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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土保持治理技术
。

利用 3S 技术建立

小流域管理数字化信息系统
,

是 以遥感影像为背景
,

确定集水 区域
,

以 山脊为界
,

面积控制在 10 一 20 k m 2 ,

同时考虑行政边界
,

在计算机 上
,

以地理信息软件为技术平台
,

绘制小流域边 界
,

并输人 18 位小流域编码
。

根据管理需要
,

按市
、

县
、

乡
、

按流域
、

按水库 上游等各种管理 方式绘制成若 干种小 流域 图
,

为各级水土保持

管理部门提供服务
,

提高水保工作的管理水 平
,

为领导决策提供重 要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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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小流域信息系统研究是在 2 0 0 0 年土壤侵 1
.

1 小流域编码规则

蚀遥感调查的基础上
,

利用地理信息技术
,

根据辽 宁 为便于计算机检索小流域
,

其 编码按其分布 的

省实际情况和我国水土保持治理技术要求
,

把所辖区 市
、

县
、

区
、

乡
、

水系
、

干流
、

1
,

2 级支流及大型水库上

域按 自然条件划分成若干条小流域
,

作为管理的基础 游
,

分别以数字为符号的相应代码
。

每条小流域的编

单元
。

利用地理信息技术建立小流域信息管理系统
,

码都是 18 位数字串
。

前 8 位是省市县 (区 ) 乡代号
,

第

绘制小流域分布 图
,

建立小流域数据库
,

各级水土保 9 1 3 位是水系 干支流代号
,

14 一 15 位是大型水库代

持管理部门就可把诸如水土流失的现状
、

治理
、

破坏
、

号
.

1 6 18 位是以县区为单位的小流域流水编号
。

例

恢复等情况及时
、

准确地落实在小流域 的地块上
,

这 如
,

阜新市阜新县福兴地乡生宝小流域的代码是
:

21
,

对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
,

形象地显示其空间分布
,

减 0 9
,

2 1
,

() l
,

l
,

1 5
,

0 2
,

0 6
,

0 0 1 ; ( 2 1 )辽 宁省
、

( 0 9 ) 阜新

少水土保持工作盲 目性有重要意义
。

市
、

(八 )阜新县
、

(0 1) 福兴地乡
、

( l) 辽河流域
、

( 15 )l

1 小流域基础资料的形成

由各县 (区 )分别在 5 一 10 万 比例尺地形图上 手

绘图斑形成流域图资料
。

给定编号和名称后
,

输人计

算机进行矢量化处理
,

作为小流域数据库基本资料
。

级支流柳河
、

( 。 1 ) 2 级支流扣子河
、

( 06 ) 闹德海水库

上游
、

( () ()一)生宝小流域
。

1
.

2 编绘小流域分布图和计算小流域侵蚀面积

小流域分布图
,

遵循
“
以 山脊为界

,

山谷为干
,

面

积控制在 10 一 2 0 k n , 2 ,

适 当考虑行政区界
”

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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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分布图的编绘
,

根 据基础资料 (水 系
、

1 级支

流
,

2 级支流
,

水 库上游
,

乡镇代码等 )
,

遥感影像资

料
,

地理信息技术以及水土保持和计算机专业技术
。

在此基础上
,

利用 国家给定 的县 乡界
,

应用 3 5

技术
,

借助微 机
、

工作站
、

绘图仪 等现 代化设备
,

以

A R C V I R w
、

A R C / I N F O 软件为平 台
,

以遥感影 像

为背景
,

确定集水区域
,

同时考虑行政边界
,

参考各县

1 9 9 8 年编制的小流域规划 图来划分小流域
,

利用 鼠

标在计算机屏幕上绘制小流域图边界
,

并输入事先给

定每条流域的 18 位编码
。

利用 E X C E I
才

制表功能另

作一份输人小流域编码及小流域所在县
、

乡 (镇 )名称

的统计表
,

最后与小流域图形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 内

的小流域编码核对相一致
。

根据绘出的边界图斑
,

经

过建立拓扑关系
,

小流域 的面积 自动求得
,

并 自动建

立属性数据库
。

然后与 2 0 0 0 年土壤侵蚀结果叠加
,

并计算出每条小流域内各种侵蚀级别的面积
。

3 信息系统应用情况

水土保持小流域基本 图形矢量化和大量数据的

输人
,

使数字化水土保持小流域信息系统的框架基本

建立
,

并且初步利用信息系统解决一些问题
,

如 2 0 01

年治理任务的验收
,

20 0 2 年的计划和安排
,

向财政厅

汇报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

碧流河水库上游治理规划
。

黑土地项 目区 的确定和报送
,

一些市
、

县水土保持规

划设计
,

治理任务 的计划
、

检查和报送都是以该信息

系统为基础
,

减少 了工作盲 目性
,

增强 了其科学性
,

使水土保持工作逐步向数字化方 向迈步
。

但是该系统

现阶段只是一个基本框架
,

还需不断修改和完善以使

系统有更广阔的应用范围
。

4 设 想

2 已经完成结果

小流域划分各地差异极大
,

且 由于所用底图不

同
,

几经转绘也出现较大误差
,

经过 2 个 阶段工作对

小流域的界线及编码进行调整
,

使小流域划分更趋于

合理
,

更符合实际情况
。

现已确定全省有 5 5 7 2 条小

流域
,

根据输入 的 18 位编码
,

可以任意调出所需小

流域
。

己建立省
、

市
、

县
、

各大流域和水库上游的小流

域分布数字化图
。

2
.

1 各市县区小流域的分布

根据小流域编码统计
,

全省共编绘 出 5 5 7 2 条小

流域
,

14 个市 的分布情况是 沈阳市 2 80 条
,

大连市

5 7 8 条
,

鞍 山市 3 5 7 条
,

抚 顺市 2 7 1 条
,

本溪 市 4 8 5

条
,

丹东市 7 31 条
,

锦州市 31 0 条
,

营 口市 2 4 0 条
,

阜

新市 5 23 条
,

辽 阳市 1 69 条
,

盘 锦市 32 条
,

铁 岭市

5 3 2 条
,

朝阳市 7 32 条
,

葫芦岛市 3 3 2条
。

2
.

2 在九大流域的分布

分布在辽河流域 1 4 2 。 条
,

浑太河流域 8 26 条
,

鸭绿江流域 8 00 条
,

大凌河流域 8 38 条
,

辽东半岛独

流人海诸河流域 1 2 25 条
,

其中流人黄海 8 73 条
,

流

人渤海 35 2 条
,

辽西走廊人海诸河流域 40 1 条
,

流人

外省河流 45 条
,

其中人第二松花江的挥发河 17 条
,

人滦河的青龙河 45 条
。

2
.

3 在大型水库上游的分布

分布在大型水库上游共 2 0 6 6 条
,

全省共有大型

水库 31 座
,

其 中分布在 白石水库上游最 多
,

为 5 33

条
,

最少的是石门子水库上游共有 4 条
。

( 1) 小流域基础资料 (属性数据 )补充修正及输

人
。

( 2) 建立
“

水土流失特征
”
分类系统

。

(3 ) 建立小

流域不同层面图
。

(4 ) 建立小流域信息管理系统
。

“
辽宁省小流域水土保持管理信息系统

”

还将建

成
。

①主要支流小流域数字化图库 ;②全省坡度数字

化图库
;③全省土层厚度数字化图库 ; ①全省土地利

用数字化 图库
;⑤全省土壤侵蚀数字化图库 ; ⑥全省

水利工程分布图
; ⑦全省行政区域图 ; ⑧相对应的小

流域属性数据库
,

包括社会经济
、

土地利用
、

土壤侵

蚀
、

坡度
、

土层厚度
,

以及规划治理
、

年度完成等情况
。

数据库友好链接方案
。

在省级界面应能直接调用

各市
、

县 (市
、

区 )
、

乡 (镇 )小流域
,

以及大流域
、

1 级支

流
、

2 级支流
、

大型水库上游的所有图形和属性数据
;

在市级界面应能直接调用所含县 (市
、

区 )
、

乡 (镇 )小

流域
,

以及所含大流域
、

l 级支流
、

2 级支流
、

大型水库

上游的所有图形和属性数据
;在县 (市

、

区 )界面应能

直接调用所含乡 (镇 )
、

小流域
,

以及所含大流域
、

1级

支流
、

2 级支流
、

大型库上游的所有图形和属性数据 ;

在乡 (镇 )界面应能直接调用所含小流域图形和属性

数 据 ; 在 大流域 界面应能直 接调用所 含市
、

县 (市
、

区 )
、

乡 (镇 )小流域
,

以及所属 1 级支流
、

2 级支流
、

大

型水库上游的所有图形和属性数据 ; 1级支流界面应

能直接调用所含市
、

县 (市
、

区 )
、

乡 (镇 ) 小流域
、

以及

2 级支流
、

大型水库上游的所有图形和属性数据 ; 2 级

支流界面应能直接调用所含市
、

县 (市
、

区 )
、

乡 (镇 )小

流域
,

以及大型水库上游的所有图形和属性数据
; 大

型水库上游界面应能直接调用所含市
、

县 (市
、

区 )小

流域
,

1级支流
、

2 级支流的所有图形和属性数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