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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海岸带生物多样性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


曹庆先１，２，范航清１，２

（１．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　北海　５３６０００；２．广西红树林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　北海　５３６０００）

　　摘　　　要：根据广西海岸带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信息管理工作的需要，通过整合历史

调查资料及大量的现状调查，应用ＧＩＳ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将广西海岸带生物多样性的

空间分布、生长状况和历史演变趋势等信息集成于一体，设计研建本系统，系统功能包括

空间数据编辑、空间数据查询、空间数据分析、数据输出和专家知识库等，具有较好的集

成性、实用性与应用前景，为广西海岸带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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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是近海生态安全的重要标志，

也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将海洋

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作为海洋开发的

基本政策之一［１］。长期以来，许多专家从不同

学科和角度对广西近海的生物物种分布、数量

进行了研究和报道，但由于信息的完整性和时

空的差异性，历史信息难以在宏观管理和决策

中得到普遍应用，甚至造成重复立项，资源浪

费。广西海洋近海生物多样性信息管理系统的

建立，不仅填补了广西数字海洋的一个空白，

而且对认知生物多样性变化与胁迫的关系、提

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保育对策与方法、凝练重

大海洋科学问题、开发管理与决策数字化辅助

手段等奠定了基本条件，是一项历史性的海洋

管理科技平台建设内容。

１　研究方法

本项目结合历史资料，并应用遥感技术对

海岸带资源进行补充调查，将多源数据资料进

行专业的判读与趋势判定，将结果标准化，建

立广西海岸带生物多样性 ＧＩＳ数据库，并在此

基础上构建基于 ＧＩＳ技术的广西近海生物多样

信息管理系统，对广西海岸带红树林、海草、

珊瑚礁、滨海植被、滨海湿地、底栖动物、浮

游动植物、鱼类、鸟类资源、特有种 （白海豚、

珍珠贝等）以及生物多样性威胁因子的分布数

据进行集成、统一的管理，将广西沿海的生态

环境状况生动直观地展示，为生物多样性的研

究、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具有较强的现实

意义和社会意义。

系统的构建主要分为３步，即数据整理与

调查、数据库构建、系统开发。

１１　广西海岸带生物多样资源及威胁因子的

分布调查

　　① 历史资料和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与

专业判定；② 物种现状补充调查，遥感影像判

读结合野外实地调查；③ 社会经济状况补充

调查。

１２　数据库的构建

根据实际应用需要及所得调查数据，设计

构建标准ＧＩＳ数据库，并将数据导入库中。

１３　基于犌犐犛生物多样性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

根据研究需要，遵循系统调查－系统分析

－系统设计－系统开发与实施－系统测试与维

护的软件开发流程，选择 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作为 ＧＩＳ

开发平台，进行系统的构建。

２　系统工作流程

系统工作流程主要为数据编辑—空间分析

 基金项目：广西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 （１１ＹＪ２４ＨＳ０４）；广西科技厅 “基于遥感影像的广西红树林虫害监测技术研

究”（桂科攻１１４０００２－２－３）；广西海洋局 “９０８”专题资助项目 （ＧＸ９０８－０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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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查询—数据输出—分析决策，具体如图１ 所示。

图１　系统工作流程

３　系统功能设计

系统功能主要分为基础信息维护、数据编

辑、数据分析、数据查询、数据输出和专家知

识库６部分，各功能详细如下。

３１　基础信息维护

基础信息维护是本系统的基础，是系统高

效运行的保证。基础信息包括基础底图以及生

物多样性基础代码，各类代码以国标为准。本

模块通过用户界面来操作数据库，实现对数据

的添加、修改和删除等操作。

３２　数据编辑

数据编辑是本系统的核心部分，其主要是

实现对系统灵魂—数据库的更新操作，包括数

据的添加、修改、删除等。数据编辑包括空间

数据编辑和属性数据编辑。空间数据的编辑即

以可视化形式在地图上对应位置准确勾画出点

线面对象，并录入对应属性值。属性数据编辑

即通过录入界面逐条录入调查数据，或者按照

一定格式将数据填写入ＥＸＣＥＬ中，批量导入数

据库中。

本系统涉及的调查数据主要有红树林、海

草、珊瑚礁、滨海植被、滨海湿地、底栖动物、

鱼类、浮游动物、浮游植物、珍珠养殖、鸟类、

特有种 （白海豚等）、海域水化数据 （水环境、

生物环境和沉积物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专家

知识等。

３３　数据分析

本模块包含叠置分析、缓冲区分析和插值

分析３种。

叠置分析，是将同一地区、同一比例尺的多

图层进行叠置，生成一个新的数据层，让新数据

层的目标具有各叠置层目标的多重属性，用户可

根据管理需要，自由选择多个图层进行叠置，系

统自动给出叠置分析的结果供用户参阅。

缓冲区分析是根据数据库的点、线、面实

体，自动建立其周围一定范围内的缓冲区多边

形，这是ＧＩＳ重要的和基本的空间分析功能之

一。用户可选定缓冲目标，设定缓冲距离，生

成缓冲多边形以辅助决策分析。

空间插值分析即通过特定算法，由已知得

到未知的过程。本系统中，应用空间插值分析

方法，可以对地面调查所不能达到区域的信息

进行估算。

实际工作中，应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运用，

以满足辅助决策之需要。

３４　数据查询

空间查询包含３类：① 通过图形查属性，即

选择空间要素得到对应的属性数据；② 通过属性

查图形，即选择属性查询其对应空间要素；③ 综

合查询，即设定查询条件进行空间及属性查询。

查询结果以多种形式展现：① 属性列表，查

询结果属性值列表展示，并可以ＥＸＣＥＬ格式输

出；② 选中并高亮度显示，并可将选中对象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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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的图层；③ 专题图，如动植物调查和海域水

化调查，选定年度季节后，调查结果以专题图的

形式展示，可直接导出或者打印；④ 多媒体数

据，查询结果以图片或视频形式展示。

３５　数据输出

数据输出可以多种方式进行：① 导出矢量

图，将选中对象另存为新的 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图层；

② 导出图片，设定图片格式和分辨率，将视图

界面中显示的数据以图片格式导出；③ 导出

ＥＸＣＥＬ，属性列表可以 ＥＸＣＥＬ 格 式 导 出；

④ 打印输出，可以在系统界面上直接打印输出。

３６　专家知识库

系统将各类生物知识进行整理归纳，建立生

物多样性专家知识库，可供用户学习、检索、查

询各类生物的生理生态特征，以文字结合图片、

视频方式展示，进一步满足了实际工作的需要。

４　数据库设计

系统数据库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自带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数据库。对数据库的操作主要有添

加、删除、修改和查询等功能。数据分为空间数

据和属性数据，二者通过站位号等关键字相链接。

系统空间数据库存储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数据库中，ＷＧＳ８４地理坐标系，其中基础地理底

图有行政区、水系面、居民地、等深线、河流和

交通运输线６个图层，系统空间数据为广西海岸

带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及调查站位布设。

属性数据库是存储、分析、统计、查询和

更新等的核心工具，也是整个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具有属性数据输入、检索、查询及数

据库结构操作等功能。系统的属性数据库主要

是生物多样性信息调查数据。

５　系统实现

系统功能实现可以分为３部分，一是ＶＢ开

发的可执行程序 （ＥＸＥ），实现系统的登录管

理；二是基于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的二次开发 （基于ＶＢ

语言），实现系统的界面定制、空间编辑、空间

分析、空间查询、空间展示等功能；三是ＶＢ的

数据库开发，实现数据库的信息录入和信息查

询等功能。

ＶＢ的ＥＸＥ登录与系统界面的通信是通过

在ＶＢ程序中应用Ｓｈｅｌｌ函数调用外部应用程序

实现。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的开发与数据库开发同是基于

ＶＢ语言，二者同时进行。

ＡｒｃＧＩＳＥｎｇｉｎｅ，它是一组跨平台的嵌入式

ＡｒｃＯｂｊｅｃｔｓ，它是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产品的底层组

件，用来构建定制的 ＧＩＳ和桌面制图应用程序，

或是向原有的应用程序增加新的功能。使用的

主 要 控 件 有：Ｍａ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ｏｏｌｂａ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ａｇｅＬａｙｏｕ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ｏｃＣｏｎｔｒｏｌ和Ｌｉｃｅｎｓ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等。

本系统经过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软件产品登

记测试，测试报告编号：ＨＴＰＤ３ＲＤ１１１２１７１９。

６　总结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维持是环境生态科学研

究的根本目标，也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需求。对生物多样性时空变化趋势和胁迫的

演化趋势的宏观认识是科学研究立项的基础，

是过程和机理研究的切入点，是提出管理与决

策建议的科技支撑。

本系统首次建立广西海岸带生物多样性

ＧＩＳ数据库，包含多种生物多个时期的分布与

生长状况以及各个时期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因

子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 ＧＩＳ的广西

海岸带生物多样信息管理软件，具有数据编

辑、数据查询、数据输出、专题图制作、生

物多样性知识学习和 ＧＰＳ数据处理等功能，

可直观生动地展示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及演变

趋势，展示北部湾重要和代表性物种的分布

与历史变化趋势，模糊推测生物多样性变化

与周边人类活动的可能关联，为广西近海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管理提供数字化手段。为

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与保护决策提供支持，具

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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