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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西1：5万数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质量控制内容主要包括数据源、MAPGIS数据和元数据3个部分，

在空间数据库建库过程应该从空间数据质量监控、数据库质量检查、质量监控制度落实3个方面进行质量监

控，把数据质量控制在数据库建库的各个阶段，尽量减小人为误差，就能提高空间数据库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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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e 1：50000 geologic maps as an example，the content of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spatial data quality iS the source of database。MAPGIS database and metadata database．During

the space database construction，the quality control of space data，the quality investigation of

database and the policy of quality control should be monitored to improved database quality and

minimize the man—made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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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数字国土”信

息工程也在加速实施，利用MAPGIS技术建设各类

地学空间数据库越来越多，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的

地学信息日渐丰富。随着空间数据库信息量的不断

增大，数据库的数据质量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国内

已有学者对数据库的数据质量开展研究。如：陈为公

等[11提出数据的质量直接影响地学空间数据库的优

劣，并指出数据精度、属性数据、数据拓扑关系是影

响空间数据库质量的主要因索。孙立梅等瞳]贝Ⅱ从数

据源等方面陈述地质图空间数据库的质量控制几个

阶段。白玲等口1提出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库质

量监控体制及制度。吴芳华等[4]探讨了地图建库过

程中的质量控制问题。数据库的数据质量监控方面

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有利用价值的成果。本文是

根据作者多年来从事1：20万数字地质图空间数据

库、1：20万数字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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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万数字水工环地质图空间数据库、l：5万数

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的建库工作经验，结合部分学

者在数据库质量控制方面的一些观点，在此基础上

对数据库质量监控进行进一步探讨，以1：5万地质

图空间数据库为例，指出在建库过程中一些经常出

现的数据质量问题以及在建库过程中避免诸多数据

质量问题的方法和措施，建议把数据质量控制在建

库的各个阶段，以期为同行们在进行地学空间数据

库建设时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工作，同时也为国

民建设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库信息。

l 数据库质量控制内容

1．1数据源

数据源的质量是数据库建设成败的基础，空间

数据库建库时应选择已经通过评审验收的地质报

告、地质图(最好是未折叠过的)及说明书(资料最好

是正式出版的)作为原始资料。若原图存在明显错误

的要求经过本省地质专家认定签字后进行修改，并

把修改意见在原图错误汇总表中作说明，保证原始

资料的真实性。

 



陈玉兰等：广西1：5万数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的质量监控 207

1．2 MAPGIS数据

MAPGIS具有强大的图形绘制和编辑功能，广

泛应用于各类空间数据库，1：20万数字地质图空

间数据库、1：20万数字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1：50万数字水工环地质图空间数据库、1：5万数

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等都是在MAPGIS平台上建

立起来的数据库，地质图空问数据库的质量指的主

要是MAPGIS的数据质量。

MAPGIS的数据质量反映在3个方面：首先是

空间实体的空间位置的准确性，其次是属性数据的

正确性和完整性，然后是空间拓扑关系正确及属性

与空间实体对应的一致性、唯一性[1]。

1．3元数据

元数据是以国际分幅标准图幅为单位，对该图

幅的所有要素作一个简明扼要的介绍，主要包括数

据的来源、工作的方法和步骤、划分图层、图件输出、

属性采集与挂接、各图层属性描述、数据拓扑关系、

数据校正及投影转换、数据检查及验收意见、数据精

度及属性正确性等，主要反映数据库空间实体的属

性、拓扑关系等。

2数据库空间数据质量监控

2．1数据源质量控制

要保证数据源的质量，首先要选择合格的原始

资料，其次要采用300DPI分辨率扫描的符合要求

的光栅图像文件，并对图像进行校正，矢量化方里

网，再参照该图幅的标准方里网进行方里网校正，检

查其校正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若其校正误差在

允许范围内，可以进行下一步矢量化工作，反之，则

要求重新扫描光栅图，重复上述工作，直到其校正误

差在允许范围为止。如此既保证了原始资料的可靠

度，也保证了扫描图的精度。

2．2 MAPGIS数据质量控制

2．2．1 空间数据质量

2．2．1．1数据采集质量

有了符合精度要求的光栅图像，还要设置合理

的系统参数及最新的系统库，读懂全图，最好在矢量

化时就要求按图层分文件管理。点的矢量化要求位

置及方位准确即可满足要求，线矢量化则有许多讲

究，稍为不注意就会造成后面的数据出现许多质量

问题，最常见的有：(1)线存在自相交、坐标重叠。

(2)线与线之间没有建立正确的空间结点关系。(3)

水系之间的空间结点关系以及方向性问题。(4)存在

微小面、面拓朴不过关。(5)线、面不套合，线、弧点数

不一致。(6)线、弧存在伪结点等等。故在矢量化线

时要特别注意：(1)要把窗口放到足够大(一般80～

120倍)，关闭还原显示且打开坐标点可见，线一定

要沿中心矢量化，避免矢量线精度不够或最终数据

存在线打折或微小面，线面不套合等。(2)线矢量化

要有顺序，注意部分线(如水系线、角度不整合地质

界线)是有方向的；一般线矢量化顺序为：水体一第

四系一脉岩一断层一侵入岩一地质界线。(3)在

MAPGIS系统线编辑中有一个母线加点靠近线的

功能，在此补充一下母线和子线的定义。如图1所示

空间平面上存在两根线AB和CD，在AB线与CD

线交汇D处，若AB线是连续的，由MAPGIS系统

所提到的母线定义延伸，在此把AB线称为母线，把

CD线称为子线。矢量化内容一线的先后顺序一定

要搞清楚，首先选择母线矢量化，然后再矢量化子

线，如此可以避免压盖错误，也为建立结点关系打好

基础。(4)作为母线矢量化的点要合理安排。在没有

子线与其相交而且又较平直的情况下其矢量化的点

可以适当放稀以提高矢量化速度。但在有子线与母

线相交情况下其矢量化点则要合理安排，在子线左

右或者是上下母线上的点既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稀，

交汇处D点肯定要安排一个点以备建立结点用，而

最邻近坐标点离与子线交汇处D点的距离以远大

于坐标搜索半径而又满足母线的弯度要求为佳，避

免最终数据存在线坐标点重叠、弧坐标点重叠、线面

不套合等。(5)矢量化子线时，在与母线建立结点处

按SHIFT直接捕捉母线上的已有的点来建立结点

关系，无需等线矢量化完后再进行母线加点来靠近

线，避免最终数据存在线坐标点重叠、弧坐标点重

叠。(6)矢量化时一定要清楚哪些线是连续的、哪些

线是断开的。该连续的线一定要连续，该断的线一定

要断，避免最终数据存在线伪结点、弧伪结点。

图1母线和子线

一般说来。做到以上几点，矢量化的数据应该是

有效的，符合精度要求的。最后把所有文件都打开，

把窗口放大到100倍，顺着方里网逐格反复检查矢

量化的数据的精度、完整性及正确性，有错误的及时

修改，有漏要素的及时补充，直到无错无漏完全正确

为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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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误差校正质量

扫描图虽经过初步校正，但是还不能保证矢量

数据完全符合精度要求，故矢量化的点、线文件要参

照其相对应图幅的标准网格进行误差校正，为了保

证校正数据更加精确，应选择同一版本、同一种校正

方法校正，校正处理后的数据即符合精度要求。

2．2．1．3投影变换质量

编辑好并挂接好属性的点、线、面文件分别投影

到高斯和经纬度，形成最终数据。

所有文件的投影参数、TIC点要求完全一致，并

要正确设置投影参数，统一使用同一版本、同一种方

式进行投影，避免在不同的MAPGIS版本中产生不

套合现象，以保证投影变换后数据的质量。

2．2．2属性数据的质量

属性数据的正确性和完整性是数据库成败的关

键。数据属性越来越重要。体现在项目进行评审验收

时，以往只抽查少部分属性内容，从2008年起则是

100％检查属性，说明上级部门越来越重视属性的质

量。采集属性一定要按最新的细则、最新的代码要求

填写，反复检查后再按最新属性结构进行挂接，挂接

好了再输出DBF文件，检查其属性结构、属性内容

是否完整正确、图元编号唯一性、属性与图元是否一

一对应等，反复检查无错漏才能通过。反之，要返回

属性修改，并重新挂接，再输出DBF文件检查，直到

完整无误为止。

2．2．3 空间数据的拓扑关系

MAPGIS中空间实体点、线、面的6种组合表

达了实体间相邻、连续、包含、共享等各种关系；要保

证没有悬挂节点和伪节点，水系方向正确，没有非法

悬挂弧段；线与弧段必须重合¨J。

在数据采集中提出要注意的问题，也都是为了

使后面的数据——线与弧段重合做好铺垫，避免做

到最后才发现线与弧段不重合或重合不好，再返回

修改，再形成新的线与弧段不重合或重合不好，这样

再改再返工的现象不但增多，而且最终的数据也会

不尽如人意。

若在后面数据检查中发现漏区等错误，需要补

充区、重建拓朴的，最好把全部图形文件平移到原点

再进行拓朴，这样可以避免MAPGIS系统内部造成

误差。这种误差反映在前面的数据检查都套合得很

好，但是西安公里投影的数据会存在诸多不套合，这

样处理起来就会变得比较繁杂费时。

2．3元数据质量控制

元数据最好是按最新版的地质信息元数据标准

对照原地质图逐项进行详细填写、录入并输出打印，

元数据与空间数据间也一一对应。输出的元数据要

对照MAPGIS空间数据检查其划分图层是否正确、

各图层属性是否完整、各图层间属性逻辑是否一致、

数据精度等质量是否合格等等，若两者间有不吻合

之处，要求同时返回检查元数据及MAPGIS空间数

据，查看是哪部分内容存在错误，要及时修改该部分

内容，再检查直到两者完全对应为止。

3数据库质量检查

数据库的质量检查主要是对数据部分、彩喷地

质图和属性文档3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检查。

3．1 数据部分

数据部分也称为机检部分，主要检查内容有：

MAPGIS文件、全要素图形(MAP)文件、原图扫描

栅格文件、矢量要素文件。

机检部分重点检查MAPGIS所有图层文件中

空间实体图层划分正确性、位置精度、属性正确性、

逻辑一致性、拓扑关系、数据完整性、时间精度、图面

整饰等比J。

3．2彩喷地质图

彩喷地质图图面检查，主要对照原始图件，检查

原图有的各要素：符号、线条、面元在彩喷地质图中

是否反映齐全、正确，各要素之间的压盖关系是否正

确，图面是否美观等。

3．3属性文档

资料文档的检查主要包括检查建库采用的原

图、地质报告等原始资料的可靠度，检查合同书、工

作方案、方案评审意见书或方案认定书、建库工作报

告、项目初审意见书、工作日志、自检表、互检表、抽

检表、图幅接图表、元数据文件及说明文件等等相关

资料及文档是否齐全、准确[2]。

属性的检查，要对照地质图、地质报告、地质图

说明书等，主要检查填写的属性卡片及数据输出的

DBF表中各图层的属性描述是否正确，属性结构及

属性代码的正确性等。

4数据库质量监控制度落实

数据库的质量控制贯穿建库的每一个过程，要

求每一个阶段都要进行相应的质量检查进行控制，

最好是配备专门的质量检查和质量监督人员。落实

数据质量管理的责任制。实际上建库过程质量检查

一般实行五级小、三级大质量检查验收制度，五小级

质量检查验收包括组员自己100％检查并作好工作

 



陈玉兰等：广西1 t 5万数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的质量监控 209

日记和自检表、组员之间100％相互检查并作好互

检表、项目负责人100％抽查并作好抽检表、初审数

据修改后项目负责人100％检查、评审数据修改后

项目负责人100％检查，三级大质量检查验收包括

各省内专家进行100 oA初步审查验收并提出初审检

查修改意见、地调局专家组评审验收并提出评审检

查修改意见和最后地调局专家组复核验收入库或社

会共享服务。

S结束语

1：5万地质图数据库建设是一项比较繁杂的

工作，数据的质量。是建库成败的关键，严格控制数

据的质量，是保证数据库质量的基础。在数据源等各

种客观因素已经选择最佳的情况下，作者认为可以

在操作过程中提高数据库的质量，譬如在建库的过

程就要做出合理的部署，从建库开始到结束的每个

过程都要严格控制数据的质量，尽可能的避免质量

上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对每个阶段的数据都要

进行质量检查，进行层层把关、步步落实，尽量让各

种人为的误差最小化，最终为国家提供高质量的空

间数据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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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泥水分离技巧

泥水分离是应用泥水平衡顶管设备进行顶管施

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序。泥水分离好坏直接影响

顶进的速度和工地的文明施工。

3．1泥水分离的方式

在实践中，我们分别使用过沉淀箱自然沉淀分

离、网箱过滤分离、组合式泥水分离器等方法。自然

沉淀，虽然成本低，但是占地面积大，分离速度慢，不

太适合城市市区施工工地使用。网箱过滤分离，成本

不高，占地面积小，但是脱水率不高，泥土含水量有

15％左右，不宜马上直接外运，同时还需要吊机辅助

吊运。组合泥水分离器的分离效率高，经分离后泥土

含水量小于6％，可以直接外运，但是不适用于粘度

高的胶粘土和有机物含量高的淤泥。

3．2泥水分离器使用保养要点

泥水分离器包含振动脱水部分，防松、防共振振

断最为关键。筛网、振动电机及偏心块、避振器的固

定应列为每天点检和巡检对象。泥水分离器发出的

异声多与这几个部位松动有关。操作者不能随意调

整振动角和振幅等参数，以免共振振断筛网。

操作泥水分离器要正确控制进入旋流器的水

压。一般为0．2---,0．25 MPa，可以通过设在水泵上的

调整螺丝调整。水压太小，分离效率低，水压太大，旋

流器内壁磨损大影响寿命。

要定期清洗筛网，才能防止筛网堵塞。尤其是分

离淤泥和高粘性泥土时极易堵塞网孔，轻则造成脱

水效率大幅下降，分离后的泥土含有大量的水，重则

可将出水口完全堵塞导致根本不能工作。筛网堵塞，

如果是因淤泥中的有机物堵塞网孑L引起的，只要勤

清洗筛网就可以顺利解决；如果是因为泥土太粘所

致，就要不断往筛网上加水，延长粘土在筛网上可移

动的时间来缓解，或者是往泥水循环管线内加砂减

粘来改善。

4 结束语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环保意识不断加强，城市的

规划越来越严格，城市污水处理量越来越大，需要建

设的污水管道不断地增加。污水管道敷设过去受施

工现场条件限制，很多时候很难开挖，或者存在无法

穿过河道等困难。随着顶管法日渐成熟，污水管道的

布置可以越来越灵活，可以极大地满足人们对污水

处理的要求。顶管法施工将成为市政工程施工中的

一种常用工艺。在顶管施工中，熟练掌握和灵活应用

操作技巧，无论对设备操作者还是对施工管理者都

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它，即使是性能一般的国产设

备，也能化腐朽为神奇，超水平发挥设备的优势。反

之，再先进的进口设备，也难有作为。

(责任编辑：邓大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