化的开放系统———WebGIS。在深入研究地理信息服务的基础上 , 讨论了国土资源信息服务的概念 , 以计算机网络和 Web
Services 为操作平台 , 利用ArcIMS 技术 ,从国土资源信息服务理论到实际系统设计、开发 , 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探讨 , 对国土资源信息
服务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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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people take into account i nformation-releasing fromwebsite .GIS was de-
veloped to WebGISfromDesktop to Web ,fromcalled ”closed”systemto OpenGIS.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 ,inthis article
the concept of land resources information service was discussed .Namely ,it is the theory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which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network and Web Services as operating Web Services .And also the theory of land resource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howto design and develop the system,the exploration of land resource information service of great significance were discus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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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的国土资源信息化研究中, 主要存在以下几方

面的问题: 数据难以共享, 支持决策服务不力和公众参与不

够, 系统交互服务功能少。随着计算机网络的迅速发展, 使

基于Internet 的 WebGIS 彻底改变了地理信息系统的架构模

式。在 Web 上进行各种信息发布已经成为当前应用的热点 ,

地理信息系统也从封闭的桌面系统发展到面向大众的网络

化的开放系统———WebGIS。目前 , 如何更好地利用大量的国

土信息为国土主管部门和大众服务, 已经成为国土资源信息

化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土资源信息服务是以计算

机网络等基础设施为操作平台, 利用 Web Services 及网格等

网络技术来满足用户对各种国土信息应用的技术系统。通

过各级、各单位国土资源网站建立的数据库资源以及相互之

间的链接 , 采用导航引擎、信息发布、信息查询、多媒体和 GIS

等信息技术 , 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国土资源信息服务网络, 向

管理部门和社会提供内容丰富、实时快捷的信息服务。

1  国土资源信息服务系统总体结构设计

1 .1  设计思路 地理信息服务是在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进

入 WebGIS 阶段后产生的, 地理信息服务在发展过程中出现

了地理信息分发、地理信息共享到现在的分布式地理信息服

务的不同形式。国土资源信息化是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重

要基础。通过国土资源信息服务系统的建设, 促进各部门协

同开展工作, 共享信息资源, 推进依法行政, 大幅度提高国土

管理水平, 实现现代化的窗口式办公, 通过互联网技术及数

据库技术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推进城镇地籍公

开查询。建立国土资源信息开发、利用、服务和管理的良好

环境, 形成以运行国土资源信息为主并具有多种分析预测和

决策支持功能的信息综合服务体系, 实现国土资源信息的高

度共享与高效利用 , 具体研究思路见图1 。

1 .2 任务目标 建立国土资源信息开发、利用、服务和管理

的良好环境, 形成以运行国土资源信息为主并具有多种分析

图1 设计思路

Fig .1 Designidea

预测和决策支持功能的信息综合服务体系, 实现国土资源信

息的高度共享与高效利用。从根本上解决国土资源的信息

孤岛问题, 将各种分散的、异构的基础地理信息和国土资源

专题信息系统化、标准化 , 实现数据共享, 增强数据的使用效

率, 为社会和用户提供空间信息资源服务。充分利用现代化

网络和计算机技术, 通过开发和应用网上服务系统, 建立统

一、权威的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外信息服务窗口, 向公

众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国土资源信息服务。

1 .3 国土资源信息服务系统总体结构 国土资源信息服务

体系的建设首要建设坚实的基础设施, 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

施和软、硬件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和国土资源

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相关的空间数据基础框架、不同专业数

据、标准、政策、安全保障等体系的建设; 软、硬件基础设施就

是面向电子政务的地理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实现所需要的计

算机网络支撑环境和相关技术、功能实现体系。系统总体结

构设计应当根据系统工程的设计思想, 应用 GIS 系统满足科

学化、合理化、经济化的总体要求, 将原来分散于各个子系统

的数据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 并以图形信息为主线, 实现各

个部门或其他相关单位对现有资源的信息共享, 最大程度地

利用现有的国土资源资料, 使国土资源信息交换体系形成良

性的运行机制。国土资源信息服务系统的主要功能是通过

国土信息决策支持系统、国土信息发布系统、国土信息查询

系统以及国土多媒体演示系统等信息服务系统实现的。国

土资源信息服务系统总体结构如图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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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国土资源信息服务系统总体结构

Fig .2 Overall structure of land resourcesinformationservices system

2  系统的实现

2 .1 系统运行环境  数据库管理平台:Oracle9i ; WebGIS 平

台:ArcI MS9 .0 ;Servlet 引擎: ServletExecJSAPI_50 ; WebServer 平

台: IIS6 .0 ; 空间数据引擎 :ArcSDE9 .0 , 数据用 Arc Catalog 连

接存储在 Oracle9i 中的 Geodatabase 空间数据库中 , 并根据数

据的分类性质建立数据集。

2 .2  系统实现流程 该系统主要分为服务器端和客户端两

个模块, 服务器端运行一个多线程的服务程序 , 主要功能是

后台的数据库查询和空间数据运算的功能, 只有一些服务器

管理的工具, 此端主要由 ArcI MS 来提供。系统提供给用户

的许多功能是由内嵌于浏览器的 Java Applet 来实现的。

ArcI MS 有两种Java viewer , 即Java Custom Viewer 和Java Stan-

dard Viewer 。但Java Custom Viewer 在定制和二次开发时有更

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功能, 它完全可以通过JavaScript HTML

和Java Applet 对象模型来定制, 为需要使用大量 GIS 功能的

用户提供了很大的选择余地。该系统基于Java Custom Viewer

的对象模型接口( Object Model API) 实现一个定制的 Applet ,

并通过 Arc XML 与服务器通信。根据网上国土资源信息服务

系统的功能需求和地图网站的建立过程, 将该系统的开发过

程分成4 个阶段 , 其实现流程如图3 所示。

图3 国土资源信息服务系统实现流程

Fig .3 Implementationprocess of land resourcesinformationservices

system

2 .3 系统功能组成 系统通过 ArcI MS 搭建了一套国土信息

服务平台, 有效管理和利用庞大复杂的国土信息, 为公众及

国土部门提供信息服务, 实现信息共享。系统功能主要是在

客户端体现出来的, 除了基本地图浏览查询外 , 还为应用需

求制作了专题地图。另外设计了在线编辑, 提供国土信息协

同处理服务。

2 .3 .1 常用功能。使用Java Custom Viewer 进行定制, 因此客

户端在首次登陆网站主页时, 会被提示要求下载并安装插

件, 用户只要根据提示下载并安装插件 , 然后重新启动IE 登

陆网站就可以浏览网页, 图4 为客户端运行的主界面。从客

户端主界面的工具箱可以看出, 系统功能主要由常用功能、

查询分析、制图输出和系统工具4 个主要功能模块组成。主

要功能包括放大、缩小、漫游、显示全图、缩放到当前图层、右

移、左移、上移、下移、按线选取、按矩形选取、按圆形选取、按

多边形选取、清除选择。

图4 系统客户端主界面

Fig.4 The maininterface of thesysteminclient

2 .3 .2 国土信息专题图发布。国土领域有许多专题信息需

要发布, 例如在土地专题中, 地籍图、土地利用图等都是反映

一个地区土地类型、质量、数量、利用现状及其分布等的专题

地图, 该系统是对地图配置文件( * .AXL) 进行修改, 实现某

一地区土地利用现状专题图的发布。如图5 所示, 其中红色

代表耕地, 蓝色代表未利用地 , 绿色代表其余地。

图5 饼状专题图演示

Fig .5 Thematic demonstration maps

图6 缓冲区分析演示

Fig .6 The buffer analysis demon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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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综合养分评价以单因子养分评价图矢量叠加后生成的

空间图形为评价单元。利用 MAPGISGIS 地理信息软件 , 采用

反距离插值法生成滩小关水源地的养分含量分布图, 插值后

又采取了与典型实地土壤养分做了比较, 最终对土壤养分的

评价即可行又科学。

图5 滩小关土壤速效钾含量分布

Fig .5Soil availablepotassiumcontent distribution map

图6 滩小关土壤综合肥力含量分布

Fig.6Soil comprehensivefertilitycontent distribution map

  3 个时期土壤养分平均值与第2 次普查养分分级标准相

比, 插值后全氮全部属于最差一级( 图3) ; 速效磷I V 和 V 最

多主要分布在滩小关的中东部, 仅有少量为III 水平分布在

西部( 图4) ; 有机质5 个级别都有,II 水平多分布在西南部 ,

III 水平分布在东北部, 但平均为IV 级( 图2) ; 钾平均为III 水

平主要分布在中西部( 图5) ; 综合养分评价III 水平比较多分

布在中西部, 其次是II 水平分布在东北部( 图6) ; 整个研究区

来说, 除钾含量一般外, 各种养分含量极低, 养分含量已不能

满足作物的正常生长。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滩小关水源地土壤养分质量实地调查并结合室

内分析 , 得出如下结果:

采用GIS 提供的空间插值分析方法, 将离散的土壤养分

采样点推演为整个区域的土壤养分状况, 为水源地的农业生

产起到了一定指导作用, 也为土壤养分采样数据的实际应用

提供了一种方法。研究区土壤养分含量贫乏是影响作物生

长的关键因素, 尤其是氮、磷养分不足, 有机质含量不高 , 因

此在作物需肥的关键时期需大量补充肥料以满足作物的生

长需要。基于水源地的实际情况 ,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1) 通过GIS 插值分析得到整个地块的土壤养分分布

图, 利用该图对整个地块进行土壤养分管理, 提高土壤养分

的管理精度和管理效率。

(2) 建立土壤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进行土壤环境质量与

农作物产量评价。

( 3) 采用地理信息系统建立土壤调查数据库和生态环境

数据库进行土壤质量评价, 并建立动态监测系统, 同时提出

土壤生态环境预警体系, 以满足土壤质量监测的需要。

(4) 土壤数据库系统还应该与遥感( RS) 技术、全球定位

系统( GPS) 技术结合, 以提高数据库系统数据的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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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 缓冲区分析。缓冲区分析是根据地理对象, 自动建

立其周围一定宽度范围的缓冲区多边形供用户查询该范围

内信息。它是系统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空间分析功能之一。

输入缓冲区宽度, 系统将自动按输入的宽度生成对应的缓冲

区, 然后给定一个搜索范围 , 可以查询在这个范围内用户所

需了解的所有地类信息, 如图6 所示。

3  结语

从地理信息服务功能上, 讨论并设计了国土信息决策支

持系统、发布系统、查询系统以及多媒体演示系统等的解决

方案, 能够满足国土资源信息服务的各项业务和各类数据的

功能需要。随着 Web Services 、网格等技术的迅速发展, 将会

降低 WebGIS 的复杂性和建设难度, 解决网络地理空间服务

功能和国土资源信息服务能力, 提高服务效率 , 提供更多的

国土信息协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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