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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森林资源管理信息化是智慧林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基于 ＧＩＳ技术构建成都市森林资源数据管理平
台，在配备必要的软件和硬件前提下，采用Ｃ／Ｓ与Ｂ／Ｓ混合软件体系结构，配以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和Ｐｏｒｔａｌ搭建ＧＩＳ服
务，ＪＡＶＡ搭建非ＧＩＳ服务，通过应用服务层和用户交互层进行数据管理和访问，达到安全和高效地管理森林资源
数据，有利于促进成都市森林资源数据的科学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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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资源是国家重要的生态资源，是生态建设
的主体。森林资源监测是林业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和

公益性事业，是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

森林资源监测，准确掌握森林资源的现状及其动态



变化，是各级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基础

工作［１－２］。实现森林资源数字化、可视化管理，既是

科学合理实现林业资源数据“一张图”管理，确保森

林面积、森林蓄积“双增长”目标，也是维护国土生

态安全、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现代林业和建设智慧林

业的重要支撑。成都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和生物多样性富集区［３］，也是大规模绿化全川行动

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中具有重要地

位，森林资源数据管理平台的建设，将为推进全市国

土绿化美化建设、资源数据的监测、林业发展规划、

森林经营方案、林权制度改革等提供数据支撑。

１　建设目标

平台建设以充分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

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手段，以森林资源二类调

查成果、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及更新成果为基础，嵌入

其他各类林业信息，为市级林业数字化建设和管理

提供森林资源基础数据平台，形成一个高度协调化、

信息交流网络化和信息分析智能化系统，最终建立

完善、高效的森林资源监测体系，实现信息查询、数

据更新、统计报表等基本应用功能，为林业管理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

２　建设原则

①标准化与规范化：数据库、操作系统等应符合
行业标准，数据类型、编码、图式符号应符合行业规

范。

②科学性与先进性：林业信息系统建设应采用
先进科学软件，可靠的硬件配备，在系统设计上具有

领先和面向未来可扩充性要求，方便数据共享和信

息交换。

③实用性和高效性：林业信息系统建设要注重
实用性、可操作，系统能进行高效和快速的数据传输

与处理，数据访问的便捷。

④安全性与稳定性：系统运行具有良好安全性，
确保系统和数据运行安全、稳定。

３　总体设计

３．１　整体框架
成都市森林资源数据管理平台直接用于管理全

市森林资源数据，对上能与四川省林业信息系统平

台对接，对下连接辖区内县（区、市）级林业信息系

统，也可供辖区内县（区、市）及单位森林资源数据

管理，并可融入省林业厅、成都市其它部门信息体

系，实现数据信息共享。

图１　成都市森林资源数据管理平台使用设计图

３．２　集成构架
成都市森林资源数据管理平台基于 ＳＯＡ架构

设计，由核心数据层、应用服务层、用户交互层组成。

３．２．１　核心数据层
包含用户数据、基础地理数据、林地变更数据、

二类调查数据、公益林数据、其他数据等系统中涉及

的数据。所有数据统一存储在 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数据库中
以被各类服务应用进行调用。

３．２．２　应用服务层
应用服务层主要是访问数据层向用户交互层提

供服务支撑，服务分为 ＧＩＳ服务和非 ＧＩＳ服务，ＧＩＳ
服务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和 Ｐｏｒｔａｌ搭建，非 ＧＩＳ服务
基于 ＪＡＶＡ搭建。服务层基于 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ｏｔ开发，以
ＲＥＳＴ服务形式交付。
３．２．３　用户交互层

用户交互层是系统直接面向各级用户的界面，

此系统基于二维 ＧＩＳ开发，包含管理类功能和业务
类功能。管理类功能主要针对系统管理员，对整个

系统进行配置管理的功能；业务类功能主要针对省

市县各级林业用户，包含全面数据查询、统计、报表、

在线制图等功能。

用户交互层基于ＨＴＭＬ５、ＣＳＳ３、ＡｒｃＧＩＳＪＳＡＰＩ、
ＡｎｇｕｌａｒＪＳ等技术开发，最终以Ｂ／ＳＷｅｂ应用系统交
付，可支持在任何操作系统的桌面浏览器、智能手机

平板浏览器使用。

３．３　硬件系统
建设空间足够的“市级森林资源数据管理平台

机房”１个，配备办公座椅、空调、防盗门、防静电地

７９１期 王勇军，等：基于ＧＩＳ的成都市森林资源数据管理平台设计 　　



图１　成都市森林资源数据管理平台框架结构图

板、防雷系统、消防系统、配电系统、机柜、网络系统

等基础设施设备。购置一批硬件设备（服务器 ３
台、工作站１台、ＵＰＳ电源确保不间断供电１０ｈ以
上、防火墙１套、磁盘阵列两套，交换机１台，ＫＶＭ
切换器１台，大型制图仪１台、多功能一体打印机１
台等），组建硬件系统。

３．４　软件构架
①地理信息系统平台：ＥＳＲＩ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１０．３
　　　　　　　　　　ＥＳＲＩＡｒｃＧＩＳＤｅｓｋｔｏｐ

１０．３
②数据库：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９．３
③数据库服务器操作系统：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ｉｎｄｏｗｓ

２０１２Ｓｅｒｖｅｒ
④客户端操作系统：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ｉｎｄｏｗｓ７＼８
⑤应用服务器操作系统：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ｉｎｄｏｗｓ

２０１２Ｓｅｒｖｅｒ
⑥Ｗｅｂ浏览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９．０

或更高版本

⑦开发平台：ＪＤＫ８、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Ｈｔｍｌ５
⑧杀毒软件：金山毒霸企业版２０１２

３．５　系统安全
系统采用ＴＣＰ／ＩＰ计算机网络协议实现网络连

接，为确保系统数据传输及访问，在内部和外部网络

的边界配置防火墙，上下级网络边界部署安全网关，

核心交换配置入侵防御系统，实现网络的安全访问

控制、数据的保密传输。为防止林业资源数据丢失，

数据访问权限控制要求专人专管，同时，利用存储备

份恢复软件进行重要数据备份、逐步实现异地数据

备份，并具有完全恢复功能。为实现用户的安全访

问，基于省、市、县级服务体系分别搭建身份认证，授

权管理和应用系统，外网访问平台采用网页防篡改

技术，防止恶意攻击修改网站。

４　系统功能设计

４．１　Ｃ／Ｓ系统下功能
Ｃ／Ｓ（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结构，即客户机和服务器结

构，它可以充分利用两端硬件环境优势，将任务合理

分配到Ｃｌｉｅｎｔ端和 Ｓｅｒｖｅｒ端来实现，降低系统通讯
开销，结构具有数据维护更便捷，数据存储模式更安

全，数据处理速度更快等优点，广泛运用于森林资源

管理系统中［４～６］。成都市森林资源数据管理平台采

用的Ｃ／Ｓ软件体系结构，设计用户管理、权限管理、
底图配置、专题服务管理、数据归档、编辑更新、切片

管理、其他管理功能８个模块，从而实现森林资源数
据管理、维护的高效、安全等特性。

８９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表１ Ｃ／Ｓ软件体系结构下的管理功能

功能 描述

用户管理
管理系统中所有的用户，创建用户、资料编辑等
操作。

权限管理
指定每个注册用户的权限，指定用户角色及行政
区划范围。

底图配置
设置系统中可使用的底图服务，配置其服务地
址、类型、缩略图。

专题服务管理
设置系统中可用的专题地图服务，配置其服务地
址、类型、缩略图。

数据归档
使用ＡｒｃＧＩＳ桌面的数据管理功能对数据进行年
底归档操作。

编辑更新
使用ＡｒｃＧＩＳ桌面的数据更新功能对本期数据进
行更新。

切片管理
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桌面的切片管理功能，对本期数据
或往年数据进行切片操作。

其它管理功能 用户提出的其它管理功能。

４．２　Ｂ／Ｓ系统下功能
Ｂ／Ｓ（Ｂｒｏｗｓｅｒ／Ｓｅｒｖｅｒ）结构，即浏览器和服务器

结构，用户工作界面是通过浏览器来实现，具有操作

简单，使用覆盖的范围广，网络带宽要求不高即可访

问，系统升级便于维护等特点，从 Ｃ／Ｓ向 Ｂ／Ｓ体系
的演化，是信息系统结构体系的升级［７～９］。本系统

设计采用的 Ｂ／Ｓ软件体系结构，设计具有用户登
录、搜索定位、底图切换、专题图管理、权限过滤、行

政区划树、小班卡片显示、地图书签、资料管理、数据

查询、统计图表、专业统计报表、数据下载、制图标

绘、在线打印、其它功能共１６项功能，满足不同用户
对资源数据的高效查询、快速输出等功能。

　　表２ Ｂ／Ｓ软件体系结构下的管理功能

用户登录
提供用户登录界面，对登录的用户进行角色认证
和权限认证。

搜索定位 提供地名搜索、坐标定位的功能界面

底图切换 在系统中可用的底图中切换

专题图管理
列出系统支持的林业专题图，可指定哪些专题图
可见，各专题图透明度及卷帘效果。

权限过滤
对登录的用户按权限范围对其可见地图、可查数
据进行权限过滤控制。

行政区划树
在系统中显示当前用户权限范围内的行政区划
树界面，最小单位村。

小班卡片
使用此功能点击任意小班可立即调出其小班卡
片数据。

地图书签
每个用户可自行设置、调用其名下的地图书签。
直接缩放到常用的地图范围。

资料管理
当前用户可自行维护其资料，包含单位信息、个
人信息等。

数据查询
提供支持空间查询（指定范围及空间关系）、属性
查询（多条件组合查询）、混合查询的查询界面，
并以表格分页显示查询结果。

统计图表
基于查询结果按指定的分类字段、统计字段绘制
统计图表。

专业统计报表
基于查询结果选择生成专业统计报表。可在线
查看也可下载Ｅｘｃｅｌ表格。

数据下载 可对查询结果数据导出下载。

制图标绘
提供在线制图标绘的功能界面，标绘支持点、折
线、手绘线、简单面、手绘面、文字等类型。也可
上传ＳＨＰ文件进行标绘。

在线打印
可对当前地图所见即所得的内容进行在线打印
输出操作，打印输出可直接输出地图内容，也可
套用配置好的打印模板输出。

其它功能 用户提出的其它功能

４．３　Ｃ／Ｓ与Ｂ／Ｓ混合体系结构设计
成都市森林资源数据管理平台采用Ｃ／Ｓ与Ｂ／Ｓ

混合体系结构设计。Ｃ／Ｓ结构针对管理类用户，被

图３　成都市森林资源数据管理平台

９９１期 王勇军，等：基于ＧＩＳ的成都市森林资源数据管理平台设计 　　



授权人通过局域网直接访问数据库，进行数据的维

护和更新等。Ｂ／Ｓ针对业务类用户，省、市、县各级
林业授权用户通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访问 Ｗｅｂ服务器，进行
数据查询、统计、报表和在线制图等功能。Ｃ／Ｓ与
Ｂ／Ｓ软件体系结构的结合，在保证数据安全性和内
部用户较强的交互性上，有满足了外部用户数据查

询的高速度，从而实现森林资源数据管理的网络化、

智能化和现代化。

５　建议

林业信息化是现代林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促进林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关系林业工作

全局的战略举措和当务之急［１０］。全国林业信息化

“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要求，“互联网＋”林业是互
联网跨界融合创新模式进入林业领域，利用云计算、

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

信息化与林业深度融合，建立智慧化发展长效机制，

形成林业高效高质发展新模式。到２０２０年，国家级
林业信息化率达到 ９０％，省级林业信息化率达到
８０％，市级林业信息化率达到７０％，县级林业信息
化率达到６０％［１１］。在成都肩负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使命，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的背景下，发挥成都首

位城市作用，更需要科学、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林

业资源数据信息化管理。

５．１　加强森林资源数据整合
森林资源数据管理平台以新一期的森林资源二

类调查数据、林地更新数据和公益林建档数据为基

础，搭建数据综合应用平台，而在下一步工作中，可

将年度林地使用、林木采伐、林权管理、林业生态工

程建设、林业产业建设等进行整合，形成全市一套资

源数据，从而为全市的生态红线监测、资源数据监

管、林木种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监测等提供基础数

据，为科学保护和利用林地资源、发挥林地最大生产

力提供技术支撑。

５．２　优化平台系统功能设计
在现有的Ｂ／Ｓ和Ｃ／Ｓ应用系统功能基础上，加

强林业信息应用系统展示功能建设，对三维显示，地

形模拟，地块显示等进行强化，将每一块林地落实在

山头地块，明确林地界线，实现全市林业资源管理立

体化、可视化、数字化。

５．３　加快森林资源数据共享平台建设
成都市森林资源数据管理平台建成后，应加强

与四川省林业厅、成都市级各部门、成都各县（区、

市）林业局的林业资源数据共享，做到成都市林业

信息的实时更新。在经费保障的前提下，在省级林

业主管部门制定规范化和标准化森林资源监测管理

体系下，市级和县级林业主管部门配备专业的人员

和软件设备，依托省市级林业专业研究机构，打造一

支人员稳定、专业齐全、技术精湛的森林资源监测队

伍，为县（区、市）、市、省乃至全国的森林资源监测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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