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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根据区域综合治理与开发信息管理的需要
,

面向生产
,

根据系统性
、

科学性
、

实用

性
、

可操作性
、

通用性原则
,

在分析 区域数据类型 的基础 上
,

对 区域综合治理与开发空间信息系

统进行了设计
。

系统在功能上包括 图形 图像管理
、

属性数据库管理
、

数据地形模型
、

规划决策
、

典型工程设计
、

评价调控
、

应 用模型 等模块
;
在结构 上

,

可根据不同 目的按行政区域
、

职能部门

或流域进行信息管理
。

关镇词 区域 空间信息系统 系统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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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区域是一个包括从多 自然
、

经济
、

社会因子组成的多层次
、

多因素
、

多干扰和多变量的开放

系统
,

区域综合开发治理就是通过工程
、

生物和耕作措施
,

产业结构调整
,

投资分配和土地利用

优化等途径建立以经济植物
、

防护性植物
、

观赏植物为核心的
,

农
、

林
、

牧
、

综合发展的
,

并为工

商业提供优 良生产环境的人工生态经济系统
,

从而协调人类社会经济活动— 人与 自然的关

收稿 日期
: 19 9 6一 l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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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实现区域的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区域综合开发治理包括资料收集
,

区域 系统诊断
.

规划决策
,

防护体系及工程设计
.

监测评

价与调控等步骤
,

其 中的每一环节都需要对区域庞大的数据进行操作
,

尤其是 自然与资源方面

的数据更为庞大和复杂
。

以往的工作方法是通过手工来实现的
,

因此存在很多间题
,

一是花费

时间很长
,

当开发治理最优方案确定以后
,

区域各因素已发生了变化
,

导致决策结果无法实施
;

二是精度难以保证
,

手工计算每一步都要有小数的取舍
,

经过复杂的计算以后
,

累积误差增大
;

三是重复工作多
,

当某一个指标需调整时
,

其它指标都要随之发生变化
,

重新计算大大增加了

工作量
; 四是手工制图的效果不够美观

,

而且不能复制
;五是需要庞大的组织和科技工作人员

共同协调才能完成
,

造成了很大的人力
,物 力和财 力的浪费

。

随着计算机硬件水平和微机 G IS

的不断发展及区域综合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

研制满足区域综 合开发治理的信息系统软件具

有必要性
、

现实性和可行性
。

另外国际国内信息高速公路的迅速发展
,

需要我们与外界进行信

息交流
,

通过这种途径可以使 区域开发治理的知识和方法得到迅速更新
。

在这样背景的影响

下
,

我们开始研究设计区域综 合治理与开发空间信息系统以满足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
。

2 区域综合治理与开发信息分析

区域综合治理与开发信息系统的建立过程
,

经历了由认识区域系统
,

提出治理与开发的基

本理论方法和措施到各种模型建立
,

信息系统的构造过程
;
系统的开发是在计算机硬件支持

下
,

靠适 当的软件工具
,

把客观区域系统抽象为观 念模型进而到信息世界的过程
,

系统的应用

是指导人类进行区域开发治理的实践活动
,

并通过这种实践来检验系统和完善系统
。

因此
,

在

设计系统 之前
,

要根据区域治理与开发的需要来分析支持系统的信息
。

.2 1 数据来源

数据是反映区域特征及区域开发治理各项指标的信息
,

它不仅来源于区域系统
,

而且应该

按区域的 内部结构特征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可操作的体 系
。

按区域的生态经济系统观点

来看
,

区域综合开发治理信息系统的数据来源于 自然领域和社会经济领域
,

也就是人类改造自

然的结果抽象化的表现
; 从生产管理角度看

,

数据来源于区域 内各生产管理的职能部 门
; 从表

现形式看
,

是以图形 图像
,

文字
,

数字等来说 明区域的 自然属性和经济活动状况的
; 从手段上

看
,

区域数据基本来源于地形图
、

遥感数据
、

观测数据和调查数据
,

这些数据有的是直接测量的

结果
,

有的来源于生产实践
,

有的是实验结果
,

有的是模型运算的结果
,

它们有时域和空域的特

征
。

.2 2 数据类型

无限复杂的区域 系统
,

难以用准确的数据来描述其全貌
,

空间数据仅能表示某一特定角度

下的世界
,

数据的内容与捕捉的区域内专题特征
、

时域
、

空域等因素紧密相关
,

这里把区域治理

与开发有关的数据按不同形式分类如下
。

2
.

2
.

1 按 区域 系统 自然特征分类
。

这种分类可大体分为环境与 自然资源数据和社会经济

数据两大类
,

具体分为
:

( 1) 环境与 自然资源数据
。

①区域空间位置及地表形态特征
:

经度
、

纬度
、

大地坐标
、

海拔
、

地貌
、

地形等
。

② 区域气候资源数据
:

气候 型
、

温度
、

降水
、

湿度
、

蒸发
、

辐射
、

风
、

自然灾害等
。

③区域土地资源数据
:

土地利用现状
、

土地类型
、

土壤类型
、

坡度
、

土壤侵蚀
、

土壤养分
、

地

质地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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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区域植物资源数据
:

植物群落
、

植物种
、

覆盖度
、

起源
、

生物量
、

个体生长状况等
。

⑤区域水资源数据
:

水来源
、

存在形式
、

数量
、

质量
、

分布等
。

⑥区域动物资源数据
:

野生动物
、

家畜的种类
、

数量利用价值和分布等
。

⑦区域矿产资源数据
:

种类
、

储量
、

开采前景
、

分布等
。

⑧区域自然人文景观资源
:

文物
、

名胜古迹等
。

(2 )社会经济数据
。

①区域产业结构数据
:

农
、

林
、

牧
、

副
、

工
、

商
、

交通运输
、

矿业
、

服务业等
。

②区域经济结构数据
:

投入
、

产出
、

利润
、

市场状况等
。

③区域公益事业数据
:

文化教育
、

卫生防役
、

环保等
。

④区域人 口数据
:

人 口数量
、

人 口年龄结构
、

人 口 地区分布
、

人 口 素质劳动力等
。

⑤区域政策
、

法律
、

法规数据
。

2
.

2
.

2 按表现形 式分类
。

(l )图形 图像
:

如地形图
、

航片
、

卫片各种专题图等描述区域空间

和时间变化的数据
。

(2 )数字
:

以数字形式描述 区域不同专题特征的数据
。

(3)文字
:

以文字形式定性描述专题特征的数据 ;

2
.

3
.

3其它类型数据
。

其它类型较多
.

如按数据结构分
:

矢量数据
、

栅格数据和属性数据

等
;

按个体与集体的差别分为
:

非集结数据 (表达个体或单个实体的数据 )
、

集结数据 (表达一定

标准下的一组数据 )
,

按时间或空间差别分为
:

横 向数据 ( 同一断面或时 间间隔不同地区的数

据 )
,

纵向数据 (一个或多个地区若干时间的数据 )
,

基础数据
、

次生数据等
。

了解区域系统的数据的类型
.

对于设计区域综合治理信息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

它是描述区

域系统准确性和详细程度的具体表现
。

2
.

3 区域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数据流程分析

系统中的数据流程反映 了数据采集
,

经过预处理
,

进入计算机系统
,

在系统 中存贮
、

传输
、

并经处理后从系统中输出的全过程
,

数据流程分析对系统总体设计起指导作用
,

其有效办法是

编制了数据流程图 ( D a at lF
o w iD a g r c m )

,

数据流程图不仅能使人们对整个系统的工作过程和

组成有完整的概念
,

而且可对各种数据与处理过程的相互关系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

见图 1
。

3 区域综合治理与开发信息系统总体设计原则

系统设计是整个信 息系统研制的核心
,

它的重要任务是将系统分析阶段提 出的系统逻辑

模型转化为相应的物理模型
,

是解决系统
“

怎么做
”

的问题
,

它的设计优劣直接影响到系统的性

能和功能
。

因此
,

在系统设计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
,

起到总体设计的作用
。

3
.

1 系统性与结构化原则

从整体出发
,

把整个系统的功能分成相对独立的模块来实现
,

各功能模块有机地结合
.

成

为严可分割的整体
,

各模块间参数可以相互传递
。

3
.

2 实用性原则

建立信息系统的 目的
,

就是为区域生产实践
、

科研服务
,

尤其是向生产管理部 门及时提供

可靠的信息及辅助决策方案
,

所 以应全面研究生产管理
、

科研等部门的管理要求
,

以满足实际

需要
,

设计与之相适应的功能和 良好的用户界面
。

3
.

3 扩充性原则

在系统设计中采用模块设计
,

各模块相对独立性强
,

模块的增加
.

减少
,

修改对系统影啊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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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这样可使系统不断扩充和完善
。

.3 4 开放性原则

系统对用户来讲 比较开放
,

容易进行二次开发
。

画国盖〕到 图呸困 区查画亘… 区亘亘亘
l ! 1

.

」

解译
、

数字化
、

分析
、

整理

图像数据输入 硷用模型
’

地地块图图图 地形图图图 数据字典典

地地块编码码码 磁带读 人人人 属性编码码

图图形 输入入入 地形图输 入入入 图像数据输 入入

图图形 图像数据库库

面面积量测测测 分分 提取取取 统计分 析析析 规划决策策类类类类!!!!!!!!!!!!!

图像数据输出 数据报表输出

}区域 开发治理主管部门所需信息

图 1 区域综合治理与开 发信息系统数据流 程

3
.

5 通用性原则

由于区域是一个巨 系统
,

不同的区域尺度
,

不同的地理位置其差别很大
,

因此
,

设计时应考

虑各方面因素
,

使系统灵活通用
。

3
.

6 可操作性原则

系统界面良好
,

层次清晰
,

逻辑性强
,

便于操作
。

区域综合治理与开发信息系统总体结构设计

对于区域管理部 门的决策者来说
,

关心的不是系统具备哪些功能
,

而是经系统运算分析得

出的最终结果对决策者有多大帮助
。

出于这种 目的
,

把用户所需的信息放在第一层
,

按区域的

主管部门和 自然特征分为
:

专业部门信息系统
.

行政 区域信息系统
,

流域管理信息系统
,

用户可

根据 自己的需要选用其中的某种管理形式
,

把各功能模块放在第二层
,

做为支持信息管理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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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

系统结构设计如图 2
。

区区域开发治理空间信息系统统

专专业部门门门 行政区域域域 流域管理理理 开发治理理

信信息系统统统 信息系统统统 信息系统统统 系统模型型

图 2 区域综合治理与开发信息系统结构设计框图

其中
,

专业部门信息系统是一种横 向管理的形式
,

包括农业局
、

林业局
、

畜牧局
、

水利水保

局
、

气象局
、

物价局
、

交通运输
、

农机局
、

城建局
、

教育局
、

科委
、

乡镇企业局
、

卫生
、

经贸
、

商业
、

邮

电通讯
、

电业局
、

统计局
、

物资局
、

文体
、

能源
、

煤炭局
、

石 油
、

广播电视等各职能部 门所需的信

息
。

行政区域信息系统是一种纵向管理形式
,

包括 国家级
、

省市级
、

旗县级
、

乡镇级
、

村级等逐

级的信
』

息管理
。

5 区域综合开发治理信息系统的软硬件环境配置

信息系统是由硬件环境与软件 系统共同支持的
,

根据 目前微机发展水平
,

区域开发治理要

求及软件开发要求
,

可选择以下软硬件配置
。

5
.

1 硬件环境西R置

5
.

1

输入设备

输入设备
。

为满足不同的信息来源
,

节省操作时间
,

提高系统效率
.

应该具备以下

数字化仪
:

它是最基本的图形数据输入设备
,

最好配 16 键定标器
.

以便于操作
。

扫 描 仪
:

它是 随 G IS 发展
,

输入方式的发展趋势
。

磁 带 机
:

卫星遥感数据输入的设备
。

键 盘
:

最基本的输入设备
。

5
,

1
.

2 主 机配 五
。

( 1 )它P U
: 3 86 以 上 BI M 系列 及其兼容机 ; (2 ) 内存

: 4 M B 以上 ; 硬盘
:

3 2 OM B 以上

( 3) 监视器
:

分辨率在 6 40 义 4 80 或更高的 E G A
,

V G A
,

T V G A
,

S V G A 系列彩色显示器
。

( 4) 输出设备
:

彩 色针式打印机
,

笔式绘图仪
,

彩色喷墨绘图仪
,

音像设备等
。

5
.

2 软件环境

软件开发平 台主要有 U N ix
,

D O S 和 W I N D O W S
。

微机上在 U N IX 系统下的软件较少
,

最

初 G IS 从工作 站移 植到微机上的多是 D O S 支持 下的系统软件
。

M IC R O S O F T w I N D 0 w S

V er 3
.

1的推出
,

突破了微机 64 o K 基本内存对数据管理的限制
,

使 G IS 充分利用微机硬件资源

成为可能
,

系统处理能 力成倍增加
,

结 合多媒体技术
,

G IS 不仅可以处理空间数据
,

属性数据
,

而且对音像数据也能进行操作
。

本系统就是基于 w I N D O w S 下软件
。

6 区域综合治理与开发信息系统总体功能设计

区域综 合开发治理的决策过程包括收集资料
、

系统诊断
、

规划决策
、

工程设计
、

评价调控等

过程
,

因此
,

区域综合开发治理信息系统在总体功能设计上包括
:

图形图像管理系统
,

属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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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管理系统
,

数字地形模型系统
.

规划决策系统
,

工程设计系统
,

评价调控系统
,

应用模型系统

等
,

以满足决策者的需要
,

系统功能设计 见图 3
。

区区域开发治理 信息系统统

图图形图图图 数据库库库 数字地地地 规划决决决 工程设设设 评价调调调 应用模模

像像管理理理 管 理理理 形模型型型 策系统统统 计系统统统 控系统统统 拍 { 左二凑吞吞
}}}}}}}}}}}}}}}}}}}}}}}}}}}曰三 刀弓刁曰曰

匕匕匕

图图图图 图图图 图图图 数数数 报报报 属属属 坡坡坡 光光光 吧 rrrrr

专专专 多多多 水水水 防防防 牧牧牧 生生生 水水水 道道道 监监监 系系系 系系系 专专

形形形形 形形形 形形形 据据据 表表表 性性性 度度度 只砚砚砚 旧」」」 家家家 目目目 保保保 护护护 草草草
J

众众众 保保保 路路路 测测测 统统统 统统统 业业

图图图图 图图图 图图图 库库库 输输输 查查查 坡坡坡 模模模 程程程 决决决 标标标 工工工 林林林 场场场 农农农 耕耕耕 设设设 评评评 调调调 工工工 模模

像像像像 像像像 像像像 操操操 出出出 寻寻寻 向向向 型型型 模模模 策策策 规规规 程程程 设设设 设设设 业业业 作作作 计计计 价价价 控控控 程程程 型型

输输输输 操操操 输输输 作作作作作作作 坡坡坡坡坡 型型型 模模模 戈口口口 设设设 计计计 计计计 设设设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模模模模

入入入入 作作作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长长长长长长长 型型型型型 计计计计计计计 计计计 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 型型型型

图 3 区域治理与开发空间信息系统总体功能设计图

上述 7个功能模块 中图形图象管理
、

数据库管理
、

数字地形模型 3个功能模块是 G IS 的基

本功能
,

其余的功能是为区域综合治理与开发信息管理设计的
。

规划决策系统主要完成区域土

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优化结构配置
,

可采用多目标规划或专家决策两种方法来实现
;工程设计

系统是为规划后各项措施的实施设计的
,

通过该功能直接得到典型工程的图件以及工程标准
、

规格
、

附属措施
、

工程量
、

工作量等指标值
; 评价调控系统的功能是实现区域治理的监测

、

效益

评价以及对实施过程中区域系统的波动进行调控
; 应用模型系统大体分为专业模型和系统工

程模型两类
,

同时允许用户定义 自己的模型
,

它们是区域治理当中常用的模型
,

如在规划决策

过程中的土地生产潜力评价
、

土地适宜性评价
、

土壤侵蚀强度划分
,

在效益评价时用的层次分

析
、

灰色关联度分析
、

模糊评判
,

监测用的灰色预测等
,

因此
,

把它们单独提出来做为应用模型

系统
。

以上对区域综合治理与开发信息系统的数据类型
、

数据流程
、

系统开发的软硬件环境
、

结

构进行了分析
,

在此基础上设计 了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

该系统的研制是随着 GI S 的发展和区

域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结果
,

随着系统的完善和提高
,

它必将为区域管理部 门的决策者迅速有效

地提供决策结果
,

成为区域管理的良好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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