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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的抚州地籍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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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抚州市地籍管理的实际情况, 论述了抚州市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的目标和原则、设计思想、系统流程图、

关键技术路线,在数据库设计的基础上, 详细阐述了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的模块设计。将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的模块

划分为土地登记、地籍图形、综合管理、统计汇总、系统维护、土地规划成果管理、帮助七大模块, 并对各模块的功能

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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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 and pr inciple, design idea, sy stem flow char t, key techno lo gy route of Fuzhou cadastral management info rmation

sy stem is discussed combined w ith the real conditions of Fuzhou cadastr al management. On the base of database designing , mod-

ule design o f cadastr 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 stem is elabor at ed. The module of cadastr al management info rmation system

is divided into land reg ister, cadastr al g raph, integr ated management, statistics and gather , sy stem maintenance, r esult manage-

ment of land planning and help. The functions of these modules a re introduced in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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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籍信息系统( Cadastr al Info rmation System, CIS)是一

个在计算机和现代化信息技术支持下,以/ 宗地0为核心实体

( Entity) ,实现地籍信息的输入、存储、检索、处理、综合分析、

辅助决策以及结果输出的信息系统[1]。地籍信息系统( CIS)

是国土资源信息系统( L IS)的重要组成部分[2] ,是对地籍管

理业务,如土地登记、地籍调查、土地分等定级估价等设计和

开发的自动化系统。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进程的日益加快, 城乡

土地利用变化极为频繁, 人地矛盾加剧,原土地利用资源已

不能适应新时期国土资源管理和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3]。传统的管理手段和人工作业方式, 效率十分低下, 在

现势性、准确性、科学性和效率方面已不能适应目前的需要,

更不能满足将来的发展需求。运用 GIS 及时、准确地获取土

地利用变更信息,建立土地利用数据库,对实现/ 以图管地0

的土地资源管理机制、提高土地资源管理的科学性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4]。本文根据国内外地籍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的

理论方法,结合抚州市地籍管理的现状,重点讨论了对基于

GIS 的抚州地籍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研究。

1  系统设计的目标与原则

系统设计时的主要参照标准有: 5土地登记规则6、5城镇

地籍调查规程6、GB/ T7929 - 199551 B 500, 1 B 1 000, 1 B

2 000地形图图式6、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6、5城镇地

籍数据库标准6等。

1. 1 系统设计目标

( 1)建立抚州市地籍管理的现代化办公模式,实现从土

地登记申请、地籍调查、土地登记审批、发证等地籍管理基本

业务到土地登记统计汇总、历史查询的计算机管理。

( 2)建立地籍数据库(包括图形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 ) ,

有效地实现对地籍信息的各种快速查询、检索、统计、图表绘

制与综合分析。

( 3)改进并提高现有办公模式, 逐步实现办公自动化和

窗口化办公模式, 逐步实现地籍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

和社会化。

( 4)设计良好的出入接口,最大程度地降低信息的重复

录入, 提高办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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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为政府部门提供准确的统计数据, 辅助其决策。

1. 2  系统设计原则

( 1)功能完备性。能反映规划地籍科的所有业务范围。

( 2)分层原则[ 5]。按照统一的地理坐标对地理实体要素

进行分层叠合,是图形数据库设计的基本思路之一。根据这

一原则把一类具有相同实体意义和空间特征的图形要素存

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图层,图层是图形数据库管理的基本单

位。一组相互关联的图层构成一个专题, 专题是描述土地、

房产、规划管理信息过程中某一相对独立和完整数据内容的

数据层次,与某一完整的土地、房产、规划管理业务相对应的

若干专题形成一个子库。图形数据就是按照/数据库- 子库

- 专题- 层- 要素及属性0这样的层次框架构筑起来的。

( 3)一致性原则[ 5]。地籍管理信息系统作为一个整体,

应具有统一的结构化组织风格, 界面风格和操作模式, 对全

程变量的设置、公共模块的调用、子系统间的相互关系等全

局问题应作统一安排,使得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具有一致性。

( 4)数据完备性。对地籍管理业务所涉及的各种数据进

行计算机存储管理,包括所有存档数据和一些相关数据。

( 5)可靠性原则[6]。¹ 数据的可靠性包括数据的完整

性、现势性、准确度,提示信息和属性信息准确可靠, 并能及

时反映系统中数据的变更情况。º抗干扰性(包括机器故障

和人为因素)。为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要体现工作的连续

性和正确性,包括检查和纠错能力。»在错误干扰下具有能

够重新启动和恢复能力。¼ 数据的安全性。

( 6)界面友好性。用户人机界面力求简单方便, 易于操

作,使用户无需花费过多时间即可熟练操作, 即设计成所谓

/ 傻瓜0界面。

2  系统设计思想、流程图及关键技术路线

2. 1  设计思想

  抚州市地籍管理信息系统是以满足抚州市地籍管理工

作业务而设计的,因此系统设计必须建立在对地籍管理流程

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在技术可行的基础上,坚持从用户的要

求出发,开发实用、好用的程序。

2. 2  建立地籍管理信息系统

建立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的流程如图 1 所示[ 7]。

图 1  地籍管理信息系统流程

2. 3 关键技术路线

本系统以Windows 2003 Ser ver 为平台,用基于客户/服

务器( Client/ Serv er)体系结构的关系型数据库管理软件 Or-

acle 9 对属性数据进行管理, 并用 ArcSDE 来组织管理地形

图、地籍图、宗地图、土地利用规划图等图形数据, 用 Visual

Basic. net 和 GIS 二次开发工具 MapObject 设计用户界面,

来实现宗地的生成、叠加、绘制、面积统计, 用 ADO. net做数

据接口以实现客户机与服务器间的数据传输, 从而来进行土

地登记表、卡的双向查询等功能。

3  数据库的设计

地籍数据库在整个地籍管理系统中具有核心作用。数

据库设计是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建立的关键技术, 主要涉及两

类数据: 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建立地籍管理信息系统数据

库的简要流程如图 2 所示[ 8]。

图 2  建立地籍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流程

  图形数据的组织方式由所选择的 GIS 控件决定, 目前大

多数的 GIS 基础软件都采用面向对象模型组织空间数据, 如

Arc/ info采用/ 图层0( layer )来组织空间数据。随着 GIS 数

据组织技术的改进, 空间数据也可以采用大型商用关系型数

据库来管理, 如 Oracle。图形数据包括宗地图、地籍图、地形

图等, 管理方式由控件决定。

属性数据较为复杂, 数据包括现状数据和历史数据。在

现状数据中, 按照国土资源部标准划分,有宗地属性、他项权

利拓展属性表、共用宗地扩展属性表等; 历史数据主要是由

于土地登记而无效 (变成历史 )的数据, 内容和现状数据一

致。属性数据可以按照数据产生的特点及其性质进行分表

存储和管理, 把具有相同变化性质的数据放入同一表中, 如

宗地编号、宗地四至、宗地坐落等属性可以放入宗地基本属

性表中。属性数据和图形数据通过关键字连接。

鉴于建立 CIS 数据库的特殊要求,抚州地籍信息系统采

用 C/ S(客户/服务器)模式, 用关系型数据库管理软件( RD-

BMS) Oracle 9对非空间(属性)数据进行管理, 以及 ArcG IS

9 对空间数据进行操作(如图 3 所示)。利用 ArcG IS 中数据

通路 ArcSDE提供 Oracle管理空间数据的接口, 实现对空间

和非空间数据进行高效操作[ 8]。

4  系统模块设计

根据抚州市地籍管理的实际特点及业务范围 ,将地籍管

理信息系统主要划分为土地登记、地籍图形、综合管理、统计

汇总、系统维护、土地规划成果管理、帮助七大模块。如图 4

所示。

( 1)土地登记模块。¹ 土地登记录入子模块。为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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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浏览与修改,录入模块除了要录入土地登记卡及他项

权利证明书的属性之外,还要实现土地登记卡和他项权利证

明书的方便浏览、及时修改(更新)和删除, 同时实时地对土

地登记卡和他项权利证明书的属性进行存储,最大限度地减

少由于意外断电或误操作所引起的信息丢失。º土地登记

查询子模块。用于查询条件的输入,查询结果的显示、浏览、

输出(包括显示输出和打印输出) ,根据查询结果可以在地籍

图显示符合条件的宗地。 »土地登记打印子模块。用户可

以打印土地登记中所涉及的各种规范标准的证、表、卡等, 比

如土地登记卡、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

权抵押证明书、土地使用权承租证明书、土地归户卡等, 并可

以自定义打印格式。

图 3 数据库的结构模型

图 4  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功能结构
  ( 2)地籍图形模块。¹ 图形查询子模块。用鼠标选取地

籍图上一宗地或多宗地,可以显示这些宗地的当前土地登记

信息及其相关信息,还可显示它们的历史信息、相关信息和

相邻宗地信息。º叠加子模块。能把地形图、用地红线图、

地籍图以及土地登记卡有关资料生成的图件进行叠加, 以供

审批时进行查验。»面积统计子模块。用于显示宗地范围,

量算宗地面积。

( 3)综合管理模块。包括土地他项权利登记子模块、土

地查封登记子模块和地籍档案归档子模块。主要用于登记、

查询、打印土地他项权利登记和土地查封登记的情况以及地

籍档案的归档入库。

( 4)统计汇总模块。包括土地登记业务统计、土地登记

现状统计、土地登记汇总、土地登记按批文汇总等子模块。

主要用于提供统计汇总条件的输入及其结果的输出, 按年、

月对土地登记进行统计、汇总、打印。输出包括显示输出和

打印输出。土地登记统计汇总包括对土地登记进行简要总

结, 在土地登记完成后作为提交档案时的重要资料, 作为领

导把握土地登记状况的主要材料等。

( 5)土地规划成果管理模块。主要用于对土地规划图件

的显示、查询、检索与输出等, 并对土地规划成果进行管理。

( 6)系统维护模块。维护模块提供对系统当前功能进行

扩充及更新的功能, 以及设置土地登记字典库, 以适应将来

发展的需要。

( 7)帮助模块。帮助模块为用户提供实时的帮助信息。

5  结  语

地籍管理的现代化, 是国土资源管理的基础,是国土资

源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地籍管理信息系统作为地

籍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载体, 可以有效地降低管理成

本, 提高工作效率,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地籍信息系统是

各个城市/ 数字国土0工程的核心与重点, 并为各地/ 数字城

市0的建设奠定基础。本文就抚州市地籍管理的实际情况,

对抚州市地籍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详细的设计, 为开发抚州

地籍管理信息系统提供重要的技术保证, 该系统可为抚州市

各级土地管理人员提供信息服务、决策支持及科学管理手

段, 极大限度地完成有规可循的工作, 减少甚至取代低水平

的手工机械重复劳动, 提高土地管理工作的效率,规范土地

管理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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