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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级政府决策信息系统的开发应用：

专业 !"# 软件 #$ %&’ () *+ 功能介绍!

———以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资源遥感信息系统为例

周立新"，莫源富"，张家仁!，杨 炜!

（"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广西桂林 86"((6；!&贵州省沿河县农业区划办，贵州沿河 8)8:((）

摘 要：-; <=> #6&( 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01- 中心 !((" 年 6 月开发

成功的、具有自主版权的专业 01- 平台软件。它集成了现今较为先进的组件、控件

重用，面向对象编程等技术，并以美国 14?@A<= 公司的 B$@%C4D *" B3A%D=@ 编译软件为

开发平台，提供了全中文菜单环境，不仅具有基本信息和多图层查询、相关分析动

态监测、多因子分析、图斑编辑、自动演示、系统维护等功能，而且还具有快速响应

的工具条、友好的对话框和较强的纠错机制，很适合于缺乏专业 01- 人才的县市级

政府管理部门使用。文中还以贵州省沿河县资源遥感信息系统为例，对 -; <=>
#6&( 的功能和使用方法进行了具体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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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01- 技术是一项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是 1E 产业

的生力军，随着它在各行各业的推广和应用，逐步进

入了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并为办公的信息化和决策

的科学化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在国土资源部门，随着数字化国土工程的开展和

信息技术的推进，01- 技术的应用已十分广泛。但从

应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商业的 01- 软件虽然有着强大

的功能，但由于其使用复杂，概念抽象、专业术语多，

用户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有较高的计算机应用基

础，并一定要有地理空间概念，这样使得商业 01- 软

件的用户群受到限制；另外由于在专业应用中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和追踪商业 01- 软件的功能，也使

得研究、应用工作中的时间投入减少，得不偿失；部分

商业 01- 软件高昂的价格也让人望而却步。

!( 世纪 7( 年代末，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

究所 01- 研究集体曾开发了专业地理信息系统（01-）

软件———-; <=> #"&(。!( 世纪 G( 年代期间，中国地

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01- 研究集体陆续为贵州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三十几个县市进行了六万多平

方公里的卫星遥感土地利用调查，并利用 -; <=> 软件

为各县市建立了信息系统。

在近 !( 年的科学研究和市场开发工作中，根据

计算机软件的发展趋势和用户的需求不断对软件进

行改进和更新，于 !((" 年 6 月成功开发了具有自主

版权的专业地理信息系统（01-）平台软件———-; <=>
#6&( H$@ IA4D$J<，它集成了现今较为先进的编程技

术，如组件、控件重用，面向对象编程等，以美国 14K
?@A<= 公司的 B$@%C4D *" B3A%D=@ 编译软件为开发平台，

代表了现今软件开发的潮流。该系统功能强大，操作

简便，很适合于无专业 01- 基础的县市级政府管理部

门用户使用。

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资源遥感信息系统是

以 -; <=> #6&( 01- 软件为平台，以贵州省沿河土家族

自治县（以下称沿河县）的基础地理、资源、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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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与社会信息为基础数据源、以实现沿河县政府

有关部门提出的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为目的、以 !"#
分析方法和软件开发技术为手段开发的 !"# 应用实

例。本文拟以该系统为例，对 #$ %&’ ()*+ ,-. /012-3%
软件作一简要介绍。

! 沿河县地质地理概况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东北角、铜仁地

区北部、邻近湘鄂，与重庆市交界。属乌江下游，长江

三峡经济开发区。南北长 45 * 6578，东西宽 9:78，面

积 6);5 *5786。6+++ 年总人口 9)6<)+ 人，少数民族人

口 :5<++ 人，占 5= *94>。

县内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年均气温 =:
? =5@，年降水量 =+9+ ? =66+88。沿河地质构造隶

属于新华夏体系，褶皱断裂普遍发育，构造线多呈北

北东向和北东东向，少数呈北北西向。本县地层较发

育，除缺失古生界的泥盆、石炭系和中生界中侏罗、白

垩系和新生界的第三系外，其余地层均有出露。主要

地层有下古生界寒武系之上、中、下统，奥陶系之上、

中、下统，志留系之上、中、下统和上古生界二叠系之

上、下统及中生界三叠系之中、下统。元古界震旦系

的上统在县内仅有少量出露，新生界第四系多呈零星

出露，且厚度不大。

沿河 为 一 典 型 的 岩 溶 山 区。 其 中 岩 溶 区 占

<6A9>，非岩溶区占 6< *9> 。地表石灰岩、白云质灰

岩和白云岩等碳酸盐岩类分布广泛。砂岩、粉砂岩、

泥岩及页岩等碎屑岩类常与碳酸盐岩类呈条带状相

间交错分布，岩性组合非常复杂。

沿河地处贵州高原东北边缘向湘西丘陵和四川

盆地过渡的斜坡，大娄山脉的东南麓，武陵山脉的西

北麓，为南宽北窄的狭长地带。乌江从县之南西入境，

北东向贯穿县之中南部然后向北沿渝黔边界流入重

庆。据6+++年9月卫星遥感资料的计算机解译统计，该

县现有水田:6万多亩，旱地==<万多亩，有林地56 万多

亩，草地 96 万多亩，难以利用地 6< 万多亩。

" 系统运行环境及数据源

" *! 运行环境

硬件环境：

主机：最低配置为 B" =++ 微机，内存 :6C，硬盘 6 *
=!，显示卡支持 6) 位真彩。推荐配置为 B!=A)!，内

存 69;C，硬盘 )+!。

外设：台式扫描仪，用于图片扫描。

激光打印机，用于输出文字及黑白图片。

彩色喷墨打印机，用于输出彩色图象。

软件环境：

#$ %&’ ()* + ,-. /012-3% 软 件 系 统 以 中 文 C0D
E.-%-,’ /012-3% F 系列的操作系统为运行平台。系统

安装后已自动将所有的控件在注册表中配置好，用户

可以直接使用系统。

" *" 数据源

#$ %&’ ()*+ ,-. /012-3% 软件主要对图形、图象、

数据库、文本等多媒体数据类型进行管理、查询和分

析，简单介绍如下：

6 *6 *= 图形数据

图形数据在 !"# 界称为矢量数据。系统采用美

国 G.E"1,- 公司的 #HIJ& 矢量文件格式作为图形数据

源，主要用于部分基础图件的可视化显示、查询及多

媒体展示。

6 *6 *6 图象数据

图象数据在 !"# 界 称 为 栅 格 数 据。系 统 采 用

/012-3% 支持的 KCB 格式，主要用于多图层查询、相

关分析、土地利用动态、土地生态退耕及土地适应性

评价监测。

6 *6 *: 数据库数据

系统采用中文 L-MB.- 6 * ; 支持的 NKL 数据作为

关系数据库的数据源，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添加字

段。

6 *6 *) 文档数据

系统主要支持 OFO、POL 格式的文本，如调入其

它格式的文本可能会丢失数据。

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资源遥感信息系统以

栅格、矢量混合数据为主。由于购买的卫星遥感 OC
数据的分辨率为 =9 Q =986，因此离散的栅格数据也

以 =9 Q =986 为基本单位，折合面积 + * ::<9 亩，在我

国南方地形复杂、地块零碎的地区是非常实用的。栅

格数据以乡镇为基本单位进行管理分析，行政边界到

村，不同乡镇栅格数据储存在相应子目录中，栅格数

据有 66 个图层。矢量数据以县界为图形边界，行政

边界、交通、水系等专题信息分层管理，也有 66 个图

层，矢量数据与栅格数据的图层有所交叉，但不完全

相同，系统数据量有 = *:!。系统输入的原始图件以 =
R9 万比例尺为主，部分比例尺为 = R=+ 万、= R6+ 万。

# 软件功能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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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资源遥感信息系统提

供了全中文菜单环境，并有快速响应的工具条、友好

的对话框和较强的纠错机制保证了系统的正常运行。

如图 ! 所示，沿河系统分为基本信息、多图层查

询、相关分析动态监测、多因子分析、自动演示、图斑

编辑、系统维护 " 个模块。具体功能及使用如下：

图 ! 沿河信息系统主界面

#$%&! ’($) *+,- +* ./0 $)*+,-(.$+) 121.0- $) 3()/0

" &! 基本信息管理与查询

本模块主要管理行政、资源、气象、规划等可视化

的基础图形信息。采用了图形与数据库连结的数据

结构，如在图上点击要查询的区域、线、点等要素，有

关的信息将按字段顺序显示出来，联结的多媒体信息

也可以进一步调出。图 4 是在旅游资源图层中选择

省级麻阳河黑爷猴自然保护区所显示出来的信息和

照片。如在选中的图层的属性库信息中选择记录，相

应图元将在图形窗口中闪烁显示。模块还提供了图

层管理功能，可以任意打开或关闭所需图层。在图形

窗口可进行放大、缩小、图面漫游和全屏显示等操作。

图 # 基本信息管理与查询

#$%&4 ’()(%0-0). ()5 $)67$,2 *+, 8(1$9 $)*+,-(.$+)

" &# 多图层查询模块

多图层查询模块提供了以一个基础图件为操作

对象进行多图层、多因素、多尺度的查询的功能。用

户可打开一个基础图件为参照对象、一个基础图件为

操作对象。如打开土地利用详查图为参照对象（图 :
左），打开和平镇村界图为操作对象（图 : 右）。为了

正确的查询，用户需在查询基础图库中任意选择所需

图层作为要查询的信息，如选择了卫星资料调查土地

利用现状结果、地形图、土壤类型图等 !! 幅图层为查

询对象（图 ;），在操作图层上任意选取图斑区块、画

出矩形区域、圆形区域或任意区域作为查询的地理位

置，选定后该位置 !! 幅图层的查询结果马上可以显

示（图 <），并以文档的形式保存。

" &" 相关分析及土地动态监测模块

相关分析及土地动态监测模块提供了以一个基

础图件为参照图象进行任意两个图层间多尺度相关

分析功能，如用土地详查结果与卫星遥感数据进行分

析即可得到土地利用现状动态监测分析结果。

用户可打开一个基础图件作为参照对象，一个基

础图件为操作对象，并根据需要选择相关分析行（列）

方向的图件，相关分析结果将以它们为依据进行分

析。分析是多尺度的，可选择全图分析，也可在操作

图层上任意选取图斑区块、画出矩形区域、圆形区域

或任意区域作为分析的范围，结果将会以二维表格的

形式显示。图=是选择和平镇的坡度分布图与村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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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多图层查询

!"#$% &’()"*(+,-./ "01’".,

图 " 选择需查询图层

!"#$2 3-(-4) .-1’".-5 (+,-./ 67. "01’".,
图 # 多图层查询结果

!"#$8 9:- .-/’() 76 &’()"*;+<*(+,-./ "01’".,

图 $ 和平镇各村不同坡度的土地面积统计表

!"#$= 3)+)"/)"4/ )+>(- 76 (+05 +.-+ "0 5"66-.-0) #.+5"-0) ? @"((+#- "0 A-<"0# 3;+(( 97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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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进行分析，所得到各村土地的坡度分布情况。表格

内容由分析图件选择对话框中确定的行（列）图件决

定。用户可在分析的二维表上任意选择行（列）点击

其标题行（列），此行（列）的数值即可马上以三维柱状

图的形式表示，如选择横向小计栏，可得到和平镇土

地在不同坡度分级上的分布面积（图 !）。如选择纵

向 " #$栏，可得到坡度小于 #$的土地在和平镇各村的

分布面积（图 %），并可打印输出。

图 ! 月亮岩村不同坡度的土地面积柱状图

&’()! *’+,-(./0 -1 2/34 /.5/ ’3 4’115.53, (./4’53, ’3 6752’/3(8/3 9’22/(5

图 " 各村坡度 # $$的土地在各村的分布面积

&’()% *’+,-(./0 -1 2/34 /.5/ ’3 (./4’53, 25++ ,:/3 #$ ’3 4’115.53,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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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因子分析模块

多因子分析模块主要提供生态退耕及土地适宜

性评价分析功能。根据以前工作的经验，该系统建立

了一些评价指标。但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发展

目标和方式的不同，不同地区的评价模式是不一样

的。系统提供了评价模式的新建功能，用户可根据实

际工作的需要对评价模式进行建立和修改，甚至可以

已初步评价的结果为基础进行修改。

评价时系统根据适宜性评价条件及选择的评价

地区进行分析计算，适宜区将以红色图斑的形式显示

在图形窗口中，并显示图斑总面积。评价结果图可以

文件的形式保存，并可将评价结果图与任意一幅基础

图件叠加显示（图 "），以让用户更直观的看到评价结

果。保存后的评价结果可以通过系统维护模块进入

系统基础图库中。

图 # 评价结果与地形线叠加

#$%!" &’()*+, -, (’+*.+/(0 )(1.*/ +20 /())+$2 *$2(

用户还可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将小于指定面积

的评价结果图斑剔除，得到大于所输面积的图斑数和

相应位置。从而使用户的目标更缩小。

! !$ 自动演示

本模块提供系统图件的自动演示及手动演示功

能，此模块只相应于鼠标操作，没有菜单。

进入自动演示模块后将显示第一幅图，在图上点

击一下左键，自动播放激活，每隔五秒显示下一幅图。

再点击一次，自动播放停止，如此循环。

点击鼠标右键，弹出一个下拉文本框，自动播放

的图件名显示在里面。选择要显示的图件即可，点击

鼠标左键，自动播放开始。

! !% 图斑编辑

由于资金等方面的原因，遥感数据的更新在县级

城市比较困难。而对信息系统而言，数据更新是最为

重要的。因而系统的图斑编辑模块提供了修改系统

中基础图件的功能，保证了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修改。

用户需打开用于对比或定位的图件和要编辑修

改的基础图件，系统提供了点编辑、任意范围单属性

填充、任意范围选择修改功能。

! !& 系统维护

系统模块提供了管理、编辑系统基础图件、文字

资料维护、自动演示维护、用户权限设置等功能，保证

了系统使用的灵活性和安全性。

系统维护管理分为基础图件管理、基础图件属性

库管理、文字资料管理、文字资料库维护、自动演示维

护管理、系统管理员及用户权限设置等方面的数据维

护管理。

" 结 语

利用 34 1(/ 56!7 89) :$209;1 平台建立的贵州省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资源遥感信息系统在贵州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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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的主持下通过了验收，有关领导对该系统的实用性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表示将在其它县市进行进一步

推广。今后我们将不断加大对 !" #$% &’( ) *+, -./0
1+2# 地理信息系统（34!）软件研究的资金和人员的投

入，以为我国信息化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致 谢：作者在系统开发中得到了岩溶所茹锦文研究

员，贵州省农业区划办袁国强主任、许军主任、沿河县

农业区划办田茂权主任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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