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土保持研究 》第 卷第 期 年 月
,

黄土高原小流域土壤侵蚀信息
系统建立与应用的研究

’

土壤慢性信息系统设计

刘 志 江忠善
‘

裘
国

薪
学
霖

水土保持研究所
·

陕西杨 ,
·

,

摘 要 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与开发是我国流域治理的成功棋式 进行小流域土壤

侵蚀信息系统建立的研究
,

不仅为土壤怪蚀深入研究提供信息资料
,

而且对研究开发侵蚀环境

综合调控专家决策系统具有重要的作用
。

本文主要叙述了小流域土坡侵蚀信息系统计算机管

理系统的总体设计
、

应用软件开发程序编写调试和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
。

运行结果表明
,

该系

统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通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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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系统是 年代中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科学技术
,

是地学
、

生物学等许多科学研

究极为有效的手段
,

尤其在资源和环境科学领域得到 了广泛应用
,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黄土高原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
,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
,

在黄土高原水土保

持工作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

近年来
,

为了实现对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科学管理
,

先后进行

了土地资源
、

水土保持信息系统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 〕。

本研究的 目的是在于探索一条适合黄土高

原特点的土壤侵蚀信息计算机管理系统
,

在技术手段上达到实现多种功能的信息管理计算机管

理系统
。

建立起的土壤侵蚀信息系统不仅为土壤侵蚀研究深入发展提供基础背景资源
,

而且为小

流域土壤侵蚀控制专家决策系统的建立奠定基础和积累经验
。

鉴于本项研究所涉及的内容较多
,

将以系列论文进行报道
。

本篇侧重信息管理计算机系统软硬件需求和系统总体设计方面的研究

介绍
。

研究方法

软硬件配置

一个专业化很强的信息管理计算机系统必须有软硬件的支持
。

软件在此含义远超出一般的

定义
,

在此包括计算机软件
、

人类知识技能
、

现实世界的信息资源等
。

硬件指满足所要建立的信息

计算机系统运行的计算机内外围硬件设备
,

如计算机
、

打印机
、

绘图仪
、

数字化仪等
。

鉴于我国 目前微型计算机应用的普遍性和操作人员的素质
,

本项研究主要 以在微机上运行

的系统软件开发和研究
。

本研究的最低硬件配置需求为 系列微机或兼容机
,

硬盘容量为
,

内存为 外围设备需打印机
,

绘图仪等
。

软件是开发专业化信息系统必备工具资源
。

本项研究主要采用兼容性好的汉字操作系统和

信息管理通用的 软件
,

为适应各种数学统计分析和作图等要求
,

采用 语言为宿主

语言
,

开发以 形式菜单驱动操作系统
,

并给用 户预留外接其它软件接 口
,

实现该系统与

其它 系 统 数 据 共享 和 传输 等功 能
。

数学 统计分析 软件 为
,

作 图 软件为
、

等
。

信息管理计算机系统总体设计

一个信息管理计算机系统的设计
,

必须考虑 目前和长远的应用性和与其它系统的兼容性
,

主

要体现在数据的传输和共享
、

如果一个系统所储存的信息资源不能直接为其它高级系统读取和

共享的话
,

那么建立起的系统也就失去了长远的应用价值
。

所以
,

本研究采用了 目前最普及应用

的 语言为宿主语言
,

以 为软件开发环境
,

这样不仅解决信息资料的共享问题
,

而且

还解决与其它系统的接 口 问题
。

除了考虑上述问题外
,

还要解决专业化强的数据采集
、

储存和应用问题
。

图 为所建立的信息

管理计算机系统总体功能图
。

土壤侵蚀信息管理计算机系统中数据结构设计

土壤侵蚀信息系统中不仅包括数字型资料
,

而且包含非数据型信息
。

如何建立结构合理的数

据结构和储存方式
,

是系统建立的一项重要内容
。

为了使储存在该系统中的数据与其它系统兼容

和共享
,

数据库采用 形式
。

所以
,

在建库前必须将所有的信息进行分类
、

筛选 剔除不

必要变量
,

减少数据冗长度和便于数据收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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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小流域土壤任蚀信息系统总体功能

根据总体设计
,

该系统中的信息各变量的命名原则上是参考相邻学科中的命名方法
,

按照国

际统一单位规范进行变量命名和单位确定
。

并以变量英文缩写形式表示
。

研究结果

系统程序编写与调试

按照总体设计要求
,

大量的工作 内容是各功能模块的程序编写和调试
。

前面 已述
,

宿主语言

采用
,

其它各程序模块采用 命令文件形式编写
。

为使系统少占计算机 内存和节

省运行时间
,

各模块间需要 良好的协调性
,

数据管理和模型管理部分采用 命令文件

形式编写
。

其它的模块均为现成商业软件
。

一个建全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必须具备较强的数据保密性和安全性
。

据此
,

程序编写时考虑设

置操作许可总控模块
,

考虑数据管理和模型管理部分是该系统的核心
,

在进入前均采用有许可进

入模式 即设置了 口 令密码
。

同时为保障数据的安全性
,

在数据修改模式下
、

首先在计算机内部

虚建一文件 即虚读数据库中内容
,

但不能直接损坏原数据文件
,

等修改确认后
,

方将修改后的

内容更新
。

同时考虑到非计算机人员可操作性
,

均采用菜单式驱动
,

并设有屏幕帮助清单
。

整个系

统在 〔〕 环境下运行
,

具有 良好的兼容性和可移植性

在程序编写和调整过程中
,

主要解决各模块间相互协调问题
。

同时
,

考虑数据文件能较好地

为其它模块 如数据统计分析软件
、

作图软件 提供共享资料
,

特设置 了数据转换模块
。

数据转换

块能将各种数据文件类型转换成用户所需的文件类型
,

便于在不退 出系统环境即可满足用户需

求
。

在程序编写和调试过 程中
,

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西汉文兼容问题
。

我们知道
,

一

些汉文操作系统虽具有西汉兼容性
,

但在其它西文软件运行时会发生不兼容或降低运行速度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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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此问题
,

我们对国内比较流行的汉文操作系统进行多次反复调试选择了占内存少又具有良

好西汉文兼容汉字操作系统
。

系统建立调试通过后
,

数据采集和录入是主要的工作内容
。

目前数据采集的方式和资料来源

渠道较多
,

如何能减少工作量也是提高系统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在系统设计时
,

尽量减少

数据的重复性 例如
,

可再生的数据 通过一定数学关系计算得 出的数据 在数据录入模块中不考

虑
,

而在数据输出模块中针对用户对数据的要求
、

产生所需数据
。

数据录入是一项繁重的工作
,

同时也是一项令人感到疲劳的工作
。

为了使录入数据的准确
,

需要数据录入员有较强的责任心
。

但在实际工作中
,

仍存在误操作的可能性
,

也许将前面输入的

内容不慎删掉 为此
,

在数据和模型录入修改模块中均设置了由误操作可能丢失数据的保护功能

丢掉数据恢复功能
。

同时
,

该系统对不同层次操作人员设置了不同操作范围
,

如一般人员仅能

在数据查询范围内具有使用权
,

而项 目负责人和程序操作员可在任意范围内有使用权
,

如数据修

改
、

删除
、

输出
、

统计分析等
。

系统运行

在起动计算机后
,

进入特定路径 由用户自定
,

键入 回车
,

而后屏幕出现如下系统

操作菜单

小流域土壤侵蚀信息系统

数据录入管理子系统

模型管理动态模拟

数理统计分析及作图

图文编辑绘制及幻览

及地形图绘览

进 八

小流域土壤侵蚀信息系统的组成及功能如图 所示
·

具体运行时分不同层次运行
,

并有良好

的各子系统间的联系 通过 联结各功能模块
。

用户根据需求选择
,

如果选择数据管理
,

则首先要求进入 口令
,

如 口令正确进入下级菜单
,

否

则三次不对退出主控菜单
。

数据管理和模型管理模块需汉文系统支持
,

在用户选择此两模块后
,

程序自动进入汉字环

境
,

退出时 自动返回主控菜单
。

而在运行西文软件时
,

不需汉文环境
,

运行速度较块
。

为了使操作人员较快地掌握该系统运行方法
,

该系统设置了在线服务功能
,

如果操作者有问

题
,

可从中得到帮助 并在每个功能模块中都有操作说明书
,

如用户需要可打印出详细说明
。

同

时
,

用户据说明书可以按照 自己需求增加其它模块而具有良好的接口 环境
。

通过调试后的系统经数十次运行
,

没有发生过因程序问题而死机或模块发生冲突间题 同

时
,

也没因生手运行和误操作造成数据丢失事件
。

运行结果表明
,

该系统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通

用性
。

结 语

土集侵蚀信息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建立是土壤侵蚀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

本文主要介绍了

土壤侵蚀信息计算机管理系统建立的总体设计
、

软件程序编写调试 通过系统的建立研究和运行

结果表明
,

该系统具有 良好的兼容性和通用性 土壤侵蚀信息计算机管理系统不仅为土壤侵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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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小流域土壤侵蚀信息系统的组成及其功能

它研究内容服务
,

而且为建立土壤侵蚀调控专家决策系统奠定基础和积累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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