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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城市的大比例尺 DLG 数据入库中，其相较于原有的工作形式具有更多的作用优势。要完全按照专业化的工作流

程完成工作任务，在具体的研究中，需要完全按照当前的工作优势和专业化的管理制度，才能完成各项操作项目，并且要设

定多个工作参数，才可以确保该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并且落实各项分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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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arge-scale DLG Data Storage of digital city, it has more advantages than original work form. In specific research, in 

order to complete work tasks in full accordance with professional work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follow current work advantages 

an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system to complete various operation projects and set multiple working parameters to ensure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and implement various analysis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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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数字城市的建设过程中，要求所有的数据都要经过入库处理，在原有的工作形式中，虽然在该过程中也可以保

证所有数据的精度，但是一方面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导致实际的导入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实际的工作效率过低，

严重限制了数字城市的建设进度和期限性，不利于该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使用。 

1 数字城市大比例尺 DLG数据快速入库的优势 

1.1 便利性优势 

在原有的数字城市数据导入过程中，需要将所有获取的数据进行单独性处理，并且输入到数据库内。而在新技术

的使用过程中，无需完成单独数据的处理和操作，只需要将整个数据库导入到专用的系统之内即可，该方法可以大幅

度提高整个系统的操作便利性，并且让专业人员能够在更短时间内享受到这一优质便利条件。另外在便利性优势的体

现过程，所有的工作项目和工作人员都可以进入到相应的系统之内。 

1.2 人员投入优势 

人员的投入优势体现在，传统的作业形式体系之内，要求多个人员共同参与的对于数据的处理过程，处理方法包

括对于数据的衔接、相关搜索指令的设置等，只有所有这些工作内容都纳入到统一性的管辖范围之内，才可以视作所

有的数据都收录到了正确的数据库中
[1]
。当前的新型技术使用过程，可以大幅度降低这一操作流程的繁琐程度，从而让

最终获取的结果能够在更短时间之内具备精度的同时完成输入工作。 

1.3 工作量方面优势 

在工作量优势方面，原有的工作体系内要求所有的数据被单独处理，在之后设定相应的搜索程序，并且把各类参

数都纳入到集中性的统筹范围之后，才可以让该系统能够更好地提高作用效率。而当前的优势在于，一方面不需要完

成对于单独数据处理，另一方面该系统本身具有极高的智能化程度，可以将各类数据进行统一性的覆盖与合理配置，

这一工作变更了大比例尺的 DLG 数据输入模式，从实际的工作量方面可以发现，该项工作的实际落实水平极高。 

2 数字城市大比例尺 DLG数据快速入库的流程 

2.1 要素分层处理 

在数据的快速导入过程中，主要分为 11 个要素类，其中可以分为测量控制点类，居民地建筑区，水系，交通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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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管线类设施、地貌类，植被类，境界，注记，制图辅助线，图廓整饰等，获取的参数都需要经过合适的处理以及

高精度的测算，图幅中数据的主要分类包括点、线和面。 

在数据入库之前，我们还需要对原始的 DLG 数据进行一些处理，以达到入库前数据的基本要求大致包括如下步骤 

（1）删除多余的图层数据例如:图廓整饰，外图廓线等多余线段，我们只要单独保留内图廓线层即可。因为入库

制图后会自动生成图廓整饰，我们要在入库前删除，以防止生成重复实体。 

（2）道路，水系的处理。道路和水系在入库前，我们要手动绘制构面辅助线，保证高级别的道路或水系能够连贯。

并且道路或水系遇到桥梁是也要绘制辅助线，以保证道路或水系的完整性。 

（3）植被的处理。在植被构面的时候注意植被与临近地物要构成封闭的闭合面。被单线状地物分割时要构成一个

整体面，不能构成两个相邻且属性相同的植被面。 

（4）地貌方面。对于地貌层中的比较复杂的就是等高线的编辑，我们要在 DLG 数据中合理的处理好等高线与陡坎

的关系，等高线遇到双线路，双线水系，房屋建筑区需要断掉等高线，不能直接穿过。并且注意等高线与高程点的关

系，不能发生高曲矛盾。 

（5）注记层。删除多余的图面注记，但是我们要把注记填入到属性表中去，在制图后便能自动生成注记。 

（6）DLG 数据的质检。作为入库前的数据，做完以上的准备工作后，还需要进行数据的质检，主要包括:删除悬挂

点，伪节点，重复的点线，折返线，检查是否录入必填属性值等项目。 

2.2 模型线条处理 

模型线条的处理过程，要根据实际的作用水平合理分析，首先是对于线条的整体处理，要求该过程中需要删除系统

中存在的多余装饰线、外图轮廓线、重复性的线段等，而只是通过建成的网格线完成后续的处理工作。其次则是对于相

关管线以及各类附属物的处理，要求处理的内容有市区内的悬空输电线路、地下管道线路等，并且要求按照专业化的绘

图比例以及绘制方法，将这类管线在获取的图像上进行合理展现，从而让绘制的内容能够获得更好的使用和分析。 

2.3 数据属性录入 

当 DLG 数据编辑完以上内容后，我们对数据进行属性的录入。 

（1）境界面。要详细的填入境界线两侧的所属行政单位名称，并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方式进行注记，并用

逗号进行分割。境界在一幅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我们一定要认真仔细的对待，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2）居民地建筑区，主要注意所属街道，社区，乡镇的名称注记是否正确。 

（3）道路和水系要根据边线的走向提取出中心线，并注记上名称，代码，等级等信息。 

（4）植被面的属性包括了:经济作物地的种类，林地的类别和树高。 

（5）水塘的属性注记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地物，注记水或塘。另一种是人工修筑类水塘，我们要按照外业调

绘的实际情况填写，例如，鱼，虾，海参等。 

2.4 入库数据的质检 

（1）数据属性必须按照设计书要求规范填写。 

（2）地物的位置表示应完全按照实地位置为准，不能人为的修改。 

（3）所有的图幅，每项数据都应进行接边处理，着重处理相邻图形是否存在空隙或重叠现象，图形的属性信息是

否一致。 

3 结论 

综上所述，数字城市大比例尺 DLG 数据的入库流程，相较于原有的管理系统，其在投入了成本以及人力方面都获

得了较好的优化方案，并且能够确保入库精度。实际作用过程，要通过对于各类数据的层面分级、模型线条处理、地

理信息处理等工作，让该系统的实际运行质量提高，可以实现对于各类数据的及时性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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