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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交往量快速增长，地名已成为人们在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媒介。为完备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加快建设地名公共服务工程是十分重要的。经研究、检验，一套比较完善的地名公

共服务工程的具体建设方法包括：如何将地名普查试点成果大数据整理、入库；如何建设基于地名和区划数据库的云

服务与管理系统；如何打造以地名服务网站和地名触摸屏为主的地名公共服务体系。上述工程内容最近在三亚市已建

设完毕并成功地投入日常运行，已取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它不仅能够为公众提供准确和方便的地名服务，而且可较

好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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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growing quantity of social interaction, geographical nam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medium in people’s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To complete basic public service system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project of 

geographical names. By studying and testing, a complete set of the project’s construction methods, including how the 

outcome data of the names pilot survey is processed and then saved into the big database, how to develop the cloud ser-

vice and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names and zoning database, how to build a relatively complete 

set of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geographical names based on website and touch screen of names-service. Recently, 

SanYa city completes the project, and applies the platform into normal operation successfully, and very good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The platform can provide not only accurate and convenient services of geographical names to the 

public, but also promote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Key words】: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geographical names; Geographical names 

database; Cloud service platform for geographical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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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地名信息在各种经济活动

中的使用频率大幅提高，对快速获取和传递地名信

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地名信息化服务的需要越来

越广泛，传统的地名管理手段和管理理念及相应的

管理效率已无法适应当前的形势。如何通过构建完

善的数字地名体系，提升地名管理能力，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优质的地名信息服务，是地名工作者急

需破解的新问题。 

自 2005 年民政部启动和实施地名公共服务工

程的战略举措以来，地名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

成就[1]。但是，我国地名信息化建设水平与发达国

家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如处理手段落后、利用率低、

各地发展水平不一等，地名大数据建设也起步很晚。

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城市建设了相关的系统工程：

增城市地名管理信息系统基于数字增城地理空间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建设，采用 B/S 技术和面向服

务的软件架构(SOA)技术设计，可灵活、快速地响

应业务变化对系统的需求，满足各部门对地名信息

利用的迫切需求[2]。沈阳市基础地理数据库主要包

括控制成果、影像、数字高程模型、线划图、城市

三维模型、地名地址等基础数据，地籍、管线、公

交等专题数据[3,4]。地名管理与服务综合信息系统建

设是天津市滨海新区地名信息化建设的核心[5]。 

本文提出的地名公共服务工程包含更多功能更 

丰富、信息收集与呈现更多元的子系统，能够加快

地名信息化建设，从而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发

展服务、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 

1  城市地名数据库和公共服务云平台 

地名公共服务工程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构建地名数据库，按照一定规范和标准整理现

有数据信息并入库；然后以此数据库为基础，进一

步搭建公共服务云平台；最终通过地名公共服务网

站和地名触摸屏公共服务系统的方式展示地名统计

规范化成果并向大众提供服务[6]。 

1.1  地名和区划数据库建设 

按照《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GB/T 

18521-2001）、《MZ 基础地名地址数据库数据分类与

数据项设置》和《国家地名地址数据库代码编制规

则》（民地办发[2010] 1 号）的要求来设计地名和区

划数据库。具体建设内容如下图 1 所示： 

地名普查试点成果数据处理将地名普查点成果

的标准数据进行提取、转换、清洗等处理工作（图

2），对符合入库要求的成果数据进行入库和监理。 

技术设计上，在充分了解数据需求的基础上，

参考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数据处理的相关

规范，对地图符号、数据分层、属性数据结构、要 

 

 
 

图 1  地名和区划数据库结构图 
Fig.1  Structure diagram of names and zoning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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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名专题地理空间数据处理流程 
Fig.2  Processing of names thematic geospatial data 

 
素分类与编码、数据处理流程、质量控制标准等一

系列内容进行规范化，为后续数据处理工作做准备。 

数据转换是将基于大比例尺的地理空间矢量或

瓦片数据，针对原始数据资料的来源不同、数据结

构不同、数据坐标系不一致等问题，对原始数据作

结构上的转换，转换成能够应用于地理信息系统的

统一数据格式和坐标系。 

数据处理过程包括对有用数据的图形及属性的

整理，重新对数据要素按此标准进行分层。处理完

成后，应进行图幅的接边处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

完成的地形图数据需重新建立拓扑关系，建立各要

素间的关系及关联关系。为满足地形图各比例尺下

的显示效果，数据的符号化处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整个建设过程严格执行质量控制体系，通过对

数据成果进行入库前的检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准确性与现势性。 

最后将数据入库时，利用 Arc Catalog 通过

ARCSDE 数据引擎，将经过处理的基础电子地图数

据导入到 SQL Server 数据库中，形成一个有机的数

据库集合。 

1.2  地名和区划数据库云服务系统 
1.2.1  天地图综合调用子系统 

系统的建设通过获取“天地图”的授权，利用“天

地图”的服务接口（API）调用“天地图”的地理信息

服务，将“天地图”的服务资源嵌入到地名和区划数

据库建设的应用中，作为地名专题地理空间数据库

背景基础空间数据。 

1.2.2  地名信息管理子系统 

该系统对非行政区域名称、居民点、交通运输、

群众自治组织、水利、电力、纪念地与风景点、单

位、建筑物等 11 大类 43 个小类等地名信息（属性

和空间位置）进行及时更新维护，对历史地名信息

（属性和空间位置）进行在线更新维护，以及现今

地名转历史地名。 

1.2.3  行政区划管理子系统 

行政区划数据描述基本行政区划要素的境界、

区域及行政机构驻地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行政

区划要素包括市、区（县）、街道（乡、镇）及社区

（居委会、村）等区域边界信息和属性信息。行政

区划代码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2260-2002《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和 GB/T10114-2 003《县

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码规则》）规定。提供对行政区

划信息的管理功能，包括区划查询、行政区划更新

和维护、区划统计、区划变更等服务功能。 

1.2.4  界线成果管理子系统 

界线数据是用于表述行政区域界线的位置和走

向的信息，为勘界和边界管理工作提供基础资料和

科学依据。界线数据主要包括边界线、边界点、界

桩、边界主张线、边界协议书附图等界线信息和属

性信息。提供对界线、界桩信息的管理功能，包括

界线入库、界线查询、界桩查询，界线和界桩信息

更新与维护、界线统计、界桩统计以及勘界成果档

案管理。 

1.2.5  地名数据统计分析子系统 

地名数据统计分析主要按照区域（市、区县、

镇街）统计，按大类、中类、小类别进行统计，按

同名、同音、通名统计，按月、周、天周期进行统

计。各类统计具体统计的内容包括标准名称、罗马字

母拼写、所属（跨）行政区划、地名类别和更新时间。 

1.2.6  地名数据质量分析子系统 

提供对地名成果数据的属性信息本身的质量检

查、分析和评价，并能将质量分析和评价结果生成

一个报告，报告采用按目录分述的方式展示。质量

分析和评价结果报告可以直接定位到质量分析和评

价的数据集，方便在线完善地名数据。 

1.2.7  地名数据质量控制子系统 

地名数据质量控制主要是地名数据的属性、空

间位置的质量控制和地名数据查缺补漏的质量控制

两个方面。 

1.2.8  数据共享交换子系统 

提供数据导出政务地理信息应用通用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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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坐标系）功能，以共享给民政以外的其它政

府部门，实现数据上报和数据在跨部门间的分发与

应用服务。 

1.3  信息管理系统架构及功能介绍（图 3） 

系统建设是以计算机硬件与网络通信平台为依

托，以政策、法规、规范、标准、组织机构及安全

体系为保障，以数据中心为枢纽，以 GIS、XML 等

技术为支撑的地名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7,8,9]。 

地名数据库作为城市地理空间基础数据库的重

要组成部分，可利用地名数据库中的地址点属性 ID

与市民基础数据库、法人基础数据库、社会经济统

计库进行关联，为地名数据的共享应用提供良好的

扩展性[10,11]。 

基础设施保障层，包括网络环境、软硬件设施、

法律法规、各类规范标准和地名主管部门等，以保

障系统顺利运行。 

数据层以地名数据库为核心，建立对应的元数

据库，结合市人口基础数据库、法人基础数据库、

社会经济基础数据库、空间地理基础数据库等提供

数据源支持，部署在服务器端的数据服务器上[12]。 

中间服务层在整个框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

用，对数据查询服务、数据管理服务等统一管理以

实现对地名信息资源的逻辑管理，并通过数据共享

服务、数据交换、统计分析服务等为上层综合应用

系统获取所需的数据资源，提供统一的基础支撑服务。 

对于地名的综合应用层，基于地名数据库的基

础上构建应用系统，包括前端地名数据库管理系统、

后台运行维护管理系统，这些系统的应用直接面向

用户层。 

用户层指应用系统的直接用户，分为系统管理

员、数据编辑人员、质量控制人员、查询统计人员

四个类型[13,14]。 

2  应用实例 

该工程在三亚市已经建设完毕。工程充分利用

好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其有效实施全面提高

了地名数据质量，促使了三亚市地名公共服务能力

进一步拓展和加强。具体建设情况如下： 

2.1  三亚市地名和区划数据库云服务管理系统 

地名和区划数据库云服务管理系统（图 4）对

地名空间和属性数据进行管理，具体功能包括： 

2.1.1  地名数据采集 

地名管理、界线管理、区划管理、标志管理模

块包括地名属性和空间数据的录入、修改、删除、

导入、导出。其中地名数据的录入实现了快速录入

方法，如快捷键的灵活运用、数据项的默认值设置， 

 

 
 

图 3  系统体系结构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system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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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云服务管理系统首页 
Fig.4  Cloud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 

 
生僻字的快速输入，单位换算工具，数据必填项和

数据项的格式检查等等。 

2.1.2  地名数据质量评价 

地名数据质量分析、查缺补漏、数据融合模块

是针对地域的不平衡发展水平、数据类别的差异、

数据录入人员的差异而专门开发的。它设定不同的

数据质量检查方案，将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数据

质量，以列表形式表现出来，迅速掌握目前地名数

据库整体数据的质量状态，以及每条地名数据的质

量问题，为地名采集部门进一步完善数据质量提供

依据。 

2.1.3  地名数据查询与统计 

地名数据查询、统计模块分查询和统计两部

分，前者通过所在行政区划、所属类别、时间代码

以及其它关键字，快速、方便地查询到相应的地名，

并进行空间定位。后者是对地名数据进行各种统

计，包括同名、同音、通名、按区划、按类别等统

计功能。 

2.1.4  地名属性和空间数据的映射 

地名属性和空间数据的映射，重点解决了地

名属性和空间数据的关联匹配问题。通过严格的

“地名搜索解析服务（也就是地名的自动解析匹

配）”和“人工辅助关联”等多种匹配手段，在保

证质量的同时，提高了地名属性和空间数据的关联

匹配程度。  

2.1.5  地名数据的共享交换 

系统提供了地名数据的离线导入导出功能，实

现数据的共享交换。 

2.2  三亚市地名公共服务查询系统 

该系统（图 5）可作为发布地名信息、便民服

务、展示形象的窗口，借助触摸屏为媒介，开展地

名信息公共服务。地名触摸屏设备为站立式，设置

在车站、码头、会展中心、交通要道、重要商业区

等人流量大的地点。地名信息触摸屏公共服务系统 

 

 
 

图 5  三亚市地名公共服务查询系统界面图 
Fig.5  The interface of inquiry system of names 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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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提供的服务有走进城市、行政区划、地名查询、

道路查询、周边查询等地名服务。 
2.3  三亚市地名公共服务网站 

三亚市地名公共服务网站是市、区民政局发布

地名信息、便民服务、展示形象的窗口，使公众能

够快速、便捷、及时地获取准确的地名信息，实现

地名信息化便民服务。此外，地名公共服务网络需

要与民政系统内部网络进行物理隔离。地名公共服

务网主要提供的服务有走进城市、行政区划、地址

查询、道路查询、周边查询、公交路线等地名服务。 

3  结论 

地名公共服务工程的建立和完善能满足政府部

门和社会大众对地名地址信息在线服务的迫切需

求，加快城市信息化进程，为政府和管理部门提供

科学、准确的决策支持[15]。地名地址普查与建库也

是数字城市的数据基础，是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地名信息共享的前提。近

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

快，国际、国内经济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人们活

动范围的日益扩大，使用地名的频率越来越高，地

名公共服务工程的建设正是在适应全球化、信息化、

现代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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