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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系统描述了县(市)级地矿地理信息系统开发的方法和过程, 提出了系统的设计方

案 ,对基础信息子系统、管理子系统和分析评估子系统进行了介绍,并简要说明了系统实现中所应

用的主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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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设计

现代社会处于信息化时代, 追求快节奏、高效

率,县(市)级地矿部门也不例外。目前应用于地矿管

理信息系统方面的软件主要适合于省级主管部门使

用,对于县(市)这一级还没有合适的管理软件,而实

际上县(市)一级的工作是最基础的工作, 工作量巨

大而且相当烦琐。为此, 开发一套专门适用于县(市)

一级地矿地理信息系统方面的软件是非常必要的。

根据地矿部门的专业分工和业务特点, 县(市)级地

矿地理信息系统的系统构成如图 1所示。

图 1　县(市)级地矿地理信息系统构成图

Fig . 1　GIS structur e of g eolog y and mineral

r esources used for county level

2　系统介绍

2. 1　基础信息子系统

基础信息子系统是本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

它主要是实现以地图数据库为中心的一系列管理功

能。该子系统进一步划为矿产、灾害和法律法规标准

这 3个独立的部分。

2. 1. 1　矿产信息管理

该功能主要是对地质矿产数据库中的信息和地

质矿产图进行管理,整个功能的模块划分参见图 2。

图 2　矿产信息模块的构成

Fig. 1　Struct ur e of g eolog y and miner al r esour ces

info rma tion modular

整个矿产管理功能以矿产地质数据库和矿产开

发现状数据库为中心管理数据库。所包括的信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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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的交通及基本情况、类型品级品位、储量、地质

工作、矿体开采技术条件、矿石技术加工条件、矿区

环境及图件、勘查登记单位及登记区、开采登记单位

及登记区、开采量、加工企业产品、产量、价格、利润

等。除了以上两个中心数据库以外,还有另外3个数

据库, 分别是: 地形图数据库、地质矿产图数据库和

矿产保护及开发利用规划数据库。

2. 1. 2　灾害信息管理

灾害管理功能主要是以地质灾害数据库为中心

组织和管理数据的。地质灾害数据库包括地质灾害

的定义、分类以及灾害概况描述及举例。该功能模块

主要完成以下功能:图形编辑、属性数据管理、空间

分析等。

2. 1. 3　法律法规标准管理

该功能主要是管理有关地质矿产与灾害地质方

面的法律法规数据。该数据库主要由以下信息构成:

法律、法规、地方规章、规定和制定的标准等。

2. 2　管理子系统

管理子系统由矿产管理、灾害管理和法规管理 3

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构成。

2. 2. 1　矿产管理

矿产管理功能模块如图 3,主要实现的功能是:

各个管理模块中数据的录入、更新、排序、查询、汇

总、统计和报表。数据录入可以从其他类型数据库或

电子表格导入, 也可逐项录入; 查询和汇总功能可以

按字段对数据进行分组并求和。

图 3　矿产管理模块的构成

Fig. 1　Struct ur e of g eolo gy and miner al r esour ces

management modular

2. 2. 2　灾害管理

地质灾害管理实现的功能有: 浏览数据库全部

内容, 可增加、修改、打印; 查询(模糊查询、条件查

询、组合条件查询)以及浏览图件和照片; 统计分析

及输出分析图; 统计类型包括按成因统计、按规模统

计、按分区统计、按地质情况统计、按危害程度统计、

按易发程度统计等;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及规模等; 输

出各种统一的统计表格。

2. 2. 3　法规管理

法规管理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对法律法规及标准

条例等的查询。查询的方式有: 按名称查询、按项目

查询、按关键词查询等。其次是打印功能, 可构造各

种类型的表格和报表, 并在表格内随意地编排各种

文字信息。另外,它可以实现动态数据连结,接受由

其他应用程序输出的属性数据, 并将这些数据以规

定的报表格式打印出来。

2. 3　分析评估子系统

建立分析评估子系统的目的在于为政府部门提

供决策支持。该子系统由矿产评估和灾害评估两部

分组成, 其详细构成见图 4。

图 4　分析评估子系统的构成

F ig . 1　Structure o f modula r fo r analysis and

evaluat ion o f geo lo gy and miner al resour ces

3　系统实现技术

3. 1　系统开发环境

系统的数据库管理部分是用 Visual Basic 6. 0

开发的, VB 6. 0 的数据访问特性允许对包括 Mi-

crosof t SQL Server 和其他企业数据库在内的大部

分数据库格式建立数据库和前端应用程序, 以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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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服务器端部件。而且它的 Act iveX( TM )技术

可以使用其他程序提供的功能, 例如 Microso ft

Word 字处理器, Microso ft Excel电子数据表及其他

Window s应用程序。甚至可直接使用 VBP 或 VBE

创建的应用程序和对象。涉及到图形管理部分采用

了 Visual C+ + 6. 0和 M APGIS。M APGIS 是优秀

的国产 GIS 软件平台, 同其他地理信息系统平台比

较,它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 1)以W indow s为平台,采用 C + + 语言开发,

用户界面友好,使用方便。

( 2)具有扫描矢量化、数字化、GPS 等几乎所有

输入手段,具有完备的错误、误差校正方法。

( 3)具有丰富的图形编辑工具及强大的图形处

理能力。

( 4)支持大型网络数据库管理, 具有直观实用的

属性动态编辑功能和多媒体数据,外挂数据库的管

理能力。

( 5)具有功能较齐全, 性能优良的矢量空间分

析、DT M 分析、网络分析、图像分析功能, 以及拓扑

空间查询和三维实体叠加分析能力。

( 6)提供开发函数库,可方便的进行二次开发。

3. 2　系统的可维护性

本系统在实现中采用了应用程序操作数据字典

的程序设计技术,提高了程序的通用性和可维护性。

当数据结构发生变化时,如用户需要增加字段,只要

修改相应的数据字典, 就可以完成对程序的修改, 从

而适应了不同用户的需要。

3. 3　系统界面

作为一个应用系统,用户界面的设计是非常重

要的。用户界面的友好与否,直接关系到这个系统的

成败。用户能够轻松地执行他们的日常任务并完成

业务需要的用户界面是一个“好的”接口; 因信息过

滥而分散用户注意,降低用户完成任务的能力的用

户界面就是“坏的”接口; 要使自己的系统能够被用

户所认可,就必须设计一个“好的”用户界面。一个好

的应用系统,不管它的功能有多么完善,如果用户界

面不够友好,就会影响用户使用它的兴趣, 而且会影

响系统使用者的工作效率, 这样系统会逐渐被用户

所拒绝。基于这种考虑, 本系统选择了常见的多级菜

单驱动Window s应用程序模型。这种模型以其友好

的界面风格、灵活多变的界面形式被广大的用户所

接受。其体现在程序中就是M DI(多文档)窗体,它是

由菜单、工具栏、子窗口区和状态条所组成, 它允许

打开多个文档, 可以通过鼠标单击方便地在文档之

间切换。它的客户区就像是一种围栏, 也就是说, 在

M DI 窗体中可以显示 M DI 子窗体。很多W indow s

应用程序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系统对数据的编辑操作,在客户区进行;对数据

删除操作应在用户正确选择删除对象的条件下, 显

示提示信息, 由用户确认后, 才能执行删除操作, 以

防用户误删数据;系统以意义明确的方式向用户提

问, 并要求用户用是或否等最简洁的方式来回答。在

数据操作过程中为了将用户输入的字符特别是汉字

的机会降到最低程度, 对于具有相对固定规范内容

的输入全部采用选择输入法,即:对规定规范的输入

内容编制代码并建库管理, 当数据编辑到相应字段

时, 通过下拉框由用户选择输入。

3. 4　任意组合条件查询

系统对所有的查询功能都提供了任意组合条件

查询,当用户进行查询操作时,系统将被查询对象的

所有可查询字段列出, 由用户在其中选择需查询的

字段, 并根据该字段的取值范围, 设置相应的条件。

用户可选择设置多个需同时满足的查询条件; 程序

在数据库中进行查找, 计算并显示满足条件的记录

个数,将满足条件的所有记录都显示在屏幕上。由于

数据库字段较多,我们采用了网格显示,这样就可以

方便地滚动浏览记录了。

4　结束语

本文对县(市)级地矿地理信息系统进行了分

析, 给出了该系统的设计思路和功能模块划分,并且

对该系统的实现技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该系统设

计合理, 功能齐全, 除了能完成一般的管理工作以

外, 还可提供各类条件的查询、统计和报表, 从而能

为上级部门提供准确的查询材料和统计数字。使用

该系统可以把工作人员从繁重、琐碎的工作中解放

出来,显著地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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