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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ＤＥＭ的数字河网提取方法及应用研究

黄 娜 娜，宁　芊

（四川大学 电子信息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摘要：基于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提取水文和地形参数是水文模型与 ＧＩＳ应用集成的基础。运用生成河网所

使用的洼地填平方法、高程增加法、Ｄ８算法，结合流域高程模型自动提取河网水系集水面积的方法，选取多个

阈值进行分析比较，完成了岷江、沱江流域的数字河网提取应用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该套方法提取的河网与

实际河流接近，自动化提取程度较高，在分析流域的河网水系结构特征时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提取结果也可

以作为三维 ＧＩＳ应用中数字河网建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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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广泛应用，流域的数字

高程（ＤＥＭ，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模型目前已成为使
用最方便的一种地形信息

［１］
，常用于提取流域的河道

网络和分析地形对流域的影响。流域河网作为一种重

要的地理要素，在数字流域表达中具有重要作用。数

字高程模型是数字流域地形地貌特征呈现的常用表达

形式。到目前为止，ＤＥＭ的多种路径算法主要有 Ｄ８，
ＭＦＤ，ＤＥＭＯＮ，Ｄｉｎｆ等［２－５］

，这些算法各有其优缺点，

如 Ｄ８算法流向只在 ８个相邻格网方向中进行，格网
点的流向具有不连续性。ＭＦＤ算法流量分配比较复
杂，数据存储结构复杂。ＤＥＭＯＮ则算法比较繁琐，需
要高精度的坡向计算，对 ＤＥＭ数据误差较敏感。Ｄｉｎｆ
具有一定的系统误差等。近些年来，国内外在 ＤＥＭ中
提取河网信息的研究很多，但都是在以前算法的基础

之上做出改进。不同的研究者也将这些方法应用到国

内外不同的流域。研究表明，从 ＤＥＭ中直接提取流域
信息是可行的

［６－１０］
。在高程落差变化较大的地区，一

般比较容易生成合理的数字水系；而在比较平坦的地

区或在有洼地的地方，一般很难直接生成合理的数字

水系，往往事先要进行填洼技术处理。从 ＤＥＭ中提取
水系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１１］
，第一类是用一

个矩形窗口扫描 ＤＥＭ矩阵来确定洼地，位于洼地内的
栅格单元标记为水系的组成部分。第二类是基于地表

径流漫流模型，模拟地表径流在地表的流动来产生水

系。该方法简单，直接产生连续的流线段，由于基于一

定的模型基础来模拟地表径流，因而被认为是较好的

处理方法。

本文基于地表径流模型进行 ＤＥＭ数据预处理，确
定流向，利用流域提取相关算法，以山地区域的岷江上

游、平坦区域的沱江中部两个不同地貌的流域为例，进

行流域数字河网提取的研究与探讨。

２　算法原理

ＤＥＭ目前用于流域地形分析的主要数据有 ３种
表示模型

［１２］
：规格网格（栅格）型；等高线模型；不规则

三角网模型。本文使用的是规格网格型。在 ＤＥＭ提
取河网的过程中，由于资料输入误差、生成 ＤＥＭ时内
插误差以及 ＤＥＭ分辨率等原因造成误差，往往会出现
洼地和平坦区域

［１３］
，如果不对其进行处理，会产生不

连续的河网。洼地指的是 ＤＥＭ中某一点的八领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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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程都大于该点的高程。平坦区域指 ＤＥＭ中某一
点的８个领域点中至少有一个点的高程与该点相等。

２．１　ＤＥＭ预处理
基于地表径流模型的洼地，在自然条件下是局部

的最低点，所以无法确定该点的水流方向。① 洼地填
平处理：从 ＤＥＭ中扫描出洼地，对于单点洼地，将其高
程填补为此洼地周围 ８个领域里最小的一个，使其变
成平坦区域，再对平坦区域进行处理

［１４－１５］
。② 平坦

区域处理：高程增加法。采用填平的方法来处理流域

中的凹陷区域。填平的处理方法来源于水流注满溢出

的思想，即随着水流注入洼地，可认为洼地的底部高程

随之抬升，直至与周围高地相平，能使水流溢出。具体

步骤如下：首先扫描出 ＤＥＭ矩阵的所有平坦区域，设
置一个增加量，它必须小于高程值的分辨率。然后将

平坦区域中的中心格网 ＤＥＭ抬升至周围 ８个领域里
最小值加上增加量，使此中心格网水流能够流出。再

将平坦区域中其他格网分别抬升至中心格网加上增加

量的叠加值，使其找到出流点即可。

２．２　水流方向确定
水流方向指水流离开此格网时的指向，目前其确

定方法有两种：① 单向流法；② 多向流法。本文采用
第１种方法即 Ｄ８算法［２］

。依据最陡坡度法则，假定

水流方向唯一，对每一格网，可以通过对其相邻的８个
格网编号来得出水流方向数据，水流方向为相邻 ８个
格网坡度最大的方向。本文采用逆时针编码法，水流

方向编码如图１所示。如中心网格的水流流向矩阵左
边，按照如下的编码方式，则水流方向代码为２。

图 １　水流方向编码

最陡坡度的计算方法如下：假定地表坡度为 Ｓ，中
心网格点的坐标为（ｉ，ｊ），则８个相邻点的坐标可以表
示为（ｉ＋ｍ，ｊ＋ｎ），（ｍ ＝－１，０，１；ｎ＝－１，０，１），ｍ，ｎ
不同时为０。

则坡度的计算公式为：

Ｓ（ｉ，ｊ） ＝
Ｚ（ｉ，ｊ） －Ｚ（ｉ＋ｍ，ｊ＋ｎ）
ｍ２＋ｎ槡

２
·△ｌ

（１）

式中，Ｓ（ｉ，ｊ）是中心网格高程；△ｌ是网格的宽度；Ｚ（ｉ，ｊ）
为中心网格的高程；Ｚ（ｉ＋ｍ，ｊ＋ｎ）是相邻格网高程。中心网
格的最大坡度指向为水流方向 。

２．３　水流累积矩阵的计算
当所有的格网水流方向确定时，便可以对河网进

行提取。水流累积矩阵值直观上表示区域地形给水点

的水流累积量。其基本思想是：以规则网格表示的

ＤＥＭ的每一网格处有一个单位的水量，直接或间接流
经某一个网格的所有单元格的总数构成该网格的水流

累积值
［１６］
。每一个网格的水流累积值乘以一个单元

格的面积尺寸，就可以得到该单元格上的上游集水面

积。水流累积矩阵算法的具有步骤为：先定义一个二

维水流累积矩阵（行，列数与 ＤＥＭ相同），初始化每个
网格的水流累积矩阵值为零，然后依次扫描水流方向

矩阵，从每个单元格出发，通过正向追踪，沿着水流方

向跟踪直至到达流域边界。每次扫描一个单元格，其

水流方向确定，则相应的指向单元格的上游累积网格

增加一个单位，当所有水流方向矩阵沿着追踪线扫描

完毕后，才能获得所有单元格的累积矩阵。

水流累积矩阵值的大小反应了河流集水面积的大

小，集水面积阈值的选取对基于栅格 ＤＥＭ提取的流域
河网及其特征影响很大

［１７］
，对数字流域水文分析和产

汇流计算势必会带来很大的影响。集水面积阈值设定

较小时，河网密度比较大，河网较密集。集水面积阈值

设定较大时，河网密度相对减小，河网比较稀疏。因

此，必须根据实际流域情况设定一个比较合理的集水

面积阈值。

２．４　河网的提取
当水流累积矩阵生成之后，河网提取就很容易达

到了
［１８］
。以设定的阈值为标准，对水流累积矩阵进行

处理。具体算法为：定义一个二维河道标志矩阵（行，

列数与 ＤＥＭ相同），给定一个河道面积阈值，当水流
累积值小于该阈值时，则河道标志矩阵标记为 ０，表示
为产流区。当水流累积值大于该阈值时，河道标志矩

阵标记为１，表示为河道。再扫描水流方向矩阵，将具
有拓扑关系的河道连接起来，则连续的河网便生成了。

河网提取算法的流程图如图２所示。

３　应用实例

３．１　选取流域
综合上述河网提取步骤及方法，本文分别以岷江

上游流域、沱江部分流域为例，用 Ｍａｔｌａｂ和 Ｃ＋＋编程
实现算法，对研究区域进行应用分析。ＤＥＭ数据源选
择由 ＮＡＳＡ免费提供的 ＳＲＴＭ（ＳｈｕｔｔｌｅＲａｄａｒＴｏｐｏｇｒａ
ｐｈｙＭｉｓｓｉｏｎ）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９０ｍ。ＤＥＭ数据划
分到流域所处的经纬度，栅格数据分别为２２１行 ×２２１
列和３６１行 ×３６１列，ＤＥＭ数据覆盖了本文整个研究

１５



　 　人　民　长　江 ２０１１年　

区域。岷江流域全长 ７３５ｋｍ，流域面积 １４万 ｋｍ２，为
都江堰灌区提供大部分水源，提取选择的研究区域为

具有山地流域特征的岷江中上游，区域介于 １０３°２０′Ｅ
～１０３°３９′Ｅ，３０°５７′Ｎ～３１°１６′Ｎ。沱江流域全长 ７１２
ｋｍ，流域面积３．２９万 ｋｍ２，中上游流经都江堰灌区，表
现为平坦流域特征，区域介于 １０４°２６′Ｅ～１０４°５６′Ｅ，
３０°０３′Ｎ～３０°３３′Ｎ。

图 ２　河网提取流程

３．２　提取结果
采用地表径流模型，即水流方向是由高处往低处

流的不变思想。针对高程落差变化较大的岷江，比较

容易生成合理的数字水系。而对于地势比较平坦的沱

江流域，地表径流模型方法产生的河流与实际河流相

差偏大，因此，对沱江流域的提取方法进行改进。本文

在 ＤＥＭ预处理时，针对平坦区域处理采取不同的方
法，对于岷江上游，其高程分辨率为 １ｍ，对于平坦区
域，周围相邻的格网增量设定为一个定值，高程增量选

取为０．００１ｍ。对沱江流域，其高程分辨率为 １ｍ，当
出现大片的平坦区域，则对平坦区域整体进行抬升。

对平坦区域每个网格相邻的格网增量以０．０１ｍ递增，
高程增量选取为０．０１ｍ。另外，沱江流域主干河道与
周围地形区别不是很明显，在 ＤＥＭ预处理时，可以适
当对主河道先进行标志，这样提取的河网离实际河流

比较接近，减小了误差。河网的密度与上游集水面积

阈值的选取有关，阈值越大，河网越稀疏，阈值越小，河

网越密集。当集水面积阈值为某一个值时，其河网密

度变化趋近于一个稳定值，则能提取出较为准确的河

网。

多次的实验结果表明，岷江流域阈值（水流累积

值）为２５０，即集水面积阈值约为２．５ｋｍ２，沱江流域阈
值为１０００，即集水面积阈值约为 １０ｋｍ２时能够较准
确地提取出河网。以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直接获取的岷
江和沱江部分流域图片作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本文

所采用的方法比较合理。图３为提取的岷江上游流域

水系，图４为沱江流域部分水系，图５为岷江上游流域
卫星遥感图和高程图，图 ６为沱江流域卫星遥感图和
高程图。

图 ３　提取的岷江上游部分流域水系

图 ４　提取的沱江流域部分水系

图 ５　岷江上游部分水系高程和遥感图

图 ６　沱江部分流域高程和遥感图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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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选取以岷江流经的清水店（３１°０７′０２″Ｎ，
１０３°２８′３７″Ｅ）为中心的遥感图和 ＤＥＭ数据，分别以
传统的 ＤＥＭ提取河网方法和本文的方法做对比。结
果表明，无论是山地流域特征，还是平坦流域特征，传

统的 ＤＥＭ方法很容易出现河流断流或者提取效果不
明显的现象，而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可以针对具体的流

域特征，并得到了较好的效果，对比结果如图７所示。

图 ７　清水店附近流域对比

３．３　应用分析
由 ＤＥＭ数据产生河网的步骤比较多，从 ＤＥＭ预

处理到河网生成的过程也比较复杂。在 ＤＥＭ预处理
中，需要对洼地和平地进行处理，且平地填补过程比较

麻烦，必须采取适当的增量进行填补，如果增量过大，

就可能造成 ＤＥＭ原始数据无限增大，如果增量过小，
会加重算法的循环次数，需要过多的时间。所以，对于

平地填补，必须采用优化算法，使平地填补过程得到优

化，节约 ＤＥＭ数据预处理的时间。
ＤＥＭ数据的空间分辨率是减小提取出的河网与

实际河网误差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想得到更准确

的河网，必须获取更高精度的 ＤＥＭ数据，３０ｍ精度的
ＤＥＭ可以更好地应用于研究。本文采取的河网提取
方法还存在有待改进之处：在流域的产流区山谷比较

多的河网提取过程中，也会将山谷误认为河流提取出

来，在一定程度上给河网的提取造成了误差。要得到

准确的河网，必须人工进行后期处理，根据实际河网进

行标点定标，再用 Ａｒｃｇｉｓ进行图层叠加，才能得到更准
确的河网。

４　结 语

本文详细介绍了如何从 ＤＥＭ预处理到数字河流
生成的相关算法。采用的 ＤＥＭ预处理方法防止了离
散河流和平行河网的产生。在９０ｍ分辨率 ＤＥＭ的基
础上，对岷江上游水系、沱江中部水系进行提取并验证

了该算法的可行性。结果表明，用此算法提取出的河

网与自然河流相对误差比较小，可以满足水文相关应

用需求，对水文模型的建立具有一定价值。

该方法完全建立在模拟地表径流而生成河网的基

础上，较好地适用于天然河流的提取，但目前还不适用

于人工渠道和河流。利用 ＤＥＭ数据提取河网的研究
仍然在不断改进与发展中，将有更多适合不同区域地

形地貌的方法产生。同时，该方法在水文学上的应用

也有待提高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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