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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0+ 的滩涂围垦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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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基于 F0+ 的滩涂资源与围垦管理信息系统的体系结构、功能目标、空间信息数据库等的设计及系统

的实现方案进行了分析与研究，阐述了利用 F0+ 具有的高效空间数据管理和灵活的空间数据综合分析能力

的特点，进行基于 . G + 和 H G + 两种结构的浙江省滩涂资源与围垦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和设计，实现滩涂资源

信息查询、数据维护和可视化管理等多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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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濒临东海，海岸线长达 : #$$ 多 X<，境内港

湾众多，岛屿星罗棋布，滩涂资源十分丰富。新中国

成立后，浙江省对滩涂资源作的多次全面调查均在

!:Y:% B<! 左右，但是历次调查仅有一个数字成果，并

未形成系统的滩涂资源数据库，再加上滩涂具有的自

然再生属性，原有的平面、统计管理已难以满足开发

利用滩涂资源的动态、科学管理的要求。

F0+ 是用于采集、存储、管理、处理、检索、分析

和表达地理空间数据的计算机系统，是分析和处理

海量地理数据的通用技术。F0+ 通过对地理数据的

集成、存储、检索、操作和分析，生成并输出各种地理

信息，从而为土地利用、资源评价与管理、环境监测、

交通运输、经济建设、城市规划以及政府部门行政管

理提供新的技术，为工程设计和规划、管理决策服务。

地理信息是滩涂与围垦资源的重要基础信息之

一，9$Z以上的滩涂与围垦信息都跟地理信息相关。

滩涂与围垦资源需要运用先进的信息管理手段来提

高工作效率，解决滩涂资源存在着基本资料不详，信

息采集与分析手段相对落后的问题。地理信息系统

（F0+）为滩涂与围垦资源信息管理提供行之有效的

现代化管理手段，实现管理与决策的规范化、标准

化、科学化［8］。

? 系统构建

? 5? 系统体系结构

根据 . G + 结构与 H G + 结构的各自特点，结合滩

涂资源与围垦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要求，系统总体

结构采用客户机 G服务器（. G +）和浏览器 G服务器

（H G +）相结合的体系结构。总体结构框架设计分三

个层次：表现层（客户端）、中间层（&)H 服务器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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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服务器）和数据管理层（数据库服务器）。该结构

可以快捷、方便地实现集中管理维护、本地用户和远

程用户浏览功能，而且系统应具有确切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系统体系结构见图 "。

图 ! 系统体系结构

! #" 服务器设计

系统的服务器从逻辑上看有三个：数据库服务

器（$%&’）、浏览服务器（()*）、应用服务器（+’）。

()* 服务器接受请求，并把应用服务器的处理

结果返回给用户；应用服务器负责应用处理过程；数

据服务器端只进行数据的管理工作。所有的地图数

据和应用程序都放在服务器端，客户端只是提出请

求，所有的响应都在服务器端完成。在物理上，应用

服务器和 ()* 服务器可以安装在同一个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可单独安装，也可与应用服务器和

()* 服务器安装在一起。

! ## 系统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设计是信息系统建设的关键［,］。滩涂资

源与围垦数据库是极其复杂的，滩涂资源数据具有

的时间维、空间维和主题域（海图及各种水深情状

况）一起构成了滩涂多维数据。为了更方便地查询

和分析数据，需要对原始监测数据进行综合。在滩

涂资源信息系统中，涉及的数据可以分为空间数据

和属性数据两大类。

! ## #! 属性数据库设计

属性数据库是指对存放地理信息图层中各种空

间对象的信息描述及其他相关数据。属性数据库的

设计主要是数据库表结构的设计，内容涉及滩涂信

息的方方面面，如滩涂监测信息、滩涂统计数据等。

! ## #" 空间数据库设计

空间数据库是指与空间位置相关的数据。本系

统中空间数据库有三大类：!基础地理数据。作为

背景显示信息，主要内容包括行政区边界、城市、居

民点、河流、湖泊、水库、公路、铁路等，为滩涂资源专

题数据的地图显示和分析提供辅助信息，采用浙江

省现有的 " -!.//// 系统数据的基础电子地图；"滩

涂资源专题图层，包括滩涂监测站点分布图、滩涂资

源功能区划图、滩涂成就图、滩涂现状图等；#图像

数据，包 含 数 字 高 程 模 型 $0&、数 字 正 射 影 像

$1& 等。

空间数据库依据数据来源、数据内容、数据格式

和建库的规范标准划分为 ! 个子库［2］。

$% 矢量数据库。基础电子地图和滩涂资源专

题图层。

&% 栅格数据库。存储 3456. 全色影像和 3456.
融合影像及扫描图。根据应用目的和查询浏览需

求，该 7& 影像存储了 "/ 8、". 8 等多种不同分辨率

的数据。

! ## ## 空间参考系设计

系统中所有空间数据图层的平面坐标系采用

"9:/西安坐标系，高程基准采用 "9:. 年国家高程基

准；深度基准采用 "9.; 国家深度基准 < 理论深度基

准面；地理投影采用三度分带的高斯投影，整个数据

库分成三个投影带，中央经线分别为：""=>、"!/>、"!,>。
! ## #’ 数据要素编码设计

从提高数据库性能以及避免数据重复开发的角

度出发，在设计滩涂资源空间数据库中包括的要素

时，应在省基础数据库所包括的要素之中进行有选

择的提取，形成有应用特色的滩涂资源空间数据库。

所提取的基础地理要素既要尽量满足本系统实际使

用需要，又要尽量避免引入与本系统关系不大、会影

响数据库运行速度、增加数据量及处理工作量的要

素。由于篇幅所限，所用到的要素不详细说明。

空间数据库内要素的分类编码采用测绘部门的

基础地理要素编码与水利工程基础代码并存的方

案，分别使用“分类代码”字段与“标识码”字段来存

储。建成后的数据库总体结构如图 ! 所示。

图 " 数据库总体结构

" 功能目标设计

$% 完成信息系统的数据整合，完成原始数据

入库。

&% 建立全省滩涂资源与围垦数据库。

(% 实现滩涂资源可视化和围垦情况可视化的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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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功能设计

系统对数据可以实现如下查询：!定位查询，用

户用鼠标在地图上点击，系统返回点击位置一定范

围内空间属性信息。"条件查询，用户通过与系统

交互，向系统发送一系列 !"# 语句，系统返回满足

条件的信息。名称查询，用户指定某一名称，系统返

回符合该名称的数据。#综合定位查询，有$ %$&&&&
图号定位、图名定位、海图图号定位、港湾名称定位、

岸段编号定位、输入坐标定位和综合要素定位等。

综合要素定位包括水系名称定位、交通名称定位和地

理名点定位，可以在文本框里输入精确名称，也可以

模糊查询。单击“地图综合定位”按钮，出现“地图综

合定位”对话框，如图 ’ 所示，如选择钱塘江，然后单

击“定位”按钮，出现如图 ( 所示的图面情况。

图 ! “地图综合定位”对话框

图 " 钱塘江流域图面

" 系统实现设计

根据系统对海量数据以及空间数据的存贮与管

理需求，数据库采用了 )*+,-./ !+*01*23*45 与面向对

象的通用数据库 64*72581，利用 )*+,-./ !+*01*23*45
数据管理软件把复杂的 )*+,-./ 地图对象存入大型

数据库 69:;#<81 中，并为其建立空间数据索引，在

数据库服务器上实现对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进行统

一的 存 贮 和 管 理。在 ; = ! 结 构 下，客 户 端 采 用

)*+,-./ >4/.5??1/-*2 和 )*+,-./ )*+@ 作为桌面地图

信息系统的平台。在 A = ! 结构下，采用 )*+,-./ 的

基于 ,-054-50 = ,-04*-50 的地图应用服务器 )*+@045B5
的作为信息发布平台。开发软件：A = ! 结构采用

)174/?/.0 C1?D*2 ,-054E5F、G4/-0>*H5 进 行 主 页 制 作，

:!> 程序编制，开发语言 采用 CA !741+0。; = ! 结构

采用 )*+A*?17 在 )*+,-./ >4/.5??1/-*2（9D-01B5）的基

础 上 进 行 二 次 开 发。 操 作 系 统 选 用 31-I/J?
!54F54K&&&。滩涂资源与围垦管理信息系统主界面，

如图 L 所示。

图 # $ % & 结构的“滩涂资源与围垦管理信息系统”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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