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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当前测绘工程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和国家西部 1∶ 50 000 地形图空白区测图工程对科学化管理的需求，提出对西部测图

测绘生产流程实行有效管理、监控和服务的技术方案，并介绍西部工程管理系统的开发背景、系统目标、体系结构、系统功能、数据

设计、开发实现和系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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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测绘生产管理一直以来都是测绘工程顺利实

施的重要保障，高效、严谨的管理可以使测绘生产

的各环节联系快捷、协作和谐有序，并减少或避免

与客户之间的误解和纠纷［1］。目前以多源遥感数

据为核心，综合运用以 3S 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测绘技

术进行地理信息数据生产和数据库建设是现代信

息化测绘技术体系的发展趋势，而信息化测绘技术

体系不仅要体现在生产手段、产品模式上，对工程

管理也提出了信息化管理的要求。测绘工程因其

特殊性，受人为及不可预见性因素的影响很大，因

此在业务流转与信息反馈、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
计划的实施与控制、管理信息综合集成与辅助决策

等方面给工程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2］。同时，传

统测绘生产管理存在着诸如文档资料难以快速获

取、生产过程中调用的资料的现势性和产品质量难

以保证、测绘生产工作效率难以进一步提高、管理

者难以对项目实施有效监控等问题［3］，而信息的混

乱与滞后严重影响着管理者的正确决策。当前，采

用现代企业资源计划( ERP) 为代表的现代管理理

论［4］，以工作流技术［5］为基础，建设集地理信息系

统( GIS) ［6］、管理信息系统( MIS) 和办公自动化系

统( OAS) 于一体的图文办公信息平台，是当今测绘

信息化建设的一个必然趋势［7］。
本文课题是在我国西部 1 ∶ 50 000 地形图空白

区测图工程的背景下产生的，该工程旨在利用现代

高新测绘技术手段完成西部约 200 万 km2 1∶ 50 000

地形图空白区测图及数据建库任务，且工程规模巨

大，实施地域困难，涉及人员众多，难度史无前例，

这决定了传统测绘工程的管理模式在此大多不相

适宜。因此，本系统引入 ERP 理论和技术手段，以

测绘工作流为驱动，构建一个以 GIS、MIS、OAS 为支

撑的高集成度的测图工程管理系统。实施过程中

通过整合西部测图工程中各类管理信息，完成生产

任务管理、生产进度监控、生产质量管理、资料成果

提交管理、生产设备管理、电子办公等功能，以期实

现资源合理调配，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成本，提高生

产率的目标。

二、系统设计

1． 系统目标

以测绘工程生产管理规范为依据，理顺西部侧

图工程基本管理流程，运用现代 ERP 理论和技术手

段，融合 GIS、MIS、OAS 的工作原理，建立包含生产

管理数据库、技术管理数据库、资料成果数据库、资
源管理数据库、安全保障数据库、财务管理数据库、
质量管理数据库、电子办公数据库等在内的工程管

理数据库群，形成统一的西部测图工程管理体系，

建立规范、科学、先进的测绘工程管理平台。
2． 系统体系结构设计

系统体系结构分为 3 层: ① 数据存储层，由数

据库群 构 成，提 供 数 据 存 储、管 理 和 访 问 服 务;

② 应用服务层，包括了各种应用服务器，并提供数

据处理的应用工具; ③ 用户界面层，针对用户的各

种具体应用。系统总体结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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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部测图工程管理平台总体结构

3． 系统功能设计

根据西部测图工程管理需求，系统划分为 10 个

功能模块。
1) 生产管理子系统: 依照测图工程生产管理流

程，进行工程总体和年度计划安排的编制、工程的

辅助预算、工程招投标资料管理、工程建设过程中

各项合同的管理、生产动态的管理、生产进度监控、
报表的管理以及工程验收管理等工作。

2) 技术管理子系统: 以技术设计的管理为核

心，实现总体方案和详细设计的管理、工程中各项

技术试验的管理、工程建设中相关生产技术标准和

规定的管理、相关技术培训的管理以及工程建设中

的主要技术问题处理的管理等功能。
3) 资料成果管理子系统: 依托业界主流的大型

数据库平台( Oracle) ，整合各种类型数据，对西部测

图工程获取的各种原始数据和成果数据进行管理，

建立西部测图资料成果数据库，是西部测图项目成

果的重要展示手段。
4) 资源管理子系统: 对西部测图项目中的物资

和设备( 主要包括车辆、测绘仪器、外业通信装备、
数据处 理 外 业 测 图 等 装 备) 的 购 置 与 维 护 进 行

管理。
5) 财务管理子系统: 以国家有关测绘财务、会

计制度进行核算为准则，对西部测图项目的财务情

况进行管理，主要包括对预算和决算以及财务统计

报表的管理。
6) 质量管理子系统: 建立质量管理数据库，对

西部测图工程进行质量控制管理，主要包括对工程

施工监理和最终成果检验的管理。
7) 安全保障管理子系统: 建立安全保障数据

库，为人力和物力两大方面提供保障，人力方面要

保障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给养; 物力方面要保障生

产作业装备、交通运输装备、通信安全保障装备、后
勤生产生活保障装备等。

8) 电子办公子系统: 建立电子办公数据库，管

理项目部的公文流转、人事、行政、会议、文秘和档

案等工作。
9) 信息发布子系统: 将西部测图工程建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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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信息、新闻、进展情况等通过信息发布子系统

开展内部信息通报、公众信息发布等服务，辅助西

部测图工程的宣传工作。
10) 运行维护子系统: 主要包含用户权限管理、

日志管理、数据备份与恢复、网络交换数据加密与

内外网网络安全管理等内容。
4． 系统数据设计

数据库设计是系统设计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除文档模板和一些特殊数据文件以外，其他与

系统相关的所有数据都保存在数据库中。底层数

据库管理系统拟采用 Oracle 9i，笔者根据系统功能

划分和所涉及数据的情况，设计了生产管理数据

库、技术管理数据库、资料成果数据库、资源管理数

据库、财务管理数据库、质量管理数据库、安全保障

管理数据库、电子办公数据库、信息发布数据库和

运行维护数据库等 10 类数据库，分别对应 10 个子

系统。系统所要存储的数据包括大量空间数据和

属性数据等非空间数据，非空间数据直接采用数据

表进行存储和操作，空间数据采用 Oracle 二进制大

对象字段方式进行存储和管理，同时开发对存储空

间数据的二进制大对象字段的操作引擎，实现空间

数据的解析和查询检索操作。系统数据库的总体

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西部测图工程管理平台数据库总体结构图

所有 10 类数据库公用一个 Oracle 表空间，每个

数据库则在表空间中对应建立几个数据表作为基

表，并用来存储所有相关数据。为了简化数据库操

作，基于基表还要建立一系列视图，以便把各个基

表按照逻辑关系关联起来。为了进一步简化数据

库操作，还需要对一些较为复杂的操作建立存储

过程。

三、系统的开发实现与应用

遵循软件设计的标准化、开放性、稳健性、友好

性、可扩展性、相互依赖性等设计原则，系统所用的

开发工具为: 系统开发语言采用 C#语言和 ASP．
NET; 系统架构描述工具采用 Microsoft Visio 2003;

系统设计管理工具采用 Rational Rose 2003; 版本控

制工具采用 Microsoft Visual SourceSafe 6． 0; 项目进

度管理工具采用 Microsoft Project 2003; 数据库采用

Oracle 9i; 数据库访问模式使用 ADO． NET。系统架

设过程中采用 C /S 与 B /S 混合架构，服务器端架设

在管理系统运行维护中心，负责平台运行维护与数

据更新、电子办公、资源管理、安全保障。
客户端系统可根据各自需求进行子系统的自

定义安装。由于西部测图工程的承担单位较多且

地域分散，考虑到现有网络运行条件限制等因素，

客户端子系统设计为可离线运行。客户端与服务

器端的信息交换分内外网情况分别设计为: 在内网

环境下，进行实时在线交换; 在外网环境下，通过商

用邮件加密系统加密后，采用邮件传输方式进行信

息交换。笔者根据以上设计思想，对西部测图工程

管理平台系统进行了开发。系统主界面如图 3 所

示。系统完成开发后，经过测试和试运行，在西部

测图项目部、各工程承担单位部署试用，效果良好。

图 3 西部测图工程管理系统主界面

四、结束语

“西部测图工程管理平台”是西部测图工程科

学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通过构建协调有

序、反应灵活、功能强大、运转高效的西部测图工程

管理系统，形成了规范、科学、先进的测绘工程管理

手段，为高新技术条件下的现代测绘工程管理摸索

出一套切实有效的信息化工程管理模式，为实现西

( 下转第 78 页)

07 测 绘 通 报 2012 年 第 4 期



线点间距离，同时将导线点布设在与渠道中心桩大

致相同的高程面上，这样有利于提高测量精度。

四、结束语

通过对仪器本身测距误差、对中误差、棱镜倾

斜误差引起的测距误差的分析和计算，以及测距误

差、竖直角误差、照准棱镜高度误差、仪器高度量取

的误差、地球曲率和大气折光的影响对测量渠道里

程桩的高程中误差和高程极限误差的分析与全站

仪在渠道中的应用实例，全站仪用于渠道纵、横断

面测量具有以下优点。
1) 采用全站仪进行渠道的纵横断面测量，不受

地形条件影响，不用记录和计算，减少了劳动强度，

施测速度快，缩短了工期。
2) 采用全站仪进行渠道的纵横断面测量，用 2″

级全站仪单向测量里程桩的高程。当测量距离在

1000 m 时，其极限误差最大值为 30． 64 mm，精度高

于规范规定里程桩高程的极限误差限差 ± 0． 1 m 的

一半，完全达到水利水电测量规范的精度要求。
3) 渠道横断面地形特征点高程测量的精度要求

≤ ±0． 3 m，横断面特征点平面位置误差≤ ± 1． 5 m。
由于全站仪测量点的平面位置的精度优于高程测

量，因此，其点位精度也完全满足其要求。
4) 采用全站仪进行渠道纵横断面点的平面位

置和高程数据采集，并用计算机和绘图软件进行绘

图，不仅绘图速度快、图面清晰，也便于后续设计工

作和土方工程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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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测图工程“安全、优质、创新 ”的目标奠定了良好

基础。本系统将西部测图工程中产生的大量、动

态、错综复杂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及时准确的分析和

处理，进而对工程过程中的各项生产活动进行事先

计划、事中控制和事后反馈，力求使工程管理真正

由经验管理进入科学管理。在未来的研究中，笔者

将进一步紧密结合西部测图工程新的业务需求和

问题完善系统的建设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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