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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里网点编制 1 : 50 万山西省

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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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山西省水利厅 山西省测绘局 )

提 要

山西省在黄土高原水土保持 规划中
,

采用成数抽样调查方法
,

以 1 : 5 万地形

图公里网格交点为抽样
,

对 全省土地资源进行调查
。

获得了每个公里网点的土地资

源信息
,

构成了全省土地利用现状控制网
。

在此基础上
,

根据集点成像的原理
,

首

次编成 1 : 50 万山西省土地 利用现状图
,

为水土保持规划提供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基

础图件
。

1 9 8 4年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综合考察研究所和山西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共同主持
,

在黄土高原

水土保持规划中
,

应用成数抽样调 查方法
,

以 1 : 5 万地形图上公里网格相交点为抽样点
,

全 省

为总体
,

实测定位 1 5
.

6万个样点
,

构成全省土地利用现状地面控制网
。

并 在 现地逐点调查地类现

状
,

同步取得了类型 区
、

地面物质组成
、

植被覆盖度
、

坡度及土地利用等 80 多万个数据项
,

为全

省提供了一套比较全面系统的土地利用现状基础资料
。

为了将全省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资料
,

从空间分布上按不 同土地类型及其相互关系 的位置
,

以

图的形式表示出来
,

为当前正在进行的水土保持规划
、

国土规划及其它有关专业提供中比例尺的

基础 图件
。

成数抽样调查
,

是根据数理统计原理
,

一般只能定量
,

不能定位
。

但这次调查样点是

按座标公里网交点设置的
,

地面样点经过实测定位 ; 样点地类是在现场调查的
。

由于具备这两个特

点
,

即图上每个公里网点的地类 与实际地面相对应的地类是完全吻合的
。

鉴于这种一一相互对应

关系
,

我们研究采用公里网点编制 了 1 : 50 万 山西省土地利用现状图
。

一
、

按公里网点编图的依据和原则

(一 ) 编圈的依据
。
目前

,

国内编制专业图件
,

主要是采用航片调 绘
、

卫片解译及常规成图

方法
。

采用成数抽样与公里网点相结合的编图依据
,

从数学观点分析
,

在 x 轴与 y轴的座标上间

隔取点
,

当间隔趋近于零时
,

声数趋近于无 穷
,

两轴将接近于连续直线
,

由两轴构成的面 就 接

近于连续平面
。

目前计算机成图
、

无纹 电图像传真
、

电视屏幕成像等技术都是根据集点 (像元 )

成像 的原理
。

采用公里网点成 图
,

就 灵基于这种认识的
。

将 1 : 5万图上的公里网点缩绘 在 1 : 50



万的图上
,

公里网格距离由 2 厘米缩小为 2 毫米
。

随着网点的浓缩
,

各地类网点必然聚集成片
,

相同地类样点的集合
,

便形成不同地类斑块
。

当然
,

不同比例尺的图件要求有相应 的样点密度
,

比例尺愈大样点密度也要增加
,

成图的精度将会随之提高
。

(二 ) 编图的康则

1
、

统一展绘全省公里网座标
。

这次编图采用 的基础底图是高斯 6
。

带投影
,

在两带交会处
,

公里网格 由平行变为相交
,

给统计计算带来困难
。 1 9 8 4年在实测定位时

,

全省便统一为等距的公

里网座标
。

山西省位于东经 n o “

15
产

一 1 14
0

30
产
之间

,

横跨 19
、

20 两个投影带
,

两带相 交 于 东 经

11 a4
,

出现了两带的 x
、

y 座标成旋转相交
。

为 了保证等距布点
,

均以中央经线 1 1 1 .

为准
,

将公

里网座标统一向东外推
,

使东侧所跨20 带内的少部分公里网格统一到 19 带内
。

另外
,

在成图过程

中
,

为避免纸张伸缩所引起的误差
,

经计算后
,

用展点仪将经纬网和平面直角座标系展绘在聚脂

薄膜上
。

2
、

采用透明公里网膜片
,

确保转点精度
。

如何将全省 15
.

6万多个地类样点
,

准确地由 l : 5

万图上转绘到 l : 50 万图上
,

是实现公里网点成图的技术关键
。

为此
,

按照 1 : 50 万图上的公里网

格制作了 8 厘米 x s 厘米
,

上面刻有 2 毫米 x Z 毫米的方格透明膜片
,

并在底图上对膜片的 座 标

逐一加以控制
,

使膜片能准确固定
,

转点时不会发生重点漏点
,

也不会出现样点的偏移
,

确保了

转点的准确性
。

3
、

按地类样点进行综合取舍
。

为了做到不同地类的图斑特征鲜明突出
,

层次分明
,

图面清

晰易读
,

按照国家土地利用现状成图技术标准
,

本着突出重要地类的原则
,

按不同地类样点和重

要地理基础要素进行综合取舍
。

地类样点上图的最小图斑面积
,

耕地和园地确定为 2 个点 ( 8 平

方毫米 ) , 林地
、

牧草地和未利用地等确定为 4 个点 (1 6平方毫米 )
。

若小于上述样点的地类
,

则并

入相邻优势的地类斑块中
。

对于主要地理基础要素
,

如水系
、

交通
、

城镇
、

等高线等
,

则从基础底图

上选取
。

二
、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系统

分类系统是编制土地利用现状 图的基础和依据
。

按照中比例尺成图的要求
,

根据土地的用途
、

利用方式和地面覆盖程度等特征
,

为与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统一
,

将 1 9 8 4年调查时所划一

级分类的 12 个地类归并为 8 个地类
;
二级分类归并为 36 个地类

。

为方便转点和勾绘图斑
,

全部地

类按标准编码上图 (见表 l )
。

三
、

成图方法和步骤

1
、

基础底图的选择
。

编绘专业图件对比例尺的要求
,

一般全国的 为 l : 1 00 万 , 省 级 的 为

1 : 50 万
。

鉴于这次编图的基础图件是 1 : 5万 高斯投影地形图上的公里网座标样点
,

为防止成图

因投影不同所产生的误差
,

基础底图选用了省测绘局 1 9 7 8年出版的
,

采用高斯投影成图的 1 : 50

万 山西省地形图
。

2
、

甚砒要索的确定
。

由于按公里网点成图带来的间题
,

难以反映线形地物 ; 还由于受样点密

度的制约
,

有些重要的城乡居民点等地类没有全部落点
,

不能全面反映这些地类的分布特征
。

为弥

补这种成图方法的不足
,

对必要的地理要素则从基础底图上选取
。 ,

选取的主要内容和标准为
,

水系
。

凡长度在 3 厘米以上的河流
、

水渠全部选取
。

水库湖泊
。

凡面积在 4 平方毫米以上 的全部选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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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点
。

乡 以上的城镇全部选取
,

乡镇以下的居民点部分选取
。

地形地貌
。

为了宏观地显示全省主要地貌特征
,

扼要地选取部分等高线及重要高程点
、

主要

山脉和山峰
,

要注记高程数字及名称
。

交通线
。

铁路线和乡镇以上的公路干线全部选取
。

境界线
。

选至县级以上
。

3
、

地类样点的底圈为旅脂薄膜
,

转绘前先在旅脂薄膜上展绘经纬网和平面座标网
,

然后将它

象在 1 : 50 万的地形图上
,

再把透明公里网膜片里千薄膜之下
,

使上下的经纬网
、

公里网完全 , 合
。

转点以县为单元分别进行
,

不同地类样点用不同颜色的铅笔表示
,

转完一个县的样点
,

随即勾绘

出该县的行政界线
。

不同地类的图斑界线
,

用内插法在不同地类点与点之间的 1 / 2 处勾绘
,

将同

类样点圈在一起
,

即形成各 自闭合的不同土地类型 图斑
。

4
、

采用矩形分幅 (长
、

宽 )
、

四版清绘
,

13 色规矩套版印剧
。

四
、

图面地类的分布特征

根据 19 8 4年成数抽样调 查的资料
,

主要地类分区面积与土地利用现状图上地类图斑的分布基

本上是相吻合的
。

较客观地反映了全省土地利用现状特征和分布规律
。

现将主要地类的图面分布

特征概述如下
:

1
、

耕地
。

根据成数抽样调查
,

全省耕地面积约为 6 00 万公顷 (净耕地 )
,

其中水浇地面积约为

1 13 万公顷
。

从图面看
,

耕地主要分布在六大盆地
、

西部黄土高原
、

各大盆地与山地过渡的丘陵地

带和一些山间盆地 , 山区
、

丘陵的沿河两岸和山地的 山坡上有零星分布
。

水浇地主要分布在大同
、

忻定
、

太原
、

临汾
、

运城等盆地 , 水 田分布在太原近郊及汾河
、

淖沱河两侧
。

2
、

果园
。

全省果园面积 10 万公顷
。

图上集中成片
、

面积较大的分布在太原 北 郊
、

乱石滩果树

所
、

原平县东南部等地
,

其它均为零星分布
。



8
、

林地
。

全省林地 面积较大
,

分部比较集中的有五台山
、

管祥山
、

关 帝 山
、

太岳山及吕梁

山
、

太行山的部分地段
。

4
、

牧草地
。

图中覆盖度较好
、

中条山等地
,

其它都是零星的分布
。

集中成片的主要分布在五台山
、

管 稗 山
、

关帝山
、

太岳山和

5
、

未利用地
,

包括荒山荒坡
、

荒草地
、

盐碱地
、 岩石裸露和裸土陡崖等 用 地

,

主要分布在

全省各丘陵
、

山区地带
,

盆地内只有零星 的分布
。

五
、

采用公里网点编图的几点收获

1
、

按座标网点编制专业用图

万 山西省土地利用现状图的实践
,

,

是一种科学的
、

简便的成图方法
。 通过用公里网点编制 1 : 5。

只要按座标网格均匀布点

点数
,

不但可以编制
.

了 : 50 万的专业用图
, 还 可 以 编 制 1

,

根据比例尺的大小确定出相应的样

: 20 万
、

1 : 1 0万
、

1 : 5 万等不 同比

例尺的专业图件
。

如果在较新的卫片或航片上取 点
,

可 以简化内业工作量
,

定期更新卫片
,

就可以及时掌

握土地资源的动态状况
,

是一种值得大力推广的成

图方法
`

多
、

根据数理统计原理推算总体内各土地类型

g 面积
,

以平面座标值确定样点的空 间位置
,

实现

定量与定位相结合
。

成数抽样的理论基础是概率论
,

提取样点信息
,

不但可以减少外业工作量
,
良

只能定量不能定位
。

如果把样点与分

零耀节盏巍城决业精度的要求

。

如果把释点与所在的座标 r
_ 二

并能气
足成图条件时

,

完全可 以实现按座标网点编绘不同

比例尺的专业图件
。

3 、

样点的座标化
,

为电子计算机编制各种专

业图件莫定了基础
。

采用公里网成图
,

只要把各专

亚信息按座标输入电子计算机
,

就可以 自动编制不

业同专不同比例尺的各种图件
,

实现自动化成图
。

4
、

正确选择基础底图和地理要素
,

以弥补座

标网点成图的不足
。

5
、

按网点成图的地类图斑界线是从两点中间

勾绘的
,

必然与实地界线不完全重合 , 另外对地

形破碎
、

地类复杂
、

面积较小又相互交错的地方
,

在归并
、

勾绘图斑时
,

也会出现与实地界线不相

符的现象
。

这虽不影响地类整体分布规律和结构特

征
,

但做为一种成图方法还需要继续研究加 以解决
。

右附程序框图
。

摘摘定上地挂系杯和摘月月

在在 , : , 万砂林盼峨拍确确

妊妊缝翻绷点点

匀匀 检 头 养养

清清绘 印 刹刹

采用公里网点翻制山西省 1 : 50 万

土地利用砚状圈粗序棍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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