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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清单模型基础数据预处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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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 心 北京 1 0 0 0 1 2

；

2
． 国家环境保护环境影响评价数值模拟重点 实验室 北京 1 0 0 0 1 2

；

3 ． 中 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北京 1 0 0 0 9 4
；

4 ． 成＾5信息工程大学 成都 6 1 〇 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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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 国 目前缺少任意投感和分辨率网格的空间映射关系文件 （

ｓｕｒｒｏ
ｇ
ａｔｅ ｆｉｌ ｅ ）

，
不 同空 间和

行政单元海污染癉难以分配到模型 网格等问题 ， 以全国人 口 、 行政边界、 土地利用等数据为基础 ，
采

用 ＧＩＳ和其它工具软件
，
开发了污染源猜单模型基础数摒预处理系统 （ 简称 ＳＡ ） ，

建立 了 中 国污染源

空间映射分ｆｆｉ关系 。

关键词 拷
：

染靡清单 数据预处埋 空词分配工具

〇 背景

污染源排放清单是影响空气质量模式模拟结果准确性重要因素之一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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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进行空气质量数值模

拟
［

5 ＇ ＃
： ］

，
必须通过污染減前处理模型将污染源排放清单数据转换为空气质量模型可接受的数据格

式
［

7
^

。 国外污染源 Ｉ＃文清单建立方法已形成明确的体系 ，
从数据的获取途径到数据处理和审核程序

等都有相应的规范 。 而我国 目前缺少任意投影和分辨率网格的空间映射关系文件 ， 不同空间和行政单

元的污染源难以分配到模型网格
［
ｗ

＿ａ
］

。

本研究以高分辨率 （
3 0 米 ） 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 ， 通过建立污染源清单基础数据预处理 ＳＡ 系统

（
Ｓ
ｐａ

ｔｉａ
ｌＡｌｉ ｅｎａ ｔｏｒＴｏｏｌｓ ）

，
建立中国污染源空间映射分配关系 ， 以简化中 国模型污染源前处理工作 。

1ＳＡ 系统简介

ＳＡ系统是美国 ＥＰＡ 和 Ｎ 0 ＡＡ 联合开发的开源模型 ，
系统由矢量工具 （

Ｖｍ〇ｒ Ｔ〇〇 ｌｓ
） 、 栅格工具

（ ＲａｓｔｅｒＴｏｏ ｌｓ） 和映射工具 （ Ｓｕｒｒｏｇａ
ｔｅＴｏｏｌ ｓ） 三个子工具组成 ， 其中矢量工具可以实现 Ｓｈａｐｄｉｌｅｓ 投影

及矢量数据转换功能 ； 栅格工具可以操作 ＮＬＣＤ等数据 ， 可以将栅格数据转换为县边界或其他地理边

界 ； 映射工具可以管理大量空间映射数据的生成 ， 并可以对映射数据进行合并和填充。

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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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技术路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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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技术路线

2 ． 2污染源清单基础数据预处理

2 ． 2 ． 1土地利用数据

本研究的全国土地利用解译范围包括全国 3 1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不含港澳台 ） 。 遥感影像

以 Ｌａｎｄｓａ ｔＴＭ 5 影像数据为主 ， 同时辅以 ＣＢ
－ 0 2 Ｂ 星 的 ＨＲ 高分辨率影像 。 个别面积较小的 省份

（ 如天津、 北京 、 上海等 ） 采用更高分辨率影像 ，
ＳＰＯＴ 4 或 5

， 辅助 以 ＡＬＯＳ 、
ＲａｐｉｄＥｙｅ 、 福卫 － 2

等 。 主要采用遥感 自 动分类与 目 视解译相结合的方法 ，
使用更高分辨率影像的省份其遥感解译的分

类系统与全国分类系统保持
一致。

⑴ 影像要求

采用的影像以 Ｌａｍｆｅａｔ ＴＭ  6 月 份至 9 月份数据为主
，
在人为干扰影响小的 区域适当放宽时相 ，

采

用其他卫星数据时 ， 时相要求与相应 ＬａｎｄｓａｒＴＭ＾＾親 ：。 单景影像要求平均云量小于 1 0％
， 根据人为

干扰影响的大 4遲求不同 ，
干扰大易变化的区域要求尽量零覆盖 ， 反之则可放宽到 2 0％ 以内 。 单景影

像的噪音面积要求小子 1 0％ 。 影像变形 、 有条带情况严重 ，
不符合质量要求时 ，

不予采用。

（
2

） 影像的几何纠正

使用几何＿正时 ，

一

般地区影像为 ｐ
ｏｌ
ｙ
ｎｏｍ ｉａｌ

；
山 区部分由于地形影响可采用 Ｌａｎｄｓａ ｔ 種型 。

大地控制点按照控制点选取原则选择易识别 、 稳定的控制点 ，

且要求控制点在影像范围内均匀分

布
，
根据纠正模型和地形情况等条件确定控制点个数 。

（
3

）土地利用数据的解译

本数据集是在 ＦＲＯＭ － ＧＬＣ －

ｓｅｇ 数据基础上 ，
通过 目视解译得到的 。 但 由于 ＦＲ 0 Ｍ － ＧＬＣ －

ｓｅ
ｇ 分类系统与本数据

一级分类系统略有区别 ，
在使用前需要进行转换 ｓ 根据解译数据和相应影

像套合情况 ， 套合比较好的省份 ， 可以在此基础上解译动态变化 ， 推算 2 0 1 3 年解译现状 ； 套合

比较差的省份 ，
要先修改解译数据中的套合问题 ， 然 后再解译动态变化 ，

最 后在此基础上推算

2 0 1 3 年解译现状 ； 套合较差且问题比较严重的省份 ，
必须重新解译 2 0 1 3 年解译数据 。

（
4 ）土地利用解译数据的处理

土地利用解译数据的处理是在土地利用解译获得的 ＡｒｃＭ ｏｒｗｅｒａｇｅ数琚集的基础上 ，
在统

一

土地利用编码字段名之后 ，
以 Ａｒｅ

ｇ
ｉ
ｓ 桌面软件为主要工具 ， 完成解译数据生态遥感监测±地利用分

类体系向全国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的转换和数据拼接。 数据成果包括全国 3 1 个省 、 自 治区、 直辖市

（ 不含港澳台 ） 的土地利用面图层 、 土地利用面数据 ， 输出 的数据集分为以省为单元 的土地利用覆

盖数据和以市 （ 县 ） 为单元的土地利用覆盖数据。 其具体流程可概括为 ： 数据预处理 （数据转换、

数据拼接等 ） 、 分类编码转换 、 数据融合和拓扑检查。 生成全国土地利用分类数据 （ 如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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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 国 土地利 用 图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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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2 人 口数据

本研究的全国人 口数据范围 包括全国 3 1 个省 （ 自 治 区、 直辖市 ） ，
不包括港澳 台 。 数据来

源于美国 ＬａｎｄＳｒａｎ
， 请数据库是全球人 口 数据发布的社会标准 ， 是基于地理位置的 ， 具有分布

模型和最佳分辨率的全球人 口动态统计分析数据库 。

通过 ＡｒｃＣ ａｔａ ｌｏｇ将公里 网格的栅格数据进行转化为点状数据 ， 之后进行投影处理 （
Ａｌｈｅ ｒｓ

Ｃｏｒｔｉｃａ ｌＥｑｕａ
ｌＡｒｅａ ）ｓ 并将点状数据处理为 ＳＡ

Ｘ具可接收的 1 0 0 0 0 米 ＊ 1 0 0 0 0 米 的面状数据 （ 可

根据需要处理为其他精度 ，
如 5 0 0 0 米 ＊  5 0 0 0 米

， 但要保证该文件可以被 ＳＡ 正确读取 ，

1 0 0 0 米

＊ 1 0 0 0 米的数据是不能被 ＳＡ 读取的 ） 。 最终得到 1 个全国人 口 图层 （ 图 3 ）
，
为 ＳｈＰ 数据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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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国人 口 面状图层

2 ． 3ＳＡ 系统输入与输 出

本研究设计开发污染源清单模型基础数据预处理系统可视化界面 （ 图 4
） ， 系统输入文件包

括空间数据和配置文件两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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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污染源清单模型基础数据预处理系统

2 ． 3 ． 1 空间数据

空间数据主要的格式主要为 Ｓｈａｐ
ｔｆｉｌ ｅ 文件 ，

包括基础多边形 图层及权重 图层 （ 如 人 口数据

图层 、 土地利用图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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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2 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包括全局控制变量文件 、
ＳＨＰ 目录文件、 空 间映射关系描述文件、 空 间映射关系

代码文件 、 产生控制文件五个 ｃｓｖ 文件和 ｔｘｔ 格式的描述文件 。

2 ． 3 ． 2ＳＡ 系统的运行

通过命令行参数运行 ＳＡ 工具 ，
运行时会有运行进度及情况提示 ，

也可以在运行完后查看 日

志文件查看运行详细信息 ， 运行结果将输出至本地 目录下 。

2 ． 3 ．  3 映射工具的输出文件

包括空间映射关系描述文件 、 日 志文件、 输出空间映射关系文件 。

（
1

） 描述文件 ： 描述文件的格式为 ｔｘ ｔ 文本文件 ， 描述所有生成的所有空间 映射文件的名

称 、 代码 、 输出路径等信息 。

（
2

） 日 志文件 ： 映射工具输出 的 日 志文件 。 其中描述 了相关参数的设置及运行时的警告 、

错误信息 。

（
3

） 空间映射关系文件 （
Ｓｕｒｒｏｇａ ｔｅＦｉ ｌｅ ） ： 包括临时文件、 脚本文件及映射文件 ， 其中 临时

文件用于调试及记录映射文件的产生过程 ； 脚本文件存放每
一

个映射产生的脚本 ， 映射文件是映

射工具最终生成并可以在排放模型中使用 的数据 ， 有两种格式 ，

一种为格 网 ， 另一种为多边形 。

映射文件有两部分组成 ， 存放的形式都是
一

般 ｔｘ ｔ 文本文件 。

3 结论

本研究基于 2 0 1 2 年全国人 口数据 、 全国行政区划数据以及 3 0 米高分辨率土地利用数据 ， 完

成污染源清单模型基础数据预处理系统开发工作 ，
建立了任意投影和分辨率网格的空间映射关系

文件 ，
完成污染源排放清单的基础性工作 ， 弥补了我国排放清单研究工作缺少统

一空间映射关系

文件的空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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