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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下管线是城市的血脉，是现代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地下管线事故使城市地下管线建设与管理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地下管线
信息化工作日益受到社会和各级政府的重视。
但由于客观上存在的管理复杂、埋设隐蔽、维护监管困难等特点，城市地下管线信息化工作面临诸多
难题，如数据共享与更新，因此，国内各城市在开展该项工作时都会面临一系列实际困难，需要从多
角度思考并解决问题。
本书针对近20年来国内地下管线信息化工作进行总结，并结合昆明市2007年以来开展的地下管线信息
化工作在信息采集、平台建设、更新维护、拓展应用及法规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撰写本书对地
下管线信息化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和分析，为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城市地下管线信息化工作提出一些参
考意见。

本书可供地下管线普查、信息系统建设、地下管线管理等相关领域的科研、生产、管理、维护与开发
人员使用，也可供测绘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高年级本科与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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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2 国内城市地下管线信息化研究现状　　国内地下管线信息化工作全面开展相对较晚，在20世
纪90年代才先后实施。
20多年来，国内地下管线信息化建设的工作重点主要围绕数据采集与信息管理两方面开展，主要工作
是地下管线数据的普查探测和地下管线信息系统的建设，以及数据的更新与维护。
在地下管线普查工作的开展中，各城市实施部门均采用物理探测技术、现代测绘技术、计算机网络技
术以及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等先进的物探和测绘技术，同时大力推广3S技术在建立城市地下管线数据库
和信息管理系统中深入应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地下管线信息化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此外，结合应用实际和管理需要，我国先后制订了行业技术标准《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
（CJJ61-2003），配合出版了《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手册》等一批地下管线信息化指导性规范及标
准，同时着手编制《地下管线数据与信息交换服务技术规范》等地下管线信息共享与应用文件，进一
步规范了地下管线数据采集与信息交换行为。
　　同时，国内地下管线信息系统构建与开发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通过内外业一体化信息采集技术
逐步完善了管线数据采集的软件功能；通过地下管线信息服务架构的搭建，逐渐开发了城市地下管线
信息系统平台。
在地下管线信息系统开发技术已日臻成熟的背景下，一些管线探测单位、软件开发商已经基本掌握了
地下管线信息系统软件开发的关键技术，能够按照不同用户的需求，使用不同的GIS软件平台（
如ArcGIS、Maplnfo等），使用先进的开发工具，较好地实现了用户不同的功能需求，并实现地下管线
信息管理与管线用户单位的办公和业务系统有效结合，为地下管线的规划、建设与管理提供了有力工
具和现代化手段。
　　目前，国内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开发的地下管线信息系统已经实现了对各种专业管线信息以及
与之相配套电子地图、高分辨率影像、DEM等基础地理信息的综合管理，同时兼顾不同管线用户开发
相应的软件使用功能，实现城市地下管线的数据处理、信息检索、查询统计、空间分析、辅助设计与
信息输出等方面的综合应用，达到规范化、科学化管理地下管线信息的目的。
并通过网络化技术奠定资源共享的基础，充分发挥管线信息资源的共享应用效益，为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以及为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和救援预案制定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近20年来，国内城市地下管线信息化工作，已经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下管线成果管理手段更新。
地下管线信息由“图纸化”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原来的城市地下管线现状不清，资料不全、不准确、不现势，管线档案以纸介质存储，人工管理方式
为主。
近些年通过地下管线普查及数据采集及系统建设，逐步查清了地下管线现状，实现了管线信息的数字
化与信息化管理，促进了地下管线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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