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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世纪水土保持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持。国家水土保持管理信息系统,其目标是通过多种

水土流失数据的集成与快速处理,为水土保持决策与科学管理提供信息服务和决策支持, 并促进

水土保持信息的现代化。系统由数据管理、文档文献管理、决策支持、规划设计、动态监测信息处

理、辅助决策、数据通讯等 7个功能子系统组成。具有信息服务、水土保持辅助决策、水土保持规

划、设计和水土保持信息公告等功能。 中图分类号: S157, T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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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conservat ion in the 21st century demands the suppor t o f info rmat ion technol-

ogy . China Management Informat ion Sy stem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 vation, a state practi-

cal informat ion system , is to be built . T he system w ill provide info rmat ion service and deci-

sion-making suppo rt for decision-making and scientif ic management o f soil and w ater conser-

vat ion for th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collect ing and fast processing of various

so il water loss data. The system w il l be composed of 7 subsystems as: data management ,

file management , decision-making support , planning and design, dynam ic monitoring and in-

fo rmat ion pro cessing , computer aided decision making and data communication. The system

has the funct ions such as info rmat ion service, computer aided decision-making on soil and

w ater conserv at ion, planning and design o f so il and water conservat ion, as w ell as informa-

tion delive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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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政府一向十分重视水土保持事业,将其列

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 [ 1～3]。空间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 3S (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 和

全球定位系统—GPS)的一体化、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为大范围

水土流失监测、数据的快速采集与处理、大量空间数据的管理与快速传输、区域水土流失预报、

水土保持工程规划设计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为了适应当前和21世纪全国水土保持形势发展

的需要,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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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更加科学有效地进行水土保持管理, 建立《中国水土保持管理信息系统》势在必行。根据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的指示, 我们在有关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4～8] ,进行了《中国水土保持管理信

息系统》的总体设计和预测研究。

1　系统目标
系统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一个实用化的管理信息系统,为国家及各级水土保持管理部门(及

科研设计单位)提供管理与决策支持工具。( 1) 集成与快速处理多种水土流失数据。水土流失

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动态监测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信息。系统将对多

种来源的空间的和非空间的数据进行快速、高效和标准的处理和管理。( 2) 服务于水土保持决

策与管理。系统全面收集有关水土保持的政策法规和详实的基础数据,为国家和地方制定国民

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 为大江大河治理与重大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提供信息支持和多种选择方

案。( 3) 实现水土保持信息传输的网络化。我国现有数千个水文和水保观测站点,多年来积累

了丰富的基础资料。为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信息资源将建成由总中心和若干分中心组成的信

息网络, 利用公用数据交换网实现信息总中心与分中心的数据传输和交流。( 4) 水土保持信息

发布和公告。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广、类型多、强度大,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限制因子。

将在完善动态监测网络系统,确保信息规范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定期发布和公告水土流失与

水土保持的基本数据和信息。( 5) 文献数据检索。通过文献数据检索和查询,为各类水土保持

科学研究提供数据信息和分析方法的支持。

2　系统结构
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水土保持信息系统由数据管理、文档文献管理、决策支持、规划设计、动

态监测信息处理、辅助决策、数据通讯等 7个功能子系统组成。( 1) 数据管理子系统。数据管理

包括数据的采集、校验、更新和存储, 提供信息查询、统计,以及网络通讯交流等项服务; ( 2) 文

档文献管理子系统。提供有关水土保持法规、通知、重要讲话等文件以及科学著作、论文等的检

索、查询; ( 3) 水土保持规划和设计子系统。根据各级水土保持行政管理、流域治理管理和治理

实施单位的要求, 提供宏观的规划和施工设计; ( 4)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信息处理子系统。对水

土流失动态监测网络(水文站、气象站、径流泥沙观测点, 多层遥感监测——航天、航空、地面)

数据进行快速实时(或准实时)、标准化、网络化处理与管理; ( 5) 流域管理子系统。本系统以全

国重点治理小流域基本信息为基础, 建立全国小流域综合治理数据库。包括流域治理数据采集

指标体系、治理规划模型、效益评价分级标准等, 为有关部门小流域综合治理提供信息和决策

服务; ( 6) 决策支持子系统。根据管理的需要灵活提取相关数据,采用适宜算法实施处理,结合

专家智能系统为水土保持宏观决策、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治理效益评价分析、水土保持工程立

项评估、项目规划和预测提供准确的信息和科学依据。

3　系统数据库
系统数据库由水土保持法规和科技文献库、水土保持组织管理库、水土保持基本数据库和

小流域综合治理库构成。( 1) 水土保持法规和科技文献库。法规文件库以水利部水保司颁布的

“水土保持文件汇编”为蓝本,收集建国以来国家及水利水保部门发布的有关水土保持法令、法

规,以及重要指示、决定、通知、会议总结和重要报告等。科技文献库,收集了国内外有关水土保

持的科技著作、论文、报告。( 2) 水土保持组织管理库。由 3个子库组成。水土保持行政管理机

构库主要存储全国水土保持行政管理部门、流域管理机构等方面信息;治理工程项目库存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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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范围内国家级、省级、县级水土保持工程项目方面的信息;水土保持科研、教学单位库收集和

管理科研教学单位及野外试验站、水土保持科技人才状况、科研项目及重大成果等方面信息。

( 3) 水土保持基本数据库。按流域、行政单位和水土保持类型区收集储存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

环境背景数据、国家和区域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调查数据、水土保持试验观测数据以及科学研

究成果数据等,为水土保持宏观决策、水土保持动态监测、区域水土保持预测评价、水土保持规

划、设计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4) 小流域综合治理库。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我国水土保持一项

成功的水土保持措施, 每年约有上千条小流域列入治理项目, 国家和地方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

力。目前有上万条小流域经过综合治理获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已逐步形成了一

套比较配套的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体系,迫切需要采用先进的技术进行管理,并对已经取得的

成果进行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总结,以推广到更大范围。

图 1　《中国水土保持管理信息系统》设计框图

4　系统功能
系统功能包括信息服务, 水土保持辅助决策,水土保持规划设计和水土保持公告 4个方

面。( 1) 信息服务指系统可以提供水土保持法规文件、科技文献,水土流失治理进度报表及动

态化的土壤侵蚀环境数据(图形、图表、曲线)并作出相应的评价和预测预报。( 2) 水土保持辅

助决策指总结基层干部、群众和专家在长期水土保持实践中积累和创造的经验,并且进行科学

化、模式化,建立水土保持“专家”系统,是推动水土保持研究和加速治理的一项重要措施。拟建

立以下几个实用模型: 土壤侵蚀评价和预测模型,水土保持措施配置及效益评价模型,土地生

产力评价模型,土地合理利用决策模型。( 3) 水土保持规划与设计包括水土保持宏观规划、水

土保持工程措施(修梯田,打坝等)设计、水土保持生物措施配置模型。( 4) 水土保持公告的主

要内容包括水土流失面积、空间分布、流失量、水土流失灾害、水土流失发展趋势、水土保持预

防与治理进展、水土保持效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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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的开发
5. 1　系统开发的一些设想

以中文操作系统和公用数据交换网为工作平台,采用数据库管理与多媒体相结合的可视

化技术,充分利用遥感图像处理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先进手段提供空间查询分析功能,为解决水

土保持领域中的新问题,不断研制和开发新的功能子系统。

对系统采用二级管理制,即中央控制系统和地方应用系统。其中地方应用系统是多级的,

如大型流域管理系统、省级应用系统、县级应用系统、小流域应用系统。中央系统负责信息的集

中统一管理, 包括数据标准和规范的制订、数据集成处理、图型生成、宏观规划及地方应用系统

协调管理。地方应用系统根据中央系统要求按期定量完成信息采集、校验和图型报表等输出并

将有关数据应用到地方水土保持管理。

在网络通讯方面, 鉴于我国水土流失区域的广域性, 网络中心与分中心的数据通信采用公

用数据交换广域网( X. 25)。信息中心设在水利部,分中心可根据需要设在各省(自治区)及各

大流域的水土保持管理部门。

5. 2　系统开发进展

中国水土保持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建设是在水利部水保司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近年的工

作主要有: ( 1) 完成了系统的总体设计。总体设计立足 21世纪中国水土保持的要求和空间信

息技术的最新发展,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完成了系统的总体设计。设计方案曾提交中国

水土保持规划学术讨论会、中国水土保持管理信息系统研讨班等会议交流讨论, 基本得到肯

定。( 2) 初步完成了基础信息工程建设。建立了中国水土流失环境背景数据库、水土流失调查

数据库、法规文献数据库等, 将为系统的开发提供数据支持。( 3) 开发了若干子系统。已经初步

开发了水土流失区遥感图像处理系统、流域治理管理信息系统、水土保持林草措施配置专家系

统、文献检索系统、土地管理信息系统等子系统。( 4) 系统应用示范。在新疆开展了区域水土流

失快速调查研究, 以 1: 100万为基本比例尺,完成了全疆土壤侵蚀调查、制图和治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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