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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述了建立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生态公益林地籍管理系统的技术设计和实现方法 。从

浙江省生态公益林管理的实际需求出发 , 系统地分析管理过程的业务流和数据流 , 详细设计

了公益林地籍管理系统结构与功能模块 , 探究了系统开发中各类数据采集 、整理和组织 、数

据库建立 、 系统整合集成等过程的关键技术 , 研发了规范实用的县级公益林地籍管理通用软

件。应用结果表明 , 该系统能够为生态公益林的规范化 、 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提供相应保

证。图4参 11

关键词:林业工程;地理信息系统;生态公益林;规范化管理;地籍信息系统

中图分类号:S757;TP39　　　文献标志码:A

生态公益林的建设与管理涉及到区域布局 、 面积界定 、补偿资金发放 、管护队伍建立 、 管护措施

落实 、变更调整 、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监测和检查验收等各项工作 , 由此会产生大量的空间信息与属

性信息 , 且此类信息是动态变化的 , 依靠传统的手工管理 , 效率低下。因此 , 开发以地籍小班为基础

的公益林管理系统 , 对规范各地的公益林管理 , 落实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显得非常必要与紧迫 。要

开发好公益林管理系统 , 首先必须对公益林管理环节进行系统分析 , 统一标准 , 同时 , 还必须考虑与

林业其他专题管理系统的衔接 , 确保底层数据的有效交换和共享。据此 , 我们提出了 “以地籍小班管

理为核心 , 统一管理流程 , 统一数据标准 , 统一系统软件” 的开发与建设指导思想 , 对公益林地籍管

理系统结构 、数据组织和功能等进行了研究设计 , 并以江山市为试点 , 完成了浙江省公益林地籍管理

系统通用软件的研建工作 , 达到对生态公益林的规范化 、 标准化和现代化的管理目的
[ 1-4]

。

1　系统结构

公益林地籍管理系统是一个 4层结构 , 分别是基础数据层 、 通用平台层 、 功能组件层和专题管理

层。其结构如图 1所示。系统结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开放性:软件基于 C S 结构开发 , 实现了多

层次和不同颗粒度的数据共享 。②集成性:体现了多源数据在基础数据层上的集成 , 功能组件与功能

模块在专题应用上的集成以及应用系统在数据平台上的集成。 ③可扩展性:数据分层分块管理 , 采用

组件技术编制应用程序模块 , 整个系统是一个 “积木块” 构架 , 同时采用了数据与应用程序分离机

制。 ④安全性:对数据的操作都需要先通过数据安全平台 , 然后调用统一的接口对数据库操作 , 采用

C S 结构 , 客户机配置加密通道 , 并作多级权限控制。 ⑤易维护性:由于采用数据层管理和组件技



术 , 数据的变更和功能的增减不会产生联动的不良后果
[ 5 , 6]
。

图 1　公益林地籍管理系统体系结构
Figure 1　Architecture of public welfare forest management system

2　数据组织

建立公益林数据库就是要把有关公益林的信息以科学的方式组织到以计算机系统为基础的数据库

中 , 能否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公益林数据库是实现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基本开发平台的公益林地

籍管理系统关键的问题
[ 7 , 8]
。数据库的建立主要包括数据采集和数据组织与标准化 2个阶段的工作。

2.1　数据采集

系统中需要采集的信息主要有 2类:公益林空间信息和公益林管理信息。公益林空间信息包括海

拔高程 、 坡度 、 坡向 、河流 、 道路 、等高线等基础地理信息;省界 、地市界 、 县界 、乡界 、 村界等行

政区划界线信息;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和公益林小班界线等的林业专题地理信息
[ 9 , 10]

。公益林管理信息

则包括了与地籍小班空间信息相对应的公益林面积数据 、 补偿对象数据 、 资金管理数据 、管护组织数

据和经营管理变化数据等 。

以县(市 、区)、乡(镇 、 林场)、 村为单位对各种比例尺的地形图 、 二类资源调查的外业图件

(林相图)、公益林小班调查图和表 、林权证 、管护队伍信息表 、补偿资金发放清册 、公益林管理档案

以及样地调查表等进行整理录入 , 重点检查各类数据的完整性 、现实性和有效性 , 根据数据标准化的

规范要求对公益林数据库进行数据采集 、分类与编码 。数据库的采集整理如图 2所示 。

2.2　数据组织与标准化

由于公益林数据在行政管理上以县 、乡 、村为单位的管理方式和测量上以图幅为单位的管理方式

的不同 , 小班数据每年的动态变化 , 经营户跨村跨小班的插花经营 , 以及经营户的经营界线和小班界

线不一致等现象的存在 , 使得生态公益林数据既有很强的地域性 , 又有很强的动态性 , 数据组织比较

复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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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益林地籍管理系统数据采集
Figure 2　Data collection of public welfare forest management system

　　公益林数据组织采用的是多级区域数据时序管理模型 。即以县 , 乡(镇 、 林场), 村 , 林班 , 小

班 , 细班为多级单位进行不同比例尺的数据组织 , 在各类数据上按照管理的实际需要融合了不同尺度

的时序数据 , 并实现各类数据之间的无缝管理
[ 11]
。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避免过去由于采用图幅管理

方式所带来的大量地物(如县 、乡 、村边界等)被图幅线分割而使得数据完整性遭到破坏的弊端;可以

使1∶500 , 1∶1 000 , 1∶2 000 , 1∶5 000和 1∶10 000等地形数据的有机融合;可以将数据按照时间或者

地域逐步展开细化;同时 , 还可以避免因为数据量过大而导致系统的崩溃 , 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3　系统功能与特点

3.1　系统功能

该系统从当前生态公益林县级管理的实际需求出发 , 着重考虑能提供生态公益林建设与管理各环

节较完整的解决方案 , 主要的功能模块有:公益林建设面积管理 、 补偿对象管理 、 资金管理 、管护组

织管理 、 森林资源和生态监测 、档案管理等 。详见图 3。

3.2　系统特点

3.2.1　数据组织灵活性　为满足公益林管理的实际需要 , 系统运行必须具备相应的空间数据和属性

数据 , 但是考虑到部分县(市)空间数据暂时无法入库的实际情况 , 系统采用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一

体化管理 , 分开存储和处理的模式 。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可以直接通过系统提供的导入功能进入系

统 , 入库后 , 可以直接导入外部属性数据 , 在导入的过程中完成检查和关联。入库的图形数据或属性

数据可以单独运行 , 执行系统部分模块相应的功能。在没有图形数据的情况下系统调用 SQL接口依

旧可以完成属性数据相关的操作 , 如录入 、 查询 、统计和报表生成等功能 。这样的处理方式保证了空

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单独入库 , 降低了系统对数据的依赖程度 , 提高了系统的健壮性 , 增强了系统处

理数据的灵活性 , 并且使得数据的冗余度最小。

3.2.2　功能实现便捷性　数据查询 、汇总和统计分析等功能实现的便捷与否是衡量一个管理系统成

败的重要指标。依据公益林管理业务的需要 , 系统设计了符合国家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规定要求的

28套固定格式报表 , 方便用户使用 。考虑到公益林管理过程中复杂多变的报表需求 , 系统还提供了

用户自定义报表功能 , 通过对报表样式和报表统计方法的定义生成用户需要的各种报表 。不同图层的

333第 24卷第3 期 李土生等:浙江省公益林地籍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图 3　公益林地籍管理系统功能结构
Figure 3　The function of public welfare forest management system

叠加 , 可分析计算交叉重合的区域 , 将结果保存生成新的图层 。交叉分析中的 “源图层” 和 “目标图

层” 可任意组合 , 如通过不同年份的公益林图层可以分析和评价公益林的面积及布局结构变化情况 ,

通过交叉分析不同时期公益林森林资源调查图层可反映公益林的森林资源结构及生态变化情况等 。

4　系统的实现

系统采用 C S结构 , 以ArcEngine 组件为基础构建技术平台 , 用 C
++
作为开发工具 , 空间数据引

擎为SDE。ArcEngine 提供组件框架和控件框架的同时 , 可将成果进行分发。因此 , 系统既具有强大

的GIS功能 , 又方便实现生态公益林管理的需要 , 同时拥有十分友好的系统界面(图 4)和相对较低的

系统使用成本。

图 4　公益林地籍管理系统界面
Figure 4　The interface of public welfare forest management system

5　结论与讨论

公益林地籍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建立 , 规范统一了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及财政部门对公益林的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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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管护 、监测 、 检查验收等管理流程 , 保证了公益林管理过程中各类管理数据的准确性;同时 ,

由于系统提供的录入 、修改 、 统计 、查询 、 分析和输出等众多功能 , 极大地提高了管理工作效率 , 提

升了基层林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系统开发过程中 , 以浙江省江山市公益林管理完整的各类数据作试

点 , 因此 , 系统的针对性 、实用性强 , 便于作为公益林县级管理通用软件在全省乃至全国应用推广。

但是我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 , 生态公益林的建设与管理将不断深化 , 所以公益

林地籍管理系统也需要根据变化情况而进行升级 , 在系统的功能上还将随着应用的深入加以必要的完

善 , 同时要研究地市级和省级系统的功能以及全省的联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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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large numbers of data generated in the public welfare forests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exploitation of it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s needed.So the public welfare forests cadastral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GIS was designed.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emand of Zhejiang , the working flow and

data flow was analyzed , and the architectures and the function modules of the system were designed in.Then the

key technology , such as data acquisition and reorganization , system conformity and validity , and common function

for different county and city was discussed.The result of application indicated that this system give a guarantee to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fine management of public welfare forest.[ Ch , 4 fig.11 ref.]

Key words:forestry engineering;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ecological public welfare forest;

standardized management;the IT system of forest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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