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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要使土地利用数据库的成果在土地资源管理的模式优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必须定期革新数据

源。以靖边县为对象,对县级土地利用数据库数据的收集、数据源的确定、数据处理和数据库的建设, 采用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进行设计和评价。对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转换成土地利用数据库数据过程中信息损

耗最小的技术方法和工作流程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 土地利用; 数据库; 建设; 靖边县

文献标识码: B � � � � � 文章编号: 1000 � 288X( 2004) 06� 0058� 04� � � � � 中图分类号: S715

A Preliminary Study on Construction of Land Use Database at Coun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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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database of land use can provided more accurate and more scient if ic decisive informat ion for the opt-i

mal management model of land resource if only spat ial data orig ins are renovated periodically. In the process of con-

st ruct ing land use database in Jingbian County, the data collection, the decision on spat ial data orig ins, the data

handl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 use database are planned and evaluated based on GIS at county level. T he flow

diagram and the techniques of the work to minim ize the informat ion loss in transforming from the invest ig at ion re-

sult at present land use to the land use database are studied with the help of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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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需求分析

1. 1 � 研究目的

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

展,土地资源的合理、持续利用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

的重要问题之一。科学、准确、全面、快速地把握有关

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对土地资源的要求与

限制,已成为土地资源管理亟需解决的课题。土地资

源管理数据精度要求高, 在社会经济日趋多元化的情

况下, 仅靠手工操作、图纸与台账管理的模式已不能

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自 1989 年以来,陕西省

开展了以县为单位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查清了土地

的数量、质量、权属和利用状况。但是, 传统的土地利

用现状调查产生成果的速度及方法,不能完全保障调

查成果的精度可靠。内业转绘、面积量算的手工工作

量大,且常规的文件管理方法对土地利用数据进行管

理,不仅不易查找、更新, 且容易丢失数据,造成人力、

物力的浪费,对于综合利用这些数据和及时满足国家

及其它部门的建设和生产的需要造成巨大的障碍。

土地利用现状在不停地变化, 每年对土地利用现状进

行更新是保证土地利用数据现势性的重要手段,这样

才能真正发挥土地利用数据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

本农田保护等方面的基础数据作用。

1. 2 � 研究区土地利用概况

靖边县位于陕西省北部偏西, 榆林市西部, 毛乌

素沙漠南缘, 辖区范围为东经 108�17�15� � 109�20�

15�,北纬 36�58�45� � 38�03�15�。东西宽 91. 3 km, 南

北长 116. 2 km, 呈不规则菱形。东邻横山县和子长

县,西接定边县和吴旗县, 南依志丹县和安塞县,北靠

内蒙古自治区的鄂托克前旗和乌审旗。全县总土地

面积 4 978. 53 km2。

靖边县地处黄土高原向鄂尔多斯高原过渡地带,

长城沿线以北,是风沙滩塬地貌, 地表覆盖以松散的

河湖相沉积物和沙漠为主, 地势较平坦, 地上及地下

水资源丰富。土地类型多为水浇地和良好的旱地,

林、牧业土地利用发达, 是全县粮、油、林、牧的主产

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36. 2%。长城沿线以南, 是

黄土丘陵沟壑地貌,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63. 8%。

地表覆盖质地疏松的黄土,垂直节理发育,地形破碎,

土地贫瘠, 但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



靖边县地域广袤,土地利用类型相对较丰富。北

部风沙滩塬区,土地利用状况较为合理;南部黄土丘

陵沟壑区,水土流失比较严重, 加之受地方政府阶段

性政策的影响,导致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采在有悖

于土地持续利用原则和生态目标的状态下进行,开采

区域及其周围的土地资源, 或遭原油污染或被荒废,

这些土地的数量和质量状况都不具有现势性数据,建

立靖边县土地利用数据库时, 从监测土地资源的合理

利用角度出发,研究并构建数据库, 即时获取各年土

地利用状况变更的准确数据, 经过每年的更新, 土地

利用数据库中不断增加新的土地信息, 管理、科研人

员可通过土地利用数据科学地分析历年土地利用状

况,以制定和实施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实现土地资

源持续利用的生态目标。

2 � 数据库数据处理

2. 1 � 数据源收集与预处理

对建库数据源, 首先要分析土地利用数据库的空

间数据源的基础,收集已有的成果资料,研究分析这

些成果资料可利用的有效程度和精确程度,确定相应

的使用方法。

2. 1. 1 � 数据源的收集 � 靖边县土地利用数据库数据

源包括:经过验收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和权属界线图,

耕地坡度分级图,各种外业调绘航空像片以及各类统

计数据。根据县级土地利用数据库建设的要求,靖边

县土地利用数据库以标准分幅 1�1 万土地利用现状

图、权属界线图为基础土地利用数据信息,其中含有

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

地、水域和未利用土地; 行政辖区包括靖边县各乡

(镇)、村。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数据库数据的准确性,

采用了同期外业调绘航空像片作为辅助资料。各类

土地统计台账作为土地利用数据库的属性数据。

2. 1. 2 � 质量要求 � 数据库数据质量要求是针对不同

目标而言的,靖边县土地利用数据库建设的目的在于

准确核查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数据,获取科学、精准

的管理信息。用于数据库建设的标准分幅 1�1万土
地利用现状图, 应平整无折痕、图廓完整且无污点、脏

斑。独立符号清晰可见, 线状符号浓黑饱满。线划清

晰,灰度一致,不应有毛刺、发虚现象。各种表格齐全

无误。各种资料的质量按�县(市)级土地利用现状调

查技术规程�的要求进行质量检查。达到内容详尽、

完整且具有权威性; 精度满足成果应用需求, 坐标系

统一致;原图介质变形小,利用图幅控制点图形纠正

后,中误差< 0. 1 mm; 对于精度需要增强的局部, 根

据情况选用遥感影像图和正射影像图加以补充

2. 1. 3 � 数据源的分析评价 � 数据源的工作底图是数

据源信息的载体,对土地利用图斑的空间定位有直接

影响。对收集到的资料的地理精度、比例尺、出版年

代、内容的准确和可靠程度进行分析,确定对其利用

的方式和程度。作为基本资料,标准分幅 1�1万土地

利用现状图, 变形误差较小, 但为 1993年编绘, 现势

性较差,尤其是交通线路、境界、图斑的土地利用类型

需要更新;作为参考资料, 耕地坡度分级图是土地利

用规划、耕地保护决策及土地持续利用设计的基础数

据;作为辅助资料,外业调绘航空像片,记载着土地利

用图斑外业调查的成果,但所收集县境范围内的调绘

航空相片缺乏统一比例尺。权属界线图,只表示土地

权属界线的位置, 未表示图斑与权属界线的相应关

系,面积对比关系需要重新建立,只能作为参考资料。

根据分析,本次采用 1�1万与 1�5万土地利用现状

图,作为土地利用数据库数据源的工作底图。各类统

计表数据作为属性数据源。

2. 1. 4 � 数据预处理 � ( 1) 基础数据预处理。为保证
土地利用数据空间定位精度,将工作底图的地理坐标

系统进行审核,按国家统一的坐标系统和图幅尺寸大

小进行量算和检测; ( 2) 图面预处理。确定数字化图

形的范围,以标准分幅图的内图廓线作为最大范围;

( 3) 在比例尺统一的工作底图上加上公里网,以满足

矢量化完成后误差纠正的控制点要求; ( 4) 将不清晰

或遗漏的图廓点标绘清楚,以满足图形数据的精确配

准; ( 5) 检查相邻图幅的接边情况、线状要素的连续

性、图斑界线闭合以及等高线的连续、相接、与水系的

关系; 标出同一条线上具有不同属性内容线段的分界

点;连接被注记符号压盖而间断的线划, 境界线以双

线河、湖泊为界的部分,道路在居民地中断部分;对图

面上图廓内外的文字、地类、水系、道路、地形、图廓注

记标示清楚。

2. 2 � 数据处理

2. 2. 1 � 图件扫描 � 对预处理好的工作底图, 采用灰

度扫描方式扫描, 分辨率高于 300dpi。所有的图件

扫描后经过扫描影像图数据的几何纠正,并对扫描栅

格图进行检查,以确保矢量化数据的来源正确。

2. 2. 2 � 图形矢量化 � 在矢量化前设定误差限, 包括

点容限值、线容限值、接边误差限制。对于扫描栅格

图矢量化, 分别以点、线、面形式进行。线状要素分别

沿中轴线采集, 主要有: 等高线、水系、道路、行政界

线、地类界、权属界、其它具有一定有宽度的线状地物

界;面状要素采集多边形边界和标识点, 边线严格闭

合。点状要素采集符号的几何中心点或定位点,并将

地名 水系 地形地貌和道路注记等录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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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 数据编辑处理 � 对土地利用数据分别按点

( * . w t )、线( * . w l)、面( * . w p)分别编辑处理。在

图形数据与栅格图数据匹配、数据编辑、数据几何校

正、投影变换、接边处理、图幅拼接等完成后, 将图形

数据的图面坐标系转换为大地坐标系, 然后再把分割

于相邻图幅上的同一图形要素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图

形。对拼接好的数据,根据不同的数据编码, 依据�县
(市)级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标准�的分层要求进行分

层处理。确定描述图面对象的属性信息,建立属性数

据库, 并通过编码与对象保持关联, 在图形接边的同

时拼接属性数据。

3 � 建立土地利用数据库的工作流程

3. 1 �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设计包括实体分类编码、文件命名、分层

及实体定义和确定属性数据结构以及设计的数据库

库体内容、数据库结构、文件命名、数据分层及数据库

系统软件。

根据县级土地利用数据建库的技术要求,对数据

库所涉及的土地利用数据,确定所需的数据层。对不

同的数据层确定不同的空间特征。例如,将靖边县土

地利用数据分为行政辖区层、地理图斑层、线状地物

层、地形地貌层等。根据县级土地利用数据建库的需

求,确定点、线、面对象的属性数据结构,检查、修改各

属性数据记录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确定图形数据与属

性数据的连接字段。靖边县土地利用数据库系统选

用MAPGIS作为软件平台, 数据库设计充分考虑数

据的时效性、准确性,数据的易修改和更新。

3. 2 � 数据库内容及工作流程
县级土地利用数据库系统的结构和内容由设计

思想和建设目标决定。靖边县利用数据库采用关系

数据库结构,将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分别存储。属性

数据采用关系模型, 空间数据采用拓扑数据模型, 数

据格式为矢量数据, 这些空间数据利用 MAPGIS 进

行拓扑并通过编码和关键字段与属性库关联。

将土地利用数据中的相关属性字段名和字段值

以及数据描述等以统一规定的形式进行定义,建立定

义数据库的数据字典和空间数据索引。土地利用数

据库的空间数据索引包括分幅索引图数据和分行政

区索引图数据。土地利用现状图形数据按设计图层

分层存储, 将图形数据与属性数据库通过 ID链接以

组建数据库的库体内容。再进行数据库软件系统与

数据的融合检查和数据库系统试运行测试。由于土

地利用数据附带有土地权利、权能的法律内涵, 为了

保证数据的安全和保密, 在建立数据库实体时, 同时

建立密码和设定权限,控制对数据库的读、写、修改等

操作权限。最后,将土地利用的图形数据和属性进行

入库处理, 建成土地利用数据库(图 1)。

3. 3 � 数据库变更
为保证土地利用数据库数据的现势性和准确性,

必须对土地利用数据进行适时更新。土地利用变更

调查以当年土地利用现状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的,主要

采用现场调查和卫星遥感影像解译等手段来采集和

更新数据。变更的图形和属性数据标于变更调查底

图上,土地利用数据更新采用分层更新方式, 每个年

度土地利用数据库中土地利用图斑层、线状地物层和

零星地物层更新, 行政区和行政界线层则不常更新。

土地利用图斑变更数据采集时,对图形未发生变更仅

有属性(如地类等)变更的图斑,直接在上一年度的土

地利用图斑数据上修改属性值;对图形发生变更的图

斑,新增加或删除的图斑弧段分别采集、拷贝以生成

新的变更图斑。

4 � 土地利用数据库成果应用

靖边县土地利用数据库的建立,不仅能彻底改变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土地利用数据获取和处理的技

术手段,还能为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动态监测、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和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提供基础数据

和科学依据, 也将为农地专用制度,建设项目用地审

批管理制度及农村地籍管理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

( 1) 利用县级土地利用数据库, 可输出实时、准

确的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和图件。

( 2) 县级土地利用数据库,可输出各项土地资源

调查所需要的基础图件: � 标准分幅 1 �1 万(或 1 �
2. 5万, 1 �5万, 1�10万, 1�20万)全要素土地利用

现状图; � 按行政区(县, 乡, 村)提供土地利用现状

图; � 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土地复垦规划基础图件;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础图件。

( 3) 在土地利用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支持下, 对耕

地面积和分布数据进行快速的查询、统计及输出各种

需要的图件、表格,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及成果

质量; 也可在土地利用数据库的基础上,利用 GIS 技

术,叠加土壤、气候、地形和社会经济状况等专题图形

并建立相应的计算机评价模型,科学地进行土地适宜

性、坡耕地、耕地后备资源、人口承载潜力评价, 农用

地分等定级。

( 4) 县级土地利用数据库中的农村土地权属数

据,是目前获得的精度最高、最可靠的农村地籍调查

基础数据,在土地利用数据库的基础上, 进行农村土

地登记发证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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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通过土地利用数据库系统的空间分析、查

询、输出工具和评价模型,自动或交互式地进行土地

利用用途分区和土地利用规划数据管理,可以极大地

提高成果质量和工作效率。

( 6) 利用土地利用数据库系统能够输出现势性

的土地利用现状图, 作为建设项目用地与审核、审批

的审查要件,并可利用系统提供的查询工具, 检查建

设项目用地数据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 7) 其它方面的应用: � 提供 DEM 及空间分析

基础。如在土地利用数据库中添加 DEM 和影象数

据与土地利用数据叠加, 进行耕地坡度分析、三维分

析和显示输出。也可叠加相关的土地资源数据和社

会经济专题数据, 建立评价模型进行区域的资源分

析、制作三维景观地图与旅游资源开发。 �建立决策

支持系统的基础。以县级土地利用数据库为基础, 叠

加地质灾害、土壤、人口、社会经济等相关专题数据,

建立用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等决策支持系统,为各

级政府部门提供科学、高效的决策服务。

图 1 � 建立土地利用数据库的基本工作流程图

5 � 讨 � 论

目前,县级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可为相关部门

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和有关政策, 提供基础决策依据,

也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土地利

用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建设用地审批的基础

资料。靖边县土地利用数据库建设的技术方法、工作

流程保证了数据库的数据精度,但现有数据库管理系

统技术,实现土地利用数据精度更高, 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作为服务于县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县级土地

利用数据库,应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及现势

性。但是,对于数据库数据的更新工作, 由国土资源

管理部门负责完成, 以 1 a 作为数据变更的周期过

长。以人工野外调查、手工图纸绘制方式形成的成果

精度受到人为因素限制。

原来, 数据更新的频率与变更调查的传统方法不

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采用 SPOT 或 QUICKBIRD

等卫星遥感影像获取土地利用变更数据, 可以及时、

准确地更新土地利用数据库,并且 SPOT 和 QU ICK-

BIRD卫星遥感影像的空间分辨率分别可以达到 2. 5

m 和 1. 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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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流为单元的淤地坝体系建设, 是指以支流为

单元,遵循其水土流失规律,即按照水冲土跑,坡面到

支毛沟,再到干沟,逐步汇入支流, 最终进于江河的过

程布署淤地坝。从上、中、下游不同区域的地形、地

貌、水文等条件和不同侵蚀特点出发,综合当地自然、

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等诸因素,正确处理上下游、左

右岸、干支流之间关系, 以拦减泥沙,淤地造田, 合理

利用水资源为目的, 水土保持工程与水利工程相结

合,拦泥防洪与水资源利用相结合, 建设以淤地坝为

主,坡面工程、植被工程, 农业耕作工程相结合的综合

防护体系。

宏观对比分析不难看出, 开展以支流为单元的坝

系试点示范工程建设, 与综合治理试点示范相仿, 是

一脉相承的技术理论体系,与以小流域为单元的坝系

工程相比,具有众多优越性。

3. 1 � 拓展了淤地坝示范领域

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看, 一条支流就是一个由流

域生态系统和流域经济系统工程复合成的流域生态

系统, 通过淤地坝建设为主的综合治理,优化利用流

域内各种资源, 形成具有一定规律的生态经济合力,

能够产生更大的持续的生态经济功能和效益,为促进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提供了更完整和广阔的空间。

3. 2 � 规模效果更加突出

支流面积一般都在上千平方公里, 包含的小流域

有数十条到数百条, 建设区域进一步集中连片, 打破

行政界限,各项措施更易科学配置,集中体现治一条,

成一条,见效一条;也符合水系流域特点,便于用水文

监测数据科学评估治理效果。

3. 3 � 有利于提高科研成果水平
以支流为单元, 与一般小流域相比,无论是水文、

地貌为主要特征的生态系统, 还是以农业结构为主要

内容的经济社会系统都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在这种

背景条件下形成的研究成果,一般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和利用价值。目前,水土保持科研成果往往基于小区

观测和小流域尺度上的分析研究,应用上与较大尺度

上试区,与水文系统的站网观测结果乃至相关行业的

公布数据很难接轨,严重影响了科研成果的推广。

3. 4 � 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联合作用
由于以支流为单元的淤地坝体系,建设规模大,

投入相对集中,投资力度较大, 打破了以小流域为单

元,小而散、杂而全的局限性。在宏观层面上对当地

的社会经济会产生巨大的作用,更容易纳入当地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落实配套投入,统一组织,协调

发展。有利于在整体规模指导下,按小流域坝系科学

布设,分步实施, 积极调动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工程

建设。

实施好支流坝系试点示范工程, 要抓住关键环

节。可以从调查研究入手, 选好选准支流, 拿出指导

性强的规划; 遵循主体工程建设与监测、科研等支持

服务系统同步实施原则; 着力探索淤地坝建设中责、

权、利相统一, 建、管、用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按照

统筹规划, 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各尽所能, 各负其责,

各记其功, 多渠道筹集资金, 保障工程建设的需要。

同时, 要积极开展淤地坝关键技术和重大问题的研究

攻关,为今后支流坝系建设的普及推广提供技术支

持,力求用一流的技术和一流的管理打造出一流的示

范样板。

[ 参 考 文 献 ]

[ 1] � 周月鲁.淤地坝设计[ M ] .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4.

[ 2] � 陈伯让.浅议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运行管护[ J] . 水土保

持研究, 2003( 5) .

[ 3] � 田永宏,等.坝系建设关键技术探讨[ J] .中国水利, 2003( 9) .

� � (上接第 61页)

卫星遥感影像处理的技术保证土地利用数据的

精度,利用卫星遥感影像对县域范围内的不同土地利

用类型即时动态监测, 以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规律,

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如何在建设县级土地利用数据

库过程中确保数据库建成后, 县与县之间数据接边的

精度,有待于继续研究。

[ � 参 � 考 � 文 � 献 � ]

[ 1] � [美] M ichael N. DeMers 著; 武法东,付宗堂, 王小牛, 等

译.地理信息系统基本原理 (第二版) [ M ] .北京:电子工

业出版社, 2001.

[ 2] � 李旭祥. G IS 在环境科学与工程中的应用[ M ] . 北京: 电

子工业出版社, 2003.

[ 3] � 崔伟宏.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M ] . 北京:

宇航出版社, 1995.

1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土保持通报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4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