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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基础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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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吉林省测绘局的实际情况，论述了吉林省基础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应包括的内容、平台的建设方
法以及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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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on the Common Platform of Basic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t Provincial Level

LIU Jing － bo
( Jilin Institute of Geomatics Engineering，Changchun 13005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ilin province，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ntents，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common platform of basic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t provinci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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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自从 1991 年美国政府智囊团首次提出“信息社会”
概念以来，世界各国都开展了信息化建设。吉林省在信息
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随着信息化建设的发展，

地理信息在信息化社会中的地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测绘部门所扮演的角色也正在逐渐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
变。目前，各测绘部门对外仍然延续着传统测绘成果提供
的模式，只是在成果的形式上由原来的纸质地图转变为数
字化测绘成果。随着地理信息的积累、信息化的发展，测绘
部门将不再是简单的测绘数据的加工者和资料提供者，而
应该成为基础地理信息的服务者和维护者。

吉林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担负着管理测绘资料成果
的责任，怎样有效地管理地理信息，尽可能发掘其潜在价
值为社会各界提供服务，是我们目前应该考虑的问题，吉
林省基础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以下简称平台) 的概念
由此而生。

1 平台的概念

该平台是一个基础的、公共的、开放的空间定位平
台，能有效地管理各种数据，满足信息化对空间地理信息

共享的要求。将各行业的专题信息、公共信息服务建立
在一个具有空间定位意义的、模拟现实世界的环境当中，

实现对各类信息的有效管理、应用和展现，为信息的共享

和开放、信息资源的挖掘奠定基础，同时也为数字省、数

字城市或数字行业的建设搭建一个基础的信息平台。

2 平台的内容

2． 1 空间数据库
空间数据库应包括各类控制点、各种比例尺的矢量

数据、正射影像、数字高程模型、地名数据和其他一些非

空间信息数据。其中，矢量数据的采集是一项复杂而庞

大的工程，如果定义一种涵盖全要素的地理信息数据库，

工作量将是巨大的，且后续的维护更新的成本也非常高，

所以建立框架数据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

2． 2 数据库管理系统
数据库管理系统是数据库维护者使用的系统，用于

对数据库进行操作和管理，包括对数据进行维护、修改和

更新等操作，以及各种权限设置与管理。吉林省1∶ 10 000

数据库建设完成后，将依据数据库建设的软件平台挖掘

其自身的系统管理功能，该系统主要由数据库管理员进



行操作。

2． 3 用户后端数据库维护系统
该系统是提供给用户使用的，用于修改、更新、添加

用户自己的空间或非空间信息的维护系统，是用户对自
身数据和与自己有关的空间地理信息数据进行管理的
工具。

2． 4 专题地理信息系统
专题地理信息系统是为特定用户，如水利、电力、环

保等行业用户开发的应用系统，主要包括 GIS 的基本功
能，特定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行业特点在该系统上开发
自己的应用系统。

2． 5 地理信息公众服务
地理信息公众服务是为公众提供空间定位综合服务

的系统，可以以互联网、多媒体、电子地图、导航系统等形
式向公众提供诸如旅游、交通、餐饮等空间位置信息。

3 平台的建设

3． 1 空间数据库的建设
1) 随着吉林省空间数据的积累，各种空间数据越来

越多。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已提上
了议事日程。吉林省测绘局目前正在进行建设的
1∶ 10 000数据库，实际上是一个框架性的空间数据管理平
台，其管理的数据不仅仅是 1 ∶ 10 000 数据，还包括
1∶ 1 000 000，1∶ 500 000，1∶ 250 000等系列比例尺数据，包
括 DEM，DOM，DRG，各类控制点、地名等空间信息和非空
间信息。

2) 除了吉林省测绘局的框架性基础数据库外，与各
个行业有关的专题空间数据库分布在不同的部门，需要
将各个专题数据库与吉林省测绘局的框架性基础数据库
组织在一起，既要保证各专题数据库的独立操作与维护，

又要保证与基础数据库的协调一致，使用户面对的是看
似统一的地理空间数据。另外，对于数据的安全性、并发
控制和数据共享技术也需要深入研究。

3) 数据的共享应采取适当的形式，切合实际的做法
是采取外部数据交换的方式来实现不同 GIS平台的数据
交换，因为用统一格式的数据对于各行业来说是不现
实的。

4) 数据库的更新、维护、存储、备份等工作应建立一
套机制，规范其整个流程。

3． 2 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建设
可以依据吉林省测绘局的 1∶ 10 000 数据库所采用的

软件平台进行开发，实现对数据库的维护、更新和修改等
功能。

3． 3 用户后端数据库维护系统的建设
由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平台的基础上自行开发，

侧重于用户对自己数据的管理等工作。

3． 4 专题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平台提供基本的 GIS功能，并提供专题地理信息开发

工具，便于用户在平台上开发自己的应用系统。

3． 5 地理信息公众服务的建设
在平台的基础上，开发各种服务，如电子地图、各类

专题图、各种应用服务系统等。公众服务的各类系统不
应过于专业化，应开发便于操作、便于理解，包含大部分
用户应用水平的、人性化的系统，这对增强社会各界对空
间信息的重要性的认识和了解有着重要的意义，并将随
着技术积累，逐步形成产业化。吉林省测绘局开发的地
理信息分发服务系统已经投入应用，可将其与吉林省测
绘局正在建设的 1∶ 10 000 数据库进行整合，将其纳入到
平台的框架范围内。

4 平台的应用

1) 面向政府的空间地理信息辅助决策;
2) 面向公众的空间定位服务;
3) 推进地理信息的产业化发展;
4) 与空间信息有关的行业服务。

5 结束语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是信息化社会对空间信息的
要求，是整合信息资源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地理信息技
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简单论述了基础地理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应包括的内容、建设的方法和应用范围，并对其
内容、关键技术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分析了吉林省测绘局
当前的实际情况，对如何建设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提
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并对地理信息应用的模式和范围
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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