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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满足广东省海岛保护管理业务需求以及提高广东省海岛保护管理信息化水平,文章在现

有海岛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数据库管理和“一张图”集成展示技术,采用B/S架构模式,搭建集

海岛属性、空间和时间数据以及多比例数据于一体的区域性海岛保护管理信息平台;该平台的建

设对于全面掌握广东省海岛的数据情况、基本特点、保护管理情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发挥积极作

用,同时以信息化管理技术手段加强广东省海岛保护管理,推进海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促进海洋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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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meettheneedsofislandprotectionandmanagementinGuangdongProvince,

improvetheinformationmanagementlevelofislandprotectioninGuangdongProvince,basedon

theexistingislandsurveydata,thispaperuseddatabasemanagement,“OneMap”integrateddis-

playtechnology,andadoptedtheB/Sarchitecturemodeltobuildaregionalislandprotection

managementinformationplatformintegratingattribute,spatial,temporaldataandmultipropor-

tiondataofislands.Theconstructionoftheplatformhadplayedapositiveroleincomprehensive-

lymasteringthedatasituation,basiccharacteristics,protectionmanagementsituationandexist-

ingoutstandingproblemsofislandsinGuangdongProvince.Atthesametime,itstrengthened

theprotectionmanagementofislandsinGuangdongProvince,advancedtherational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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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utilizationofislandresources,andpromotedthe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bymeansof

informatizationmanagement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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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广东省是海洋大省,自然条件优越,海岛资源

丰富,累计拥有海岛1963个[1],海岛数量居全国第

三位。广东省海岛开发利用程度较高,海岛已成为

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科学开

发利用和保护管理海岛的影响深远且意义重大。
《广东省海岛保护规划(2011—2020年)》[2]将

提供多种形式的海岛信息服务和海岛信息产品,实
现海岛监视监测系统业务化运行作为重点工作目

标,要求建设海岛数据平台和海岛管理平台,完成

广东省海岛综合管理决策支持信息系统。广东省

已对海岛开展多次专项调查和常规调查,整理完成

海岛地名普查、海岛统计、海岛保护规划、领海基

点、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情况和海岛整治修复项目

等数据,开展海岛保护管理信息化工作具备一定的

数据积累。然而一方面,由于海岛本身的地理环境

限制,获取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

济等信息较为困难;另一方面,海岛保护管理工作

不断提出新需求[3],但海岛数据体系仍不完善,海岛

数据分散,信息产品单一,信息分析、融合和集成处

理能力不足,都为海岛保护管理信息化带来阻碍。

因此,提升海岛基础数据管理、业务应用和信息共

享水平,整合海岛现有信息资源并实现互联互通,

提高海岛信息化管理水平[4],成为广东省海岛保护

管理和信息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1 平台建设思路

1.1 建设目标

依据海岛保护管理和信息化建设的有关标准,

以加强海岛保护管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以及推进

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为基本着力点,整合海岛

历史详情调查、基础地理信息和社会经济规划等数

据,构建全省统一的海岛保护管理信息平台,为广

东省海岛保护管理和海岛开发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和保障,进一步提升广东省海岛保护管理的现代化

信息水平和综合能力。此外,通过挖掘现有海岛信

息数据的应用潜力,全面摸清广东省海岛数据详

情、基本特征、管理现状以及存在的典型和突出问

题,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海岛保护管理质量,保障

海岛生态安全,促进海岛可持续发展[5]。

1.2 建设内容

平台建设内容包括数据建库和平台开发2个

部分。

(1)数据建库:通过多维度数据采集、数据检查

分析和数据填报等方式,整合获取广东省海岛地名

普查数据、海岛监视监测填报数据、海岛整治修复

项目数据、生态岛礁工程项目数据、海岛规划成果

数据、领海基点数据、违法用岛数据、法前开发利用

数据、海岛基础底图和海岛遥感影像等多源异构海

岛管理数据,经数据转换、数据清洗、历史数据优化

和数据融合等处理[6],根据统一的建库标准入库并

实现综合管控。

(2)平台开发:引入平台服务门户和“一张图”

集成展示技术,建立集时空数据和属性信息数据于

一体的海岛保护管理信息平台,建设信息服务门

户、“一张图”可视化、海岛地名管理、重点海岛管理

和后台管理等模块,进一步提升广东省海岛综合数

据管理应用和信息共享水平。

2 平台设计

2.1 总体架构

根据广东省海岛保护管理的实际业务需求,采

用B/S架构模式,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数据

库中的历史和现势自然资源环境信息、专题调查数

据以及行政管理资料等多源异构海岛信息为基础,

建立集海岛属性数据、空间和时间数据以及多比例

数据于一体的区域性海岛保护管理信息平台,实现

海岛资源的可视化和标准化管控,为海岛保护管

理、开发利用和整治修复等工作提供决策支撑。平

台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

平台分为基础设施层、数据管理层、服务支撑

层和应用层[7]。①基础设施层主要借助无人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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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东省海岛保护管理信息平台总体架构

频监控、浮标和遥感等手段,获取与海岛保护管理

相关的空间信息、属性信息和多媒体信息等,搭建

“空、地、海”海岛数据采集体系,为平台运行提供基

础软、硬件环境;②数据管理层包括数据处理和数

据库建设,通过多平台和多层次采集的海量多源异

构海岛数据在此进行归集、清洗、优化和融合等标

准化处理,基于数据库管理技术和海岛数据的特

点,建设海岛保护管理综合数据库,实现对入库数

据的分类管理和有效管控,为应用层的相关信息展

示和服务提供数据基础;③服务支撑层包括GIS应

用支撑、数据交换与共享以及平台维护3个部分,主
要提供GIS地图管理、空间分析、数据同步、数据共

享、权限控制和安全认证等服务,对平台各类应用

进行运维管理和安全保障;④应用层是基于数据管

理层和服务支撑层而构建的海岛业务应用平台,面
向各类用户提供信息服务、“一张图”和海岛管理等

应用,实现海岛资源的信息查询、叠加展示和综合

分析,为海岛保护管理工作提供决策支撑[8]。

平台的服务对象主要包括海岛管理部门、其他

涉海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和社会公众,为各类用户

提供海岛信息服务。

2.2 数据库设计

海岛数据是广东省海岛保护管理信息平台的

核心组成部分。由于海岛及其周边海域涉及多类

业务数据,须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对不同

类型和不同专业的海量海岛数据进行重组合并和

提取转换等操作,将加工好的数据按照统一标准入

库,并利用空间数据库引擎对数据进行分层和分类

管理。建成后的数据库除支持本平台的应用外,还

充分考虑未来海岛业务应用的扩展需求。数据库

的体系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数据库体系结构

分类建库有助于数据的更新、维护和检索。根

据数据来源和数据结构特性,将平台数据库分为海

岛地名库、重点海岛管理库、遥感监测库和平台管

理库,各数据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互相关联。①海

岛地名库是海岛保护管理基础数据库,包括有居民

海岛和无居民海岛两大类数据。②重点海岛管理

库是整个数据库的核心,涉及多种业务数据,主要

包括海岛开发利用数据、海岛整治修复数据、海岛

规划数据和违法用岛数据。③遥感监测库包括基

础底图、遥感影像和正射处理数据。基础底图为

“一张图”可视化提供基础地理信息支持;遥感影像

包括卫星遥感影像和无人机遥感影像,为海岛保护

管理提供不同精度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正射处理

数据主要包括有居民海岛的历史正射影像数据和

部分海岛的现势正射影像数据。④平台管理库是

平台运行的基础保障,包括用户管理、权限管理、数

据交换和系统日志等信息。

3 平台功能

广东省海岛保护管理信息平台基于B/S架构

开发,编程语言采用Java,数据库采用Oracle12c数

据库系统,地理信息系统采用ArcGIS和Skyline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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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空间数据库引擎采用ArcSDE,图表设计和展现

采用用户体验较好的FLEX和 HTML5技术。平

台主要功能模块包括信息服务门户、“一张图”可视

化、海岛地名管理、重点海岛管理和平台后台管理

(图3)。

图3 广东省海岛保护管理信息平台的功能模块结构

3.1 信息服务门户

信息服务门户以海岛保护管理信息服务为中

心,对相关信息进行有序组织分类,提供包括海岛

旅游、海岛养殖、海岛交通运输、海岛工程、海岛权

益和海岛防灾减灾等多类海岛信息综合汇聚和子

平台切换的统一入口,在门户首页展示海岛地图、

海岛专题和海岛统计等信息,并通过快速访问通道

提高海岛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和时效性。信息服务

门户模块包括应用全景导航和多源信息集聚等

功能。

3.2 “一张图”可视化

“一张图”可视化以大陆岸线和遥感影像等为

基础底图,对广东省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的空间数

据、属性数据和图形对象等进行多数据信息叠加展

示,避免用户在比对数据时因不断切换数据图层而

带来不便,大幅提升平台信息查询效率,增加使用

友好度。同时,针对海量多源异构的海岛数据,采

用数据转换、清洗加工、数据存储和可视化交互分

析等技术,基于浏览器显示实现海岛时空数据查

询、图形化关联分析和数据统计等功能,丰富可视

化组件,促进对海岛保护管理的时空分布、规律变

化和结构布局的认识与研究,为科学调控和精准推

进海岛保护管理以及深入贯彻落实海岛治理修复

方针提供整体支持[9]。“一张图”可视化模块包括高

效地图管理、综合展示服务和汇总分析等功能。

3.3 海岛地名管理

海岛地名管理以满足广东省海岛地名普查数

据成果管理业务需求为核心[10],提供对海岛地理实

体及其名称、位置、图件和照片等信息的录入编辑

和逻辑判断,支持对海岛地名普查数据进行空间和

属性查询,以多样化图表展现并与地图形成关联,

以跳转和代理的形式完成海岛地名管理成果的下

载和保存。海岛地名管理模块包括信息录入、成果

管理和地图关联等功能。

3.4 重点海岛管理

重点海岛管理针对海岛的开发利用、整治修复

和规划建设以及领海基点和违法用岛等多项业务

数据,实现对重点海岛管理数据的填写和提交,并
支持填报数据的自动校验。以海岛为基本单位,可
查询已完成数据填报并审核通过的海岛管理信息,

可设置海岛属性条件和空间条件,实现对重点海岛

管理情况的统计分析。重点海岛管理模块包括信

息填报、查询查看和统计分析等功能。

3.5 平台后台管理

平台后台管理模块包括用户管理、权限管理和

平台日志等功能[11],确保广东省海岛保护管理信息

平台能够顺畅、快速和无障碍地实现各项功能。

4 结语

在海岛数据管理的基础上,建设广东省海岛综

合管理决策支持信息系统是广东省海岛信息化工

作的重点任务。本研究运用标准数据库建设、GIS
地图管理和“一张图”集成展示技术[12],以海岛自然

资源环境信息、专题调查数据和行政管理资料等多

源异构海岛信息为基础,开发区域性海岛保护管理

信息平台,实现对海岛资源的可视化、信息化和标

准化管控,为广东省海岛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提

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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