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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铁路地籍的业务以及所管理的数据与城镇地籍有很大的区别，因此铁路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是一种全新的研发。对铁

路地籍管理信息系统中软件体系结构设计、数据库设计、工作流设计等给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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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地籍管理信息系统是对地籍属性资料、地籍图

件以及登记发证过程中产生的办公数据进行综合管

理。而铁路地籍管理信息系统是在当代计算机工具

的基础上，使用 GIS 技术、数据库技术、工作流技术

和网络信息技术研发出来的专门适应于铁路地籍部

门进行数据管理、信息查询、数据统计、报表打印、远

程办公等工作的系统软件。笔者在铁路地籍管理信

息系统的研发过程中，参与了软件体系结构、数据库

和工作流的设计，下面给出设计思路。

二、体系结构的设计思路

1 . 当前流行的两大软件体系模式

C / S（Client / Server）客户机 /服务器模式是 MIS
（管理信息系统）中技术最成熟也是应用最广泛的一

种模式。其核心技术是将任务分解成两部分，分别

由客户机和服务器来相互协调而完成，避免了所有

任务都由服务器来承担，减轻了服务器的负荷。这

种模式对图形数据具有很强的编辑处理能力，对空

间数据的存储效率较高，非常适合于信息录入、统

计、汇总、报表打印等功能的实现。但这种模式下每

个节点必须安装平台和应用软件，系统的安装、配置

和维护工作量很大。

B / S（Browser / Server）浏览器 /服务器模式是伴

随着 Internet / Intranet 技术而兴起的一 项 新 型 模

式。它是一种胖服务器、瘦客户机的运行模式，主要

的命令执行、数据计算都在服务器完成，应用程序在

服务器安装，客户机不用安装应用程序，只需进行简

单的配置就可以用 IE 浏览器进行日常办公、数据查

询等操作。但这种模式对服务器性能要求很高，因

为数据几乎全在服务器端处理，如果访问者过多，服

务器的负荷就会太重，访问速度就会很慢。

2 . 铁路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宜采用的软件

体系模式

C / S 模式与 B / S 模式各有优缺点，在铁路地籍

管理信息系统中宜采用 C / S 与 B / S 相结合的模式，

各取所长，充分发挥两种软件模式的优势。在分局

内，地籍业务人员要进行数据录入、宗地变更（地图

变更和属性数据变更）等数据量较大的操作，宜采用

C / S 模式，而分局长们往往只是对案卷进行审批、督

查或查询等，可以采用 B / S 模式；而路局作为分局

的管理层，往往不涉及具体的业务，只是对分局的办

案过程进行督查和对分局的地籍数据进行查询而

已，所以宜采用 B / S 模式。所以我们认为，采取以

B / S 和 C / S 相结合的体系模式是铁路地籍系统的最

佳选择。

3 . 铁路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的网络结构设计

网络是实现数据传输、数据共享和远程办公的

基本保障。好的网络结构设计能使系统安全、稳定，

能提高数据在网上的传输速率，防止网络拥塞。根

据铁路地籍管理的实际情况，首先路局和每个分局

内应建成内部局域网，各办公室之间实现数据共享

和网络办公；然后路局与各分局之间通 Internet 国

际互联网或专线互联，使路局能按一定的权限访问

分局数据，了解分局各项业务进展情况。系统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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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结构及软件体系模式设计如图 1。

图 1 系统网络结构及软件体系模式图

三、数据库的设计思路

数据库的设计是系统设计的重要内容。经过与

用户的充分的交流和抽象概括，铁路地籍所管理的

数据主要有地图数据和属性数据两大类。地图数据

包括铁路用地概况图、地形地貌图（作为底图）、地籍

图、单位用地图斑等，属性数据包括宗地信息、土地

证信息、宗地变更信息、宗地内使用单位信息、楼房

发证信息、地界标埋设信息、经营用地收费信息等。

因此铁路地籍数据库结构设计如下（图 2）。

图 2 数据库结构图

1 . 地图空间数据库的建库方式

铁路地籍当前地图空间数据资料并不完整，很

多站区和线路没有地籍图资料，这些数据的获得需

要通过航测、调查得来，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可

能几年）才能完成。并且铁路用地呈狭长的带状分

布，经纬度跨度很大，要想将整个分局管辖的所有铁

路用地的地籍图建在一个地籍图库里，第一从时间

上看要很长才采集完数据，第二从目前的技术上看

是很难实现的。因此，铁路地籍建库不能像城镇地

籍一样，宜采用分开建库的方式，可按站区或线别分

别建库，将它们统一挂接到铁路总概况图上，从而达

到对各地籍图库的统一管理。这样可以一边采集数

据一边建库，提高工作效率。

2 . 属性数据库的设计

由于铁路地图数据不完整，地图数据的建库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现实中各分局又急需要铁路地

籍管理信息系统能查询统计并打印各种报表，所以

系统设计中应把属性数据和地图数据分开存放，分

别建库。由于当前铁路地籍科中宗地基本数据、土

地证数据等属性数据已基本齐备，可以先建库，并将

它们单独存放在关系数据库中，地籍图库与属性数

据之间通过宗地号联接起来，实现图数互动。这样

即使地籍图库不完整甚至没有，系统仍可以进行查

询统计，打印报表等，只是不能进行图数互查而已。

四、工作流的设计思路

工作流技术是当前办公自动化软件和电子政务

设计中的关键技术，其核心是利用工作流引擎来模

拟日常办公流程，将整个业务过程分为不同的步骤，

每个步骤抽象为节点，按照办公的先后次序，用有向

线段将各节点连接起来，用后台引擎来严格控制办

公的先后次序，保证办公过程的规范性。同时对每

个节点规定一个角色才能进行对它操作，每个角色

具有一定的数据读写权限。登录系统的每一个用户

对应一定的角色，这些用户根据系统管理员给他分

配的角色只能对工作流程中的某些节点中的某些表

单进行操作。工作流的控制使网络办公过程更加规

范，有效地防止了案件的跨级办理、越权办理现象，

实现了无纸化办公的设想。

在铁路地籍管理信息系统中，宗地变更和楼房

发证是由多个办事员和领导协同完成的办公过程，

需要引进工作流技术。由于铁路地籍管理系统是基

于 GIS 的实现了办公自动化和数据库管理双重功

能的系统软件，工作流宜采用基于 GIS 网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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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特点。

1 . 突出了地下工程测量的空间环境狭窄、光线

暗淡、测量难度大、精度要求高而且作业时间受到地

下施工的限制等特点。

2 . 地下工程测量是在矿山测量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能适应地下工程门类

多、范围广所需的测量工作，并对地下工程施工和运

行过程中的安全进行了监测。

3 . 突出科学思维和辩证的方法。在章节内容

论述和分析过程中，有意识地引进科学思维和辩证

分析等方法论方面的内容，使学生不但深入理解和

消化课程内容，学到了科学知识和地下工程测量的

技巧，同时，也学到了获取新知识的方法。

4 . 结合地下工程测量的特点，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理论叙述是为了更好地实践和应用，恰当地联

系实际也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可以用充分理解理论

指导实践，使实践更上一个层次，从而提高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教材建设

《地下工程测量》教材是全国测绘教学指导委员

会确定编写的，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测绘类规划教

材。测绘工程专业是在原工程测量专业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工程类的测量工作是专业课的主要内容之

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地下工程的迅速发展，测绘工

程专业的《地下工程测量》课程和教材建设势在必

行。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通过两年的努力，完成

《地下工程测量》的教材编写任务。在编写过程中有

以下几点思考。

1 . 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严谨体系结构，

精选丰富内容，使其成为具有时代特色和适于全国

各院校的地下工程测量教材，并成为一本对从事测

绘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有价值的参考

书。

2 . 为保证教材的先进性，注重引入新内容、新

技术，重点引入地下各类工程施工测量和地下工程

施工与运营过程中的变形监测，充分反映地下工程

测量在安全生产方面的作用。同时引入地下管道施

工测量与地下管线探测技术等。

3 . 考虑到测量工作的特点，注重提高学生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加强了实际操作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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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模型。图 3 是楼房发证的工作流图，将整个发证

过程抽象为 10 个节点（10 个办案环节），对每个来

申请发证的用户由办事员们分别填写收件单、申请

表，然后去实地调查填写调查表，移交给科长初审，

合格则在初审表签名栏中签名（只有科长角色才有

在此栏填写数据的权限）后移交给上一级局长审批，

不合格则退回下一级办事员；局长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审批，合格则移交给下一角色填写登记卡，然后填

写归户卡，然后才可以进行打印土地证、房屋所有权

证和房屋使用权证等；申请者领到证书后填写签收

单，最后将办案资料进行归档。

图 3 楼房发证工作流图

五、结束语

随着国土资源信息化工作的进一步推进，铁路

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将会逐步在全国各铁路国土资源

局得到应用。应用范围的展开及深入，会对系统提

出更高的需求。新的需求会要求引进更高更多的技

术于铁路地籍管理信息系统中。需求是一种巨大的

推动力，将使铁路地籍管理信息系统更加成熟、更加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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