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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计算机技术、软件技术、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地质勘查项目信息管理系统的研

究与实施创造了条件。本文结合实际操作，从系统架构搭建、数据模型设计、系统功能等方面对系统进

行了阐述，并探讨通过信息管理系统的实施，规范项目信息资源的存储与利用，解决异构数据的整合与

集成，改进地勘业务的管理与衔接，方便用户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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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随着计算机技术、软件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

技术的飞跃发展，以及在地质勘查领域的深入应

用，用户对于地质勘查信息化建设成果的需求与

期待愈来愈迫切。作为项目管理者，更想利用信

息化建设成果将业务管理需求向野外拓展，实现

地勘项目的动态监管，为其业务管理与决策提供

依据。作为项目实施者，在地勘项目执行的过程

中，如何利用信息系统，既能满足管理者对业务的

动态监管需求，又能从自身的实际业务出发，实现

对项目相关信息及其阶段性成果资料的适时编辑

与动态管理。此外，如何对异构数据进行整合与

集成，实现地勘项目数据的一体化存储与利用，实

现各环节的业务与数据衔接，成为地质勘查信息

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

此，笔者结合实际业务，以地质勘查项目信息管理

系统的研究与实现为例进行探讨。

２　系统架构

该系统的运行主要为单机和 Ｃ／Ｓ两种模式，其
中：单机模式主要安装在笔记本电脑上，供野外项目

组使用；Ｃ／Ｓ模式主要部署在单位局域网上，在客户
端安装，供地勘项目管理层使用。结合实际业务，系

统总体架构在逻辑上可划分为 ４层：数据层、支持
层、表示层、应用层（如图１所示）。

图 １　系统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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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数据层
数据层主要由文件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和图

形数据库三部分组成。其中：关系型数据库主要用

于组织与管理地勘项目信息及其相关数据；文件数

据库主要用于存储地勘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管理与技

术文档；图形数据库主要用于存储项目阶段性成果

图件。

２．２　支持层
支持层主要为系统功能实现提供支撑。该系统

采用的主要技术包括：ＯｆｆｉｃｅＶｉｅｗｅｒ控件、ＭａｐＧＩＳ二
次开发平台、ＰＤＦＶｉｅｗｅｒ控件、ＶｅｃｔｏＣＡＤ控件和
ＣｈｉｎａＥｘｃｅｌ控件【４】

。

２．３　表示层
表示层在上述技术的支撑下，主要提供具有专

业针对性的、面向系统终端用户的实用性功能，主要

包括：文档编辑、图件编制、报表输出、图像浏览等功

能。

２．４　应用层
应用层则面向地质勘查业务管理，重点针对项

目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管理类与技术类文档进行

动态管理，从而实现对异构数据的整合与集成，以及

对地质勘查业务数据的一体化存储与利用。

３　数据模型

数据模型是对现实世界中各种实物或实体特征

的数字化模拟和抽象，用以表示现实世界中实体及

实体之间的联系，使之能存放到计算机中，并能通过

计算机软件进行处理。数据模型是数据库设计与软

件研发的核心问题之一。该系统的数据模型由关系

型数据库、文件数据库和图形数据库组成，如图２所
示。

３．１　关系型数据库
该系统底层的关系型数据库为 ＡＣＣＥＳＳ数据

库，以项目编号命名（２０１１０４０２０５０１．ｍｄｂ），主要用
于组织与管理项目的基本信息及其相关数据，以及

与项目相关的各种管理类与技术类文档，在该数据

库中建立的主要实体 －关系模型如图３所示。
３．２　文件数据库

文件数据库主要用于存储地勘项目执行过程中

的各类过程管理文档与项目技术文档，如图２所示。
其中：过程管理文档主要包括：工作计划、月报、季

报、年报、质量检查与野外验收等文档；项目技术文

档主要包括：立项、设计、报告或总结，以及资源量等

技术文档材料，各类材料均由正文、附图、附表、附

图 ２　系统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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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实体 －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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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系统总体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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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审批及其他内容组成。

３．３　图形数据库
图形数据库主要用于存储项目技术文档中的附

图（图件）。该系统支持多种附图格式，包括：Ｍａｐ
ＧＩＳ和 ＡｕｔｏＣＡＤ矢量图形，以及 ＩＭＡＧＥ图像图件
（．ＪＰＧ，．ＧＩＦ，．ＴＩＦ等）。相关空间及属性数
据主要在矢量图形内部存储。

４　系统功能

结合地质勘查项目管理业务与用户实际需求，

以及建立的系统数据模型，可设计并构建如图 ４所
示的系统总体界面。

为满足实际业务需求，该系统具备地勘项目管

理、技术资料编制、数据自动成图、统计报表输出四

类主要功能。

４．１　地勘项目管理
地勘项目管理功能是系统实现的主体业务管理

功能，主要提供了项目概况管理、工作任务管理、经

费预算管理、项目人员管理、项目成果管理、监管文

档管理、技术文档管理等功能。从而实现了对地质

勘查项目立项论证、设计编审、质量管理、野外验收、

报告编审、成果提交、资料汇交等各阶段业务数据的

一体化存储与利用。

４．２　技术资料编制
技术资料编制功能是系统实现的核心业务功

能，主要提供了管理文档制作与技术资料编制功能。

用户在系统总体界面（图４）左侧的资料列表框中双
击指定的文件，程序会自动根据文件类型调用相应

的控件，并在浏览编辑区中打开相应的文件。用户

可随时浏览与编辑多种格式的数据文件，包括：Ｏｆ
ｆｉｃｅ、ＭａｐＧＩＳ、ＰＤＦ、ＡｕｔｏＣＡＤ和图像文件等，系统会
根据文件格式动态加载相应的菜单，其使用过程与

直接调用相应的应用程序无任何差异。

在相应控件技术支撑下，该功能集成了各应用

程序的全部功能，以此来解决对异构数据的整合与

集成。

４．３　数据自动成图
数据自动成图功能是系统提供的计算机辅助制

图功能。用户可以随时调用原始数据，在已打开的

ＭａｐＧＩＳ或 ＡｕｔｏＣＡＤ文件中自动绘制矢量图形。系
统主要提供了钻孔柱状图、勘探线剖面图和资源量

估算图的自动与交互制图功能，以及样品表、资源量

表和责任表的辅助制图功能。此外，系统提供了从

Ｅｘｃｅｌ文件到矢量图形的转换功能，用户可以直接将
系统打开的 Ｅｘｃｅｌ文件内容自动复制到打开的 Ｍａｐ
ＧＩＳ或 ＡｕｔｏＣＡＤ矢量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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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统计报表输出
统计报表输出功能是系统为项目管理人员提供

日常报表统计功能，主要包括工作任务统计、工程施

工进度统计（注：需调用原始地质编录数据库）、预

算经费统计等功能。统计报表为 ＣｈｉｎａＥｘｃｅｌ报表模
板，用户随时可以将报表输出成 Ｅｘｃｅｌ文件。

５　结论

该系统是由地质人员亲自设计与研发的应用软

件，底层数据模型与系统功能设计紧贴实际业务需

求，经前期测试与实际应用，主要取得如下结论：

一是规范了地质勘查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全部管

理文档与技术资料。数据组织方式符合地质资料管

理与汇交技术规范要求，系统导出的资料可以直接

向地质资料馆提交。

二是解决了不同系统、不同格式的异构数据共

享与数据兼容问题。利用该系统可以对多种格式的

数据文件进行浏览与编辑，操作方式与直接使用相

应的程序完全一致。

三是实现了地质勘查项目各阶段业务数据的有

效衔接与一体化存储利用。用户对管理与业务数据

的应用不再相互独立，而是一个相互衔接的有机整

体。

四是方便了野外地质人员与业务管理人员的实

际工作。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项目组人员可以随

时对过程管理文档与技术资料进行管理与维护，管

理人员可以直接导入并调用由业务人员传回的数

据，实现对项目全部数据的动态监管。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Ｌｉ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ＳｕｎＨｕａｎｙｉｎｇ，ＢａｉＱｉｎｇ，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ｌｅ，Ｈｕａｎｇｈｕｉ．２０１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ｏｇ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５６

（２）：３１－３６

Ｌｉ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ＳｕｎＨｕａｎｙｉｎｇ，ＢａｉＱｉｎｇ，Ｙｉｎ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ｈｕｉ．２００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ＬｏｇｇｉｎｇｏｆＴｒｅｎｃｈ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Ｊ］．Ｇｏｌ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１７（３）：２０－２４

ＣｈｅｎＬ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Ｘｕｄｏｎｇ，ＱｕＳｈｉｃｈａｏ．２００５．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ｏｆ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ａｉＱｉｎｇ，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ｌｅ，Ｌｉ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ＹｕＺｕｎｘ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Ｔａｏ，Ｈｕ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２００７．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ＧｏｌｄＥｘｐｌｏ

ｒａｔｉｏｎ［Ｊ］．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３７（１）：１０－１４

ＷｕＣｈｏｎｇｌｏｎｇ．２００８．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ｏｆ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ｅｎ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ｆｅｎｇ．２００８．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ａｔａ．［Ｊ］．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４７（５）：１－６

ＹｕＱｉｎｇｗｅｎ，ＬｉＣｈａｏｌ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Ｋｅｘｉｎ．２００３．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

ｐｉｎｇ．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ｈ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２８（４）

：３７０－３７６

［附中文参考文献］
于庆文，李超岭，张克信．２００３．数字地质填图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向

［Ｊ］．地球科学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２８（４）：３７０－３７６

文　斌，张文广，张学峰．２００８．国土资源数据分析及其整合与集成

［Ｊ］．国土资源信息化，４７（５）：１－６

吴冲龙．地质信息技术基础［Ｍ］．２００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白　清，董建乐，李永生．２００７．黄金地质勘查信息系统设计［Ｊ］．国

土资源信息化，３７（１）：１０－１４

陈联诚，陈续东，区士超．２００５．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０实

用教程［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李永生，孙焕英，白　清．２００９．槽探数字化地质编录数据模型与实现

方法研究［Ｊ］．黄金科学技术，１７（３）：２０－２４

李永生，孙焕英，白　清．２０１０．勘探工程数字化地质编录系统的研究

与实现［Ｊ］．国土资源信息化，５６（２）：３１－３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ＳＵＮＨｕａｎｙｉｎｇ１，２，ＭＡＱｉａｎ３，ＬＩ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３，ＸＩＡＧｕｏｂｉｎ４，ＷＡＮＧＣｕｉｘｉａｎ５

（１．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２．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ＡＰＦ，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２０２；

３．Ｇｏｌｄ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ｏｆＣＡＰＦ，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５５；４．ＨｅＸｉＧｏｌｄＭｉｎｅｏｆＺｈａｏｙｕａｎＣｉｔｙＹａｎｔａｉ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６５４０２；

５．Ｎｏ．２Ｇｏｌ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ＡＰＦ，Ｈｏｈｈｏｔ，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０１００１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ｅｒｍｉｔ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ｌ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ｌｓ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ｂｙｔｈ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ｈｏｗｔ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ｔｈ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ｕｓ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ｄａｔａａｍａｌｇａ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ｕｓ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ｎｅ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０４４１

　　　　　　　　　　　　　　　　　　　　　　　　地质与勘探　　　　　　　　　　　　　　　　　　　　　２０１４年

ww
w.
dz
yk
t.
co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