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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实用程序库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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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如何搭建一个系统平台来实现测绘实用程序的共享。所有程序都存储在服务器的数据库上，用

户通过网络发布程序、下载程序并通过本地客户端使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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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into the System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Applications

LIU Da，FANG Long
( The Second Heilongjia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Institute，Harbin 150086，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how to set up a system where surveying and mapping applications can be shared． All applications are
stored in the database on the server． The users can upload and download the applications through network． They also can use the appli-
cations through the local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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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些年来在测绘生产中编写各类应用程序提高作业

效率的情况越来越多，这些程序能完成一些人力很难办

到的事情，降低作业员的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保证

产品的质量，测绘应用程序逐渐成为测绘生产中必不可

少的工具。由于项目的相似性，同类项目往往能用一样

的程序，因此我们可以把以前用过的程序稍加修改甚至

原封不动的用在同类的项目中。这样可以减少编程人员

的工作量，降低生产成本。随着完成的生产项目的增加，

会积累不少各式各样的程序。如何提高众多应用程序的

共享与重复利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
为实现测绘技术人员编写的各种辅助程序的共享与

重复利用，我们制作了一个测绘实用程序库系统。在该

系统中实用程序是以数据库的方式进行存储，安装时只

需安装一个主程序，程序库里的程序即可正常运行，并且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将程序进行自由分类，随意组合，便

于操作。同时该系统主要以现有测绘程序和技术进行整

合为基础，为测绘技术爱好者和测绘用户提供了一个开

放的交流开发平台，最大效率地对测绘技术成果进行整

合利用。

1 系统框架

系统主要由网站和客户端两大部分构成。系统详细

框架如图 1 所示。

1． 1 网站部分

网站是测绘技术人员交流信息、发布程序、共享程序

的主要场所。网站要为注册的测绘技术人员提供以下

功能:

1) 发布程序

各类应用程序通过网站上传到数据库，另外还要附

上程序的详细介绍，包括使用方法、运行环境、适用范围、
功能等。程序的上传采用二进制文件流序列化压缩技术

实现。
2) 下载程序

下载各种测绘程序到本机客户端数据库，从而通过

客户端使用该应用程序。对于不能联网的客户端可以通

过复制联网电脑上的客户端的数据库的方式实现程序的

更新。
3) 论坛



论坛是测绘技术人员交流编程经验、提出编程需求、
获得帮助的地方。

图 1 系统框架示意图

Fig． 1 System framework

1． 2 客户端部分

客户端主要用于在本地电脑上管理测绘应用程序。
客户端的主要功能有:

1) 程序更新

当客户端接入互联网时，系统自动对本地程序库和

网站程序库进行最后更新日期对比，发现程序最新版本

时将通过后台自动对本地程序库进行更新。
2) 管理程序

查看本地程序库中的程序信息，并可以根据用户自

身需求自由分类和组合订制程序，对程序进行个性化描

述，客户端程序主界面如图 2 所示。
3) 运行程序

程序既可在安装了客户端的电脑上通过客户端运行

或通过网站直接运行，如图 1 中“在线计算”和“程序更

新”模块所示。

2 程序库的数据结构

测绘应用程序在网站和客户端均分别存储在 SQL 数

据库和 ACCESS 数据库中，存储表结构如图 3 所示。其中

byts 字段存储的是应用程序文件，其他字段的存储内容介

绍详见图 3。

图 2 客户端程序主界面

Fig． 2 The main interface of the client program

图 3 存储表结构

Fig． 3 The structure of the storage table

3 关键技术

3． 1 程序的集成与统一管理

本项目的关键技术是如何实现各种不同类型的程序

在一个客户端上的运行。该项目是通过在客户端预加了

对 AutoCAD，Microstation，ArcGIS 等相关程序库的引用，通

过对程序后缀名的分析，来决定系统在调用程序时的方

式和参数。
3． 2 系统的自动更新与数据传输

系统通过更新日期来确定程序的版本是否最新，当

客户端接入互联网时，会自动和测绘计算网站建立连接，

当发现程序有最新版本或新添加程序时，会对客户端的

程序库进行更新。
在更新过程中为了保证数据的高效传输，系统采用

了 C#提 供 的 GZipStream 类 对 更 新 数 据 流 进 行 压 缩 和

解压。

4 结束语

测绘实用程序库系统采用数据库存储、网络共享、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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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中可以看出，从 1991 ～ 2006 年间，银川平原湿

地景观的破碎度和优势度指数降低，多样性指数和分维

数指数略有增加，在研究时段内，银川平原湿地的斑块数

量和面积都趋于减少，随着城市的扩展以及经济的发展，

原先的一些水塘和湖泊被重新整合改造为面积较大的湖

面和水产池塘，使得景观破碎度降低。
3． 3 银川平原湿地景观类型格局变化分析

从表 3 可以看出，河流与湖泊的破碎化指数与多样性

指数降低，优势度指数增加，研究时段内，河流的支流数

量减少较多，随着城市对湿地功能的改造，很多小的湖泊

池塘连通为大的湖面，因此使得其破碎化指数降低，而优

势度指数增加，尤其湖泊的破碎化指数降低幅度很大。
灌丛湿地和水塘的破碎化指数与优势度指数增加，多样

性指数降低，在研究时段内，水塘的斑块数量与面积都大

幅减少，由于相当多面积较大的水塘消失，使得单位面积

水塘的斑块数量增加。水产池塘的破碎化指数与优势度

指数降低，多样性指数增加，1991 年水产池塘的数量少，

而且斑块面积也比较小，到 2006 年水产池塘的数量增加，

单个斑块面积都比较大，导致该湿地类型的破碎化指数

降低。几种湿地类型的分维数指数变化幅度很小，表明

斑块形状的复杂程度变化不大。

4 结束语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研究区在 1991 ～ 2006 年间的湿

地景观格局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总体上来看，银川平原的湿地斑块数量和面积减

小幅度很大，由于养殖业的迅速发展而使其中水产池塘

的斑块数量和面积大幅增加。
2) 在研究时段内银川平原自然湿地的面积均大于人

工湿地，但 是 自 然 湿 地 占 有 比 例 下 降，人 工 湿 地 比 例

上升。
3) 从景观水平来看，1991 ～ 2006 年间，银川平原湿地

景观的破碎度和优势度指数降低，多样性指数和分维数

指数略有增加。
4) 从斑块类型水平来看，河流与湖泊的破碎化指数

与多样性指数降低，优势度指数增加; 灌丛湿地和水塘的

破碎化指数与优势度指数增加，多样性指数降低; 水产池

塘的破碎化指数与优势度指数降低，多样性指数增加; 而

分维数指数变化幅度很小。

本文应用 TM 图像和 GIS 技术及景观分析的方法，对

银川平原从 1991 ～ 2006 年湿地景观格局变化进行了较为

详尽地分析，以期为研究区湿地景观生态的监测和评价

以及湿 地 景 观 生 态 的 合 理 规 划 提 供 数 据 基 础 和 理 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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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端管理的方式实现了测绘实用程序的集成管理以及共

享问题，提高了程序的重复利用率，减少了对同一问题重

复开发的浪费开发资源的问题，提高了测绘生产效率。
测绘实用程序库系统也为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测绘技

术人员及测绘技术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共享的平台，

有利于测绘实用程序开发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该系统要

发挥出应有的效果还需要广大测绘技术人员和测绘技术

爱好者的参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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