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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样设计方法在地理要素空间分布推测中起着关键作用。采集的样点数量尽可能少且

推测精度较高通常是采样设计的目标。此外，高效合理的采样方案应保证较高的推测可信度，同时尽

可能避免冗余样点。传统的采样方法大多依靠增加样点个数来提高推测精度，且对样点集内部的冗余

情况考虑较少。为获取更加高效合理的样点集，在环境条件越相似、地理要素越相似的假设下，通过

环境相似度分析计算，得到样点的推测可信度和样点集内部的冗余度，并提出一种基于分融策略的样

点设计方法。该方法在分化阶段将推测可信度低的样点进行分化，增加样点以降低推测不确定性，在

融合阶段将环境条件过于相似的样点进行融合以降低冗余，通过多次分化融合最终使得推测可信度

和冗余度均达到一定的预设标准，得到最佳样点方案。将该方法应用于美国Raffelson研究区的土壤采

样，结果表明，该方法在分化阶段可以有效提高样点的推测可信度，在融合阶段能够有效去除冗余样

点，最终可得到用于推测的高效样点。将本方法与传统的规则采样和分层随机采样进行对比，结果反

映本方法获得的样点在同等数量下推测可信度更高，冗余度更低，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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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集样点进行地理要素空间分布推测时，

样点的布设方式和数据质量会直接影响最终的推测

结果［1-4］。寻找高效、合理的样点设计方法是地理

要素空间分布研究的重要环节。由于采样成本的限

制，通常希望利用相对较少的样点获得较高精度的

推测结果，从而实现高效率的采样目标［5-6］。达到

高效采样的目标通常可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尽可

能地获取代表性好的样点，从而提高推测精度；二

是在允许的精度范围内尽可能减少样点数量，从而

节约成本。基于上述两点，高效合理的样点集应在

保证一定推测可信度的前提下尽可能避免存在冗余

样点，即避免存在属性空间中过度相似的样点。

传统的概率采样（如简单随机采样和规则采

样）一般通过增加样点数量来实现推测精度的提 

高［7-10］。在地理空间域的采样方法中，Brus等［11］

采 用 k 均 值 聚 类 将 地 理 空 间 划 分 成 等 面 积 的 子 区

域，以达到地理空间均匀分布的目标，其推测精度

的提高仅能通过增加划分子区域个数或增加每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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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样点数量实现。利用环境因子辅助数据提高

样点推测精度的现有方法主要从样点在环境属性 

空间的分布出发［12-17］，例如Minasny和McBratney［12］

运用拉丁超立方方法，提出一种可以全面覆盖整体

环境辅助数据的采样方法；Minasny等［13］提出了

基于变差四叉树算法的采样方法，将目标区域根据

环境因子的变化复杂程度进行划分，使得每个样点

所代表区域内的环境变化幅度相对均衡。这些方法

得到的样点在环境属性空间中有着较优的分布，但

并未针对所设计的样点集明确地给出一种能够对最

终推测精度具有指示作用的参考量，即样点推测可

信度，从而可给每个样点的可推测范围和推测的可

信度做出提前预判。杨琳等［18］利用环境因子辅助

数据，提出了一种寻找典型点的目的性采样方法，

该方法采用模糊聚类提取出环境因子相似的不同组

合，将环境因子组合的中心位置近似作为典型点的

位置，通过寻找典型样点达到减少采样数量的目

的。该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采样数量，但

未对典型点之间的冗余程度进行定量表达。

在样点设计的过程中，样点用于地理要素推测

时的可信度和样点集内部的冗余度是控制采样精度

和成本的重要依据。在这方面有研究者做了探讨，

刘京等 ［19］提出了样点个体代表性的度量方法，

Zhang等［20］提出了基于推测不确定性补样方法，

此类方法均从待推测点出发，通过环境相似度对推

测不确定性做出了度量，但缺少从单个样点自身的

角度出发，对其可推测范围及范围内的推测可信度

给出定量表达；同时，现有研究缺乏对所设计的样

点集内部冗余情况进行定量分析，也缺少对可能存

在的过度相似样点做出相应处理。基于地理环境越

相似，地理要素属性越相似的基本假设，Zhu［21］

提出了土壤环境相似度的度量方法，环境相似度可

用来确定样点与待推测点之间的相似度以及样点集

内部的相似度，既可反映样点的推测可信度，也可

反映样点集内部的冗余程度。基于此，本文提出一

种基于分融策略的样点设计方法，可兼顾样点的推

测可信度和样点集内部的冗余度，将该方法应用于

美国Raffelson研究区的土壤采样，并与传统的规则

格网和分层随机方法进行样点推测可信度和冗余度

等方面的对比，对该方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1　数据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及数据

研究区为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La Crosse县东

部的Raffelson流域，区域中心位置为43°59′49″N、

90°57′46″W，面积大约4 km2。该区为典型的无冰

碛作用的山脊―沟谷地形，具有相对平缓的、狭窄的

山脊，以及宽平的沟谷。研究区高程在254～416 m，

坡度变化范围在0°至60°之间。大部分山顶和河谷

利用为耕地，山坡主要为林地，少部分因人类活动

被改造为牧场。

依据已有研究［25-26，28］，在该研究区选取了以

下7个协同环境因子用于采样设计：高程、坡度、

沿剖面曲率、沿等高线曲率、地形湿度指数、地质

类型和冲积物成分比例，分辨率均为10 m。该研究

区已有土壤类型图如图1所示，该土壤图由SoLIM

（Soil Land Inference Model）方法生成［25］，精度

为83.8%，被认为是精度较高、较详细的土壤类型

图。研究区有99个实际野外采样点，如图1所示，

这些样点均已覆盖所有的16种土壤类型。

1.2　基于分融策略的采样设计方法

1.2.1　基本思路　　基于分融策略的采样设计方

法的目标为，提高单个样点推测可信度的同时，尽

可能降低样点集内部的冗余度。分融策略包括“分

化”和“融合”两个策略。“分化”是为了提高样

点对其代表域的推测可信度，将单个样点分化为多

个样点，使用这些新样点重新更好地代表原样点的

代表域，以多个样点降低原样点在其代表域中较高

的推测不确定性，提高其推测可信度。“融合”即

当样点集内部存在过度相似的样点时，对此类样点

进行融合，去除样点冗余，减少样点数量。最终，

该方法通过不断地对样点进行分化和融合，逐步增

加、删减样点，逐渐寻找到兼顾推测可信度和冗余

度的最合适样点集。

该方法的两个关键概念是：单个样点的推测可信

度和样点集内部的冗余度。下面分别介绍这两个关键

概念，以及基于分化和融合策略的采样设计方法。

1.2.2　两个关键概念　　（1）样点推测可信度：

单个样点的推测可信度定量地表达了该样点对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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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域中所有待推测点进行地理要素推测时的可靠程

度，样点代表域中所有待推测点的推测不确定性越

小，则该样点的推测可信度就越高。因此，首先需

要确定待推测点的推测不确定性，待推测点与所有

样点形成的环境相似度向量
→Si可反映样点集对待推

测点的代表程度。
→Si=（S1

i，S2
i，…，Sn

i）　　　　（1）

式中，n为样点的总个数；
→Si表达待推测样点对所

有已采样点的相似度［19］。

通过对环境相似度向量的分析，可计算由样点

集对待推测点进行推理时产生的不确定性Ui
［22］。

Ui=1-Max（
→Si）=1-Max（S1

i，S2
i，…，Sn

i）（2）

式中，如果待推测点 i与对其代表性最好（即环境

最相似）的样点之间的环境相似度较低，那么，用

现有样点推测待推测点的土壤属性值将会有较高的

不确定性。该不确定性计算方法已在现有研究中证

实有效［23-24］，即推测不确定性与预测残差之间存

在正相关，推测不确定性对预测精度具有重要的指

示作用。

此外，单个样点的推测可信度不能仅考虑代表

域中所有待推测点的不确定性总和，也要考虑代表

域的范围大小，也就是代表域中待推测点的数量。

代表域是研究区中与某一样点在环境要素上最相似

的区域，也就是该样点可推测的地理空间范围，样

点的代表域可以使用如下的集合表达式来描述：

Zk={i∣i∈ Z^Max（
→Si）=Sk

i}　　　　（3）

式中，Zk为样点k的代表域，代表域是由待推测点

集表达，点集中每一个待推测点i均属于待推测点

全集Z，且每一个待推测点i都满足等式Max（
→Si）

=Sk
i，Max（

→Si）是环境相似度与待推测点i最大的样

点相似度值；Sk
i为样点k与待推测点i之间的环境相

似度值，即待推测点 i与对其代表性最好（即环境

最相似）的样点为样点k，满足这样条件的待推测

点集则为样点k的代表域。

综合推测不确定性与代表域，单个样点的推测

可信度可由如下公式表达：

　　　　　（4）

式中，Rk表示样点k的推测可信度；η（Zk）表示集

合Zk的元素个数，即样点k的代表域中待推测点的

个数；∑η（Zk）    
i=1   Ui为样点k的代表域中所有待推测点的

推 测不确定性总和。该式反映了单个样点的推测

可信度与其代表域中所有待推测点的平均推测不确

定性负相关，可反映样点对其代表域中所有待推测

点进行地理要素推测时的可靠程度。

图1　研究区已有土壤图及验证样点

Fig. 1　Existing soil map of the studied region and locations of validation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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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样点集内部冗余度：设计合理的样点集

在其内部应当不存在过于相似的子样点集。为了去

除这些过相似的冗余样点，需要计算样点集内所有

样点之间的相似度，判断样点集中是否存在过相似

现象。

R=Max（S j
i）（1≤i≤n，1≤j≤n，i≠j）（5）

式中，R为样点集内部的冗余度，通过所有的样

点 对 中 的 最 大 相 似 度 值 表 达 ；n 为 样 点 集 中 样 点

的总个数，S j
i为第 i个样点与第 j个样点的相似度

（i≠j），将样点集内每对样点之间进行相似度计

算，若最大相似度值过高，则可视为该样点集中存

在过相似现象，也就导致了样点设计的冗余。

1.2.3　样点设计方法　　方法的总体流程如图2所

示。样点的设计过程主要如下：

（1）设置初始样点集，可采用简单随机采样

的方式。

（2）计算每个样点的推测可信度。

（3）找到推测可信度最低的样点，若其推测

可信度不大于预设阈值，则分化该样点，生成新样

点集，并重复步骤（3）；否则至步骤（4）。分化

策略：首先需要确定分化域，分化域是样点集中推

测可信度最低的样点的代表域，在分化域中重新找

到若干个新样点（数量大于1）来替换原样点集中

推测可信度最低的样点，这些新样点即为分化样点

集。可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反复在分化域中抽取

不同的样点集，选取将分化域中的推测不确定性降

低程度最大的作为分化样点集，最后将分化前推测

可信度最低的样点从当前的全样点集中去除，并将

分化样点集加入当前的全样点集中。

（4）确定样点集内部的冗余度，若冗余度不

小于阈值，则融合过相似样点，生成新样点集，并

重复步骤（4）；否则至步骤（5）。融合策略：首

先需要确定融合域，融合域是多个过相似冗余样点

的代表域之和，在融合域中重新找到一个新样点来

替换原先的冗余样点。可从融合域中反复随机抽取

不同的单个样点，选取使得融合域中推测不确定性

最小的作为融合样点，将融合前的冗余样点从当前

的全样点集中去除，并将融合样点加入当前的全样

点集中。

（5）重复步骤（2）～（4），直至推测可信

度和冗余度同时达到阈值要求，则结束。

该方法需设置两个参数：分化条件中最低推测

可信度的阈值和融合条件中最高冗余度的阈值。

1.3　方法评价

为验证本文所提采样方法的有效性，从三个方

面对其进行评价。首先，需验证所计算的样点推测

可信度是否对推测精度具有指示作用。为此，从研

究区随机抽取不同数量（10、11、12、…、30）

的样点，计算样点的代表域和推测可信度。假设已

有土壤图为真实的土壤类型分布情况，从已有土壤

图中得到每个样点的土壤类型，利用这些样点推测

研究区的土壤类型，即将落入某样点代表域内的样

点均赋为该样点的土壤类型。将99个野外样点作为

验证点，计算利用抽取样点进行推测的推测精度。

由于各样点的代表域内包含的验证样点数量不同，

仅当代表域中验证样点数量大于或等于5个时，可

用来计算推测精度。从而得到不同推测可信度样点

所对应的推测精度。

其次，需验证该方法在分融过程中是否能够

有效提高推测可信度且降低冗余度。使用本文提出

的样点分融法进行样点设计，设置样点推测可信度

阈值和样点集冗余度阈值，查看迭代过程中样点数

量、推测可信度和冗余度等数值的变化情况。

最后，将基于分融策略的采样方法与其他常

用统计采样方法（规则格网和分层随机方法）进行

以下两方面对比，一是随样点数量增加，推测可信

度和冗余度的变化，二是相同数量样点下生成的

土壤类型图的不同。设定3组不同数量（15、20和

25），采用三种采样方法设计样点，其中规则格网

样点按照5×3、5×4、5×5设计，分层随机采样

以母质分层。制图方法采用SoLIM方法［25］。

1.4　方法的参数敏感性分析

该方法的两个重要参数——最低推测可信度和

最高冗余度对结果具有较大影响，有必要对这两个参

数的敏感性进行分析。由于同时变化两个参数不便于

最终结果的表达，并且若最低推测可信度设置过高或

最高冗余度设置过低会导致无法得到有效结果，因

此，分别将其中一个参数固定为一个较为合理的数

值，再分析样点数量随另一个参数的变化情况。该

分析为使用本方法的参数设置提供了参考依据。

2　结　果

将基于分融策略的采样方法应用于研究区，从

三个方面对该方法进行评价，并进行了参数敏感性

分析，研究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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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样点推测可信度与推测精度的关系

为验证所计算的样点推测可信度是否对推测精

度具有指示作用，得到不同推测可信度样点的推测

精度。二者之间关系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单个

样点的推测可信度与实际的验证精度具有较高的相

关性（相关系数为0.915），对推测结果具有较好

的指示作用。因此，以提高推测可信度作为采样设

计的主要目标是合理的。

图2　方法流程图

Fig. 2　Flow chart of the method

图3　推测可信度与验证精度之间的关系散点图

Fig. 3　Scatter plot of prediction reliability vs. validation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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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样点数量、推测可信度与冗余度变化

为验证该方法在分融过程中是否能够有效提高

推测可信度且降低冗余度，使用本文提出的样点分

融法进行样点设计，设置最低需要满足的样点推测可

信度阈值为0.86，最高的样点集冗余度阈值为0.80。

本方法所设计的样点数量的变化如图4所示。

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先通过样点分化不断提高了

样点数量，在迭代次数为22之后，由于分化产生的

样点开始集中出现过相似的冗余样点，继而开始进

行样点融合，样点数量开始减少，在减少至无冗余

之后，由于样点的推测可信度有所下降，再次开始

分化样点。因此，如图4所示，样点数量发生了多

次反复的上升和下降，并最后稳定在一定合理的数

目，本研究中为25个。

在迭代过程中，所有样点推测可信度的均值、

最 大 值 和 最 小 值 的 演 变 情 况 如 图 5 所 示 。 可 以 看

出，分融方法在前期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样点的推测

可信度，并最后保证了所有样点的推测可信度均达

到0.86以上。

图6以迭代次数从22至29为例，反映了在去除

过相似样点的过程中，样点集内部冗余度和所有样

点平均推测可信度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随着过

相似冗余样点的去除，样点数量从27减少至20，样

点集的冗余度从0.894降低至0.793，样点的平均推

测可信度仅从0.883降至0.872。因此，在融合过程

中，冗余度明显降低，且推测可信度并未受到较大

影响，体现了融合策略的有效性。

在分融过程中，最终得到的平均推测可信度

并非是所有迭代过程中的最大值。例如，在第37

次迭代中，样点的平均推测可信度达到了最高值

0 . 8 8 7 ， 在 最 后 迭 代 结 束 时 ， 平 均 推 测 可 信 度 为

0.883，样点数量仅为25，但第37次迭代中产生的

样点数量为28。因此，综合推测精度与采样成本考

虑，最终产生的25个样点设计更为高效合理。

图4　样点数量的变化过程

Fig. 4　Variation of the number of sampling sites with iteration

图5　样点推测可信度的变化过程

Fig. 5　Variation of the prediction reliability of the sampling sites with it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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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于分融策略的采样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对比

基于分融策略所设计的样点、规则格网设计

的样点和分层随机（以母质分层）样点的分布情况

（样点数量为20时）如图7（a）所示。三种方法所

设计的样点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很大的不同。分层

随机样点较易出现样点聚集情况，基于分融策略所

设计的样点在空间上的分布较均匀，基本覆盖了各

种地形部位。

三种采样方法所得采样点的平均推测可信度、

最低推测可信度和冗余度如表1所示，每组数量的

样点进行100次重复实验，并求得重复实验结果的

均值。在不同样点数量的情况下，基于样点分融方

法所获取的样点的平均推测可信度均高于规则格网

和分层随机方法，最低推测可信度远高于规则格网

和分层随机方法，且样点数量较小时，基于分融策

略的采样方法也保持了较高的最低推测可信度。也

就是说，基于分融策略的采样方法可以保证每个所

选样点均具有较高的推测可信度，且不受样点数量

影响、比较稳定，而分层随机或规则采样方法则

有可能采集到推测可信度较低的样点，例如规则

采样和分层随机采样在样点数量为15时的100次实

验最低推测可信度变化范围分别为0.662～0.793和

0.651～0.764。在样点内部的冗余度方面，其余两

种方法均存在冗余度较高的情况，而本文提出的方

法较好地避免了样点冗余的现象，且随着样点增

加，冗余度逐渐降低。这表明了基于分融策略的采

样方法的高效性。而规则采样法和分层随机采样法

由于缺少能控制样点集内部冗余度的指标，导致了

随样点数量的增加，冗余度有一定的提高。

三种方法的推理制图结果分别如图7（b）、7

（c）和7（d）所示（样点数量均为25）。总体而

言，基于分融策略的采样样点所得的土壤图较另

外两种采样样点所得土壤图具有与原图更高的一

致性。基于分融策略的样点覆盖了原图中的15种

土壤类型，仅有一种在原图面积中仅占0.23%的土

壤类型Urne未覆盖到。尽管图7（b）分布在研究

区东部比较窄的凸背坡上的几种小面积土壤类型

Elevasil、Hixton和Boone出现了错分，但较另外两

个土壤图要准确，此外，也存在对土壤类型Orion

推测面积过大的问题。规则采样样点和分层随机样

点分别仅覆盖到8种和12种土壤类型，所生成的土

壤图均对研究区西部山坡上土壤类型的分布刻画

较差，体现在土壤类型Lamoille的缺失及土壤类型

Dorerton的错分；同时，基于分层随机样点所生成

土壤图中将土壤类型Elevasil错分为Hixton，土壤

类型Orion也存在推测面积过大的问题。此外，由

于规则采样样点未覆盖到一种母质而导致存在无推

测值的区域，见图7（c）中灰白色NoData区。

2.4　参数敏感性

对方法的两个重要参数——最低推测可信度和

最高冗余度进行敏感性分析，分别将其中一个参

数固定为一个较为合理的数值，再分析样点数量

随另一个参数的变化情况。将最高冗余度阈值设

定为0.80，最低推测可信度阈值分别设置为0.70、

0.75、0.80和0.85（最低推测可信度阈值大于0.87

难以得到有效结果，因此最高设为0.85），计算

采用所提出方法得出最佳样点数量。此外，将最

低推测可信度阈值固定为0.87，将最高冗余度阈

值分别设置为0.80、0.85、0.90和0.95（最高冗

余度阈值小于0.80难以得到有效结果，因此最低

设为0.80），计算采用所提出方法得到最佳样点

数量。

图6　融合过程中（迭代次数从22至29）冗余度（a）和推测可信度（b）的变化

Fig. 6　Variation of redundancy（a）and prediction reliability（b）in the fusion procedure（iteration from 22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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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三种采样方法对比：（a）三种不同类型采样点的位置分布；（b）、（c）和（d）依次为样点数量为25时基于

分融策略的采样、规则采样和分层随机采样样点所得推理制图结果

Fig. 7　Comparison of three sampling methods：（a）Locations of the sampling sites relative to sampling method in the study area；

The predicted map from three different sampling method using 25 sample points：（b）from sampling based differentiation and fusion 

strategy；（c）from grid sampling method；（d）from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表1　三种不同方法所得采样点的平均推测可信度、最低推测可信度和冗余度

Table 1　Mean and minimal prediction reliability and redundancy relative to sampling strategy

样点数量

Number of samples

采样方法

Sampling strategy

平均推测可信度

Mean prediction reliability

最低推测可信度

Min prediction reliability

样点内部冗余度

Redundancy

15 分融法采样① 0.864 0.834 0.851

规则格网采样② 0.847 0.711 0.926

分层随机采样③ 0.832 0.716 0.905

20 分融法采样① 0.873 0.845 0.837

规则格网采样② 0.856 0.736 0.944

分层随机采样③ 0.853 0.732 0.941

25 分融法采样① 0.882 0.861 0.795

规则格网采样② 0.866 0.741 0.956

分层随机采样 ③ 0.864 0.736 0.951

　　注：①Sampling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 and fusion strategy，②Grid sampling，③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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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 两 种 设 置 所 得 结 果 如 图 8 所 示 。 可 以 看

出，在最高冗余度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最低推测可

信度的增加，分融法的最佳样点数量增加，当最低

推测可信度低于0.80时，样点数量受最低推测可信

度阈值的影响很小，从0.80至0.85时，样点数量显

著增加，即当最低推测可信度增加至一定值，则需

要更多的样点。此外，在推测可信度保持不变的情

况下，当最高冗余度从0.80至0.85时，样点数量增

加显著，此时最高冗余度起到了调节样点数量的效

果，当最高冗余度高于0.85时，样点数量保持稳定

在34～35之间，即最高冗余度增加至一定的值，则

不再需要更多的样点。

图8　样点数量随最低推测可信度阈值（a）和最高冗余度阈值（b）的变化

Fig. 8　Variation of the number of sampling sites with threshold of prediction reliability（a）and threshold of redundancy（b）

3　讨　论

样点推测可信度和样点集冗余度是基于分融策

略采样方法的重要概念，这两者对推测精度和采样

成本具有指示作用，即样点推测可信度越高，推测

精度越高；样点集冗余度越高，成本越高。一般在

样点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样点推测可信度越高，样

点集冗余度会越低，反之亦然。二者之间存在矛盾

且统一的关系，本文通过分融策略试图解决二者之

间的矛盾，在初期样点数量增加的情况下，分化起

主导作用，推测可信度得以提高，但后期样点增加

会产生冗余样点，此时通过融合策略逐渐去除冗余

样点。最终找到兼顾高推测可信度和低冗余度的样

点集。

基于分融策略的采样方法，初期由于分化过程

占主导地位，大幅度提高了推测可信度，样点数量

较少；在后期，样点数量逐渐增多，推测可信度已

满足了阈值条件，融合过程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其

目标为降低样点集内部的冗余，通过将过度相似的

样点融合，重新找到一个新样点替代原来的多个冗

余样点的方式实现。因此，相比于规则采样和分层

随机采样，基于分融策略的采样方法必然会得到冗

余度更低的样点集，这也是基于分融策略这种采样

方法的优点。而与之不同的是，规则采样法和分层

随机采样法则由于缺少一个指标能控制样点集内部

的冗余度，导致了在样点数量增加的过程中冗余度

有一定的提高的现象。

对应样点推测可信度和样点集冗余度，本方

法有两个需设定的重要阈值参数——最低推测可信

度和最高冗余度。一般而言，最低推测可信度阈值

越高，推测精度越高，但样点数量也会增加，即成

本上升；最高冗余度阈值设定越低，样点间的相似

度越小，样点数量减少，但也限制了推测可信度的

提高。有时，推测可信度阈值设定过高同时冗余度

阈值设定过低，可能样点设计无解，即无法得到同

时满足两个参数的样点，如本文案例中分别设置为

0.90和0.60时。因此，设定这两个参数成为推测精

度和采样成本的平衡问题。

在实际应用本文所提采样方法时，不同的研究

区存在不同的阈值设定方案，用户可设定几组阈值

进行多次实验进而选择适宜的参数。若预算充足允

许采集更多的样点，在最高冗余度阈值不变的情况

下，可适当提高最低推测可信度阈值，以提高推测

精度。若预算有限，在保证一定最低推测可信度的

情况下，可适当减小最高冗余度阈值以减少样点

数量。后续工作中将会对有关阈值的设置进行更

深入的分析，例如使用多个研究区进行应用来寻

找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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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分融策略的采样设计方

法，通过分融策略寻找到推测可信度高且冗余度

小的高效样点集。以Raffelson研究区为例，结果表

明，本文提出的样点推测可信度与推测精度成正相

关关系，说明样点的推测可信度对推测结果具有较

好的指示作用。该方法在样点分化的过程中提高了

样点的推测可信度，同时，样点融合去除了冗余样

点，且去除冗余样点对推测可信度的影响很小，达

到了在推测可信度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样

点数量的目标。该方法与传统的规则格网和分层随

机采样方法对比，可获取推测可信度更高且冗余度

更低的样点，采集到的样点更为高效，生成土壤类

型图更为准确。此外，本文还对方法的两个重要参

数（最低推测可信度和最高冗余度）进行了敏感性

分析，为采用本方法进行参数设置提供了初步参考

依据，后续工作还包括将该方法用于实际土壤采样

制图中以进一步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以及方法参

数与土壤制图精度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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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Quality of mapping based on prediction of geographic variables is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layout of the sampling sites.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sampling cost，it is generally expected to 

have fewer sampling sites that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for accurate prediction. To achieve such 

a target of efficient sampling，it is advisable to proceed from the following two point：first，set up sampling 

sites that are highly representative of the area of interest for better prediction accuracy，and second，

reduce the number of sampling sites as many as possible without risking any loss of required accuracy.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more similar the two sites in geographic environment，the more similar their 

geographic elements，it is held that every sampling site can be used to represent an area similar to the site 

in environment，and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sampling site and the sites to be predicted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reliability of the prediction，meanwhile，the similarity within the sampling site set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redundancy of the sampling site set. So，the layout of efficient sampling sites needs to keep balance 

between reliability of the prediction and redundancy of the sampling site set. 【Method】 In this paper，a 

sample differentiation and fusion strategy is set forth for designing of sampling. The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i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sampling sites so as to improve reliability of later on predictions，while the fusion 

strategy is to merge over-similar sampling sites，so as to reduce redundancy of the sampling site set.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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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ated differentiation and fusion，a preset requirement is finally met for prediction reliability and sampling 

site redundancy. The method has been tested in a case study of a small watershed in Raffelson，Wisconsin 

of USA. First，a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done of sampling sites varying in prediction reliability with 99 

validation sampling sites to determin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diction reliability and validation accuracy. 

Then，verification was performed of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strategy improving prediction reliability 

in its first phase and reducing redundancy of the sampling site set in its second phase. And in the end，

comparison was done of the proposed method in this paper with other sampling methods（grid sampling and 

stratified simple random sampling）using the same number of sampling sites（15，20 and 25，separately）. 

【Result】Results show that prediction reliability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rediction accuracy，so the 

former can be used as a better indicator of the latter. From the specific processes of the strategy，it can be 

discerned that，the differentiation can effectively raise the prediction reliability，while the fusion reduce the 

redundancy of the sampling site set，and what is more，have little impact on the prediction reliability. The 

comparison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is higher in prediction reliability and lower in redundancy，and 

is 17.3%（n=15），14.8%（n=20）and 16.2%（n=25）lower than the grid sampling method，and 16.5%

（n=15），15.3%（n=20）and 17.0%（n=25）higher than the stratified simple random sampling method 

in lowest prediction reliability，respectively，while 8.8%（n=15），12.8%（n=20）and 20.3%（n=25）

lower than the grid sampling method，and 6.4%（n=15），12.4%（n=20）and 19.6%（n=25）lower than 

the stratified simple random sampling method，respectively，in redundancy. 【Conclusion】Therefore，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provides a means for obtaining a high prediction reliability and low 

sampling redundancy in sampling，and hence is a  more efficient method for designing sampling schemes than 

the grid sampling and stratified simple random sampling methods.

Key words　Sampling method；Prediction reliability；Sampling redundancy；Soil mapping；Soil-
environmental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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