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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数字化取得新进展 

发表日期：2002-07-24 点击次数：375

 

    中科院水保所在近50年的黄土高原综合治理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信息资源。在"八

五"、"九五"期间，区域室围绕信息化建设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提出了数字黄土高原构想。经3年

努力，目前已初步建立了数字黄土高原，并应用于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   数字黄土高

原是在区域地理科学、水土保持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现代空间科学技术和通讯网络技术的基础

上，应用数字地图、遥感影像、试验观测、调查统计、声像等多种形式、多种时相、多种比例尺

及空间分辨率的数字化空间数据和模型，对黄土高原全方位表现、描述和分析的系统，也是从空

间和时间两方面对黄土高原这一特殊地理区域进行描述的数字化表达。   黄土高原在世界范

围内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区域，深厚的黄土层记录了丰富的第四纪地质与环境信息，强烈的水土流

失和干旱化对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环境变化构成了强烈影响。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规划决策和水土保

持研究，均对多种数字化空间数据具有广泛的和连续不断的需求。早在"八五"初，该所李玉山等

科学家就提出将黄土高原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地图、图片、文字等形式输入计算机，建立一个虚

拟的黄土高原，以便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政府决策者和专业研究者全面了解黄土高原开发治理的概

况，并充分展示有关科研成果。在美国提出数字地球概念后，随着国内外对数字地球的关注，该

所数字黄土高原的构想进一步深化。1999年，被列入知识创新领域前沿项目，力图将水土保持科

学研究和规划设计推向数字化阶段。3年来，该所根据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以

及科学研究的要求，借鉴数字地球、数字中国、数字城市等研究设计成果，对国家和区域水土保

持基础信息设施建设的关键问题，包括监测评价时空单元与尺度，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数据及其

元标准、数据结构、数据集成方法，区域水土流失评价模型、区域水土流失快速调查等，进行了

系统研究。   数字黄土高原计划的实施和逐步建成，将提供方便的检索、传递和共享黄土高

原治理和建设中所需要的多种信息。利用多种学科的方法分析研究黄土高原治理和建设中提出的

或者是科学发展提出的诸多问题，强化生态建设规划设计和科学预测能力。同时也为开展环境教

育，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提供有力的支持。就科学研究而论，将提高黄土高原地学、资源环境

学、区域水土保持学的精确程度和综合研究能力，全面促进黄土高原区域水土保持学及其相关科

学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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