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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江西省余江县土壤信息系统的建造框架及内容
,

讨论了土壤信息系统

的建造技术
,

特别是有关 土壤属性的编码技术和图形线划的数字化仪输人技术
,

进行了土壤

信息系统的土壤数据处理和分析
,

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

关键词 土壤信息系统
,

江西省余江县

中图分类号 �� �

地理信息系统 ��� �� 是在计算机软
、

硬件技术支持下采集
、

存贮
、

管理
、

检索和综合分

析各种地理空 间信息
,

以多种形式输出数据或图形产品的计算机系统
�

因它在空间数据

管理 和分析方面的强大功能已经显示出极大 的优越性
,

近年来被众多涉及空间地理信息

的学科和行业广泛接受 川
。

把地理信息系统用于土壤信息管理
,

即建立起土壤信息系统
,

便可 以以最高的效率管理土壤信息
,

以最高的效率进行土壤信息交流
,

使土壤信息得以最

大限度地利用
,

使宝贵的土壤信息资源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创造更大更多

的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 研究区简介

余江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
,

信江中下游河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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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最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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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最长处 ��
�

�����
,

面积 �� ��� � ,

周长 � �� ! �由 �� �

统计所得 �
。

县城邓埠镇东距鹰潭市 �� ��
,

西距省城南吕市 ��� ��
�

该县地处都阳湖平原边缘
,

地形变化幅度较小
�

除县境南北两端有少量丘陵
、

中部沿

河两岸多海拔 �� � 以下的冲积平原外
,

其余地区广布低丘岗地
。

丘陵岗地土壤 以红壤为

主
,

河谷平原多冲积土
。

主要河流有信江及其支流白塔河等
。

该县现有耕地 � �� ��
“,

水田约 占 �� �
。

水利发达
,

有效灌溉面积几乎遍及全部耕地
。

农作物有水稻
、

甘薯
、

麦类
、

棉花
、

麻
、

油菜
、

芝麻
、

花生
、

甘蔗等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和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 刃�� 一��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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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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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个环节
。

它对精度的影响很大
。

本研究 中
,

图形的点
、

线
、

面录人采用数字化仪跟踪

办法
。

采用数字化仪对构成需要图形的点
、

线
、

面的坐标进行编码和输人可以大大减少用

手工敲击键盘输人的大量劳动
。

图象的输人采用扫描或数据拷 贝的办法
。

除空间信息外
,

图形还带有属性特征
。

属性数据信息的输人采用键盘输人的方法
。

�� �
�

� 确定 坐标 �� � 是以处理地理空间数据库为基础的
�

地理空间数据具有坐标

特性
,

所以
,

在进行图件输人以前
,

必须先进行坐标的确定
。

鉴于本研究的工作区域为整

个余江县域
,

面积较大
,

今后极有可能与周边地区的土壤信息系统相连
,

因此
,

采取利用

地形 图经纬度建立坐标系统确定位置的办法
。

坐标系统 以地形 图上的四点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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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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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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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建立

。

除了地形图
,

其它的图件包括遥感 图像都不具合适的经纬度坐标系统
。

本研究采取

利用地形图通过控制点对其余图件和图像进行施加几何纠正的办法
,

把地形 图的坐标

系统赋予其余的图件和图像
。

这样
,

就为以后进行多数据层的叠加综合处理分析奠定 了

基础
。

�� �� � 数据编码 �� � 具有强大的空间地理信息管理与分析能力
,

其原因是其内的数

据是成层放置的
。

数据分层依靠数据编码来实现�� 
。

由于迄今 尚无统一的土壤数据编码

表� 余江县土坡分类及其编码

� � ��� � �� �� ���� ����� �� � � �� � �

诫��
� � � �� ��� � �� �� ��

土类 亚类 土属 代码

� � �� ��� � � ��� � � �� �� � �饨�� �� �� �� � ��� � ��
�

水稻土 淹育型水稻土 红沙泥田 ��

黄泥田 ��

潮沙泥田 ��

储育型水稻土 鳝泥田 ��

红沙泥田 ��

黄泥田 ��

潮沙泥田 ��

潜育型水稻土 鳝泥田 犯

红沙泥田 ��

黄泥 田 ��

潮沙泥 田 ��

漂洗 型水稻土 黄泥 田 ��

潮 土 潮土 沙质潮土 ��

壤质潮土 ��

红壤 红壤 泥质岩类红壤 ��

红砂岩类红壤 ��

红砂泥土 ��

第四纪红色粘土红壤 ��

黄泥土 ��

红壤性土 红砂岩类红壤性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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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江县土地利用分类及其编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一级类型 二级类型 代码码

�
一级类” 二级类” 代码码

��� �� � � � � �� �� � � � ��
���

� � ��� “ � �比��� “ � ��
���

耕耕 地 水田 ����

�
未利用草地 ����

旱旱地 ����

�
城 乡居民用地 城镇用地 � ,,

菜菜地 月月

�
农村居民地 ����

园园地 果园 ����
�

工矿用地 工矿用地 “,,

茶茶园 ����

�
交通用地 铁路 � ,,

其其它园地 ����
�

公路 7222

林林地 森林地 3111
}

农村道路 7,,

灌灌木林地 3222
}

水域 ‘可流 8 ,,

疏疏林地 3333
}

水库 8222

未未成林造林地 3444
}

其它水面 8,,

迹迹地 3555
{

特殊用地 特殊用地 ”‘‘

苗苗圃 3666
1

难利用地 石头 山 ‘0111

草草地 天然草地 4111 } 沙砾地 10222

规范
,

本研究采用与原图上制图单元代号相同的代码进行编码
。

地形图的线划编码在线

划输人时赋予
,

这些数据有等高线
、

水域水系
、

道路等等
。

涉及到多边形的图形编码在多

边形生成时赋予
,

这些数据有土壤类型
、

植被类型
、

土壤侵蚀分布
、

土壤酸碱度
、

土壤有机

质
、

土壤有效磷
、

土壤有效钾
、

土壤有效硫等等
。

为了方便于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

编码尽可

能采用数值编码
。

土壤类型分类编码和土地利用类型分类编码分别见表 l和表 2
。

2. 2. 3 图形线划的数字化仪跟踪输入 图形的线划输人采用手扶数字化仪的办法
。

在

用手扶动游标
、

跟踪地图线划进行图形实体输人时
,

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运用流方式数字

化和点方式数字化的输人方法
。

所谓流方式数字化是指使数字化仪的游标十字线保持沿

着待数字化的线段连续移动
,

由计算机根据一定的数据压缩模 型进行数据录人
。

这种数

据输人方式操作简单
,

速度较快
,

工效较高
。

点方式数字化则是 自行选择采样点
,

逐点地

对目标进行数字化的方法
。

这种方式可以选择最有利于表现曲线特征的点位进行数字

化
,

因此
,

数字化精度较高
。

但由于是对每个点都要独立地进行 目标重合和单独录人
,

而

不是像流方式那样边进行线迹跟踪移动边进行数据录人
,

所以数字化速度较慢
,

工作效率

不高
。

本研究采取两者结合 的办法
,

相互取长补短
,

既可得到较高的速度
,

又能保证较高

的精度
。

2. 2. 4 遥感图像的扫描输人和拷贝输人 硬拷 贝遥感 图像的输人采用扫描仪扫描输人

的办法
。

扫描时利用红
、

绿
、

蓝三滤镜分层
。

数字遥感图像输人采用先进行文件格式转换

然后再进行文件拷贝的办法
。

文件格式转换是把原始逐行记录存放的
。

BI
P 数字遥感图

像转换为 ILW IS 的
。 .

M
P D 和

.
M P I格式文件

。

2. 3 数据处理

借助 G IS
,

利用等高线图
,

经过数值内插
,

可以得到高程图
.
高程图是建立数字高程模

型 (D E M )的基础
。

D E
M 是对地理空间起伏连续变化的数字表示形式

,

用于描述地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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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三维坐标
—

高程
。

在 D E M 的基础上
,

可以叠加其他的空间信息
,

如土壤类型分布
、

土地利用类型分布
、

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布
、

土壤酸碱度分布等信息
。

这样
,

就能非常直观地展示这些专题信息

与地形的关系
。

因土壤类型分布图与 D E M 的叠加图需要用彩色才能较清楚地显示
,

故在

此省 略
。

坡度和坡向在地学分析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

利用数字高程图
,

经过对 X 方向和

Y 方 向的微分滤波处理
,

再经一些计算
,

便可得到坡度图和坡向图
。

在 GI S 支持下
,

可以方便地把属性数据库与空间数据库联接起来
,

实现属性赋值成

图
。

本研究联接土壤属性数据库与土壤类型图
,

并把土壤 属性数据库里的有机质含量
,

氮
、

磷
、

钾含量
,

以及 pH
、

c E c 等属性
,

赋给土壤类型图
,

从而得到土壤有机质图
、

土壤含氮

量 图等土壤属性 图
。

与此相同
,

把从余江县统计年鉴做成的余江县数据库与余江县政 区

图相连
,

得到余江县的经济
、

社会
、

人 口等图件
。

在 GI S 里
。

图件叠加有以下两种方式
。

一种是两幅图件或多幅图件内容的叠置
,

或称

交叉 (C ro ss ing )
.
这种方式没有出现图件内容的变化

,

如土地利用图与坡度 图的叠加
,

则

是反 映那些旱地分布在坡度平缓的地方
,

那些旱地分布在坡度较大的地方
;另一种是两幅

图件或多幅图件经过数学运算而发生的合并
。

这种叠加产生图件内容的改变
,

如进行施

肥决策时
,

肥料施用量等于由作物产量确定的作物需要的养分总量减去土壤的速效养分

含量
,

它的本质是两幅图件的相减
。

利用遥感影像可以经济
、

快速地解译出多种专题图件
.
本研究从 1976 年硬拷贝遥感

图像通过 目视解译得到 1976 年的余江县土壤侵蚀图
,

从 1986 年和 1996 年的数字遥感影

像经过遥感 图像的多光谱分类处理 I4] 分别得到 1986 年和 1996 年余江县的土壤侵蚀图
。

由于在处理前就考虑了统一坐标问题
,

故在此可以直接把这三幅土壤侵蚀图叠加在一起
,

得到余江县的土壤侵蚀动态变化图

3 几点建议

1.应尽快制定土壤编码的统一规范
。

数据信息需要使用
,

需要交流
。

这就要求数据

信息应该符合一定的规范
。

否则
,

数据信息将无法引用
。

在 GI S 方面
,

规范的制定已有了

很大的进展[5]
。

然而
,

在土壤数据编码方面却进展不大
,

这种局面巫待改变
。

2

.

应 让土壤数据信息尽可能上因特网
。

数据信息是宝贵的资源
,

应该得到充分的利

用
。

土壤信息更是来之不易
。

在现代技术支撑下的因特网 (In te m et )是进行数据交流
、

信

息共享的最佳途径
。

建议把数据信息发布上网
,

这对增加数据信息的交流与共享
,

将会有

很大益处
。

3

.

土壤信息系统需要不断积累
,

逐步完善
。

土壤信息系统虽属专题信息系统的范畴
,

然而
,

它的涉及面却很广
,

所需的内容较多
。

内容设计时
,

既要考虑成土因素和 土壤属性

的众多方面
,

还要顾及这些因素
、

属性在时间尺度上的变化
。

所 以
,

建造土壤信息系统的

工作量十分庞大
,

需要对其不断地进行新 内容的添加和更新
。

只有这样
,

才能使土壤信息

系统逐步完善
,

发挥更大的作用
。



期 潘剑君等
:
江西省余江县土壤信息系统建造研究 527

参 考 文 献

朱光
,

季晓燕
,

戌兵
.
地理信息系统基本原理及应用

.
北京

:
测绘出版社

,

1 9 9 7

龚子同
,

史学正
.
土壤系统分类和土地资源信息系统进展

.
见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编

,

席承藩与我 国土

坡地理
.
西安

:
陕西人 民出版社

,

19 94

.

17 一27

黄杏元
,

汤勤
.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1 9 89

日本遥感研究会编
.
刘勇卫

,

贺雪鸿译
.
遥感精解

.
北京

:
测绘出版社

,

1 9 93

陈常松
,

姚绪荣
.
地理信息标准化研究

.
内容及评论

.
遥感信息

,

1 9
97

( 2)

:

11 一 14

A S T t jD Y O N B U I L D I N G I JP S O I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O F

Y U J I A N G C O U N T Y
,

JI A N G X I P R O V I N C E

p
an

Ji
a n

--J
un

,
,

,
J i

n
Ti

n
g 一ti

n
g

,
S

u n
W

e
i
一x

iaZ

(
’
扣s“扭te of 肠12 & ie

nce ,

。in
ese 注e a由娜 of & 论

n ees
加nj ing

Co ll
ege of 掩source and En viron脚

nta l及ie nees
,

Na
nj

in
g

Ag

r
i

e

.

Un

i
v

2 1 0 0 0 8
)

Na
nj

in g 2 1 0 0 9 5
)

Ta
iy

u a n

奄
rieul匆ra l Po ly te

e h n ie 反hoo乙 Ta iy
uan 0 30025)

Su m m a ry

T七15 P ape
r in tro d u e ed th e eo n te n ts o f 50 11 in fo rm

a ti o n sy ste m o f Y uj ian g

Jian g
x i P ro

v inc
e .

u sed fo
r e

od in g

eo n e e
m
e d m ap

s ,

te e

肠q
ues fo r

attributes,

山e
腼ldi
ng uP th e system

,
e s

pe
e

i al l y

the

C
o u n

ty

,

te
c

h
n

l q ue

te
c

h
n

i q
u e

i
n

d i g i ti
z

i
n

g l i
n e s

5 0
1 1 d

ata
tre

a

tm

e n
ts

an
d

an
al y

s e s
,

an
d

s

w e re d
e

al t w i th

.

an
d

po
l y g

o n s

o
m

e
P

r o

po

s a
l

s

0
f

fo
r

e
dl

牛
压
OU

e s
ta b l i

s
h m

e n
t

o

f th

e

K
e

y w o r

d

s

s
y

s
te m

5

0

1 1 i

n

fo
rm

a

ti

o n s
y

s
te m

,

Y
uj

i
an

g C
o u n

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