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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ＡｒｃＰｙ 与定制 ＡｒｃＴｏｏｌｂｏｘ 的矿山
新增图斑自动编号及方法改进

陈 栋， 姚维岭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 针对当前矿山遥感监测成果数据编制过程中出现的新增矿山图斑手动编号耗时长、易出错以及规范不明确
的问题，基于成果数据提交技术要求的分析结果，实现全流程、自动化地对新增矿山图斑进行编号并将该过程进行
可视化。 该流程通过 ＡｒｃＰｙ站点包实现矢量数据分割、排序、编号以及写入等一系列操作过程； 并利用 ＡｒｃＴｏｏｌｂｏｘ
的定制功能，对该一体化全流程进行封装与可视化，提高其交互性与有效性； 并针对 ＡｒｃＰｙ内部原有的空间排序方
式的不完善之处，提出并实现了矿山图斑排序方法的改进。 通过对不同县市几十至近千个图斑进行编号验证，自
动编号的速度能够达到每秒数十个，且编号效率随着图斑数量的增加而提高。 实验结果表明该全流程自动化功能
可以为矿山遥感监测成果数据编制工作提供有效支撑，显著降低编号过程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并对其他大
量、重复性的遥感监测图斑编号具有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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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长期以来，矿产资源开发给国民经济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保障，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矿产资源开
发“规模小、分布散、数量多”的局面仍然存在，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粗放、生产效率低、资源浪费严重的现
象在部分地区一直有着不同程度的显现

［１］ 。 矿山
遥感监测可以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提供决

策数据和监督手段
［２］ 。 通过遥感监测了解和掌握

矿业活动占地情况、矿区地质灾害分布状况和矿山
环境污染情况，为矿区环境综合整治提供决策数据，
同时也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提供监督手

段。 矿山遥感监测数据在矿产资源规划、保持矿产
资源可持续开发与利用、维护矿业秩序及综合整治
矿区环境等领域提供了重要基础信息

［３］ 。
矿山遥感监测是我国长期开展的一项矿情调查

工作，监测成果的表达方式以图件、表格、矢量数据
为主。 全国每年均会产生大量的矿山新增图斑，主
要包括新增矿山恢复治理土地和新增矿山损毁土地

两种类型。 图斑是当前矿山工作中的最小单位，也

是对数据进行编辑整理、分析处理以及报表图件制
作的核心单位。 所有的矿山监测、检查工作都是围
绕着图斑来进行的

［４］ 。 图斑隶属于矿山主体，一个
矿山主体可能有一个或多个图斑，若想要区分不同
图斑，纳入数据库中作为基础数据管理，就需要用到
图斑编号。 图斑编号不仅是每一个图斑的“身份
证”，也是实现多期数据对比以及统计数据生成中
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其准确性与唯一性是矿山遥
感监测数据的关键，也是保证成果数据质量的基础。
在目前矿山新增恢复治理及违法开采图斑的成

果制作中，给新增图斑进行编号是一项既费时又容
易出现差错的工作。 若出现错误，对本期数据，甚至
对未来的工作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不利于以数
据为支撑的矿政管理服务。
目前来看，矿山遥感监测新增图斑编号的工作

具有以下难点：
１）图斑数据关联密切，结构复杂，要求严格。

依据目前的项目技术规范
［５］ ，矿山新增损毁和恢复

治理图斑编号共 １５ 位，由 ４ 部分组成，这 ４ 部分分
别与图斑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相关联，导致结构
复杂，要求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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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图斑编号工作量大，重复性高，易出错。 图
斑编号的编制工作往往是以省或县为单元，涉及图
斑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数据量庞大，重复性强，
容易出现因技术人员频繁、重复性的工作而导致的
缺项漏项错误。 另外，一旦在编制过程中某个图斑
编号错误，修改过程都需要重新排序一次，导致较高
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３）图斑编号编制标准变化频繁。 因矿山遥感监
测工作具有持续性的特点，项目技术规范经常会根
据上级管理部门或服务对象的要求进行修改，技术
人员需要不断更新技术方案，按照新要求对图斑进
行重新编制，对技术人员的工作经验有很高的要求。
为此，在当前矿山遥感监测工作数字信息化、流

程规范化、信息提取自动化、统计分析智能化的趋势
下，利用计算机快速、高效、准确地完成数量庞大且
关系复杂的矿山图斑自动化编号就成为了一项亟待

解决的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１ 图斑编号编制要求

数据提交说明是为了满足矿山遥感调查与监测

成果数据入库以及信息系统开发的需要，对需要提
交检查并入库的成果数据内容、数据格式、数据说明
等信息做出的规定和要求

［５］ 。 需提交的成果数据
内容有矢量数据、切图、元数据表等，而新增图斑编
号不仅是矢量内图斑的唯一编号，同时也与切图名、
元数据表索引紧密相关

［６］ 。 在最新一期二级项目
技术要求中规定，新增图斑编号共 １５ 位，由 ４ 部分
组成，包括 ６位县级行政区划代码、４ 位影像年份、１
位类别代码和 ４ 位顺序号，其中类别代码用于区分
新增损毁与新增恢复治理图斑，新增损毁图斑为 Ｓ，
新增恢复治理图斑为 Ｈ。 图 １ 是目前的矿山新增恢
复治理及新增损毁图斑编号示意图。

图 1 矿山新增恢复治理及新增损毁图斑编号示意图
Fig．1 Diagram of new restoration and new damage patches serial number

  在手工编写图斑编号的过程中，行政区划代码、
影像年份、类别代码同一县域内均相同，规则较为简
单，保证整体一致性即可； 较为复杂的是顺序号。
近年来，新增图斑编号在顺序号这一项上的规则主
要有两项，即在每个县域内，首先以“从左到右，从
上到下”的编号顺序，同时应保证同一矿山主体内
图斑的编号连续； 也就是若图斑在空间上连续，但
是所属矿山主体不同，也需要根据矿山主体来进行
分组分别连续编号。
以图 ２为例。 图 ２（ａ）为只遵从 “从左到右，从

上到下”规则排序的示意图，其中有淡绿与淡黄色
的区域分别代表两个矿山主体 ＸＫＺ１ 与 ＸＫＺ２。 若

引入矿山主体的约束，１，２，４，５ 属于同一矿山主体
ＸＫＺ１； ３，６，７属于另一矿山主体 ＸＫＺ２，那么在图斑
编号的过程中内应先对 ＸＫＺ１内这 ４ 个图斑进行连
续编号，再对 ＸＫＺ２ 号矿山主体内接着上个矿山主
体内最大序号进行编号，这样两许可证相交区域的
图斑编号顺序就发生了改变，顺序如图 ２（ｂ）。 上述
即为当前的新增图斑编号手动工作方式，但是在现
实工作中，各种图斑之间的几何关系比上图更为复
杂，所以在人工排序时时常会出现漏编、排序规则不
统一的情况，对于整个项目成果的统一规范化表达、
有效应用会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自动编号的实现
对于工作效率以及工作准确度的提升、成果的规范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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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无矿山主体约束 （ｂ） 有矿山主体约束
图 2 加上矿山主体约束前后的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图斑排序和编号要求

Fig．2 Order from left to right， top to bottom before and after adding the constraint of the mine

化表达具有重要价值。

２ 自动编号的实现

当前矿山新增图斑及成果是以省为单位进行提

交的，而在每个省内是分县进行的图斑编号。 分析
数据提交说明中对于新增图斑编号的命名规则，实
现自动编号的需求，主要有如下几步： ①读取全省
域的矢量，根据县行政代码字段进行分割，形成每个
县一个矢量； ②针对每一个县域矢量，将其每一条
记录按照左上到右下的顺序排列； ③再根据矿山主
体编号进行分组，同一主体进行顺序排号； ④补齐
序号前的县代码、年份、类别代码，写入属性表中对
应字段。
２．１ 技术手段

本文所提出的矿山新增图斑编号自动编制工具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版本的 ＡｒｃＰｙ 以及 ＡｒｃＴｏｏｌｂｏｘ 开
发完成。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的安装自动配置 ＡｒｃＰｙ的运行
环境（Ｐｙｔｈｏｎ２．７）以及简易代码编辑器 ＩＤＬＥ，为操
作人员省去繁琐的环境配置过程。

Ｐｙｔｈｏｎ是一种解释型的、通用的编程语言，具有
简单易学、功能强大、可跨平台、不受局限等优
点

［７］ 。 ＡｒｃＰｙ是 ＥＳＲＩ 公司针对有批处理脚本以及
二次开发需求的 ＡｒｃＧＩＳ使用者，提供的一个 Ｐｙｔｈｏｎ
站点包，是以 ａｒｃｇｉｓｓｃｒｉｐｔｉｎｇ 模块为基础并继承了
ａｒｃｇｉｓｓｃｒｉｐｔｉｎｇ 功能构建而成的，目的是以实用高效
的方式通过 Ｐｙｔｈｏｎ 执行地理数据分析、数据转换、
数据管理和地图自动化创建等功能

［８］ 。 简单来说，
就是 ＡｒｃＧＩＳ的一些核心功能，如相交分析、属性表
查询等功能，可以利用代码来进行组合，实现依次运
行的整合性功能组和一些需要大量重复操作的自动

化运行
［９ －１２］ 。

虽然 ＡｒｃＧＩＳ 内部也提供了 Ｍｏｄｅｌ Ｂｕｉｌｄｅｒ 用以
创建、编辑模型并集成化运行一系列的地理处理工

具，但它只是为 ＡｒｃＧＩＳ内部的功能提供了一个可视
化、简易化的一个工作流编辑器，对于 Ｐｙｔｈｏｎ 语言
本身很多强大高效的功能却无法使用，而 ＡｒｃＰｙ 而
不会受此限制，拓展性更强。
２．２ 矢量分割

矢量分割基本流程是： 初始化一个列表结构
ＸＤＭ＿ｌｉｓｔ，来存储县代码，再使用 ＳｅａｒｃｈＣｕｒｓｏｒ 游标
遍历全省矢量，读取其县代码字段下的数据，若此县
代码不在这个列表中，那就将此县代码添加其中；
否则跳过。 这一次遍历即可将此省所有县代码存储
进 ＸＤＭ＿ｌｉｓｔ中。
接下来依次读取列表中每一个县代码，再次进

行全省矢量的遍历，使用到核心 Ｓｅｌ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函
数，此函数的主要参数有 ３ 个： 待处理矢量、输出路
径以及选择条件，选择条件设置为县代码字段内容
等于当前循环的县代码，即可将每一个县的记录分
别导出成一个单独的矢量。 运行完成后就可以快速
地实现在 ＡｒｃＭａｐ中选择－导出各县矢量的操作。
２．３ 空间位置第一次排序

这一步的核心是进行图斑在空间位置上的排

序。 先直接使用 ＡｒｃＰｙ 内置的排序函数，即 Ｓｏｒ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函数。 此函数的主要参数有 ４ 项： 待排
序矢量、排序完成后输出矢量路径、待排序的字段及
升降序、空间位置排序规则（如左上、左下等）。 此
函数可以 ２ 种方式进行矢量排序： ＵＬ 排序和属性
数值排序。 属性数值只是根据第 ３项参数的大小进
行排序； ＵＬ排序则是根据矢量具体的空间位置，按
着给定规则进行排序。 因为在矿山新增图斑编号规
则中，序号就是以从左到右、上到下的规则进行排
序，等同于从左上开始依次排序，则首先就是以空间
位置排序规则来进行排序，代码如下：

ａｒｃｐｙ．Ｓｏｒ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ｏａｌ＿ｌａｙｅｒ， ｓｏｒｔｅｄｇｏａｌ＿ｌａｙｅｒ， ［＂
Ｓｈａｐｅ＂］， ＂ＵＬ＂）
需要说明一点，若想在 Ｓｏｒ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函数中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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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空间位置排序，函数的第 ３ 个参数便要固定为
“Ｓｈａｐｅ”，才可以使得第 ４ 项参数有效，其中，ＵＬ 代
表从左上角开始排序，ＵＲ代表右上，ＬＬ 代表左下，
ＬＲ代表右下。
这一步完成后，已经输出了从左上角开始排序

且每个县单独一个的矢量，接下来就要针对矿山主
体编号来进行二次编号。
２．４ 矿山主体分组后二次排序

矿山主体分组后二次排序首先初始化一个记录

矿山主体编号的列表 ｘｋｚＳｅｑ，针对某一个县的矢量，
遍历所有记录，使用类似于第一步中记录所有县代
码的方法，将此县中所有出现过的矿山主体编号进
行记录。 同时，因为此矢量中的记录已经在空间上
排序完成，那么，ｘｋｚＳｅｑ 中的顺序也代表着不同矿山
主体在空间上的顺序； 接下来，初始化一个计数器
i，按顺序提取 ｘｋｚＳｅｑ 中的矿山主体编号，每提取一
个矿山主体编号，就遍历一次矢量中的记录，对比
ｘｋｚＳｅｑ中与记录中的矿山主体编号，若相等，就可给
当前记录赋值顺序号 i，同时 i自增 １，不相等就跳转
到下一条记录。 这样循环下来，既保证了空间顺序
的一致性，又保证了技术要求中“同一矿山主体的
图斑顺序号要连续”的规定。
２．５ 属性类编号内容补足

第 ４步操作较为简单，根据县代码、矢量类型和
年份补足图斑编号的其他位数。 当所有步骤完成

后，即可使用 Ｕｐｄａｔ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ｅｔＶａｌｕｅ和 ｕｐｄａｔｅＲｏｗ 方
法来对矢量内容进行更新。 若有需要，可将所有编
好号的分县矢量使用 Ｍｅｒ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方法来进
行合并，形成全省总矢量。 至此，便实现了矿山新增
图斑编号的自动编制工作。
２．６ 定制 ＡｒｃＴｏｏｌｂｏｘ

ＡｒｃＧＩＳ为用户提供了一套地理处理任务的工
具集，不仅提供基础的数据处理、分析和制图功能，
而且提供脚本编程批处理、空间分析和建模功能，这
些优势都为降低开发成本和实现难度提供了充分的

技术条件
［１３］ 。 这些地理处理任务都包含在 ＡｒｃＴｏｏｌ-

ｂｏｘ工具箱中，其中包含了 ＡｒｃＧＩＳ 地理处理的大部
分分析工具和数据管理工具

［１４ －１５］ 。 大部分情况下
软件使用者都是单独使用这些工具。 对于一些需要
整合不同工具形成流程化工作流的需求，ＡｒｃＧＩＳ 也
提供了定制工具箱方法，只保留需要用户填写的内
容，以 ＡｒｃＴｏｏｌｂｏｘ 式的可交互界面形式展现在用户面
前，本文便是使用这种方法对编写的代码进行整合 。
在封装工具箱之前，需要将代码中需要用户填

写的路径、字段名等等内容挖空，如图 ３（ａ）。 接下
来就可在 ＡｒｃＧＩＳ 新建自己的工具箱了。 通过将挖
空参数与界面中填空区域进行一一对应，如图 ３
（ｂ），定制工具箱就可以开始运行并实现新增图斑
编号的全自动编制工作。

（ ａ） 参数挖空代码 （ｂ） 定制工具箱界面
图 3 参数挖空与定制 ArcToolbox对应

Fig．3 Parameters to be filled correspond to the custom ArcToolbox

３ 自动编号方法的改进

经过试验，本方法虽然在排列较为规律的图斑
时能够取得较为良好的效果，但是在处理现实中排
列方式十分复杂的矿山图斑的时候，空间位置第一
次排序会出现不合理的结果。 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

族自治县的部分图斑为例，如图 ４（ａ）是使用 Ｓｏｒ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函数中 ＵＬ的排序方式，可以发现，在这
种情况下，２，３，４，５ 位的顺序会出现左右方向较为
大范围的跨度； 而且可以看出，直接使用 ＵＬ 参数
进行的排序，更多的是遵循从上到下的顺序，左右
顺序的混乱使这种排序方式不能应用到实际的工

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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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ＵＬ 方法排序结果 （ｂ） ＸＹ数值方法排序结果
图 4 UL方法与 XY数值方法排序结果

Fig．4 Sequence in Sort（UL） and Sort（XY value）

  图 ４（ｂ）是采用属性数值方式排序。 因从 Ｘ，Ｙ
值的角度来看，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就是 Ｘ升
序、Ｙ降序在空间上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将参数改
为 Ｘ值升序，Ｙ值降序的方式排序观察效果，即

ａｒｃｐｙ．Ｓｏｒ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ｉｎ＿ｌａｙｅｒ， ｏｕｔ＿ｌａｙｅｒ， ［［＂Ｘ＂，＂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Ｙ＂，＂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会发现排序的结果会更加混乱，如图 ４（ｂ）。 此

时感觉更多的是以从左到右，即 Ｘ升序的方式进行
排序，Ｙ方向已无法看出明显的规律，不符合排序规
范，影响实际工作。 所以，考虑改良排序方法，使之
在 Ｘ和 Ｙ方向上均能遵循一定的规范。
３．１ 改良排序方法

本文考虑的是根据矢量的 Ｘ值，首先对矢量空
间进行分带，这样再从左向右依带进行处理，就可实
现整体范围上从左向右依次排序的目标，不会出现图
中左右大范围来回横移的现象； 在每一个分带内，使
用 Ｙ值从大到小依次排列，便可实现从上到下的排
序。 这种处理方法，虽然没有实现从左到右、从上到
下排序同时进行，但是在相对小尺度上能够保证序号
的基本连续与规范。 排序方法的流程图如图 ５所示。

图 5 改良排序方法流程图
Fig．5 Flow chart of improved sorting method

３．２ 改良排序方法的代码实现
首先，对 Ｘ 值进行分带，分别进行处理。 考虑

到我国大部分县域以及矿山图斑的跨度，结合已有
的工作经验，本文使用 １０′（约 ０．１６６ ７°）一带进行
分带，数值也可根据不同工作区进行手动调整。 某
个县内的分带数 g计算公式为：

g ＝ Xｍａｘ －Xｍｉｎ
０．１６６ ７

＋１ ， （１）

式中： Xｍａｘ与Xｍｉｎ为最大和最小 Ｘ值，通过 Ｐｙｔｈｏｎ的
ｍａｘ（）和 ｍｉｎ（）方法可快速实现； ［· ］ 为向下取整
符号。
接下来就是对每一个条带内的 Ｙ 值从大到小

排列，因为此排序结果并没有考虑矿山主体，不是最
终结果，所以新建一个 Ｓｅｑ＿Ｌｏｎｇ字段作为临时记录
的一个字段，待最后排序完成将编号写入原有字段
中，再将此字段删除。
遍历当前县矢量的过程中，判断 Ｘ值是否在此

条带范围内，若在便可将当前图斑的 ＦＩＤ和 Ｙ值写
入 ＦＩＤ＿Ｘ字典中； 当此条带遍历完成后，将 ＦＩＤ＿Ｘ
根据 Ｙ值进行降序排列。 排列代码如下：

ＦＩＤ＿Ｘ ＝ ｓｏｒｔｅｄ （ＦＩＤ＿Ｘ．ｉｔｅｍｓ （ ）， ｋｅｙ ＝ｌａｍｂｄａ ｘ： ｘ
［１］， 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ｒｕｅ）
在此需要注意，ｓｏｒｔｅｄ 方法虽然针对的是字典

对象，但是在排序完成后，会将原字典变成列表，所
以复制一个 ＦＩＤ＿Ｘ 命名为 ＦＩＤ＿Ｘ２，用以二次循环
时的键值比对。
最后就是将按排序好的顺序，将序号写入 Ｓｅｑ＿

Ｌｏｎｇ字段中，此时使用到了 ＵｐｄａｔｅＣｕｒｓｏｒ，ｕｐｄａｔｅＲ-
ｏｗ，ｇｅｔＶａｌｕｅ与 ｓｅｔＶａｌｕｅ 函数，用于对属性表值的获
取及编辑。 当遍历完所有条带后，当前县所有图斑
的序号也就写入完成了。 写入的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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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ｗ．ｓｅｔＶａｌｕｅ（＂Ｓｅｑ＿Ｌｏｎｇ＂，ｇｅｔ＿Ｉｎｄｅｘ （ ｒｏｗ．ｇｅｔＶａｌｕｅ （＂
ＦＩＤ＂）， ＦＩＤ＿Ｘ） ＋ ｆｉｒｓｔＩｎｄｅｘ）

ｕｐｄａｔｅＣｕｒｓｏｒ．ｕｐｄａｔｅＲｏｗ（ｒｏｗ）
接下来也是根据矿山主体编号来分组再次排

序，以及补齐其他位代码形成完整的编号，方法与上
述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使用相同的数据进行排序效果如图 ６，可以看

到 １，２号图斑分在了一个条带中，余下其他图斑分
在了另一个。 在每个条带中按照由上到下顺序排
列，这样就完成了在大范围上由左向右，在小范围上
由上到下的排序方式。

图 6 改良方法排序结果
Fig．6 Sequence in improved sorting method

４ 实验结果

本文对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 ２２ 个、门源回
族自治县 ５３ 个、共和县 ９１ 个、大通湟中平安三县
共 ２１５ 个，以及全青海省（有图斑共 ３２ 个县）近千
个图斑进行人工和自动编制的对比实验。 可以看
出，随着工作量的增加，自动编号的效率对比手工
编号越高； 同时，本文也对五种数量下进行的人工
和自动编制出现的误差进行了比对，因手动编制
出现编号错误后需要对当前县再进行依次重新排

序与编号，每一次误差的返工耗时量在 １０ ｍｉｎ 左
右，误差代价十分巨大，而自动编号则不会出现错
误，时间及误差对比如表 １。 工作所用机器配置为
戴尔 Ｐ７９２０ 台式工作站，Ｉｎｔｅｌ Ｘｅｏｎ ４１１０ ２．２ ＧＨｚ
ＣＰＵ，９６ ＧＢ 内存。 编号流程自动化的实现，不仅可
以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一旦出现编号规范变
化的情况，重新编号仅仅需要修改少量代码，大大降
低时间和劳动成本。

表 1 手动与自动图斑编号时间及误差对比
Tab．1 Time and error comparison of manual

and automatic patch numbering

区域
图斑

数／个

手动编制 自动编制

用时／ｓ 误差

数／个
用时／ｓ 误差

数／个

因误差

耗费的

时间／ｓ
化隆回族

自治县
２２ :１８０ �０ �１ �．０ ０ １０ P

门源回族

自治县
５３ :４１０ �２ �１ �．９ ０ １４７ P．７

共和县 ９１ :７６０ �４ �３ �．４ ０ １１２０ P
大通湟中

平安三县
２１５ :１ ９００ �７ �７ �．８ ０ １４２０ P

青海省 近千个 ＞１８ ０００ �２４０ �１３ �０ １７８０ P

５ 结论

针对批量图斑编号效率低、易出错的问题， 本
文利用 ＡｒｃＰｙ并结合定制 ＡｒｃＴｏｏｌｂｏｘ 实现了这一工
作批量自动化处理，并用不同数据量的图斑进行了
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新增矿山图斑编制工作的效率
得到提高，有助于矿山监测遥感工作信息化水平向
更高层次发展。 具体完成了以下几项内容：

１）基于 ＡｒｃＰｙ编写代码，将过去在 ＡｒｃＧＩＳ 新增
图斑编号的编制工作中需要手动操作的部分进行整

合处理，并且将代码整合成 ＡｒｃＴｏｏｌｂｏｘ 添加到 Ａｒｃ-
Ｍａｐ中直接使用，使得程序的分发与应用更加便捷
高效，免去繁琐的重复劳动，保证编号准确性，工作
效率大大提升。

２）针对 ＡｒｃＰｙ中自带的空间位置排序方法不适
应于矿山遥感工作中要求的问题，将图斑排序方法
进行改良，能够满足在大尺度上从左到右，小尺度上
从上到下的排序要求，使得图斑编号更加规范，有据
可查。

３）针对日后可能发生变化的技术要求与提交
说明，只需更改排序方法内部的逻辑代码即可实现
对程序功能的更新，重新进行图斑编号的工作量和
时间成本也会大大减少。

４）此自动编号方法不仅适用于矿山新增图斑，
也适用于土地新增图斑等有一定规则与数据量的编

号工作。 矢量自动编号是图件编制的基础，有助于
矿山遥感监测成果统一规范化，只有高质量的成果
数据和成果图件，才能更有效服务于国家矿政管理
工作、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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