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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以 Aut odeskMap2009 为数据处理平台, 利用 ObjectARX. NET 和 ArcObject二次开发组件集

进行二次开发,用来进行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入库前数据的处理。通过二次开发所形成的数据处理系统, 可在较

短时间内搭建多个县区的数据库,并在省内多个测区中得到了应用。本文介绍了该数据处理系统的主要功能和开

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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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第二次土地调查作为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

查,目的是全面查清全国土地利用状况, 掌握真实

的土地基础数据, 建立和完善土地调查、统计和登

记制度,实现土地资源信息的社会化服务, 满足社

会经济发展及国土资源管理的需要。

建立起农村土地调查数据库是第二次土地调

查任务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如何才能又好又快的完

成数据库的建立,入库前数据的处理整合是建库的

关键因素。

目前第二次土地调查入库前数据处理的软件

有很多:如清华三维二调版系统软件、CASS7. 0二

调版系统软件、还有一些是经过国土资源部测评

的具有前期数据处理整合与数据库管理的一体化

系统软件,上述软件从功能上讲都非常强大, 而且

后台有大型的关系型数据库支持, 如 ORCLE、

SQLSERVER 等, 能按要求完成前期数据处理整

合的工作。这些软件有的是在某 GIS 软件平台上

进行二次开发, 增加一些编辑功能, 但编辑的功能

很弱; 有的是在绘图软件平台上进行二次开发, 增

加一些 GIS功能, 但是 GIS功能比较弱; 还有一些

是自己单独开发的处理平台, 使用者不是太好

接受。

本次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项目具有时间紧、

任务重、数据量较大等特点, 同时对于测绘单位

来说, AutoCAD软件应用较为顺手, 因此笔者在

认真研究了上述部分软件性能的基础上, 以 Au

todeskM ap2009为平台开发出了一套工具集, 该

工具集利用 ObjectARX. NET 进行 AutodeskM ap

二次开发 , 并在系统中融入了 Ar cObject 二次开

发组件集, 将 AutoCAD 与 GIS 相结合, 取长补

短, 优势互补, 为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的入

库工作提供了一个数据整合处理的优质高效的

平台。

2 AutoCAD二次开发接口 ObjectARX. NET

众所周知, 对 AutoCAD 进行二次开发用到的

主要工具有 ObjectARX、VBA、和 Lisp,它们优点和

缺点显而易见: ObjectARX功能强大,编程效率高,

但是编程者必须掌握 V C+ + , 而这门语言非常难

学; VBA 和 Lisp虽然简单容易上手,但它们对于开

发大型的程序好像力不从心。当 AutoCAD被首次

用 Viusal Studio . NET 编译生成的时候, . N ET 开

发的大门就被打开发, 它结合了 VC+ + 功能强大

与 VBA 易学易用的特点, 可以快速地开发出功能

强大的 AutoCAD程序。

3 ArcObject

ESRI的 ArcObject (简称 AO)是 ArcGIS 的功

能核心, 是 ArcM ap、Ar cCatalo g、ArcToolbox 等桌

面应用程序的开发平台。ArcObject 是一和集成

的、面向对象的、地理数据模型的软件组件库, 提供

了 ArcGIS 全部的功能, 是开发 GIS 应用程序的基

础。开发人员可以利用 Ar cObject 框架进行编程,

以提高 Ar cGIS 的性能或扩展其应用。ArcObject

是以完整有序的对象组件的集合形式发布的, 不是

一种独立的商业软件, 它包含在 Ar cGIS 产品中,

ArcObject 提供的组件为用户提供了进行二次开发

和功能扩展的能力。



4 土地调查数据采集与处理的工作流程

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的有关技术要求, 在

调查中可以采用很多种工作方式,而我们根据我单

位的实际情况和具体作业习惯,制定了一套自己的

工作方案, 采取的是先内业判绘、后外业调查、最后

内业处理形成数据库,具体的流程图如下:

4 所开发的数据处理系统所包含的主要

工具

了解到以上的数据处理流程, 通过仔细分析,

制定出了数据处理系统应该具备以下功能, 分别是

数据采集录入功能、数据处理功能、数据检查功能

和数据入库转换的功能。为次开发出了与之相应

的工具模块,分别是采集录入模块、数据处理模块、

数据检查模块、入库转换模块。下面详细介绍一下

这些工具的具体情况。

4. 1 采集录入模块

数据采集工具又由两部分组成,即数据采集录

入、影像索引两部分。

4. 1. 1 数据采集录入

本次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任务的前期入库数

据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地类要素为: 地类图

斑层、线状地物层、零星地物层; 另一种为权属要

素:行政区层、权属界址线层、权属界址点层、权属

宗地层、行政区界线层。采集流程为: 首先对地类

要素进行内业预判, 然后根据外业的调绘成果进行

内业标绘修改。利用此工具只需采集行政区层、地

类图斑层、线状地物层、零星地物层, 其他要素层,

系统会根据已有的要素层自动生成,在采集地类图

斑与线状地物时无需重复采线只要满足两种要素

层的拓扑关系既可。要素层录入属性时, 只需录入

必要的属性,其他的属性系统会根据空间关系与拓

扑关系自动添入。如地类图斑只需填写地类代码、

权属性质、耕地类型、图斑记录卡信息等属性内容。

这样通过软件的二次开发把一些重复性的录入工

作进行简化, 只需要录入一次, 另外有些可以通过

软件分析的信息也不用手工录入, 在很大程度上降

低了工作量。

4. 1. 2 影像索引

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任务是以 1 10 000分幅

的正射影像图作基础底图, 按照一般的作业方式是

在做到哪一幅时就打开哪一幅, 通过二次开发之后

就改变了这种方式, 即采取了影像索引方式, 把采

集范围内所需要的分幅影像图进行索引保存并自

动生成 1 10 000分幅结合表, 当需要调用某一幅

图形时, 只需点击结合表中的图幅号, 系统就会自

动加载所需的正射影像图, 大大提高了图幅数据检

索的速度。

4. 2 数据处理模块

将各种数据录入之后, 就需要进行数据处理,

为此开发了数据处理工具, 本工具有两部分组成,

分别为数据拓扑处理工具、数据接边处理工具。

4. 2. 1 数据拓扑处理

采集后的数据进行数据清理操作, 它包括删除

重复项、删除短对象、打断交叉对象、延伸未及点、

捕捉节点簇、删除悬挂点等。对清理后的要素分别

进行拓扑处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与正确性,最后生

成待转换的拓扑面 Top _ Po lygon 。虽然 Au

todeskM ap中本身自带了此类操作, 但操作方法较

繁琐给作业造成不便,而利用我们为此开发的工具

在作这一项时不需任何设置, 只需按下一个命令按

钮就可以迅速对数据进行数据清理、拓扑处理、生

成拓扑面等操作。

4. 2. 2 数据接边处理

数据接边处理工具实际上是对 AutodeskMap

编辑多源图形功能的二次开发, 多个用户可以同时

在网络上查看和查询同一个文件中的对象。当需

要编辑由查询检索到的对象时, 这些对象将在源图

形中锁定直到通过一个称为回存的过程将所做的

修改提交给源图形为止。一旦完成了编辑和保存,

这此对象将被解锁, 并可以再次供用户使用。利用

这个工具首先要把所需要接边的文件进行图形索

引, 然后根据索引文件进行接边文件加载, 对加载

后的文件进行删除、修改、添加操作, 通过回存命令

将编辑后的数据回存到源图形文件中。通过二次

开发我们做到了数据的自动接边处理, 提高了工作

效率。

4. 3 数据检查模块

数据进行整理好之后需要对数据进行检查,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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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检查的内容, 开发了数据检查工具, 本工具由两

部分组成,分别为属性检查工具、图形检查处理工具

4. 3. 1 属性检查

根据项目的具体要求对前期数据的各要素层

属性进行逻辑一致性检查。由于作业人员的水平

差异,再好操作的软件也会存在属性录入的错误问

题,利用这个工具首先建立属性错误规则, 把有可

能存在的文件加入规则中, 对找到的可疑问题进行

查询定位并进行修改。

4. 3. 2 图形检查

图形逻辑一致性检查不仅要检查本要素层数

据,而且还要检查各要素层之间的空间关系, 所以

利用此工具首先建立图形拓扑检查规则, 根据检查

规则对数据进行批量检查并对错误数据进行查询

定位。规则包括: 面和面之间的规则、面和线之间

的规则、线和线之间的规则、线和点之间的规则、面

和点之间的规则等。

4. 4 入库转换模块

入库转换是整个入库过程的关键, 是将处理好

的 DWG 文件格式直接批量转换成 Geodatabase 的

MDB 格式文件。本转换工具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

把数据转换至新建初始库中, 另一种方式是把数据

转换至已有数据库中。有了这个工具我们在很短

的时间内可以把一个县区的 DWG格式数据导入到

数据库当中, 完成数据库的搭建工作。

5 结 语

本数据处理系统将 AutodeskM ap 与 ArcGIS

巧妙结合,使之既拥有较强 GIS 功能又具备强大的

编辑功能,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稳定的建立起符

合国家标准的县区级土地利用数据库, 大大提高了

入库效率。本数据处理系统是笔者在实际工作中

总结经验自行研发的,是在作业时遇到各种问题时

不断解决和修改过程中逐渐完善的, 实践证明, 该

系统方便快捷、安全可靠, 与同类软件系统相比, 非

常具有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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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is paper int roduces the advanced component development based on ObjectARX. NET and ArcObject on the pr o

cessing desktop o f AutodeskMap2009 to perfo rm the data pro cessing o f w hole national second land investigation. Through t his

data pr ocessing sy st em fo rmed by this second development, multi- county- and- area databases can be built up during a short

per iod of time and the sy stem has been applied into many sur vey pr ojects in Liaoning pr ovince. This ar 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e main funct 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w o rking flow of this data process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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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 ibes formulas using project ion t ranslating of centr al meridian and helment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which can be used to handle leng thdefo rmation o f pro jection and connection of adjacent projects. I t discusses how to get th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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