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2&$/

鸭绿江流域地理信息档案构建及
应用分析
孙以晴

!丹东市鸭绿江防洪护岸工程建设管理局"辽宁 丹东!II"$$$#

!摘!要"!随着工业活动的增多"河道污染已成为生态建设的重大挑战% 建立完善的地理信息档案可有效准确地

掌握流域的基本情况% 本文以鸭绿江下游丹东段为实例"介绍了该流域地理信息档案的构建过程以及其在流域开

发计划和污染灾害预防中的应用"并对应用情况进行了模拟分析"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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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流众多#仅流域面积超过 I$$$G'

K

的河流

就超过 I&$$ 条#这些河流为地区农业&工业&居民生活

提供了大量的水资源% 但由于流域内工厂污水的肆意

排放#导致当前中国一半以上的河流受到严重污染#每

年的治污费用高达上千亿元% 如何降低流域污染损失

已成为多地政府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 而建立河流地

理信息档案则是这一切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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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域概况

鸭绿江全长 NO&G'#流域面积 LJIO 万 G'

K

#年径流

量 #KNJL$ 亿'

#

% 其中鸭绿江丹东段是国家重点风景

名胜区#区内有东北地区最大的海上通道-丹东港%

鸭绿江是公认的'东北亚生态环境平衡者(#但随着近

年来流域内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加#导致其水质情况不

容乐观% 有关学者对鸭绿江丹东段水质进行研究#虽

然其符合中国地表水!类标准#但化学需氧量数值依

然偏高% 若不加强排污管理#必然影响风景区及港口

建设%

)!&)



.'NXM技术简介

_2U 全称为地理信息系统#是一门新兴的空间信

息分析技术#在资源和环境应用领域中发挥着技术先

导作用% _2U主要由数据收集&数据管理&结果输出三

部分组成% _2U 技术可以有效管理各种资源环境信

息#并对其进行快速&重复的分析测试#也可以将数据

收集&空间分析&决策过程有效整合#显著提高管理的

科学度&精确度%

目前#_2U 技术在农业&林业&土地资源&生态环

境&灾害预警等方面有着广泛应用% 在河流地理信息

档案构建中#可对洪水灾害原因进行分析#动态监测灾

情#并进行灾情评估% 在河流污染治理中#可有效监控

污染源#并制定相应的紧急应对预案#有效降低损失%

$'鸭绿江流域地理信息档案的构建

鸭绿江"丹东段$流域地理信息档案的构建是以

_2U技术为开发平台#面向管理和决策层的可视化信

息系统% 主要目标包括全面收集鸭绿江"丹东段$流

域的监测点位置&水源地&自然保护区&居民区&交通系

统等资料#建立鸭绿江 "丹东段$流域纸质和电子

档案%

#JI!构建地理信息档案的框架分析

#JIJI!优化鸭绿江流域档案信息管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当前档案管理的各步骤

已趋向于数字化#常用技术包括遥感&_YU&数据收集

系统&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 优化鸭绿江流域档案信

息管理旨在提高相关部门对复杂空间的的分析能力#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JIJK!建立突发性灾害应急管理体系

污染问题是当前各大河流面临的主要威胁#鸭绿

江一旦被污染#会迅速降低沿河流域价值% 传统监测

手段主要依靠环保局下设的监测站点#主要监测对象

为城市区域#一旦出现污染问题#较难精确判断事故

点% 地理信息档案可为环保部门提供必要的相关空间

信息和属性信息#提供关键点的详细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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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K!信息档案系统的构建

鸭绿江流域地理信息系统将河流属性数据和空间

数据进行一体化管理#可以实现数据查询与统计"运行

流程如图 I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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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电子信息档案系统工作流程

#JKJI!数据采集

为完成该项目信息系统档案数据采集工作#相关

部门组织四队技术人员携带 _YU 定位仪&照相器材等

设备沿着鸭绿江丹东段两岸进行实地勘测#收集以下

信息!河道及沿岸自然地貌特征*河道水环境信息"汇

流&取水&排水位置和特征$*水利工程位置及规模*区

域行政划分及交通情况%

#JKJK!数据库的建立

在_2U中#首先需要对收集来的数据进行分层#重

点考虑以下几点!数据要有相同的属性信息*数据的比

例尺一致#且有相同的使用目的及方式*不同部门的数

据应放入不同的层% 鸭绿江数据主要分为!地形地貌&

居民区&交通线&水系&其他等五类%

建立数据库需要利用设备将图形信息数据化#即

转化为一定结构的数字化图形% 其基本步骤如下!

"地图扫描% 将地图扫描到计算机#保证其变形较小%

#利用l78X65软件将其数字化%

)图形配准% 本项

目采用D2*点配准#首先确定标志性物体点#以此展开

确定其他位置坐标% 多幅数据也可通过公共D2*点进

)"&)



行拼接#其误差要求不大于 #e%

*矢量化% 质量好

的图像可采用自动跟踪手段#其他的采用人工跟踪#可

最大化节约时间
+#,

%

#JKJ#!功能模块建立

鸭绿江地理信息档案系统主要针对河道两岸及水

环境变化情况#主要功能包括!信息查询&信息管理&水

环境管理&水质监测四大模块#如图 K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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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鸭绿江地理信息档案系统功能组成

3J信息查询功能模块% 该模块包含的查询工程

类型包括!排水口&采砂点&垃圾堆放点等*线工程有主

河道&分支河道&防护林等#如图 # 所示
+%,

% 终端每次

可以同时查询一个或多个工程信息#根据终端级别"省

级&市级&县级$不同#其查询的范围也不同% 该系统可

提供柱状&饼状&线状等多种统计图#用户可根据自身

需求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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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查询模块内的点和线工程

@J信息管理功能模块% 地理信息档案的信息管

理包含两项功能!浏览编辑和图表自动生成% 用户浏

览时可对各类点工程和线工程进行查看#也可实时对工

程的变化进行编辑#例如!新增或取缔的排污口或采砂

点等% 系统可以根据水环境信息自动生成图表#实时存

到电子档案之中% 用户可以根据时间来进行查找
+&,

%

5J水质监测模块% 该项目_2U系统中的水质监测

内容包含!监控点布设位置&水质检测信息收集&水质

保护紧急应对等#这些数据会在设置的周期内自动更

新和存储#若出现水质问题会提醒用户#并提供一些应

对措施%

,'地理信息档案的应用

通过应用_2U技术来建立鸭绿江地理信息档案#

可快速应对紧急污染事故% 由于丹东港来往货轮很

多#发生船体碰撞的几率较大#而原油泄漏对水体污染

威胁最大#在此对这种事故进行模拟分析%

事故发生后#应急预案启动!首先调查组第一时间

赶往现场#利用_YU 设备定位事故点并上传到 _2U 系

统*然后技术人员将位置点在电子地图中标识#输入泄

漏量#之后系统会根据流域实时数据"河水流速&风速&

水位等$自动计算出污染体的影响范围#以此为依据可

提前对这些区域采取应对措施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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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鸭绿江"丹东段$流域#通过应用 _2U 技术建立地

理信息系统#显著提高了流域管理的自动化和信息化

程度#使管理部门第一时间了解到流域情况#为更好地

管理和开发河道提供了海量真实数据#而且大大减轻

了测量人员工作量#是数字化河道管理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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