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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高质量的发展，国家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的建立，全面信息化地推进，中国贵州省 1:5 万水文地

质图空间数据库以服务于贵州省地下水资源勘查开发、管理

和保护为目标，为贵州省地下水资源信息化提供数据源，同

时还起到促进贵州经济与社会发展、保障基础资源和战略资

源安全的作用，利用 Mapgis 软件建立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的必要性显而易见。

整个水文地质图編图空间数据库的操作都需要在 Mapgis

软件平台上完成。以数字化的 1：5 万地理图为底图，在

Mapgis 软件平台上首先叠加数字化的 1：5 万地质图（地质

图未数字化的需先进行矢量化）及各类收集、核查的资料形

成原始图件，在进行坐标系统转换误差校正后采用人工编绘

的形式完成各类图件的编制及空间属性 [1]。

2 工作流程

2.1 资料收集与整理

贵州省 1:5 万水文地质图编图以 1:5 万标准图幅为基本

单元，地理底图统一采用贵州省测绘档案馆提供的最新的 1:5

万数字化地理底图；地质内容收集完成区调的图幅，未开展

区调的图幅则以 1：20 万普查手图或其他高精度的水源地勘

查地质图为底图；充分收集编图图幅内近段时间完成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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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地下水动态监测以及其他与地下水有关的地质勘查资料，

环境地质和地下水开发利用及排水相关资料。

2.2 现场核查及资料的整理

通过资料收集及综合分析，针对所在图幅内重要的地下

水系统边界、主要的地下水集中排泄点、重要水源地（点）、

与地下水有关的重大环境地质问题、地下水供水以及可能规

划开发利用的地下水源地（大泉、地下河、地下水富集块段）、

地下水污染源现场核查及适量水点采样，补充空白区调查。

对核查和补充调查的点填写相应的核查卡片，并拍照存档。

2.3 建库总体流程

对工作区范围内的基础地理进行修编、整理，基础地质

根据技术要求分图层进行矢量化、误差校正，并进行数据接

边检查，建立拓扑关系，建立属性结构，录入属性数据。专

题图件反映水文专题内容，投影各类控制点、线、面 [2]。在

贵州省 1：5 万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平台录入野外核查卡片

数据，收集卡片数据，针对水点取样测试分析数据，对空间

数据进行采集，综合数据采集以及输出图形采集，见图 1。

图 1 数据库录入界面

2.4 常见问题处理方法

若电脑为 win7 系统，mapgis 软件修改目录环境、属性

结构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下面两个问题。

问题 1：win7 系统不能修改目录环境。存在此问题极有

可能是曾经将网络设置过“家庭网络”，按如下步骤操作：

（1）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将网络位置改为“工

作网络”或“公用网络”。

（2）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网络设置”→“选

择家庭组和共享选项”。

（3）点击“离开家庭组”→“完成”。

问题 2：win7 系统不能修改属性结构。存在此问题时按

如下步骤操作：

（1）打开任务管理器，结束 taskhost.exe 进程。

（2）对 Mapgis 安装目录的 mdiedit6x.exe 文件进行如下

修改，问题即得以解决：右击属性→兼容性→勾选以兼容模

式运行这个程序（win XP SP3）→勾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

程序，然后确定。

3 基础地理

地理底图采用贵州省测绘档案馆提供的最新 1:5 万地形

要素综合空间数据库数据，最终提供给各个项目组的图幅资

料是由国家 2000 坐标系下的 ArcGIS 成果数据转换成的 1980

西安坐标系下的 Mapgis 成果图，图层划分已经完成，需在

Mapgis 软件平台上挂接“5 万岩溶库 .Slib”修改图面内容，

规范点、线、面的参数。此外，根据各个图幅区情况，补充

贵州省新增和在建的公路、铁路等现状资料或取舍不相关

资料。

3.1 提取修改图层属性结构

1：5 万地理底图数据库内的空间数据实体要素分为 9 个，

即境界线 .WL、行政区 .WP、城镇 [ 政府所在地 ].WP、城镇 [ 政

府所在地 ].WT、交通线 .WL、地形线 .WL、高程点 .WT、河

流 .WL、水域面 .WP。

按照技术要求将需要的属性列的属性结构的字段名称和

字段类型、长度提取修改正确，删除不需要的属性列，如地

形线属性结构名称“ELEV”改为“CHAJ”即可。

3.2 地形线的特殊处理

下面以 1:5 万紫云幅为例从简单介绍一下等高线抽稀操

作方法。从贵州省测绘档案馆收集来的图幅是符合国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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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 1:5 万图幅，等高距为 10m，但基于本次项目的目的，

为了突出水文内容，减轻图面负担，建议抽稀等高线，等高

距改为 20m。

方法一：打开工程文件，等高线线文件处于打钩状态，

单击“检查”，再到“工作区属性检查”，出现选择框，属

性结构处选择“ELEV”，将会出现所有等高线的高程，双击

右面需删除的高程数据，将会选中图面上需要删除的等高线

[3]。例如，双击“1010”，再删除线即可，以此类推 10m 删一根。

方法二：打开工程文件，等高线线文件处于打钩状态，

单击“线编辑”，参数编辑→根据属性赋参数出现对话框，

ELEV==“需要保留的高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操作流程图

为了区别开不要的等高线，需改图层号，然后再单击图

层→关所有层→改层开关→改线→双击要删除的等高线的图

层号，这样图面上就显示出要删除的等高线，再单击删除线

即可。

4 基础地质

贵州省 1:5 万水文地质图原始图件的处理是为了满足贵

州省 1:5 万水文地质图编图的需要，提供完整的野外核查手图，

并为后期空间数据库建设做好准备工作。

4.1 误差校正及清绘

地质底图是 1954 北京坐标系的，用 mapgis 软件将 JPG

格式底图转成 msi 文件后，生成 1954 北京坐标系下的标准图

框来进行误差校正。校正完成后要求分图层清绘地质内容，

注释注记见表 1。

表 1 基础地质图层划分表

图类 图层类型 图层主分类编码 图层子分类编码

1.3 基础地质 D

地层分区 面元 01

地层界线 线元 02

断层 线元 03

地层产状 点元 04

本次项目要求的坐标系统是 1980 西安坐标系，所以将

数字化好的地质底图进行误差校正。校正参考点、线为 80 图

框的点、线，需校正的点、线为 54 图框点、线，分别添加控

制点为图幅的 4 个角点进行校正，保存控制点文件“noname.

pnt”。

4.2 拓扑错误检查

地层界线线文件要拓扑重建做地层区文件，线拓扑错误

检查时，Mapgis 系统参数设置：结点裁剪搜索半径为 1e-10、

Buffer 分析半径为 1e-5。

地层区文件拓扑重建造区前，先对地层界线线文件进行

修改，将最新的水系双线河、断层线文件、内图框提取过来，

使用自动剪断线功能，先不要删除悬挂的断层线，而将全部

的断层线重新提取回原来的断层线文件（D03）中，再对地

层界线线文件进行线拓扑错误检查，删除悬挂线段（不封闭），

同时打钩地层分区（D01）和地层界线（D02），先工作区提

取弧段→拓扑重建→区拓扑错误检查，确定无误后，再参照

技术要求修改属性结构，添加属性内容。

5 各类控制点

控制点包括天然水点、机井、溪沟测流点、岩溶类点、

环境地质调查类点、地质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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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控制性水点属性表的整理

将收集和野外核查的各类控制性水点资料整理成数据库

技术要求中属性格式，如例见表 2。

表 2  天然水点属性结构及属性填写规范

4.6 天然水点 S06 点 　

以非岩溶泉为描

述对象，用属性

描述主要特征。

4.6.1
数据集编

号
CHFCAC C15 　

按数据集编号编

码规则填写。

4.6.2 统一编号 PKIAA C19 　
按点图元统一编

号规则填写。

4.6.3 野外编号 GCEABC C19 　
填写野外调查原

始编号。

4.6.4 上图编号 GCEABD C19 填写上图编号。

4.6.5 泉名称 SWBGBN C15 　 填写泉中文名。

4.6.6 出口位置 SWBGAB C100 　
填写泉出口位

置。

4.6.7 经度 CHAHBA N8 DDDMMSSS
以度分秒表示，

精确到毫秒。

4.6.8 纬度 CHAHBB N7 DDMMSSS
以度分秒表示，

精确到毫秒。

4.6.9 高程 CHAJ F8.2 m 填写高程值。

4.6.10 泉水类型 SWBGAD C2 　
按附录代码表

C.19填写代码。

4.6.11 泉水流量 SWBGAF F8.3 l/s
填写测得泉水流

量。

4.6.12 泉水温度 SWBGAO C5 ℃
填写测得泉水温

度。

4.6.13 测流日期 SWDDAG C10
YYYY-MM-

DD
填写观测泉水流

量的年月日。

4.6.14 备注 BAKCC C254 　
填写需要补充说

明的内容。

图 4 控制性天然水点属性表

5.2 控制性水点的投影

控制性天然水点在 excel 中整理成相应的表格，再用

mapgis 辅助软件 section 中的表格数据投影，选择见图 5，这

样每一类控制点及属性均可按照这种方法进行投影。投影完

成后字段类型和长度与技术要求会有不同，再打开编辑点属

性结构修改。

图 5 表格数据投影

 

图 6 修改点属性结构

5.3 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的连接

属性数据建立完成后，通过统一编号与空间数据连

接，点图元的统一编号按如下图 6 格式编码，以此保证其

在整个图幅中的唯一性。线、面图元的统一编号编码规则

由用户自定义，但也需保证其在图幅中的唯一性。例如，

GZ10607411254808401。

①省份代码

②经度

③纬度

④顺序号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

图 7 统一编号编码结构图

在连接过程中，出现同一个点，又是野外核查的天然水

点，又是重要的水源地，又在这个点取了水样，这样的话它

们的经纬度就是一样的，空间数据在录入时自动按照录入的

先后顺序将统一编号后面两位改为 02、03，所以属性数据在

统一编码时就要将后面两位的顺序号改为 02、03，这样才能

关联起来。

6 数据库质量评述

6.1 图形要素质量评述

6.1.1 数字化质量

工作区成果图件专业内容都是由项目报告编写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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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调查和资料整理情况综合研究后编制并数字化成图的。

1：5 万地理底图、1：5 万地质图、水文图均为通过验收或已

出版的图形资料与数字化成果资料，作为工作底图精度要求

符合编绘需要。实际材料图通过扫描、误差校正，以公里网

为校正控制点，完全能够达到校正精度要求。所建立的各个

图层均从校正过的总图中分离出来，保证了图层的套合精度。

6.1.2 图形数据库质量

检查线图层的拓扑关系是否正确、有无悬挂弧段、有无

重叠座标、图元参数是否正确等；检查线图层提取为弧段做

区后，线与弧段是否套合，比如水系线文件与水系区文件、

地层界线与地质区文件，不同图层同一图元是否套合，比如

基础地理中的水系与基础地质中的地层界线的水系图元、基

础地质中的断层与地层界线的断层图元；检查相邻图幅的基

础地理、基础地质、流域系统的接边问题。

采用对图元统一赋属性和逐一赋属性相结合的方法，对

已录入的图元属性采用 Mapgis 软件中“工作区检查的方法”

对每一条属性逐一进行检查，最终将属性数据表导出，由专

业技术人员进行校核，保证数据属性的完整和准确。

6.2 录入数据质量评述

在录入属性数据时严格按照《数据库标准》规定的各条

规范、代码，按照各个属性表格式和数据项定义说明，根据

图幅的图面专业要素进行人工填写，查找相应规范，确定代码，

属性内容真实可靠、具有现时性。

卡片录入导出检查，一是导出坐标与实际材料图实际位

置对应检查；二是使用 MapGIS 系统的查错功能，对数据的

逻辑正确性和合理性进行检查；三是人工检查，着重于图面

内容的正确性以及卡片数据录入的正确性。

6.3 质量监控

质量监控是空间数据库质量的保证。项目的质量严格按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执行，实行质量检查、监督和验收的“三级”

制度，自检（100%）、互检（100%）、抽检（30%），并填

写工作日志及各类自检、互检、抽检质量检查表，发现错误

及时纠正。

为保证贵州省 1:5 万水文地质图编图项目成果质量，上

属单位组织相关专家对各图幅空间数据库的建立组织了初审，

要求按照专家提出的意见认真修改后方可进行验收；省级组

织相关专家对初审修改后的各图幅空间数据库进行了审查，

提出了修改意见。最终验收通过方可备案。

7 结语

通过本项目空间数据库建库的实践认识，通过对该空间

数据库建设工作方法和技术要求、规范、规程及根据西南岩

溶地质研究所提供的《贵州省 1：50000 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

库建设技术要求》的认真学习，使我们对 1：50000 水文地质

数据库建设的目标、任务更加明确，技术路线、技术方法实

施更趋合理。

贵州省 1：50000 水文地质图（紫云幅）空间数据库的建设，

实现了已有资料的数据化，多层次、立体地反映紫云幅的水

文地质条件、地下水资源分布状况、水资源量、地下水质量

及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布特点，可供区内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地下水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及管理提

供基础水文地质技术依据。为调查评价提供有效的数字化信

息，实现基础地学数据信息共享及信息社会化服务，提高其

利用程度和使用价值，并为地质科学的信息化、网络化建设

提供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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