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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资源信息系统的研制及其应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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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系统总体设计、系统建立及应用模型开发诸方面对红壤资源信息系统的研制及 

其应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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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是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地带性土壤，是中国南方极其重要的土壤资源。应用地理信息系 

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 GIS)技术建立红壤资源信息系统(Red Soil Resource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RSGIS)，对红壤资源的适宜性评价、开发利用、动态监测和管理决策等具有 

重要意义。 

目前，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和有关国际组织已相继建立了不同范围的土壤 

数据库及相应的信息系统，并广泛应用于土壤资源的评价、利用、管理等工作。我国土壤信息系统研究始 

于8O年代中期，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进行土壤数据库建立、系统的专题研制和应用等。RSGIS的研制不 

仅对红壤资源的利用与管理起重要作用，而且可为其他资源环境信息系统的研究提供借鉴。 

1 RSGIS的总体设计 

1．1 目标与资料 

1．1．1 系统目标 RSGIS的主要目标是为红壤资源的调查统计、质量评价、利用规划和经营管理等提 

供科学资料和决策手段。同时，要求能从传统的定性和半定量发展到全面的定性、定量、定位相结合的综 

合研究方法，以及从区域的野外静态调查研究发展到宏观的动态监测与实时分析。最终与遥感(Remote 

Sensing，简称R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简称GPS)相结合，将“3s”一体化技术成 

功地应用于红壤资源的利用与管理之中。 

1．1．2 研制RSGIS的资料 提供研制RSGIS的主要资料是：①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资料；②土地详 

查资料；③历年红壤资源研究成果}④最新的地形地貌和植被等地图资料；⑤相关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资 

料等。 ． 

1．2 RSGIS体系 

根据红壤资源分级管理目标不同的原则，将RSGIS分为小比例尺、中比例尺和大比例尺3个层次 

实施。各个层次在遵循统一规范的前提下，分别建立 RSGIS。RSGIS体系如图 1所示。 

1．3 研制范围 

根据RSGIS体系和作者承担浙江省红壤资源遥感调查与评价的研究任务，并结合欧共体资助项目 

的要求，确定 3个层次的研究范围。 

1．3．1 小比侧尺(1 t 500 000)RSGIS 选择处于红壤地带的浙江省为单位研制。 

1．3．2 中比侧尺(1：250 000)RSGIS 选择衙州市为单位研制。该市位于浙江省红壤重点改良区金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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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的西部，是典型的红壤地区。该区地势地貌复杂，山地丘陵比重大，层状地貌明显，红壤类型较多 

且分布面积较广，一直是我国南方红壤资源研究的基地之一，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为研制 

RSGIS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1．3．3 大比例尺(1 t 50 000)RSGIS 选择衢州市的龙祷县为单位研制。该县处于衢州市的东部，与红 

壤集中分布的金华市接壤，在金衢盆地具有代表性。 

小比傅尺(≤l：500 000)一 省级或省级以上范围或大流域红壤资源信息系统 

f f 
中比倒尺(1：2000OO一300000)一 中流域或地(市)级范围红壤贷涮 胄息系统 

f f 
大比倒尺(≥I：50 000)一 小流域或县级范围红壤贷潭信息系统 

2 RSGIS的建立 

图 1 RSGIS体系示意图 

Fig．I The Architacture of RSGIS 

2．1 软硬件配置 

考虑到目前国内外大型信息系统已普遍使用工作站及相应软件，以及为满足欧共体资助项目的要 

求，RSGIS系统硬件环境以Sun工作站为核心。这包括PC局域网终端和输入输出设备。系统软件采用 

ESRI开发的工作站版ARC／INFO为支撑，并自行开发相应的应用程序。 

2．2 数据库建立 

为便于数据的共享和扩充，数据入库前进行了数据预处理、数据分类和数据编码等一系列标准化工 

作。其中数据分类在参考一些公认的标准基础上结合实际应用来进行。数据编码主要采用层次码和属 

性码两种。 

图形输入、编辑、拼接等工作采用ARC／INFO的相应模块进行，并严格控制输图精度。 

2．3 界面与演示系统 

采用ARC／INFO的AML语言编写友好界面。界面采用二级下拉式菜单和对话窗，其中一级菜单 

包括显示、查询、分析、统计、清屏及帮助功能。同时，为了方便用户快速了解系统的内容和操作方法，增 

强系统的可推广性和实用性而建立了演示系统。整个演示系统包括系统封页、说明页、菜单页、各图层显 

示页等 

2．4 系统功能 

系统的功能不仅和整个系统的设计密切相关，而且直接影响到系统的使用价值。根据系统结构化设 

计原则，RSGIS应包括输入、管理、分析、应用及输出功能模块，具体见图2。 

3 应用模型的开发 

应用模型是RSGIS空间分析和决策水平的具体表现。作者在RSGIS数据库的基础上开发了若干 

应用模型。现仅就中比例尺(1：250 000)红壤资源信息系统的几个应用模型予以简介。 

3．1 红壤资源类型划分及制图 

正确划分红壤资源类型是红壤资源调查评价、开发利用及分区的基础和依据，同时也便于实际开发 

利用中的分类指导。根据红壤资源分级管理 目标不同的原则，作者提出不同级别的地貌类型、不同级别 

的土壤类型和不同级别的土地利用类型复合组成适用于大、中、小 3个不同比例尺的红壤资源类型 然 

后采用机助地图叠置分析(Overlay analysis)方法将 3要素图层进行矢量数据叠置，逻辑提取相应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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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红壤资源类型，得出红壤资源类型的空间分布。同时对在叠置过程中出现的边缘信息丢失、图斑破碎 

等技术问题进行处理。经制图综合后，绘制出红壤资源类型图。作者已完成衢州市红壤资源类型的划分 

及其分布图。 

图 2 RSGIS功能模块图 

Fig．2 The Function Modules of RSGIS 

3．2 红壤资源适宜性评价 

根据当地的生产实际，应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红壤资源适宜性评价的地貌类型、坡度、坡向、 

土层厚度、有机质(A)、土壤质地(A)、pH(水浸 A)、土地利用现状等 8个评价因素及其权重。再根据 

FAO确定的土地评价纲要制定评价系统，拟定评价指标。最后，从基础数据库中提取评价因素的空间数 

据，经矢量数据叠置后生成评价单元图，对评价因素赋分加权、评级后，绘制评价结果图。作者已完成衢 

州市红壤资源适宜性评价结果图。 

3．3 红壤资源开发利用分区 

在建立红壤资源数据库的基础上，以适宜性评价图、土壤改良利用区划图、行政区划图、土地利用分 

区图、种植业分区图、综合农业区划图进行空间叠置及其综合分析，进行红壤资源开发利用分区，并提出 

各分区的开发利用方向。作者已完成衙州市红壤资源开发利用分区图。 

3．4 红壤资源侵蚀危险性评价 

衢州市范围的红壤侵蚀比较严重，但因研究比较薄弱，实测数据很少，限制着侵蚀等级的分区。应用 

专家权重模型进行红壤资源侵蚀危险性评价。选取地貌类型、坡度、植被覆盖、土地利用现状、土层厚度、 

土壤、降雨强度、径流强度等 8个评价因素，并分层给出各评价因素的专家权重，制出评价表。最后在屏 

幕上分层显示出评价结果图。针对不同的侵蚀危险性，提出不同的防治对策。作者已完成了衢州市红壤 

资源侵蚀危险性评价结果图。 

4 结 论 

本次研制的RSGIS是当前起点较高的资源信息系统，具有较多的功能，但它由于资料现势性差的 

原因还是一个不能直接和充分应用于生产的实驻型信息系统。因此，必须加强RS和GIS集成技术、 

GPS和GIS集成技术的研究，以提供快速准确的数据更新技术，保持RSGIS数据库的资料现势性。此 

外，将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简称Es)应用于RSGIS的模型开发，发展智能型RSGIS是促进系统自 

动化、实用化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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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陕西高校科技论文在国际上被广泛引用 

根据 1997年 5月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统计，陕西高校科技论文被 SCI，El引用的统计情况见下 

表1 1991年~199S年陕西省高校科技论文国际被引用情况 

我国院校 

排名位次 校 名 总篇数酬次数 萎 院鬟 黼萎 
西安变通大学 282 41 5 15 

第四军医大学 206 403 3 

西jE大学 113 219 29 

西jE工业大学 112 167 3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57 74 43 

西安医科大学 27 47 3O 

陕西师范大学 22 37 

西安公路交通大学 2O 24 72 

西北农业大学 3 6 14 

西安地质学院 3 4 128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 3 142 

延安大学 2 2 142 

西北纺织科技大学 1 2 164 

延安医学院 1 1 67 

(薛 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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