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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型计算机计算分析黄土高原

的蒸发蒸腾盆 (续 )

帅 启 富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在1 9 8 4年 《水土保持通报》 第 3 期上
,

介绍了用微型计算机计算分析黄土高原地区蒸发蒸腾

量 ( E T 。 ) 的程序思路与主要步骤
,

简述了应用的方法
,

并以陕北杏子河流域为应用实例
。

本文
-

现根据E T
。
计算分析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

,

结合应用方面的实际需要
,

再介绍一 下 E T
。
磁盘资

料的设计和应用技术
,

以及运用微型计算机对 E T
。
资料进行各种表格化处理的基 本 方 法

,

并列
.

出 I P T
。
应用程序框图

,

展示新的应用成果
,

以供有关部门参考
。

一
、

E T 。
磁盘资料的设计与应用步骤

根据上篇介绍的程序方法所得到的 E T
。
的计算资料

,

是比较系统全面的
。

若要进行 有 关 的

其它分析
,

单靠手工整理是难以胜任的
,

因为它的数据量太多
,

人工操作很容易出错
,

而且时间

的浪费性很大
。

通过使用了微型计算机的磁盘存取技术后
,

就可 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

微机

的磁盘存取
,

不仅调用数据速度快
,

便于管理
,

而且可根据猫要输出或打印用户所指定的具体内

容
。

这就给需要应用E T
。
资料的工作者

,

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
。

E T 。
磁盘资料又称数据文件

,

主要是采用
“
顺序存取

”
的文件方式

,

即以 A S C I 码 的方 式

建立数据文件
。

我们在数据之间以 P R I N T
.

中的 t’) ”
符号分隔

,

其结构为一完整的统 一 体
。

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节省磁盘空间
,

加快存取速度 ; 另一方面能够突出应用上的系统性和程序上

的通用性
。

E T
。

磁盘数据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各个计算点 (站 ) 的逐月 (旬 ) E T
。

值 (毫米 / 日) ;

历年的年
、

季 E T 。
累计值 (毫米 ) , 以及该点 (站 ) 的编号和资料的起止 日期

。

为使 E T 。
磁盘资料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

我们编制了第一个基本的应用程序—
I P T

。
程 序

。

这个程序主要是运用微型计算机对 E T
。
资料进行基本的表格化处理

,

因此它不仅是一个 必 不可

少的应用程序
,

而且也是其它应用程序的基础
。

I P T
。应用程序的主要步骤是

:

1
、

读取 E T
。
磁盘数据文件 资 料

,

文件 名 统 一 采 用
“ S Q F n / T X T

” ,

其 中 n = 1 ,

2 , 3 , … … , 7 0 ;

2
、

打印指定站的历年逐月 (旬 ) E T
。

值表
,

即T A B L E Z ;

3
、

指定站 E T
。

年值及其排序
、

频率计算
,

即 T A B L E 3 ;

4
、

求历年各季节累计值和年
、

季
、

日平均值 (毫米 / 日 )
,

即 T A B L E 4 ;

5
、

多年平均 E T 。
值一览表

,

即T A B L E S ,

6
、

指定区域内各站年
、

季各项值总表
,

即 T A B L E 6 ,



打打开磁盘数据文件件

读读入序号
、 A C产DDD

打打印T AB LZZZ E

计计算各硕平均值值

作作年 ET 。
值排序序

计计算 C, 、 C s
值值

求求相应男权孩率率

打打印 T人 B L E 333

田 1 I P T .应用棍序棍田

7
、

各点 (站) 累年E T 。
值排 序舒总

衰
,

即 T A B L E 7 。

按照以上基本步骤和思路
,

可绘制 出

如下程序框图 (见图 l)
。

I P T 。
应用程序

二

的主要部分就是根据这个框图编制和调试

出来的
。

I P T
。

应用程序充分发挥了微型 机人

机对话的优越功能
,

使得程序的操作简便
,

清晰明隙
。

从程序运行的开始
,

就以人机

对话的方式指定 (键盘回答 ) 用户所需要

的计算点 (站 )
,

在屏幕上显示
: D O

Y O U W A N T WH I C H S宁A T IO N ?

回答起始编号后
,
再询问用户要到哪个站

为止
:

T O W H I C H S T A T I O N ?

要说明的是
,

关于计算点 (站 ) 的编号我

们在下一节里详细介绍
。

计算机按照指定的序号输出或打印了

E T
。
的基本资料后

,
还要间用户是否还需

要其它站的资料
,

即显示
:

D O Y O U

N E E D M O R E I N F O R M A T I O N ?

用户以键盘回答 Y ( Y E S )或N ( N O )后
,

计算机再执行
。

如果用户不需要其它资料

了
,

计算机就要间用户是否需要打印各项

总表
,

屏幕显示
:

D O Y O U W A N T T O T A L T A B L E ( Y / N ) ?

如果计算机得到了
“ N ”

的回答
,

那就结束运行 , 如果得到的是

和表 6
。

接着询间是否需要进行全部 E T 。
值排序

,

若需要即回答

否则结束运行
。

“ Y
”

的回答
,

便立即打印出 表 5

“
Y

” ,

计算机便打印出表 7 多

二
、

输出说明与应用情况

(一 ) 输出说明

在应用 E T 。
磁盘资料的时候

,

不管用户的 目 标 程序 如 何
,

均要 求 输 入 (I N P U T
,
) 或

O P E N
“ I ” 后的格式

,

严格按照 I P T
。
程序的顺序进行

,

故请参看程序框图中的 1一 6方框
。

大

致顺序是
:

( 1 ) S T
,

计算点 (站 ) 的编号 , ( 2 ) A C和 A D
,

资料的起止 日期 , ( 3 ) E T
。

( K
,

D
,

依照序号排列的历年逐月 (旬 ) E F
。
值

。

基本应用程序 (I P T
。
) 输出的表格有 6 个

,

上一节 已述及它们的主要内容和步骤
。

为了方
便输出成果的参考使用

,

现将打印符号作一简要说明
。

由于输出的表格符号统一
,

可概 括 地 分

为两个部分
:

1
、

表头部分



TE HS Y S TE M I N F R oM A I T户 N
一

。 E FO T
:

彭曼蒸发蒸腾量 E T。
的系统资料 ,

S T A T IO N (或 S T
、 .

) :
.

计算点 (站 ) 的顺序编号多

M E A N
:
总平均值 ,

1

Y E A R (或Y R`) :
年份或年数

, :

B E T
。 :
全年日平均 E T 。

值 (毫米 /日 ) ,
1

T A B L E I ,
·

~ … , 7 :
表 1

, … … , 7
。

2
、

表中部分
-

E T
。

(I )
:
逐年 E T

。

值 ( 毫米 /年 ) ;

N O
:
排列序号 ,

K ( I )
:

模比系数
,

K ( I )
二 E T

。
( I ) / E T

。
( M E A N ) ;

E T
。

( K ) .
排序结果的年 E T

。

值 ,

P 《% )
:

各 E T 。
值相应的累积概率

;

C
, ,

C
。 :
分别为变差和离差系数

;

T O T A L
:

总累计值 (表 )
;

A
; ,

B : ,

C
; ,

D : :
春

、

夏
、

秋
、

冬各季平均 E T
。

值
;

A
: ,

B : ,
C

: ,
D

: :

春
、

夏
、

秋
、

冬各季累计 E T
O
值

。

(二 ) E T
。

资料的应用情况

把微型计算机应用于 E T
。

的计算

分析工作之后
,

系统的 E T
。

资料就得

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
,

并取得了 初步

成果
。

例如 1 9 8 4年在配合陕北黄土高

原地区和渭北旱源地区降水资源潜力

分析及其有关的研究工作时
,

就应用

了磁盘 E T 。
的系 统资料和 I P T

。

的程

序
。

现针对有关部门的要求
,

我们按照

计算机的输出结果
,

绘制了这个地区

的年 E T 。
等值线图 (见图 2 )

。

这个

分布图不仅为本地区 E T
。
的理论研究

提供了重要依据
,

而且对宏观的农林

牧合理布局
、

水土保持防旱措施的决

策
,

以及有关的研究
,

都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

在我国黄土高原地区
,

正常生长

的农作物常常因地表强烈蒸发而出现

早灾
,

造成不同程度的减产
。

因此
,

要掌握这个地区的干湿规律及其与农

业生产的关系
,

必须进一
_

步 加 强 对

E T
。

间题的研究
。

为适应生产和科研部门的需要
,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

我们已将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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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
、

径流因子的初步研究

l 一土壤侵蚀量预浏值评分

杨 艳 生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集研究所 )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约 15 0万平方公里
,

平均每年流失土壤 50 亿吨
。

因此开展土壤侵蚀和 水 土

保持研究
,

对保护土壤资源
、

发展国民经济都有重大意义
。

在研究工作中
,

需要对土壤的侵蚀量

进行测定和预报
。

本文将讨论土壤侵蚀量真值估计值的求取和侵蚀量预测值的评分方法
。

一
、

对几个基本概念的理解

目前
,

确定土壤的侵蚀量有几种方法
:

1
、

利用水文观测或径流小区观测
,

根据测出的悬移质和推移质求出 ,

2
、

建立土壤流失通用预报方程
,

利用此方程求出侵蚀量预测值 ;

3
、

根据各侵蚀因子
,

建立求取土壤侵蚀量的回归方程
,

求 出土壤侵蚀量预测值
,

4
、

利用模糊关系方程求出某区域土壤侵蚀量的数值区间
。

由此可见
,

利用前三种方法得出的侵蚀量或其预测值都是一个定值
。

不管用何种方法求得的

侵蚀量或其预测值
,

都不可能认为它是实际的侵蚀量值
,

原因是影响侵蚀量的因子很复杂
,

量溅

条件又千变万化
,

因而各类方法产生误差的可能性是相同的
,

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
。

(一 ) 土城俊蚀 t 值的确定与不确定的模糊性
。

这里说的模糊性是指一类对象缺乏明确的边

界
。

客观的侵蚀量本身是无所谓清晰和模糊的
,

其模糊性是人在测量过程中产生的
。 “

人的认识不

能洞悉事物的全部复杂性
” ,

模糊性往往是和复杂性紧紧相连的
。

假定有 100 人在同一地 点
,

在

相同条件下进行同一侵蚀量的测定
,

其测定值必然是多数值较集中于某一数值区间
,

而某些少数

值距多数值有更大差值
,

这些数值会是呈现正态型分布
。

因此
,

即使得到了一个较为准确的侵蚀

量值
,

它也只能是一个模糊数
,

或称它是侵蚀量真值估计值
。

(二 ) 俊蚀 t 真值估计位的求取
。

过去对一个地区一次次土壤侵蚀量
,

都以直接测出的侵蚀

量作其精确值
,

其实并非如此
。

可以设想
,

如果某一数值等于或接近侵蚀量的真值 ( 即精确值 )
,

在同样误差条件下 ( 比如同一人所测 )
,

采用其它方法得到的侵蚀量值 (包括预测值 ) 也应该大

致相近
,

否则可以认为必定有一数值偏离真值大
。

当然
,

如果采用多因子的侵蚀量预测
,

还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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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高原地区 70 个主要点 ( 站 ) 的 E T
。
资料计算整理完毕

,

并备有 E T
。
的软盘文件可供复制

。

使用

者随时可以索取和应用这些系统的资料
,

同时也可根据工作需要通过计算机输出或打印指定的具

体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