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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3S”技术的概念、特点及其在流域管理 中的应用。并以流域洪涝灾害的管理为例 ，对“3S”技术信息 

采 集及集成作 了较 为详细的 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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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霜言 

流域是地表水及地下水分水线所集水区 

域 的统 称 。指 一个水 系的干 流和支 流所 流经 

的整个区域。流域管理是为了既能提供期望 

的商品和服务。又不对土壤生产力和水资源 

造成负 面影响而在 流域水平 上规 划 、管理 和 

组织土地 、水和其他资源使用，以使流域的 

水资源和其他资源达到最合理的利用状态 

的过程。流域管理的内容复杂多样 ，它涉及 

防洪、航运、发电、供水、水环境保护、娱乐等 

许多方面，具有综合性、多 目标的特点。流域 

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取决于流域信息获取和 

分析的技术水平。作者认为高技术的运用在 

流域管理中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 “3s．．技术的概念和特点 

1．1 。3s 的特点及 其在 漉域管理 中的应用 

遥感 (Remote Sensing简称I )技术在20 

世纪60年代兴起 ，它是在航天技术 、计算机 

技术、传感器技术等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遥感技术 目前在地学和环境学方面的广泛 

应用，产生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就航天遥感而言，它主要有3个特点 ：一 

是探测范围大；二是资料新颖，能迅速反映 

动态变化，且成图迅速；三是收集资料方便， 

不受||形限制。对于高山冰雪、河道底部、海 

洋等用一般方法不易获得资料的地区．用卫 

星图像可以获得大量有用的资料。然而，对 

BS用户来说 。仅仅用图像表示其分析结果是 

远远不够的。例如用RS不能仅限于检测出流 

域土地覆盖的变化，在多数情况下 ，还要找 

出这些变化的原因、背景以及它们产生的影 

响等。为了得到最终的结果 ，必然要把RS分 

析结果与多种数据复合起来。只有将RS及地 

图数据变成易于处理的信息 。才能更好地存 

储和管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借助地理信息 

系统 。 

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是一门介于地球科学与信息 

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是在计算机软硬件支 

持下 ，运用系统工程和信息科学的理论，对 

空间数据进行采集 、管理、操作、分析、模拟、 

显示和输出的技术系统。它是做出科学决策 

的先进工具。在西方发达国家。G璐已应用到 

流域管理的各个方面，如规划设计、资源监 

测、生态效益的分析、生态制图、资源分析、 

资源管理等。例如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 

(TVA)目前正利用GIS来评价森林立地条件 

和森林不同经营阶段的经营效果 。GIS不仅 

提供了流域内森林类型、林分、不同营林措 

施、立地条件、地理位置等信息 ，还提供了森 

林病虫害程度 、危害面积、地理分布和病虫 

来源。目前 ，该局正在推广应用更先进的GIS 

技术 ，将有关数据信息按统一标准收集、贮 

存 ，使数据可以为多个管理者使用．可及时 

修改、补充、完善数据库，用户可以随时输出 

需要的数据。 

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 Positioning Sys． 

tem简称GPs)可以提供各种资源的||理位 

置、经纬度、海拔高度 ．虽然它不是 图像系 

统，但它的信息可以直接进入G玛或与RS图 

像相结合。对森林火灾、水土流失、管浦等地 

面 目标进行定位。 

l 。3s．．技术集成的应用 

RS作为一种高性能的信息采集手段，其 

应用价值和效益不应局限于资源清查和环 

境监测 ，而应形成从信息获取到处理预测、 

规划和决策的综合信息流程。显然要实现这 

一 点 ，只有实现RS技术与G码技术及GPS技 

术三者的结合。。3S”技术是现代流域管理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3S”集成如图l。 

2 “3s”一体化流域管理信息的采集 

和提取 

2．1 RS圈像的处理、判读及信息采集 

对遥感图像进行信息采集 。图像的处理 

是第一步要做的工作。通常得到的原始数据 

不是img格式 ，可通过遥感图像处理软件ER- 

DAS IMAGE 中的input(或output)功能将 

其转换 ，在转换的同时进行不同投影类型、 

不同坐标系向统一投影类型、统一平面坐标 

系的转换。RS影像具有空间复合特征 。既反 

映所需的特征信息，又具有干扰信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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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B 

田l 3s系统的构成 

更好地判读、提取信息 ，对已经过几何处理 

的遥感图像需作增强处理。 

遥感图像的传统信息提取方法是人工 

信息提取的目视判读方法。目前发展起来的 

自动判读是利用计算机，通过一定的数学方 

法如统计学、模糊数学等来实现的。地物地 

貌 的主要 标 志是光谱特征 。TM4 (O．76— 

0．90~m)属摄 影 红外 波段 ．是水 的强 吸收 和 

植物的强反射波段。它的图像清晰、反差大、 

立体感强 ，能显示地形细节如微水系、微地 

貌等。 

2．2 G璐信息 采集 集成 

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大致分为两大类 ， 

一 类以多源信息的集成管理为主 ，另一类以 

多源信息的分析为主。数据是地理信息系统 

应用的基础。科学有效地管理多源地学信息 

不仅是分析地理信息应用的前提。本身也是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地 

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因素有：地学数据模型、 

面向多元信息的编码设计、数据采集集成技 

代表着现实世界与信息 

世界 之 间的界 面 。空 间 

数据编码可以节省计算 

机的存储空间，有利于 

查询检索 ．更有利于信 

息共享 ．减少数据的网 

上运行时间。在制定编 

码系统时．主要考虑计 

算机处理信息的方便与 

手工处理信 息的要求 ， 
一 般应遵循唯一性 、系 

统性、标准化、可扩展性 

的原则。 

从集成过程对数据的处理情况看，数据 

集成分为两种类型 ：面向数据集整体的操作 

和面向数据集内部特征的操作。通过集成处 

理 ．使得多源数据具有统一的坐标系，实现 

同一区域空间地物不同表述形式的准确套 

合．在统一的用户界面下进行逻辑分层管 

理、地理分区管理。 

2．3 流域 管理数据 的最 终集成 

由于GIS具有多源数据 ．如基础制图数 

据、RS数据、GPS数据等，数据集成既解决了 

空间数据的融合 ，又具有较好的分析功能 ， 

一 方面从众多的海量空间信息中集成各种 

数据，消除冗余数据，另一方面通过集成提 

取新的信息及进行空间分析。 

流域管理信息系统包括很多内容 。它为 

水文水利计算 、水文工程数据管理 、防洪决 

策、洪涝灾害预报等提供服务b本文在流域 

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较重要 的子系统—— 

防洪决策信息系统中使用了“3S”集成技术。 

在机理损失模型的基础上．根 

流域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分成图形处理 、 

水文水力计算、水质模拟、水量监测、防洪决 

策等许 多方面。RS、GIs、GPS一体化在流域 

管理中的应用使得图像 、图形和编辑软件得 

到有机结合 。保证了源信息流的完整性，使 

源信息的采集、处理和应用得到统一。如果 

以“3S”技术一体化为支撑 。建立实时流域环 

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实时监浏地表环境状 

态及其动态变化，实时提供流壤决策服务， 

可以实现流域资源环境的实时动态管理和 

流域上中下游之间的沟通。让公众更好地参 

与流域管理 。为决策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三 

S”技术已成为现代流域管理信息系统的发 

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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