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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地理信息系统在水土保持规划中的应用

刘国君 贾洪纪 高德武

(黑龙江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

宾县
·

15 0 40 0)

摘 要 水土保持规划数据资料的调查
、

收集与整理是水保规划的一项费时
、

费工而 又非常重

要的基础工作
。

以住常规的调查
,

由于人为因素等偏差
,

其数据的真实性
、

科学性较差
。

该文介

绍一种运用地理信息系统 ( G I )S 进行坡地调查的方法
,

在运用过程 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关键词 地理信息系统 D E M 模型 叠加分类模型 水土保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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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黑土 区主要地貌特征是漫川漫岗
.

坡缓坡长
.

6 。% 以上的耕地 为坡耕地
,

所以该区水

土流失治理的重点是坡耕地的水土流失治理
.

在水土保持规划中
.

主要措施的配置也是为有效

地控制坡耕地的水土流失
,

变
“

三跑
”
田为

“

三保
”
田

,

提高坡耕地粮食产量而配置的
。

水土保持

规划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涉及多学科的知识
、

资料与信息
。

目前
,

水土保持规划主要分

以下 6 个阶段
:

第 1 阶段
:

实地踏查
、

数据调查测算
.

资料收集整理
;
第 2 阶段

:

水土保持工作分

区 ;
第 3 阶段

:

水土保持土地利用规划 ;
第 4 阶段

:

水土保持措施规划
; 第 5 阶段

:

水土保持措施

实施进度及资金安排
;
第 6 阶段

:

水土保持效益分析
; 在这 6 个阶段 中最基础

、

最费时
、

最费力

的阶段是第 1 个阶段
。

在该阶段调查中
,

坡耕地现状调查是很重要的一项 内容
,

该项资料的详

实与否
,

直接关系到各项措施配置的 合理性
,

水土保持效益 的发挥
.

从而影啊到所制定的水土

保持规划 的科学性
、

可行性与质量
。

该项内容的调查以往常规方法是野外实地调查与验证加 内

业人员统计
。

该方法 受自然因素的影响
.

而且规划区域越长
,

调查的周期越长
。

一般一个县或

水土保持规划 (3 。 o o k m
Z

左右 )
.

获得此一项数据需花费 2 4 3 个工 日
。

该种方法不但影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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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机地理信息系统在水土保 持规划 中的应 用

的进度
,

而且耗费了大量的人 力
、

物力和财 力
。

微机地理信息系统 ( G IS )具有空间数据的管理功能
。

本文王要探讨运 用其数学地形模型
.

叠加分类型等进行该 项工作的方法
.

并取 得了很好效果
。

1 地理信息系统概况

1
.

1 地理信息系统特征与分类

地理信息系统 ( G IS )是 60 年代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地理学研究的新技术
,

是多学科交又

的产物
。

该系统是以地理空间数据库为基础
.

采用地理模型分析方法
,

适时提供多种空间的和

动态的地理信息
。

为地理研究和地理决策服务的计算机技术系统
。

具有以下 3 个方面的特征
:

( 1) 具有采集
、

管理
、

分析和输出多种地理空间信息的能力
.

具有空间性和动态性
。

( 2) 以地理研究和地理决策为目的
.

以地理模型方法为手段
。

具有区域空间分析
.

多要素综

合分析和动态预测能 力
.

产生高层次的地理信息
。

( 3) 由计算机系统支持进行空问地理数据管理
.

并由计算机程序模拟常规的或专门的地理

分析方法
,

作用于空问数据
.

产生有用的信息
.

完成人类难以完成的任务
。

地理信息系统可 分为两大类
:

( 1 )专题信息系统 ( T h e
m a t l e : n f o r n l a t l o : : S y s t e m )

.

是具有限目标和一业特点的地理信息

系统
,

如森林动态监测系统
.

水土流失信息系统等
。

( 2 )区域信息系统 ( R e g i。 :飞 e d i , l f o r
m 。 t : o n s y s t a m )

.

上要以 区域综合研究和全面的信息服

务为 目标
,

可以有不同的规模
,

如国家级
、

地 区或省级的
、

市级和 县级等为各不同级别行政区服

务的区域信息系统
,

也可以按 自然分区或流域为单元的区域信息系统
.

如我国黄河流域信 自
、

系

统
。

许多实际的地理信息系统是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区域性专题信息系统
,

如北京市水土流

失信
』

息系统
。

1
.

2 数字地形模型 ( D T M )

数字地形模型是定义于二级 区域上的一个有限项的向量序列
.

它以离散分布的平面关系

模拟连续分布的地形
。

用矩阵表示为
:

D T M 一 {2 2 .

] } i 一 1
,

2
·

3
· ·

… 。 一 1

j ~ 1
.

2
,

3…
, , `
一 1

其中 zI
,

J 为网格结点 l(
.

力 上的地形属性数据
。

在这里我们输入的是高程值
.

则该模型为

数字高程模型 ( D E M )
。

1
.

3 叠加分类模型 ( o v e r l a y )

叠加分类模型是将每次同一空间上两个不同含义的地理要素按空间位置进行叠加
.

并按

各要素之间不同的类别组 合成立的分类结果 丈件
.

而属性数据库结构中则包含了原来的两 个

不同含义地理要素数据平面的属性数据库中的所有的数据项
。

2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进行坡地 (坡耕地 )调查的步骤

2
.

1 基础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收集当地近期同一 比例 尺的地形图
,

土地利用现状图
。

首先将地形图中的等高线与土地利

用现状图的地类界清绘到一张聚脂薄膜上
.

形成一张具有等高线与地类界两种信息的复合图
:

此项工作为统一图幅边界
,

减小数字后
.

叠加操作的误差
。

2
.

2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专题图数字化

以聚脂薄膜为底 图
,

先将等高线用手扶跟踪式数字化仪 以线段的方式输入微机
:

将地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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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以 多边形方式输入微机
.

这样在微机中便形成 了等高线与地类界两张具有不 同信 密
、

的数字

图形
。

2
.

3 D T M 模型的建立及地形因子的提取

调用 G IS 系统中数字高程模型 ( D E M )模块
,

输入等高线图形文件
,

计算机数字高程模型
。

等高线文件是离散分布形式
,

虽然按格网排列
,

但格网密度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

这就要求以输

入的数据点为基础进行插值计算
。

然后
,

运用数字地形模型提取坡度因子
。

坡度计算原理
,

是 由任一点相邻的 4 个点拟 合出

空间平面方程
,

然后作解析分析
,

求出平面法线的顷角
。

切面方程
:

z( 二
,

尹 一
a x + by 十 z

坡度为该平面的法线与水平面的法线之间的夹角
。

a = a r c 、 e e
了a “

十 b
:
+ 1

并将计算结果划分为 91 级 (0 一 90 )
.

。 代表平面
。

2
.

4 坡度分级图的生成

调用 G IS 系统用户工具模块
。

将所生成的坡度图进行分级
.

给出分级范围
,

使产生了坡度

分级图
。

.2 5 信息的复合与结果输出

调用 G IS 系统用户工具模块
,

叠加分类模型将坡度分级图及地类界图进 行叠加
,

生成不

同坡度分级各地类块的复合分类图
,

并形成相应的属性数据库
,

该图的每个图斑具有坡度级及

地类两种属性
,

依该图的属性数据库便可统计出各地类在不同坡度级上的面积
,

并以表格的方

式输 出结果
,

以绘图仪输该复合分类图
。

3 结 论

运 用此方法我们对双城市坡地 (坡耕地 )进行了调查
,

该方法与常规方法用工耗资等见附

表
。

G IS 法与常规法两 种方法 用工耗资对照

方法
资金投 用工
入 (元 ) (个 )

农 地 ( h n 1 2 )

常规法 工2 1 5。

G I S 法 2 9之O

对 比差 十 9 2 3 0

2 4 3

8 4

未 1 5 9

附表

时间
(天 )

8 1

2 8

+ 5 3

1
.

5
0

~ 3
0

3
。

~ 5
。

3 3 7 3 0 1 5 3 0 0

3 3 1 5 0 1 5 4 5 0

+ 5 8 0 一 1 5 0

5
“

~ 7
、

5 2 0

6 5 3

一 1 3 0

> 7
“

4 5 0

5 3 0

一 8 0

5
“

~ 3
“

3
0

~ 5
。

9 1 4 1 8 14

9 7 0 1 7 2 5

一 5 6 一 8幼

地 ( h m
Z

)

5
“

~ 7
“

2 7 2 0

2 4 2 0

一 3 0 0

> 7
。

3 6 2 0

3 9 4 5

一 2 1 5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

用工节约 75
.

9 %
.

费用节约 6 5
.

4 %
,

工效提高 2
.

8 倍
。

运用 G IS 进 行调查
,

其偏差主要 产生于图形的比例 尺的大小
。

比例 尺偏小
.

导致信息不

足
,

会对统计结果产生偏差
。

若增大图形比例尺
.

这种偏差会逐渐降低
。

而常规方法的偏差是多方面的
,

如基层工作 人员业务素质
、

统计
、

主观意断等
。

所以常规方

法的数据的准确度与精度远远低于 G IS 调查所得的数据
。

该项工作 只是 G IS 系统的一项简单的应用
。

G IS 系统还可以应用于土地资源评价
.

土地利

用规划
,

土壤侵蚀量计算等各方面
。

随着 G IS 系统进一步完善及更加深层次的应用
.

水土保持

规划将逐步摆 脱经验加调查的常规方法所产生的科学性
、

指导性不强的局面
,

而走 向科学化
、

现代化
、

数量化的道路
。

使水土保持规更具指导性
、

可操作性
。

在水土流失治理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
。



第 16 卷第 l 期
1 9 9 6 年 2 月

水土保持通报
B u l le t i n o f 5 0 11

a n d 丫V a t e r C o n s e r v a t io n

V
o

l
.

1 6 N o
.

1

F e
b二 1 9 9 6

土地资源信 自
1 1与 、系统在小流域规划中的应用

杨 树 江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农水处
·

安徽蚌埠市
·

2 3 30 0 1)

摘 要 利用现代技术手段
,

建立一 个适 应小流域治理规划 与管理需要的计算机服务系统
,

能

代替许多 日常繁琐复杂的信息处理
.

使规划更具科学性 和规范性
,

缩 短规划制定周期
,

及时满

足水土保持工作的需要
。

以 G IS 工具软件包 为核 心
.

将地形图和相应 的各种相关数据
、

文字资

料输 入讨
一

算机并作为基础数据
.

并使这两大类 数据建立起 ~ 个逻辑 关系
.

使社会
、

经济
、

自然
、

人为要素与空间坐标有机地结 合起来
。

运 用计算 机
.
高级 涪言对 系统管理的数据进行线性与非

线性
、

动态与静态
、

多 目标规划设计方案等
.

并与专家系统的综 合分析评价相结合
.

形成一个土

地 资源 信息系统 ( H H R I
J

I S )
。

关键词 小流域 土 地资源 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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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水土保持小流域 治理规划工作存在许多空间分布的相关问题
.

涉及大量的空间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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