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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专题地图数据库 

一、项目背景 

    自然资源部门作为应急保障的重要组成单位为相关部门提

供了大量的应急地图。我院传统的地图制作流程涉及环节多、工作量

大。为了满足应急需求，通常采用“人海战术”加班加点进行地图的

制作，反映出传统制图模式在应急服务中的不足导致的工作被动、及

时性不够等问题。 

    为提升自然资源部门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服务能力，

亟需更加便利的地图服务方式，创造新的应急制图模式，这是必然的

技术发展方向和要求。 

    二、资金来源及建设情况 

    吉林省专题地图数据库项为原吉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指导

性项目，由我院与自然资源部第三地理信息制图院合作完成。项目于

2016年 5 月启动，2018 年 5月通过验收，2019 年进行了 1：1 万至 1：

100 万专题地图数据库更新，2019 年 12月更新项目通过验收。 

    三、整体技术设计 

    项目根据自然资源信息标准化、流程化、自动化、智能化的

供图应用需求，充分整合现有的基础测绘数据、天地图•吉林数据、

地理国情监测成果数据与行业专题数据，制定供图服务体系的标准规

范。 

    1.多尺度地图数据库数据标准与地图设计知识库构建 



    比例尺大于 1:5 万地图服务的地理底图采用天地图• 吉林

平台数据，供图服务时利用制图软件裁切导出，建设一套包含多种风

格的地理底图模板库；比例尺小于或等于 1:5 万的地图服务采用吉林

省基础测绘 1:5 万 DLG 数据，通过对该数逐级缩编得到多尺度地图数

据库，进行供图服务时，利用制图软件自动选取邻近尺度数据库进行

裁切导出，建设五套包含多种风格的地理底图模板库；地形晕渲采用

基础测绘 DEM 数据 1:5 万、1:25万、1:100 万自动生成，同时建设一

套包含多种风格的晕渲图配色模板库；影像专题图底图采用现场采集

或现有提供的影像数据，同时建设一套包含多种风格的地理底图模板

库。 

    2.专题地图数据库 

    利用多尺度地图数据库生产系统，对 1:5 万基础测绘资料数

据分幅数据进行投影变换和拼接融，形成一个整体数据库。对数据库

进行分类选取，依照地图制图规范，正确处理图面要素关系，确保不

同要素之间相对位置关系合理正确；对水路冲突、地名冲突等问题进

行处理；对水系、交通、居民地、境界等四大核心要素进行分类分级、

拓扑处理，最终得到 1:5 万地图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逐级制图综合

得到 1:10 万、1:25万、1:50 万、1:100 万四个尺度地图库。 

    3.行业专题信息数据库建设 

    基于多尺度地理信息基础数据，建设交通、旅游、水利行业

专题数据库，实现专题地图的出图。 

    4.制图平台研发技术路线 



    基于标准规范，从数据生产、联动更新、制图与服务发布四

个层面，分别整理软件需求，并进行系统研发。 

    四、项目实施情况 

    项目涉及吉林省航测遥感院和自然资源部第三地理信息制

图院两家单位、技术复杂、科技含量高。为确保该项目建设工作顺利

实施，明确职责，落实责任，项目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项目领导小

组组长由院级领导担任。同时项目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组织、协调工作，

从而保障项目的文档编写、数据缩编、数据分层标准制定、系统开发

测试等工作顺利完成。 

    五、质量控制 

    项目实行成果质量分级管理负责制：数据生产部门对项目整

体成果质量负责；质量监督组负责项目过程质量监控量；项目软件成

果经过具备软件测试资质的第三方单位测试并提交测试报告；项目办

组织负责竣工验收。项目实行“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分院、

院两级质检部门对产品进行过程检查和最终检查；吉林省测绘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站负责对分项目成果进行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