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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信息管理系统 

1.1应用背景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的资料与数据管理工作，一直停留在纸质信息载体和手工作业的方式上。这

种方式存在着管理水平低下、信息滞后、数据不完整、不准确、不统一的问题。难以满足各级政府、文物管

理部门、考古及文物保护工作者对文物信息的要求，制约着我区文物保护工作的进步与发展。 

  以实现自治区内不可移动文物信息的计算机管理为切入点，以计算机信息网络平台为基础，以数据库技

术和3S技术为手段，以整合文物保护信息资源为主要内容，以动态、实时、客观、准确地反映自治区文物管

理的整体实力和提供有效的科技决策手段为目标，建立一个高效管理文物保护单位数据信息与地理信息的管

理平台。实现文物保护单位信息管理的准确性、及时性、科学性，大大提高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及考古工

作的科技含量与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文物损失。使内蒙古自治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应用达到了国

内领先水平，并通过全区文物保护单位的Web发布，让全国乃至世界更加了解内蒙古的文物保护工作，促进文

化交流与合作。 

2.1系统建设目标 

⑴ 将文物单位的信息管理与3S技术相结合，实现全区不可移动文物信息计算机管理； 

⑵ 为政府机关和文物保护机构高效管理和保护不可移动文物，提供科学、准确的决策依据； 

⑶ 实现全区文物保护及考古研究领域内资源共享； 

⑷ 将政府已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单位的基本信息，在Internet网上发布，普及社会公众对不可移动文物的认

识，并提高对文物保护意识。 

2.2应用特点 

◆ 采用SuperMap系列产品作为GIS基础软件平台，该平台稳定性好，安全性高，后期维护方便。与国外GIS软

件相比，它具有技术成熟、开发简便、价格低、用户易接受、界面友好等优点。 

◆ 将空间数据库引擎下的空间数据表，融入到文物单位管理数据库用户下统一管理，真正做到了空间数据和

和文物单位管理信息数据一体化管理，在文物单位管理平台下就可以直接对空间数据进行综合管理。 

◆ 对全部文物保护单位都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模式进行管理，便于数据库及程序设计，提高开发效率，

同时也使得较低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信息管理从一开始就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的

模式与要求进行，更利于当前的保护工作和今后保护级别的提升。 

◆ 对建国以来政府有关文物保护的文件及其目录，进行管理。 

◆ 与第三次文物普查数据留有接口，可将第三次文物普查数据，随时导入本系统。 

◆ 实现办公自动化，如文物保护单位升级申报与审核，国宝案卷质量监测自动生成及打印。 

2.3系统结构 



      

                    系统总体结构图  

◆ 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库：依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规范，存储并管理全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

信息，主要包括文字卷管理、图纸卷管理、行政管理文件卷管理、电子文件卷等全部内容。 

◆ 遥感影像库：制作了不同应用尺度上的遥感影像图库，包括全区90米分辨率ETM正射遥感影像库、全区12

个盟（市）的15米分辨率正射遥感影像库、盟市政府驻地及主要边防城市(二连浩特、满洲里)0.61米

QuickBird的遥感影像库。 

◆ 内蒙古文物保护GIS：数据集是SuperMap组织空间数据的基本单元，本系统共计建立了20多个矢量数据

集，共分为二大类：其一是内蒙古1：5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集，主要有国界、省界、盟市县界、各级道路、

水库、河流、居民点等数据集。全部地理要素为2006年数据，公路情况、行政区划、乡镇、自然村是2007年6

月之后的最新数据；其二是文物单位专题数据集，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点数据集，长城、金界壕、秦直道等线

性数据集。所有这些数据构成了内蒙古文物保护单位GIS系统。 

◆ 城市文物保护GIS：文物保护单位虽多数分布在城市外围，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内也分布着很多具有重要价

值的历史文化古迹，因其受人类干扰较大，这些文物单位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对各城市QuickBird卫星

数据进行了精细解译，在建立各城市1：2000电子地图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文物保护GIS系统，详细描述了

文物点周围的地理要素的分布，为在人类密集区进行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 保护工程GIS：对国家级、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规划的制作与管理。涉及到文物保护单位周围

等高线、高程点、数字高程模型等与地形地貌相关数据，以及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最终依据文物保护法规和

文物单位所处环境作出相应的保护范围、建控地带等文物保护规划。 

◆ 信息发布：将内蒙古文物保护GIS和遥感影像库在基于SuperMap.NET+IIS的Web服务器进行发布和共享。客

户端基于浏览器就可实现对文物单位的动态显示、多属性组合查询、定位等功能，发布文物单位的内容有：

文物单位名称、文物单位代码、保护级别、保护类别、年代、照片、简介、视频信息等。 

◆ 制作文物保护图例：依据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分类要求，按照地图图例的制作标准，使用SuperMap Deskpro 

5.2中符号编辑工具，完成了文物保护单位二级分类图上图例的制作。  

2.4系统软硬件配置 

◆ 硬件 

CPU：要求550Hz以上； 

内存：256M或以上； 

◆ 应用软件平台 

操作系统：Windows 2000 Server； 

GIS桌面平台：SuperMap Deskpro 5.2； 

WebGIS开发平台：SuperMap.IS.NET 5.2+Visual Studio.Net； 

管理系统开发平台：JSP+ Tomcat5.0+ Oracle 9i； 

2.5系统功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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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系统功能 

◆ 建立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库管理系统 

  按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规范，建立不可移动文物管理数据库。主要包括主卷文字卷、图纸

卷、照片卷、文物规划及保护工程方案卷、电子文件卷、行政管理文件卷、论文卷、图书卷等。 

◆ 搭建不可移动文物信息管理平台 

  该平台用来管理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库中的文物信息，实现对文物单位信息的录入、查询、修改、更新及

统计分析、文物单位升级管理、国宝案卷自动生成与打印等功能。 

         

             内蒙古不可移动文物管理系统录入与修改界面  

◆ 遥感、地理信息技术、GPS技术对不可移动文物单位的数据管理与更新 

  遥感影像图主要用来显示文物保护单位所处位置的地形地貌，周围环境，较文字描述更直观；地理信息

技术为文物保护单位提供其所处大环境精准的地理参考，并用来管理文物信息中与地理信息有关的数据，如

文物单位在地图上的生成与显示，图形编辑与修改，空间分析等；GPS主要用于文物保护单位的野外定位、长

城调查、文物单位保护区域生成等。SuperMap Deskpro平台中部分截图如下 

 



         

        

◆ 建立基于WbeGIS技术的公众网站 

  在Web网上浏览文物保护单位点数据集，长城、金界豪、秦直道线数据集，遥感影像图库以及各地理要素

图层，并提供了图形放大、缩小、漫游、量算、图例管理、图层控制、鹰眼等功能；并在浏览的基础上实现

图形属性的双向查询功能；尤其是多要素复合查图，只要输入文物名称或与文物单位相关的关键字，就可快

速定位到相对应的地理位置，查询结果有文物单位名称、文物单位类别、文物单位保护级别、时代、简介、

照片、视频、图纸等信息。 

         



3.1应用效果与前景 

  内蒙古自治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信息管理平台，利用GIS技术对文物保护单位传统管理方式进行了改造，

实现了信息化管理，为政府机关、文物保护机构管理保护工作提供了决策支持。 3S技术在文物考古领域的成

功应用，在全国同行业起到了示范作用，具有很大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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