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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在兵工建设中的应用

陶亦军 余又生 梅听岳
(中国兵器工业勘察研究院 北京 1 0 0 0 5 )3

【提要】本文介绍了 IG S在兵工建设中的地下管网信息系统的应用和设想
,

为将来构成兵 总 规模

的 G ls 和现代化管理打卞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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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G IS 权威学者卡尔金斯在谈到开发体会时有

地理信息系统 ( G e o g r a p h i e I n f o m a 一

句名 言
: “ G I S要从小的

、

简单的搞起
。 ,,

it o n S y s t e m ) 简称 G巧
。

它是载有与空间 概括了发达国家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

分布有关的经济
、

社会
、

人文等信息数据
,

在吸取前人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基础

在计算机软件
、

硬件的支持下对数据进行管 上
,

我们认真地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

在兵总

理
、

分析和快速检索
,

能够为方案优选和决 建设局支持下确定了从兵工企业地下管网信

策提供支持的系统
。

它作为一个新兴的边缘 息系统着手
,

并从 1 9 9 4年初批 准 为 部 级项

学科近年迅速发展和兴起
,

从中央到地方各 目
。

经过两年的工作
,

该项 目现 已经完成
。

行各业对 G IS 的需求愈来愈多
,

G IS 已经成 在此
,

就我们做的 G 巧方面的工作
,

及如何

为综合硬件生产
、

软件研制
、

数据采集
、

分 将G IS 应用于兵工建设谈一下我们粗浅的认

析和咨询服务为一体的新兴信息产业
,

并开 识
。

始成为政府
、

企业
、

科学技术等部门现代化 1 用局部地理信息系统为兵工企业 服 务的

管理和决策支持强有力的工具
,

显示了巨大 可能性

的潜在市场
。

地理信息系统按照它们所概括的地域范

但是
,

国内 G IS 开发也存在很多问题
。

围可分为国家范围
、

一个区域 (大中城市 )

我国基础薄弱
,

条块分割
。

如 G IS 最重要的 范围或者一个局部范围 (小城市
、

县 )
。

考

基础资料一数字地图覆盖国土极少
,

只有北 虑到管理的对象首先是兵器工业企业
,

地域

京
、

上海等几个城市情况稍好
,

很多地区规 上一般为 k5 澎
,

承担的社会职能和管理的复

划中的基础资料如交通
、

电力
、

通讯
、

环境 杂程度均不亚于县级市
。

因此我们认为属于

等资料残缺不全或配套不齐
,

且为各个部门 局部地理信息系统的范畴
。

以各种形式保存着
。

凡此种种
,

使国内G IS 根据我们的条件
,

把开发 G IS 的方向首

开发步现
“
炒得热

,

吃着凉
”
的现象

。

一些 先确定在兵工企业是十分有利的
。

第一
,

我

声势挺大 的项 目搞完论证
、

引进
、

开发试验 院现存档有大部分兵器骨干企业的测绘
、

工

区后便中途搁浅了
。

实践证明
:

建立一个成 程地质
、

水文地质
、

环境及气象等资料
,

设

功的 G 巧
,

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

而且涉及大 计院存有规化设计等方面资料
。

两院对于兵

量的经济
、

社会条件
,

管理机构运行机制等 器企业的情况又十分熟悉
; 况且我们现 已有

问题
,

有时后者甚至是成败 的 关 键
。

芙国 了 G IS 开发的技术实力
。

第二
,

兵工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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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特点是它既是生产实体
,

又要行使地域

内行政职能
,

在施行 G IS 开发时
,

只要得列

企业的支持我们就能方便的得到建立 G IS 所

需要的其它经济
、

社会
、

人文等基础资料
。

第三
,

兵器工业正处在第二次创业 阶段
,

不

少企业 正在改革开放中兴起
,

需要引入 G IS

这样的先进管理手段
,

同时也 有 了 经 济基

础
。

综上所述
,

有这样优越的条件
,

完全可

以用不多的投资
,

逐步建立兵 工 企 业 级的

G I S
,

并为建立整个兵器 工 业 G IS 创 造条

件
。

2 兵工企业地理信息系统能为我们 做 些什

么

.2 1 为企业 改
、

扩建提供 决 策支持

例如某厂需要选址进行增建
,

可 以使用

G IS 的叠加分析功能
,

将 G IS 中的土地利用

现状图
、

工程地质分区图
、

地质环境和灾害

分区图等叠加起来进行分析
,

通过 G I S的运

算给出适宜建筑区域
,

在此基础上再和此区

域地下管线
、

地上建筑物
、

道路
、

绿地等分

层图一起进行叠置分析和缓冲区分析
,

选择

出最优规划方案
。

这样的工作
,

如果只综合

少数几张图
,

手工也是可以做的
,

但若是多

至 5 ~ 6 张图
,

手工就难以完成了
。

况且即

便手工能干
,

其所顾及的信息 缎
、

效率和精

度也是不能和使用 G I S相比的
。

2
.

2 作 为企业物业管理 的助 手

我们兵器企业一般地处偏远
,

生产和生

活设施均在企业管理的范围内
。

有房产
、

地

籍
、

机器设备
、

地下管线等诸项目
。

企业管

理者面临的间题之一是如何对这些物业进行

科学高效的管理
。

例如
,

企业有一管道需要

维修或更新
,

物业管理者必定要回答下列问

题
:

管道的确切位置在什么地方 ? 其上端控

制在哪里 ? 对它的开挖和维修会妨害哪些其

它管线 ? 当关闭了这段管道影 响 范 围 有多

大 ? 停 电 (水
、

热力 ) 的通知需向哪些部门

发出
。

这些
,

凭借旧的管理方式和资料形式

无疑是极繁琐的
,

而如果借助于 G I S则只需

几分钟
,

物业管理者即可了解清楚
。

2
.

3 为企业管理提供现势性信 息

空间
、

时间
、

属性是地理现象的三大要

素
,

脱离了时间的空间数据都是没有任何意

义的
。

自19 9 2年以来
,

我院曾为兵总四五六

厂
、

二九八厂等编绘了图集
。

图集囊括了企

业的测绘
、

地质
、

环境
、

建筑物
、

规化远景

等一系 列图文
。

企业和我院都投入了比较大

的精力
,

为企业的管理做了有益的尝试
。

当

时为了保护这些投资
,

使图集使用寿命尽量

延长很费了一些脑筋
,

曾经采用活页式编辑

和装订
,

以便更换和更新
。

很显然
,

这只是

一种补救
。

这种更新方式不可能保持各种专

题图的一致性
,

唯一的方法是过若干年更新

一次
。

但是如果 使用 G I S
,

对 电子图集的维

护和更新随时可方便的进行
。

工 作量 也不

大
。

需强调的是
,

维护只需对专题图进行
,

其它专题 图和综合图绝对能保证相关数据的

一致性
。

考虑到图集制作的费用和它所能提

供的功能
,

和 G I S相 比
,

后者 的 优 越 性更

好
。

2
.

4 作为企业 管理信 息系统 ( M I S ) 的基拙

大家知道
,

现代企业管理走向M IS 已经

是必然趋势
。

这方面国内有些单位 已经走在

前面
,

有了成功的经验
。

对于兵工企业
,

由

于社会经济
、

环境条件的特点
,

其M I S如果

没育 G I S支持是不可想象 的
,

也 就 是 说
,

M IS 对物流的管理如果脱离了空间数据和地

理属性是不可能的
。

那么 M IS 使用者进行 日

常操作时
,

能够及时参考空间信息就显得尤

其重要了
。

特别是这种信息可以在机器上转

瞬即得的话
。

3 我院研制的地下管网信息系统简介

3
。

l 设计思 想

选择适当的规模
,

模拟用户的要求
,

构

造一个工具型的面向对象的局部 G I S
。

在此

过程中体会用户使用 G I S的实际效果
。

为今

后为特定用户开发建立一个好的软件环境并

积累经验
。
具体实践中我们选择了兵总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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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企业地下管网作为对象
,

并试 图建立一

个为改扩建的规划设计和物业管理服务的工

具型的局部信息系统
。

3
.

2 系统硬件环境

能安装 W I N D O W S 3
.

0 版 以 上 的微

机
。

绘图机
、

打印机
、

数字化 仪 等 外 部设

备
。

内存 SM 以上
,

硬盘不低于 4 00 M
。

3
.

3 系统软件环境

经过 比较和论证
,

选用 了美 国 M A PI N

F O 公司 G I S支撑软件 M A P IN F O 2
.

0版
。

该软件具有 E D I T
、

A N A L Y Z E
、

T A B L E
、

S T Y L E
、

W I N D O W S
、

M A P六大功能
,

内附 S Q L
,

可管理 内嵌式数据库 并 具 备内

嵌二次开发语言
,

该软件属于矢量化处理方

式
,

无栅格分析功能
。

据最新消息
,

此公司

现 已推出 M A P I N F O 4
.

0版
,

其 销 售 量也

已经上升为全美 G ls 软件的首位
。

可以说
,

此软件为用户 自建 G I S 应用系统创造了较好

的环境
。

3
。

4 地下管网信 息 系统的功能

我们在 M A P I N F O 环境二次 开 发 的工

厂地下管网信息系统有以下六个功能模块
:

( 1 ) 1/ 0 模块
。

完成用户的输入输出

工作
,

管理文件
,

驱动外设
。

为方便用户及保

护用户原有数据
,

还具有接受 A U T O C A D

的 D X F 文件
、

D B A S E
、

E X C E L
、

A S C ll

等格式 图形或文本文件并加以 自动转换的功

育旨
。

( 2 ) 建库模块
。

为用户建立数据库之

初而设
。

允许用户使少!J数字化仪或键盘输入

数据
,

也可以进行大量不同格 式 数 据 的转

换
。

( 3 ) 维护模块
。

持有特许 口 令的人员

可进入此环境对任意图形库或属性库进行插

入
、

删除
、

修改
、

增加等 日常维护
,

并保持

很好的一致性
。

( 4 ) 查询模块
。

供用户查询诸如
.

“
某

地有何物? ” “
某物在何地 ? ” 以及其相关

属性
,

也可 以进行结点大样图
、

干线剖面图

的查询
。

( 5 ) 统计工具
。

用户在此打开各图层

进行图上量算作业
,

如进行规划 设 计 构思

等
。

( 6 ) 分析模块
。

为用户提供多边形叠

置
、

缓冲区叠置的分析
,

并给出计算结果
。

此外
,

还备有屏幕 图形缩放
、

平移
、

拾

取等功能的窗 口图形工具
。

3
.

5 系统特
,

点

( 1 ) 开发周期短
、

投资省
。

一般企业

包括野外补充测绘
,

信息收集调查
,

内业整

理
,

图形数字化
,

建立属性库等工作在一年

左右
。

由于开发周期短
,

加之环境条件要求

不高
,

整个系统费用较低
。

( 2 ) 结构简单
、

容 易建库
。

由于使用

内嵌式数据库
,

使建库容 易
,

安全性好
,

对

用户 以前的数据也让其可以共享
。

( 3 ) 易学
、

易用
、

可维护性好
。

考虑

到具体应用人员的情况
,

全部 界 面 使 用中

文
。

而且维护灵活
、

简便
,

一次改正
,

各相

关图形
、

属性同步改变
,

一致性好
。

4 推广应用设想

如上所述
,

G I S应用 已经具备了可能性

和必要性
,

并能够对兵工建设和现代化管理

有较大的帮助
。

我们设想
:

先选 2 ~ 3 个基

础较好的企业作试点
,

然后推广
。

九五期间

即可完成部分兵总骨干企业的 G IS 工作
,

为

将来构成兵总规模的地理信息系统和现代化

管理
、

宏观决策支持打下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