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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化建设被誉为新时代地质工作转型升级的两大引擎之一，1︰5 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是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数据支
撑，承担着从地质调查向服务应用转变的纽带作用，因此高质量、高效率的完成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 地

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过程中1︰2.5 万实际材料图与1︰5 万编稿原图的制作是重点， 在传统的建库流程中， 存在诸如地质界

线、地质面属性容易错填、漏填、地质体标注重叠、裁剪后需再次合并等问题，影响了工作效率。 本文依托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建设的实际经验分享建库的新方法，并对操作技巧与质量监控进行了详细介绍。 该方法既能解决传统方法的不足，又能保

证数据质量，提高建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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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s known as one of the two engin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geolog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The 1：50000 geological map spatial database is an important data support of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bears the role of the link from geological survey to service application. There-
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geological map spatial database with high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geological map spatial database, the key point is to make 1：25000 ac-
tual material map and 1：50000 manuscript original map. In the traditional process of building databas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geological boundary, geological surface attributes are easy to be filled wrongly,
missed, geological body labels overlap, and need to be combined again after cutting, which affects the work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eological map spatial database, this paper
shares the new method of building the database, and introduces the operation skills and quality control in de-
tail. This method can not only solve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methods, but also ensure the data quality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databas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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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被誉为新时代地质工作转型升级
的两大引擎之一，1∶5 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是信息
化建设 [1]的重要数据支撑，承担着从地质调查向服
务应用转变的纽带作用，因此高质量、高效率的完
成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 1∶5 万
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立，分为野外数据采集、数据
库制作与地质云共享三大环节，可细分为八个阶段
（图 1）：资料收集与整理→野外 PRB 数据采集→
1∶2.5 万图幅 PRB 库→1∶2.5 万实际材料图→1∶5 万
编稿原图→1∶5 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元数据→地
质云。 其中 1∶2.5 万实际材料图与 1∶5 万编稿原图
库的制作是建库工作中的重点与难点，传统的建库
流程存在一些不足，影响了工作效率。 本文依托地
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的实际经验，分享建库新方法
与操作技巧，以期提高建库效率。

图1 1∶5 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库流程

Fig. 1 Building process of 1：50000 geological map spatial

database

1 传统方法的不足

1.1操作流程简介
数据库建设的传统流程为“合（合并所有 1∶2.5

万地质界线并造区）—分（裁剪合并的 1∶2.5 万地质
图）—合 （1∶2.5 万实际材料图投影到 1∶5 万编稿原
图并完成图幅拼接）”（图 2），即：先合并所有 1∶2.5
万地质界线（GEOLINE.WL）并获取属性结构，再拓

扑造区生成地质面（GEOLOPY.WP）并获取属性结
构，最后完成地质体标注（GEOLABEL.WT），从而完
成整体 1∶2.5 万地质图制作；接着用 1∶2.5 万标准图
框进行裁剪， 获得相应的地质图并替换实际材料
图中的文件，完成 1∶2.5 万实际材料图制作。 然后
以 1∶5 万地质图为单位， 将分幅 1∶2.5 万实际材料
图投影到 1∶5 万编稿原图并完成图幅接边。 地质界
线 （GEOLINE.WL）与地质面 （GEOLOPY.WP）的属
性值通过线 - 线、 线 - 面属性自动复制技术来实
现，参数通过属性赋参数来完成，最后按照数据库
规范对图面进行整饰。
1.2存在问题解析
1.2.1 属性赋值

如图 2 所示， 传统方法中 1∶2.5 万实际材料图
中的地质界线（GEOLINE.WL）的属性由野外采集
图层 BOUNDARY.WL 赋予，具体利用功能菜单“地
质界线（B）属性提取到 GEOLINE”来实现；地质面
（GEOPOLY.WP）的属性，由野外采集图层 ROUT-
ING 的属性赋给，通过“点间路线（R）属性提取到
GEOPOLY”功能来实现[2]。

传统方法虽然原理简单，但操作过程中容易出
错，从而增加检查修改工作量，导致效率降低。

（1）便捷性：线属性填写要求 BOUNDARY.WL
与 GEOLINE.WL 的线方向必须一致， 否则左右地
质代号就会填反，降低了操作便捷性。

（2）属性错填、漏填、重填：典型现象是对于剪
断的断层线，常常缺乏 BOUNDARY 控制而漏填属
性。 如图 3 所示， 图中×处的断层线， 由于缺少
BOUNDARY 控制， 该界线属性需要手动填充。 同
样， 对于地质面也可能存在无 ROUTING 控制的
区。另外，在地质界线密集区，由于线方向显示不直
观，极易造成属性错填、漏填及重填现象。

（3）属性格式规范：对于 GEOPLOY.WP 的属性
字段“STRAPHA”，属性值填写要采用数据库的表
达方式 [3]（图 4 左），不能用野外数据采集时的代号
表示（图 4 右）。 因此，用传统赋值方法在完成属性
填写后，还需要完成格式转换，增加了工作量。
1.2.2 地质体标注

地质体标注采用希腊字母、英文字母、数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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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下标和斜体等格式表示 ， 比如岩体代号
ηγJ33，地层代号 Qp1b（图 5左）。 传统的方法是将多
个注释拼接在一起，操作不便，而且在 1∶2.5 万实际

材料图投影到 1∶5 万编稿原图后，地质体标注会由
于参数变化而产生位移与重叠（图 5 右），需要重新
对标注进行调整，导致重复工作。

图2 实际材料图和编稿原图制作传统方法

Fig. 2 Traditional method of actual material map and manuscript original map

图3 地质路线属性漏填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missing geological route attribute

图4 数据库（左）与野外数据采集属性（右）属性填写对比图

Fig. 4 Attribute comparison diagram between database （left） and field data （right）

王晶等：数字地质调查系统中 1∶2.5万实际材料图-1∶5万编稿原图制作新方法研究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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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1∶5万编稿原图拼图
1∶5 万编稿原图是由所对应的 4 幅 1∶2.5 万图

幅分别进行投影而来，在 1∶5 万编稿原图窗口下对
投影后的图件需要进行全面系统严格的整饰 [4]。 首
先要进行图幅接边处地质界线联接以及重新拓扑
造区工作，但该项工作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如地质
界线连接时的线方向、 线弧不一致需重新造区、多
次使用自动剪断线功能导致的误差等问题 [5]。

以上总结了传统建库方法中的常见问题，在进
行人工和计算机检查时，这些问题会导致错误率升
高，影响了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库的质量与效率。

2 新方法探讨

2.1操作流程简介
数据库建设的图面制作新流程分两步： ①合

（合并所有 1∶2.5 万地质界线并造区）—分 （裁剪合
并的 1∶2.5万地质图），完成 1∶2.5 实际材料图制作，
这一步骤与传统方法相似， 先完成所有分幅 1∶2.5

地质界线的合并、造区，然后进行裁剪，从而完成
1∶2.5 万实际材料图图面制作；②投影变换（将合并
后的 1∶2.5 万地质图投影变换成 1∶5 万地质图）—
分（裁剪投影后的 1∶5 万地质图），完成 1∶5 万编稿
原图制作。该过程与传统方法主要体现在充分利用
了 MAPGIS 软件的投影变换功能，实现 1∶5 万地质
图制作，巧妙的避免了传统方法中的图幅接边处地
质界线联接以及拓扑造区而产生的问题。属性赋值
通过“地质体面参数—地质体面属性—地质界线属
性”完成（图 6）属性赋值，可有效解决属性错填、漏
填及格式不规范等问题。
2.2 操作步骤与技巧
2.2.1 地质界线勾绘

在进行地质界线勾绘之前，先建立地层接触关
系（属性字段：RELATION）与线颜色的对应表，然
后采用不同颜色勾绘相对应类型的地质界线。 比
如：已知所要勾绘的地质界线属性为不整合界线或
者断层界线时，按照它们在地质图中图示图例的要
求，设置线颜色和线宽度。 优点在于即便在后期的

图5 1∶2.5万实际材料图（左）投影到1∶5万编稿原图（右）地质体标注对比图

Fig. 5 1：25，000 actual material map （left） projected onto 1：50，000 original compilation map （right） for geological body

labeling comparison diagram

图6 实际材料图和编稿原图制作新方法

Fig. 6 New method of actual material map and manuscript original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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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拓扑过程中被剪断，由于同一地质界线参数的唯
一性，可进行统一修改，提高图面整饰与属性赋值
效率。
2.2.2地质体标注

为避免传统方法在字体方面的不足，利用填图
软件 DGSSDB中的功能来实现地质体标注[2]。 具体
操作为： 在 WORD 文档中按要求输入各种地质体
标注，注意上标、下标、正体、斜体等，并复制；然后
选择菜单栏编辑点-从 word 粘贴标注 （设置参数）
（图 7），设置好字体大小等参数，置于图面合适位
置即可。

该方法充分利用了 WORD 的编辑功能优势与
DGSS 软件的结合， 有效的解决了建库人员在进行
地质体标注时所出现的问题：①上下标、正体、斜体
等格式；②投影变换后地质体标注产生位移与重叠。
2.2.3地质面赋属性

本文提出的属性填写方法的核心是通过参数
（面颜色）赋地质体属性（字段：LITHO、STRAPHA、
GEONAME），所以首先要建立地质体标注（GEOLABLE
.WT）、地质面 （GEOPOLY.WP）颜色与属性的对应
表，然后进行以下操作：

（1）打开合并后的 1∶2.5万地质图文件，使
GEOPOLY.WP 文件处于当前编辑状态，按照建立
的对应表完成 GEOPOLY.WP 颜色充填；

（2）选择“区编辑”菜单→“根据参数赋属性”
→弹出“根据图形参数修改属性”对话框；

（3）选择“图形参数条件”弹出“区参数条件”对
话框，在“图形参数开关及数值”中输入地质面的填

充颜色参数，点击“确定”按钮，回到窗口；
（4）在对话框中完成属性字段：LITHO、

STRAPHA、GEONAME 填写；
（5）重复以上操作，完成所有地质面属性填写。

2.2.4 地质界线赋属性
结合传统方法在地质界线赋属性时的不足，本

文介绍一种有效的赋值方法，可以避免属性赋值的
不足，降低错误率。

（1）由于地质界线属性“LINE_CODE”可被后
期的空间数据库基本要素类中地质界线实体的属
性“FEATURE_TYPE”继承，剪断线之后会增加属
性填写的工作量，因此，在完成地质界线勾绘之后，
先通过线参数（颜色）赋属性功能，完成
LINE_CODE 与 RELATION 属性填写。

（2）在区属性赋值完成后，点击“地质填图数据
操作”菜单，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实际材料图综合工
具”，点击“自动赋 GEOLINE 左右地质体代号”，地
质界线属性中的“RIGHT_BODY”和“LEFT_BODY”
两个字段的属性会自动赋值。

（3）再利用 “工具”菜单下的“按图层属性进行
空间数据查询”功能，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图 8），双
击属性结构中的 LINE_CODE 字段，在右边属性内
容框显示不同的 LINE_CODE 属性值，然后根据不
同的 LINE_CODE 属性值，对 GEOLINE 其它字段
进行赋值。
2.2.5 1∶5 万编稿原图建库

将拼接在一起的 1∶2.5 万地质图，通过投影变
换，转换成 1∶5 万地质图。 具体操作如下：

（1）运行 MAPGIS 软件-实用服务-投影变换；
（2）P 投影变换-B 成批文件投影变换-选择需

要投影文件；
（3）设置当前投影参数。 这里是设置转换前的

图幅参数（1∶2.5 万比例尺）；
（4）设置结果投影参数。 这里是设置转换后的

地质图件参数（1∶5 万比例尺）；
（5）点击开始投影，再点击确定、保存；
（6）用 1∶5 万标准图框裁剪转换后的地质图，将裁

剪后的 GEOPOLY.WP、GEOLNE.WL和 GEOLABEL
.WT替换编稿原图中相对应的文件，完成编稿原图
制作。

上述过程巧妙的避免了图幅拼接问题，极大的
提高了建库效率。图7 从word粘贴标注

Fig. 7 Paste notes from word

王晶等：数字地质调查系统中 1∶2.5万实际材料图-1∶5万编稿原图制作新方法研究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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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地质界线赋属性操作

Fig. 8 Geological boundary assignment operation

3 质量监控

质量监控主要体现在对属性数据、图形图像数
据和空间关系数据的严格监控，下文将对这三方面
的质量监控方法进行详细的介绍， 确保数据质量，
防止异常数据进入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阶段，避
免数据的回溯性修改[6]，提高建库效率。
3.1 属性数据质量监控

属性质量监控不采用传统的属性联动浏览的
检查方式， 而是借助 SECTION 软件中的属性导入
导出功能 ， 对属性数据进行自检和互检 ，以
GEOLINE.WL 为例（图 9），步骤如下：

（1） 用 SECTION 软件打开工程文件， 使文件
GEOLINE.WL 处于当前编辑状态，选择“1 辅助工
具”菜单→根据“导入导出功能” → “导出属性数
据”对话框。

（2）在生成的线文件属性 EXCEL 表中，可利用
排序等功能，完成数据质量检查。

在 EXCEL 表中，对 GEOLINE.WL 的所有字段
的属性进行检查后， 对错误信息可以直接进行修
改，待全部检查修改完毕后，借助 SECTION 软件的
属性导入功能，对属性进行回填。 这种方法不仅提
高了质量检查的效率，也保证了数据质量。
3.2 空间拓扑关系数据质量监控

实际操作中，地质图在完成拓扑造区后，往往

需要经过多次修改，这常常导致本来严谨的线文件
出现了相交、重叠、悬挂等问题[7-8]，必须重新进行拓
扑处理， 由于这些信息都包含空间数据和属性数
据， 而新的图层文件并未继承原有的属性信息，因
此需要通过属性挂接功能来继承属性信息，从而保
证数据一致性。

（1）将拓扑之前的区文件称为源文件，把拓扑
后的文件称为结果文件，在 DGSS 软件中，装入源
文件，单击“其它”菜单，选择下拉菜单“生成 Lable
点文件（带参数）”，弹出“MAPGIS 保存文件”对话
框，给定点文件名，保存文件；

（2）装入结果文件，使结果文件处于编辑状态，
同样在“其它”菜单的下拉菜单中点击“Lable 点合
并”，在弹出的“MAPGIS 打开文件”对话框中选择
上一步中保存的点文件，确定后，系统自动将源文
件的数据项挂接到结果文件上。
3.3 图面数据质量监控

在对图面进行整饰时，一般按照公里网坐标网
格为单位，对照野外一手资料，网格式检查[9]。 各地质
符号、用色、花纹是否规范；地质体、地质界线间的压
盖是否合理；各名称、注记是否完整和符合要求；图框
内外整饰是否符合原始资料的真实性及建库要求；图
面是否美观、结构是否合理等[10-11]。 要求地质技术人员
和计算机制图人员必须耐心细致、严格遵守各阶段的
质量操作规程和建库要求，反复进行自检和互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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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随着地质云的全面推广，各种野外地质资料逐
渐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比
以往的计算机成图在数据精度方面具有更严格的
要求，对数据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提供高质量
的数据源以及高效的建库能力是实现地学数据信
息共享及社会化服务的基础。

1∶2.5 万实际材料图和 1∶5 万编稿原图建设是
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的重要阶段，本文分析了该
阶段传统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属性数据错填、
漏填、地质体标注压盖和重叠、属性填写规范性、图
幅接边处地质界线联接等问题，导致自检和互检错
误率较高。 为了有效提高数据质量，降低数据错误
率，结合实际工作经验，介绍了 1∶2.5 万实际材料图
和 1∶5 万编稿原图和质量监控新方法，新方法充分
利用 MAPGIS、DGSS 和 SECTION 软件的优点 ，可
有效降低错误率，提高建库效率，以期为同行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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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地质界线属性检查

Fig. 9 Geological boundary attribute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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