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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GIS 理念 ,将GIS 强大管理、显示、分析功能运用到洪涝灾害评估系统 ,以ArcGIS 为空间数据开发平台 , 以Oracle 为数据库 ,以
Delphi 等为基础开发工具开发了潍坊市气象灾害评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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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位于山东半岛中部, 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 ,

市域地势南高北低, 南部是山区丘陵, 中部为平原, 北部是沿

海滩 涂, 山区、平原、滩 涂面积分别 占总面 积的 28 .7 % 、

57 .7 % 和13 .6 % 。潍坊市7、8 月份多雨水, 特别是特大暴雨,

形成洪水, 将会发生特大地质灾害, 对人生、财产安全构成严

重影响。

关于分析和评估这些灾后的损失 , 模拟气象灾害预警信

息可能造成的客观现象, 并做出预测, 分析经济损失 , 在早期

人们一般通过人工的做法, 提交书面形式的报告, 在预警分

析环节中有大量重复劳动[ 1] , 如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等。最近

几年引入了GIS , 其在气象灾害的应用上将有新的作为。如

对暴雨灾害预测 , 基于 GIS 的气象灾害评估系统, 只需输入

预测的降雨量等数据, 即可自动在 DEM 中显示受淹程度、受

淹面积, 自动地比照历史数据给出参考评级, 生成报告等。

利用基于 GIS 的气象灾害评估系统可以大大地减少工作量 ,

缩短时间, 提高效率[ 2] 。为此, 笔者基于 GIS 对潍坊市洪涝

灾害评估系统进行了研究。

1  系统总体设计

该系统以 GIS 技术为支撑 , 计算机软、硬件为主体, 空间

和非空间数据为基础, 结合数据库管理技术和其他高级语

言, 以气候灾害监测及损失评估为主要目的, 以实现图、文、

表一体化的空间型现代化管理信息系统。

1 .1 系统软硬件环境  

( 1) 硬件环境: 降雨、径流及其下垫面实时数据采集设备

主要包括测雨雷达、气象卫星信息接收处理装置、气象台和

水文站数据传输系统; 内存大于512 M 的微机。

( 2) 软件环境: 系统采用Delphi + Arc Engine 来实现。地理

数据( 矢量数据) 采用 GeoDataBase 存储管理, 定点观测资料

采用关系型数据库管理, 栅格数据采用 Arc GIS 的 Grid 格式

存储管理 , 以便于 ArcGIS 的存储管理。具体的软件环境要求

如下:

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及以上版本

数据库:SQL Server2000 、Word2000 、Excel2000 及以上版本

GIS 环境:Arc GIS9 .2

开发工具 :Delphi7

使用 组件: ADO2 . 7、Arc Engine9 .2、Raize3 .0 、Toolbar97 、

Tool Bar2000 、FastReport

1 .2  系统数据需求及数据库设计  空间数据采用 ArcSDE

存放在关系型数据库 Oracle 中, 设计如图1 所示。

图1 系统总体框架

1 .2 .1 空间数据: 基于潍坊市行政区划图, 包括行政区划面

层、乡镇区划面层、交通线层( 分3 部分 : 铁路、高速公路、普

通公路) 、房屋面层、土地利用现状面层。数据存放于空间数

据库中。其中, 行政区域、土地利用现状图、乡镇区划图以面

形式存放于GeoDataBase 中, 再通过ArcEngine 中的 MapControl

控件读取 , 实现显示、放大、缩小、漫游、数据叠加、信息查询

等操作; 其中的自动雨量观测站点以点形式存放于 Geo-

DataBase 中, 再通过ArcEngine 中的 MapControl 控件读取, 实现

显示、放大、缩小、漫游、数据叠加、信息查询等操作, 并利用

AO 的空间分析( ISpatialFilter) 、拓扑运算( ITopological Operator )

和数值插值( IInterpolationOp) 等完成自动站信息的色斑图显

示、受灾区域划分损失评估、面积统计等( 图2) 。

图2 数据库设计

1 .2 .2 属性数据: 主要包括统计数据、图形数据的属性数据

和统一编码。

( 1) 统计数据按其内容为: 潍坊市乡镇的社会、经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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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2) 图形数据的属性数据按其内容分为 : ①行政区划面

层的属性:ID 号、区划编码、县名、各县的面积和人口数目; ②

交通线层:ID 号、编码、名称、类型; ③城市点层 :ID 号、编码、

城市名; ④乡镇点层:ID 号、编码、乡镇名、类型; ⑤乡镇区划

面层:ID 号、编码、乡镇名。格式如表1。

表1 社会经济数据库

ID 号 镇名 所属市县名 人口数 养猪的数量 养鸡的数量 养鸭的数量 养鹅的数量 水稻面积∥hm2 小麦面积∥hm2 高粱面积∥hm2

1 车庄 安丘市 300 000 30 000 324 234   23 234 234 234 8 .2 22 .9 37.3

2 关王 安丘市 420 000 40 000 2 323 422 324 234 234 234 22 .2 37 .6 37.3

3 大宅科 昌乐县 250 000 25 000 3 234 234 234 234 5 353 345 21 .5 22 .2 22.7

2  系统功能设计

潍坊市气象灾害评估系统的功能组成如图3 所示。

图3 潍坊市气象灾害评估系统功能的组成

  ( 1) 图形显示 : 这是 GIS 应用系统最基本的功能。主要包

括图层叠加显示、放大、缩小、漫游、中心放大、中心缩小、全

屏显示等。通过调用 ActiveX Dll 实现如上功能[ 3 - 4] 。

( 2) 图层的返回与向后: 对图层的显示, 经过一系列操作

后, 能够返回前一操作, 也能撤消这一操作, 即图层的返回与

向后。

( 3) 地图的打印输出、地图背景颜色修改: 对单个图层的

显示或多个图层的叠加显示的地图进行打印输出, 满足用户

纸张观看的要求。对地图背景颜色有要求的用户也可以修

改颜色 , 并打印出来。

(4) 洪涝灾害评估系统: 主要包括灾害预评估和灾后评

估。灾害预评估依据数值预报产品, 划分洪涝灾害级别, 确

定不同受灾区及其受灾因子,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及社会

经济数据, 给出受灾人数、受灾区面积、受灾地区、受灾区家

禽损失数目、受灾区的房屋数等 , 得出损失报表 , 并提供报表

打印功能( 图4、5) 。灾后评估依据气象站观测数据划分洪涝

灾害级别, 确定不同受灾区及其受灾因子, 根据土地利用现

状数据及社会经济数据, 给出受灾人数、受灾区面积、受灾地

区、受灾区家禽损失数目、受灾区的房屋数等, 得出损失报

表, 并提供报表打印功能( 图4、5) 。

图4 洪涝灾害评估流程

图5 灾害损失报告打印结果

  ( 5) 查询检索 : 通过直观、灵活、方便的查询方式完成数据

查询, 并把查询和检索的结果以图形和文本方式进行显示。

根据数据的地理坐标或空间位置, 将属性数据与其在地图上

的图形元素相对应, 通过对属性数据进行操作, 或通过属性

数据来查找、定位相应的地理位置或图示区域。所有查询、

检索结果都在显示和TABLE 中自动加亮。如输入城市名、县

名或乡镇名, 检索出区域, 并亮化该区域。主要包括面积量

算、距离量算、属性信息定制查询、土地利用现状信息查询、

灾害信息分析查询等。

图6 灾害查询分析界面

3  结语

利用GIS 的数据管理、分析、显示等功能, 将 GIS 数据与

气象数据有机地结合 , 有效地利用气象短期预报数据和站点

观测数据, 可以实现灾害的预评估和灾害评估, 为处理洪涝

灾害提供了快捷、客观、科学的保证[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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