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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方法 的 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定性信息的随机处理本身

并不能使定性信息的信息量有所增加
,

其实

质上是扩大了可利用的定性信息的种类
,

从

而提高了评价的客观性 由此
,

在应用本方

法时
,

应尽可能提高定性信息的确定性 即信

息量
,

同时应防治毫无根据地缩小 ’’ 的

范围以使得定性信息的信息量表面上有所增

加
,

而实质上降低了定性信息的可靠性
,

从而

科 学

降低评价的客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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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图形管理是 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从 图形需求着手 , 概括图形功能 , 提出设计原则和

实施环境
, 并介绍了在微机上实现的方法与步骤

关扭词  , 环境图形管理
, 微机图形技术

图形管理是当前国内外管理信息系统的

开发重点和发展方向
。

在地方环境管理信息

系统  中
,

图形管理子系统承担着

与其它各子系统 数据管理
、

环境管理
、

事务

管理等 同样重要的内容和繁重的任务
,

对于

整体功能的完成和最终实现以机代人的 目标

都是不可或缺的
。

同时
,

图形系统在功能上

自成一体
,

独立性强 因此
,

将其分

解成相对独立的模块进行设计
,

既考虑到制

图功能的通用性
,

也强调了环境制图的专用

性

一
、

图形系统功能设计

与其它表示方式相比
,

图形至少有两个

突 出优点 一是直观性
,

二是综合性 目前
,

微机上软硬件所具有的速度和能力
,

已为使

用图形提供了可能 但图像 生 成 与 文 本 相

比
,

仍是复杂而有局限的
,

图形系统的研制所

遇到的困难也较多
。

一 图形需求与功能分析

环境图形用于反映一切与环境质量有关

的自然和经济条件
、

污染源与污染物
、

环境污

染与环境质量状况
,

以及多种环境要素
、

环境

状态的时 空 分 布 特 征和 数 量 质量 指 标

的图形需求可分为两类

统计图形

它们能直观地表示各种数据 的 统 计 结

果
,

有利于解放手工制图
,

加快环境质量报告

书的编制

地理图形

收稿日期 , 年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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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管理

图形编辑

厂一 〕

图形愉送 图形生成

统计图 地理图

景图 背景图饼状图直方图折线曲 图线图

图形存取字符操串作图块操作图素绘制

背景图理管背景图生成数字化仪输人定 符 填 等

位 号 充 值
图 图 图 线

图

图  图形功能逻辑图

它们结合地方特点
,

直观反映当地环境

质量的具体情况
,

在新的环境管理制度中也

有用武之地
。

的图形管理是专用图形系统
,

为

适合环境管理需要
,

它必须具有一个重要的

图形生成功能
,

直接依据数据文件生成环境

统计图形和环境地理图形 同时
,

它也要拥

有图形编辑和图形输送等必要的通 用功 能

图 是其功能逻辑图
。

二 设计原则与实施环境

设计原则

结合实际
,

突出重点 围绕总体功

能要求
,

图形设计的主要精力应放在专用图

形研制上
,

图形生成是系统重点所在
。

自顶向下
,

分而治之 把模块设计

的方法应用到图形程序设计中
,

独立地解决

问题的各个部分
,

最终才能解决整个问题

环境兼容
,

设备独立 各地环保部

门所用微机与外设的档次
、

型号难以统一
,

图

形设计要尽可能考虑其兼容性
。

实施环境

 适合于
一

及其兼容 机

比起文本来
,

图形对微机的性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处理速度 图形处理要求较高的运

算速度
,

的地理图形
,

一般应 配 备

以上的微机
。

显示设备 要求高分辨率图

形显示器和与之相匹配的  卡 增强型

图形适配器
,

以保证清晰度

在软件环境上
,

 选择 语 言 进

行图形程序开发 采用了以 计算机图

形界面 为核心的微机图形开发环境
,

利用其

函数库
、

驱动程序和元文件存取功能
,

因而具

有标准性
、

设备独立性和可移植性 同时
,

配备了汉字矢量库
,

使汉字也能作为

图形进行各种变换
,

并方便地输出

三 图形编辑与输送

图形编辑与输送都是 通 用功 能
,

但 在

中
,

设计了图形生成功能来实现专用

环境图形
,

因而编车即力能的重要性相对减弱

为此
,

只选择了一些常用的编辑功能
,

用于对

生成的图形进行必要的添加
、

修改和调整

图形输出的方式有显示器
、

打印

机
、

绘图仪和元文件四种
,

基本覆盖了微机图

形输出的可能范畴
。

各种外设都统一视为图

形工作站
,

通过驱动程序来连接和转换 当

然
,

各种输出方式工作原理的一致
,

并不排除

其输出过程与结果各有特点
。

图形的屏幕输出是最常用的方式
,

具有

成图快
、

色彩丰富的优点 图形元文件的输

出实际上是图形的存储
。

绘图仪能精确绘制

彩色图形
,

但尚未在地方达到普及程度 打

印机仍是 目前常见的硬拷贝形式
,

通

过花纹填充来替代颜色的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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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环境统计图形

一 数据来源与屏幕设计
,

图形数据来源

在 中
,

可 以由数据库的查 询 结

果或模型的计算结果直接生成数据文件
,

也

可 以由键盘输入编辑产生 数据文件必须按

一定的格式写成
,

不同的图形有不 同的数据

要求 对于数据文件读人的数据
,

图形程序

还要进行一些判断
、

加工和整理 遇到不合适

的数据
,

给出信息
。

表 是饼状图数据格式规范

表 饼状图数据文件格式

图名

项 名

项 值

项 名

项 值

汉字
,

簇 个 你准 字符
, 落 个

汉字
,

切 个 标准 字符
, 续 个

小数
,

项 名 镬

项 值

已

图形屏幕设计

图形生成后的输出
,

总是受到输出对象

物理界面的限制
,

以显示器输出为例
,

 

采取了以下对策

 统一规划
,

设定坐标轴
、

轴名
、

图名

输出位置

固定纵轴坐标间隔
,

限制横轴坐标

间隔

要 求 数 据 范 围 在 一 一

十 之间

限定各种图形项数的最高值
,

并进

行必要的处理

这些要求与限制
,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

影响图形的生成
,

保证图形质量
,

只有极少数

不适于计算机作图的特殊数据受到限制

二 统计图设计

曲线图

曲线图一般用于反映某种随时间
、

空间

或其它因素变动的状态
,

并能表现其发展的

趋势 在环保系统中
,

经常要将各监测点的

数据或某监测点不同时间的监测数据进行相

关分析和趋势分析
,

如 一
、

一 和
一

一 图等
,

其中后者表现了 和

两条曲线的关系
,

提出了多线同图的 要

求 实现时
,

曲线条数可以为 至 条
,

用不

同颜色和标记加以区别 各点横坐标应为可

计算值
,

间距可以不等

在算法上
,

选择了 三 次 正 样 条

插值的逼近法
,

能自动把离散点模拟成光滑

曲线 这种算法速度较快
,

效果很好

折线图

折线图只是把各离散数据点进行 连 线
,

不进行计算与拟合
,

因而更客观地反映实际

情况 在  中
,

拆线图用于表现大气

监测数据等波动较大的情形
。

折线图横轴坐

标间隔相同
,

不要求为可计算值 当不止一条

线时
,

各线数据的数量级应一致

直方图

直方图用于一种指标在不同情形下或多

种指标在同一情形下的数量比较
,

能清楚地

反映数量关系 它还有两种复杂形式 成组

直方图和叠加直方图
,

前者能实现不同情形

下 多指标比较
,

后者还能进行多指标总和的

数量 比较

单个直方图指标项限制在 项以内
,

按

其值显示直方高度 成组直方图和叠加直方

图的组数和每组的项数都不能太大
,

既受到

屏幕的限制
,

也受到颜色的限制

饼状图

饼状图适用于个数不多的指标进行比例

比较
,

显示大小顺序
,

表现每一部分在整体中

所 占的比例
。

在环境统计中
,

饼状图常用于

直观 反映主要污染源与主要污染物
,

在总量

控制和排污收费管理中也有应用
.

饼状图的数据文件中允许有 20 项指标
,

但实际显示最多 7项
,

多于 7项以后的总和

列为第 7 项 “
其它

” 。

各扇形按逆时针排列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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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旁列出各项名称

及所占比例
。 三

、

环境地理图形

图 2一5是统计图生成的例子
.

环境地图是地理图形与环境信息有机结



卷 一 期 环 境 科 学

且“口丹乙月,户0OU口甘J,,口八‘‘.‘

卜 靴
盆翻日腹子
...水泥四广

Y: 版度(德国度)
怪么么 水派了
居夔皿 (未佼用

. 曰 木源三厂

困目日未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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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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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皿到! 6
,

6 4 % 港口污水

邃盛翻 !3
·

4 6 % 玻璃厂废水

口刃m g
·

2 陇 陶瓷厂反水

图 5 某地废水排放量比例

合的产物
.
通常

,

地理图形部分称背景图
,

环

境信息部分称前景图
,

前景与背景的叠加反

映了一个地区空间环境状况
,

有助于进行宏

观决策
.

(一) 背景图生成设计

1
.
背景图输人

R E M Is 采用数字化仪输人背景 图
.
输

人的背景图靠经纬度定位
,

按区界
、

河流
、

居

民区
、

铁路等不同的对象分次输人
,

结果形成

独立的数据文件
.
原图太大时可分成几部分

输人
.
对背景图上的汉字串

,

也用数字化仪

进行定位
,

通过键盘输人汉字内容
,

并存人数

据文件
.

2
.
背景图库文件管理

输图完成后
,

得到一系列图形或汉字数

据文件
,

这些文件可以有选择地放人背景图

库文件中
.
背景图库文件可以通过 R E M IS

提供的管理程序 自动生成
,

也可以直接用编

辑程序编辑
.
它包括一个或多个经过选择的

图形数据文件名
,

并提供操作这些图形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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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填充以及填充颜色等参数的信息
.
这种

图形库文件功能
,

使用户得以随意增删背景

图的内容
.
同时

,

每个数据文件可以被多个

库文件所包含调用
,

提高了信息的利用率和

使用方便性
。

3 背景图元文件生成

R E M IS 设计开发了图形重现程序
,

只要

愉人经纬度范围和相应背景图库文件
,

就会

在屏幕上重现地理图形和汉字标注
。

程序提

供以下操作功能:

(l) 上下左右移动图形 ;

(2) 横向或纵向放大图形 ;

(3) 缩小图形比例 ;

(勺 选择窗口
,

放大窗口内图形 ;

(5) 设置或取消栅格;

(6) 改变光标步长和放缩比例 ;

(7) 退出以上操作并生成元文件
.

通过这些操作
,

可 以选择比例
、

范围
、

内

容均符合要求的背景图形
,

作为元文件存储

犷 起来
,

供前景图调用
.

(二 ) 前景图设计

前景图的数据也来源于数据库查询结果

或模型计算结果
,

形成的数据文件与背景图

元文件一起成为地理图形生成的数据基础
.

1
.
定位图

定位图是把一种或多种指标发生的位置

标注到背景图上
,

反映出指标的分布状况
、

疏

密程度和总的数量
。

在 R EM IS 中
,

主要用

于污染源定位
,

如对排污口或烟囱进行标注

等
.
实现时

,

用经纬度定位
,

各点用实心圆在

背景图上表示
,

不同的项用颜色区分
.
图 6

是定位图生成的例子
.

2
.
符号图

符号图除了定位功能外
,

还要通过符号

来描述各点指标的质和量的区别
.
对于单项

符号图
,

有条形
、

方形
、

圆形表示法
,

分别用其

高度
、

面积和半径来表示量的差别
,

以各点符

号不重叠交叉为原则
,

颜色可任选
.
对于多

项符号图
,

则需要用饼状图或扇状图
.
前者

是用饼状内容来反映各项比例
,

用饼状直径

图 释

经度
:

6e
,

e e

工5 e
.
e o

纬度
,

! 8
.

协e

6 e
.
e o

显示项致,

3

显示点数
:

32

. 直辐市

O (未朔 )

圈 6

省会城市

(未{胡 )

合 其它城市

必 (未使用

必.

R EM Is 定位图示例(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试点)
经度: ‘二00一!, 0

·

的 纬度: 10
.
00一60

.
00

里示项数: 3 显示点数: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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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各项总和;后者各扇面角度相等
,

只是通

过扇径显示各项大小
,

不比较总量
.

3
.
填充图

‘

填充图是对地图上的部分区域进行颜色

填充以表示该区域的某种特征
.
在 RE M IS

中
,

包括河流填充
,

宜观显示河流水环境质

量;网格填充
,

将划分好的网格及各网格的环

境指标直观反映到地图上 ;区域填充
,

根据该

区域的地理特点及环境质量状况进行不规则

填充 ;等等
.

在屏幕上
,

填充通过颜色操作来实现
,

而

在打印机上则表现为花纹
.
图 7 是网格填充

图生成的例子
.

4
.
等值线图

等值线图是反映某一指标在空间上连续

分布状况的图形
,

在 R E M IS 中
,

等值线图

用来显示区域内各种污染源的分布
,

并依据

已测量点数值去推算域内其余点的状态
.
在

设计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算法问题
,

既要能满

足一定的精度要求
,

又要适合微机的运算速

度
.
实现步骤是:

(l) 数据点网格化
.

(2) 曲面模拟与切割
.

(3) 起点搜寻
.

( 4) 等值线沿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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