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海岛开发
·

立保税区
、

物资中转储运区十分有利的地点
;

近岸水质恶化
,

环境质量越来越差
,

海洋科学

技术发展
,

使海水网箱养殖
,

贝类养殖
,

向外

海海岛的港湾发展
;
对外海远洋捕捞的后勤

补给
,

边远海岛仍有很大的价值
。

因此
,

随着

海洋经济的发展
,

边远海岛潜在优势的发挥
,

也将使其地位显得十分重要
。

4 海岛开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

广东省人民政府对海岛的建设十分重

视
,

鼎力支持
。

1 9 9 2 年上半年连续批准了南

澳岛
、

南沙港
、

横琴岛
、

海陵岛
、

川山群岛
、

东

海岛等技术经济开发试验区
,

把海岛经济的

发展与沿海经济发展构成一个整体考虑
。

珠海市西区联岛开发于 1 9 8 8 年开始筹

备
,

不用国家花一分钱
,

提出
“

今 日借君一杯

水
,

明天还你一桶油
”

的口号
,

并实行 与经济

特区相同政策
,

吸引了国内外投资建设者
,

大

大加速了海岛开发进展
。

到 1 9 9 2 年上半年
,

三灶岛行政商业中心初具规模
,

6 公里南水

一高栏大堤 已通车
,

2 万吨级码头
、

发 电厂
、

引水厂
、

PT A 厂 已奠基动工
,

金海滩旅游 中

心 已建成
,

一个新型的滨海海岛城市显现雏

型
。

南澳岛自由岛的构思
,

使外商
、

内商投资

谈判络绎不断
。

不少海岛开发初现规划蓝图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海岛区位优

势
、

资源优势等各方面优势的发挥
,

海岛开发

必将在沿海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
。

海岛是海岸带
、

海洋重要组成部分
。

从区

域经济发展角度
,

把海岛与海岸带发展综合

考虑
,

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

海岛作用和地位

将会大大提高
,

为发展广东经济作出应有的

贡献
。

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数据库系统的设计

孙 洪 何广顺 孙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清 王晓惠

天津 )

摘要 本文叙述了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

查数据库系统的设计思想
、

系统的目标
、

设计的主要步骤以及系统的内容
。

整个系

统由五部分组成
:

总控
、

录入建库系统
、

调

查数据库
、

数据字典库
、

检索
、

查询服务系

统
。

对系统设计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技术问

题
,

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

最后
,

提出了数据

库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
。

关键词 海岛 资源 调查 数据库

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是继我国海洋普

查
、

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之后
,

又一次

大规模的调查活动
。

这次调查涉及面广
,

既有

环境
、

资源
,

又有社会经济
。

经过几年的外业

调查
,

获取了 1 00 多万个实测数据
,

数 10 万

个样品
,

并形成了大量的统计信息
,

为海岛资

3 8

源
、

环境的研究
、

开发和管理提供了珍贵的第

一手资料
。

建立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数据

库系统是合理开发利用这些宝贵信息资源的

有效途径
,

可实现数据的存储
、

质量控制及标

准化处理
,

提高资料的使用价值
,

将分散的资

料集中管理
,

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率
,

使之为

全社会共享
,

为海岛资源评价
、

制定海岛综合

开发利用规划
,

以及海岛经济建设
、

国防建

设
、

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

系统设计思想

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
,

包括气候
、

水

文
、

化学
、

地质
、

地貌与第四纪地质
、

土壤
、

植

被
、

林业
、

海洋生物
、

环境质量
、

土地利用现状



·

海岛开发
·

和社会经济等十二大类的内容
。

.

每类包括若

干张表格
,

表格之间既是相互独立的
,

又具有

某种特殊的联 系
。

据初步统计
,

十二大类中有

报表 2 00 多张
、

指标 2 50 0 多个
。

基于这种情

况确定了以下几条原则
:

¹ 结构化
:

采用结构

化系统设计技术
,

力求各子系统
、

各程序模块

具有相对独立性
,

便于系统的维护和扩充
。

º

标准化
:

从分类到代码设计以及确定数据项

类型
、

长度和小数位等
,

尽量采用现有的国家

标准和部颁标准
,

从便联机和数据交换
。

» 用

户化
:
该系统应 充分考虑到用户的要求

,

尤其

是资料 的录入工作是由沿海 11 个省市来完

成
,

因此应操作简便
、

易学
。

¼先试点
、

后完

善
:

在系统建设过程中
,

先使用部分子库进行

试验
,

验证所建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
,

解决系

统建设过程 中的一些难点
,

然后扩大到整个

系统的建设
。

½ 功能集成化
:

提 出整个系统建

设的适用模式
,

要求功能齐全
、

方法适用
。

¾

从实际 出发
:

全 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基本上

是按《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程》进行

的
,

因此采用《规程 》中的表格为标准格式
,

大

大减少资料整理的工作量
。

¿ 在设备方面 (计

算机 )充分利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沿海省

市海岛办及主要调查单位现有的微机
,

在系

统建设中对此进行充分考虑
。

空间的检索
。

» 计算分析功能
:

具有各种统计

分析和计算的功能
。

¼保密功能
:
对现有的数

据划分密级
,

规定审批手续
,

分级提取所需的

信息
。

½ 帮助功能
:

给出不同级别的帮助
,

以

协助完成数据的录入
、

检索和查询
。

2 系统的 目标

2
.

1 系统的总目标

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数据库管理系统

总的建设 目标
:

利用计算机
、

数据库技术实现

数据的存储
、

质量控制及标准化处理
,

建成全

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数据库
,

具有检索
、

查询

和计算等功能
,

使数据共享
,

准确
、

及时
、

全面

提供各种信息服务
。

2
.

2 系统的功能目标

系统的功能 目标如下
:

¹ 录入建库功能
:

具有录入
、

修改
、

插入
、

删除
、

打印等功能
。

º

检索
、

查询功能
:

具有进行单项
、

多项以及组

合条件的检查
、

查询
,

并可以进行地域和时间

3 系统设计的主要步骤

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数据库管理系统

的建设包括如下过程
:

建立指标体系
、

数据分

析
、

数据结构设计
、

编制数据字典
、

建立数据

库结构
、

程序设计
、

试运行
、

投入使用
。

3. 1 建立指标体系

系统建设的首要工作是对要处理的大量

信息进行分类
,

并建立其指标体系
,

只有在较

科学的分类体系的基础上
,

才能建立合适的

数据库
,

合理地利用信息
。

按照资源信息科学

管理的分类方法设计了指标体系
,

该体系无

论是纵向的分类
,

还是横向的级别
、

层次的划

分均兼容于
“

全国国土资源分类指标体系
” 。

根据海岛资源综合调查信息分类指标体系
,

我们为海岛数据库中的 23 0 个子库统一设计

了分类代码
。

3. 2 数据分析

3
.

2
.

1 数据来源 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数

据库输入的数据是在原始调查数据的基础上

形成的统计资料 (包括实验室分析测定的数

据 )
。

3
.

2
.

2 数据的规范化处理 规范化处理是指

用形式更加简洁
、

结构更加合理
、

构造更有规

律 的关系取代原有关系的一种优化处理过

程
。

原始形态的海岛调查表中
,

部分是非规范

化的
,

倘若以它来构造数据库
,

就难免造成效

率低
、

维护难的被动局面
。

为此对一些非规范

化的表格进行了处理
:

¹ 去掉派生数据项
,

实

现最小的冗余度
; º 对多级表头的规范化处

理 ; » 二维表的处理 (包括固定项 目和非固定

项 目 )
。

3. 3 建立数据文件结构

3
.

3
.

1数据文件名的设计 将每一张表

39



.

海岛开发
.

作为一个数据文件
,

考虑到与其它的国土资

源数据库系统的兼容性
,

采用以下几种命名

方式
:

¹ 根据全 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档案分

类法 (行业标准 )用英文字母 B一M 分别代表

气候
、

水文⋯⋯等 12 大类
,

每类中的调查表

分别用两位数字表示 ( 01 一 99 )
,

这样
,

每个数

据文件名就可以分别用一个字母加上 3 个数

字组成
,

如 e 3 0 8 ,

D 30 4 ,

其中 3 代表资料汇

编
。

º 根据国土资源信息的分类标准
,

按照指

标体系
,

将每张调查表的分类号作为数据文

件名
,

如 Q H 20 10 1 。

» 直接按海岛调查表号

确定数据文件名
,

如海岛表 2一2 对应的数据

文件名为 B Z一2 。

3
.

3
.

2 字段名的设计 按照数据文件名的第

一种命名方法
,

在每个文件名的后面再加上

两位数字 ( 01 一 9 9) 来顺序地命名各字段
,

如

e 30 8 0 1 ,

e 30 8 0 2等
。

3
.

3
.

3字段的数据类型
、

长度和小数位 在

充分调研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

确定数据的

类型
、

长位和小数位
,

尽量采用已有的国家标

准
。

3
.

4 建立数据字典

数据字典是一种管理工具
,

可以帮助系

统的各类用户掌握有关数据本身的信息
,

更

有效的利用信息资源
。

在海岛数据库管理系

统中
,

建立了数据库数据字典
、

文件名管理字

典和项目管理字典三部分
。

3
.

4
.

1 数据库数据字典的内容 该数据字典

主要贮存与数据项 (字段 )有关的信息
,

其内

容包括
:

¹ 数据文件逻辑名 º 数据项逻辑名

» 数据项的汉字名¼数据项单位½ 数据项类

型À数据项长度¿ 数据项小数位
。

3
.

4
.

2 文件名管理字典的 内容 该字典主要

是贮存与文件名有关的信息
,

包括
:

¹ 数据文

件逻辑名º 数据文件汉字名» 数据文件在海

岛调查表中的相应代码¼数据文件在国土资

源信息分类中的相应代码½ 数据文件中字段

个数¾字段在数据字典中的开始记录号¿ 字

段在数据字典中的结束记录号À 项 目管理字
40

典识别码
。

3
.

4
.

3 数据字典的主要功能 数据字典可

以为系统的设计人员
、

系统管理人员和系统

的用户提供服务
。

数据字典是编制数据资料

目录
、

实施标准化以及进行数据库设计 和管

理的主要工具
; 系统的设计人员使用数据字

典可以减少繁锁的编程工作
,

减轻工作量
,

还

可以查看有关数据的信息
;
使操作更加方便

,

而且提高了检索
、

查询的速度
,

在录入和检索

结果输出时
,

通过调用字典
,

可以把每个字段

的中文名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

3. 5 建立数据库结构

根据编制的数据字典
,

在微机上建立数

据库结构
。

3. 6 程序设计

程序设计是整个系统建设的重要一环
,

是功能目标的具体体现
。

首先确定程序设计

的思想
,

画出整个系统的总体框图和各功能

块的子框图
,

然后上机进行编程
,

使程序结构

化
。

利用部分数据库进行反复试验
,

以解决技

术上的难点
,

并使程序通用化
,

适合于所有的

子库
。

3. 7 加载试验
,

试运行

在数据库结构
、

字典库以及程序完成之

后
,

进行加载试验
,

利用模拟数据进行录入建

库
,

并进行检索
、

查询
、

分析计算的实验
,

以检

验整个系统的设计是否合理
、

方便
。

4 系统的内容

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数据库系统主要

包括
:
总控

、

录入建库系统
、

海岛资源综合调

查数据库
、

字典库
、

检索
、

查询服务系统
。

4
.

1 总控

控制整个系统的运行以及各子系统之间

的联系
,

提供给用户总的系统界面
,

控制进入

和退出系统
。

4. 2 录人建库系统

录入建库系统包括录入数据
、

修改记录
、

插入记录
、

删除记录
、

打印以及建立索引文



问题与思考

改革我国海洋科技和管理体制的建议
许耀亮

(山东省水产局渔政处 济南 )

摘要 本文就现行海洋管理体制存

在的间题
、

今后的改革设想作些粗

浅的探讨
,

仅供讨论参考
。

海洋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忽

视的作用
。

80 年代以来
,

我国进入了全面开

发海洋的新时期
。

全国出现了多种行业勘查

海洋资源
、

发展海洋科学技术
、

开发和保护海

洋资源和环境的大好形势
。

据统计
,

全国海洋

产业的产值已从 19 89 年的 2 4 5 亿元发展到

1 9 9 0 年的 4 38 亿元
,

年增长率为 79 %
。

但是
,

由于海洋开发事业涉及到许多行业 (主要有
:

海洋渔业
、

海洋化工
、

海洋能源
、

海洋矿产
、

滨

海旅游和海洋交通运输 )
,

海洋科技力量分属

若干个部门 (国家海洋局及其下属的海洋研

究所系统
,

中国科学 院所属的有关研究所系

统
,

国家教委下属的有关大专院校研究所系

统
,

农业部下属的有关水产院校研究所系统
,

地方各省市县科委
、

科学院和水产主管部分

所属学校研究所系统 )
,

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各

自为政的管理和科研体系
,

已远远不能满足

现代海洋开发网络化
、

系统化和复合化的需

要
。

因此
,

必须深化海洋管理体制改革
,

理顺

海洋管理体制
,

加强综合管理
,

搞 活科研 机

构
,

创办科研
、

生产
、

经营一体化的科技开发

实体
,

使我国海洋开发事业沿着健康轨道迅

猛发展
。

现行海洋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海洋管理政 出多门
。

从海洋管理机构上

看
,

有以行业条条管理为主
,

也有 以块块为

主
。

目前主要有国家海洋局海监系统
、

沿海公

安边防管理系统
、

农业部海洋渔政渔港监督

件
。

4
.

3 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数据库

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数据库包括 13

个子库
:

¹ 海岛基本情况数据库º 气候数据

库 » 海洋水文数据库¼海水化学数据库½ 海

洋地质数据库¾海洋地貌与第四纪地质数据

库¿ 土壤数据库À植被数据库Á 林业数据库

 海洋生物数据库@ 环境质量数据库 土地

利用数据库  社会经济数据库
。

4
.

4 数据字典库

数据字典库专门记录有关数据本身的信

息
,

按照特定格式记录下来
,

便于随时查询和

修改
。

数据字典为数据库系统的用户
、

管理人

员提供了数据项的综合信息
。

数据字典库包

括三个
、

子库
,

数据库数据字典库
、

文件名管理

字典库
、

项 目管理字典库
。

4. 5 检索
、

查询服务系统

根据用户的要求
,

利用人机对话
,

选择检

索方式
、

输入检索内容
,

可进行单项条件
、

组

合条件及特殊条件的检索
,

既可 以按地域
,

又

可以按时间进行检索
,

并根据用户的要求对

检索到的结果
,

以图
、

表
、

数字等多种形式输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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