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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学模型编制土壤厚度图的探讨

刘 铁 辉

陕西省水土保持勘测规划研究所

提 要

土壤侵蚀危险性评价研究中
,

必须首先对土壤的有效厚度进行 知沂
。

本文结合映南秦巴

山地土壤厚度图的编制工作
,

探讨了用趋势面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数学模型编制土壤厚度图的

方法和步骤
。

从编图效果看
,

数学方法逻辑性弧
,

图斑准确率高
,

图件能够较好地反映土壤

厚度的实际分布 和变化情况
。

对土壤侵蚀危险性评价的方法之一
,

是 以土壤可蚀年限加 以衡量
,

即

土壤可蚀年限
有效土层厚度 毫米

年侵蚀深度 毫米

因此
,

拟对土壤侵蚀危险性进行评价
,

必须首先搞清有效土层厚度的分布和变化
。

本文以陕南上

壤厚度图的编制为例
,

探讨了应用数学模型编制土壤厚度图的方法
。

一
、

数学方法编制土壤厚度图的程序

数学方法编制土壤厚度图的工作程序如下 见图
、

熟悉制图区环境
,

选择最优数学模型
。

收集制图区内的文字
、

图件和数据资料
,

并加以分析
,

从而达到认识制图区环境特点和土壤厚度变化一般规律 的目的
。

在此荃础上
,

从多种数学模吧 中

选择最能反映土壤厚度变化的数学模型
。

在编制
“
陕南秦 巴 山地土壤厚度图

”
工作

‘ , ,

于对土

壤厚度变化的认识不够深刻
,

在山地丘陵区曾选用了趋势面分析模型
,

没有达到期望 钩 效果
。

因

此
,

对环境特点和土壤厚度变化规律的认识程度
,

直接关系到数学模型应用的成功与失败
。

、

实地调查和收集资料
。

根据数学模型的要求
,

深入实地进行调查
。

土壤 厚 度 在平原盆地

的变化较小
,

而在山他丘 陵区变化很大
,

因而要求调查样点尽 可能包括各种地貌类 型
、

地貌部

位
、

植被类型
、

土壤类型和岩石类型等环境条件
,

对明显不合理或不具代表性的样点 要 子 以 剔

除
。

野外调查内容包括土壤厚度
、

土壤类型
、

植被覆盖度
、

地面坡度
、

母质岩性等
。

调查内容应

尽可能以数值形式反映
,

以便于计算机计算
。

、

求出模型系数
,

采集数据和标描草图
。

根据野外样点调查值
,

在计算机上运 算
,

求 出数

学模型系数 此后
,

采集数学模型中各变量的数值
。

我们在工作中
,

首先编制了年降水量图
、

地

面坡度图
、

植被覆盖度图
,

土壤类型图
、

岩石抗风化指数图等基础图件
,

用网络图 网络间隔

厘米 法在这些图上采集各点的各变量值
,

建立变量数据文件
,

计算出各网络点的土壤厚度 联

接勾绘出厚度值相同的网络点
,

标描完成草图
。

、

实地验证和后期整理
。

草图编绘完成之后
,

要深入实地进行验证
,

以检验数学模型的可

靠性
,

对验证中发现的问题要 及时分析
,

找出原 因
,

制定出改正方法
。

经过修改整理
,

着墨洁绘



熟悉制图区环境特点
,

模
清专题要素的一般变化规
律

,

初步拟定数学模型

’’

野外实地调查查
收收集第一手资料料

分分析整理野野野 整理资料编编
外外调查资料料料 制基础图件件

采采集变量数值值

乞

编写计算程序

计算模型系数

土壤厚度值

编制土壤厚度标描图

实地验证修改完成作者原图

图 工作程序框图

制图单元界线
,

绘制图例
,

最后完成土壤厚度图
。

二
、

编制土壤厚度图中应用的数学模型

陕南秦巴山区大体可分为两种地貌类型区
,

即大面积的山地丘陵和面积较小的平原盆地
。

两

类地貌类型单元的环境差异很大
,

因此必须区别对待
,

选择不同的数学模型
。

一 平原盆地区数学模型的选择
。

陕南平原盆地区面积不大
,

约占全区 总 而 积 的 左

右
,

但由于这里的生产环境条件较山区好
,

因而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墓地
。

平原盆地的最大特点足

自然景观和开发利用的一致性 水热条件均一
,

微地貌变化小
,

土壤类型简单
,

土地利用方式以

农耕地为主
。

在这种条件下
,

土壤发育具有连续性分布和厚度变化小的牛宇点
。

根据这一特点
,

我

们认为
,

平原盆地 区可应 月趋势面分析 “  成 数学棋型编制土壤厚度

图
。

趋势面分析的数学原理 以二维空间内观测值的变化为例 令 土壤厚度 代 表任意平

面上 区域内点
,

处的观测值
,

为地理座标 见图
。

这样
,

在儿 何上
,

我们

就有一群分布在三维空间内的点
·

, , 。

只要找出一个光滑的几何曲面通过这一群点
,

并

且该光淞曲面能集中概括区域 内大范围的区域性变化
,

我们称此曲面 为
“
趋 势 面

”

。
。 ‘

已表示出在没有局部变化的条件下
,

观测值 随空间位置
,

的变化
。

这 样我

们就可将一个实测曲面分为趋势面和剩余曲面两部分

实测曲面 趋势面 剩余曲面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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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二维空间内观洲值空间变化及趋势值和喇余值关系示意图

, 下 ,

式中
,

称为
“
趋势值

” ,

称
“
剩余值

” 。

对于 已知的观测数值
, 一

…
,

通常用 回归分析来求得它们的趋势值和剩余值
,

即根据已知数据求出 的一个回归而方程
,

使得

〔 一 , 〕
“ ,

、

艺
一一‘

达到最小
,

这也就是在最小二乘方意义下的曲而拟合
,

即用观测值
,

求曲面 回归方程
。

通常我们选择多项式作为 回归方程
,

其一般形式为

一次
, 。

二次
, 。 , 。

三次
, 。 吕 ‘

经计算
,

我们求得了平原盆地 区一次
、

二次和三次趋势面回归方程
。

检验分析表明
,

二次趋

势面拟合效果最好
创

八
、

 
。

一 一
。 。

该式的拟合度为
,

在。 水平上高度显著
。

这一计算结果的图形显示为抛物面
,

我们认为与

平原盆地区土壤厚度变化规律是符合的
。

因为
,

在盆地区
,

一般上壤厚度变化表现为中心厚
,

向

盆地边缘逐步减薄 更进一步说
,

表现为中部厚
、

边缘薄的环带状结构
,

所以计算结果是完全合

理的
。

趋势面分析方法的最大特点是
,

只需知道土壤厚度调查值及样点地理座标
,

不必调查过多的相

关因素
,

从而极大地减少了野外工作量
。

其不足之处在于
,

它只能反映土壤厚度变化的总趋势
,

对于



细微的局部变化显示不好
。

因此
,

在土壤厚度变化大的地 区 如山地丘陵区
,

这种数学模型的

适用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

二 山地丘陵区数学模型的选择
。

陕南绝大部分地 区为山地丘陵
,

约占全区总面积的

以上
。

环境特点集中表现为复杂多变的特点
。

自然景观除水平变化外
,

更兼有显著的垂直分异
,

水热条件不均
,

微地形变化大
,

植被类型层次多
,

土壤类型多样
,

上地利用方式极不统一
。

在这种

条件下
,

土壤分布和厚度变化大
,

用趋势面分析模型很难模拟出土壤厚度的变化清况 我们曾用

六次超级趋势面进行拟合
,

效果仍然不好
。

山地丘陵区土壤厚度虽然变化很大
,

貌 似 杂 乱无

章
,

事实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

大家知道
,

生态条件一致或大体相似的地 区
,

土壤厚度发育应当

一样或接近
。

据此
,

山地丘陵区可应用另一类数学模型
—

相似性分析模型
。

常 的相似性分析模型
,

有聚类分析 。七  ! 和回归分析

幻两种
。

聚类分析是一种相似性判别分析模型
,

最后结果是得到一个反映样品个体间亲疏关系

的自然 普系
,

比较自然地和客观地描述了分类对象各个体之间的差异和联系
。

采用聚类分析的困

难有二 一是采用系统聚类
,

则由于样点太多 全区共有
,

多个
,

很难作出聚 类分析谱系

图 二是应用模糊聚类
,

计算工作量浩大
,

对计算机要求亦较高
,

从设备和经费看不够经济
。

我

们曾在国内目前较为先进的大型计算机
—

每秒 万次
,

主存 兆
,

虚存
,

叼助

上进行试验计算
。

结果表明
,

由于机器容量的 限制
,

全区必须分 一 段计算
,

总 耗 机时近

个小时
,

需计算费数万元
。

回归分析是一种相关分析模型
,

它是 以样品和变量之问的对应关系为基础
,

找出样品
·

与变量

间的函数模型
,

从而以 变量为依据
,

推求出样品值
。

回归分析有多种模型
,
我们采用多元逐步 回

归
,

其特点是能保证引入方程的变量相关比较显若
。

设有已知正态 随机变量
,

其均值 可表为

日
, ,

日 … 日
。

式
‘ , , , ,

… 是自变量
,

为非随机变量 已是特定的回归系数
。

现要求 川变从的

组测位
, , ,

…
, , ,

…
,

异
。

对日
,
价出估计

,

令
,
为日

,
的最小二乘 估计量

,

犷为 的估计量
,

则

式
‘ ‘ ,

与 均已标准化
,

十 …

称为 对 的
“
标准回归系数

” 。

 

! ∀
满足下列线性方程组

:

/r 一l b l + r l Z
b
Z

{ r :
;
b
: + r 2 2

b
2

+ …

十 …

+ r 一p
b
p = r ; y

+ r : p
b
p = r Z y

( 3 )

r p l
b
x + r p Z

b
Z + … + r ppb

p = r py
!
|
.
、

式
,

1
, :

r ; j =

乙x
j, :

x j k
i
一

J = 1
5

2

. ‘ ’

,
p

k
=

1

r j , =

乙 x
:kyk i= 1 一

2
,
…
s P

k = 1

r jj ,
J r j ,
分别为x

,
与x s和x s与y的相关系数

。

b

;可 以通过联解式 ( 3 ) 求得
,

联解时用无回代过程消去法
。

第S 次消去第k 列 的 一般公式



是
:

r*J‘“ , = r k s ‘卜 ” /
r * k ‘“一 ‘,

( 第k 行)

r, j ‘“ ) = r j j
’

‘“一 ’
) 一 r , k “ , 一 ‘’ r k j

、‘“一 ‘)
/

r k k ‘“一 ’)
(其它行) ( 4 )

式中
: r , j ‘“’表示第8 次消去后原r

, j位置上的当前值
。

显然
,

r i j ( o ) 兰r zj
,

按上述方法
,

若第 1 次消去第一列
,

则在原来右端项r
, ,

的位置上就得到解b
:、( ” ,

当时的回

归方程是

y = b 一
’

(
‘)

x
:

若第 2 次又消去第 2列
,

则在原r
:y和r

Zy
的位置上就分别得到解b

: ‘2 ’
和b
: ‘2 ) ,

当时 的 回归方

程是

y = b :(“) x : +
b
: ( 2 ) x

Z

由上可见
,

系数矩阵消去一列
,

等于 回归方程中引入一个变量
。

那么一个变量引入后对方程有多大影响呢 ? 这可用F 检验来解决
。

统计量

F = 一

毒裂多斋擎劣上

服从F ( 1
,

n 一 s 一 1 ) 分布
,

自由度为 i ,

(
n 一 s 一 1 )

。

由于s
,

(
n 一 。一 1 ) 均是可变的

,

因而F 的临界值也在变化
。

如果n适当地大
,

而S相对地

较小
,

则自由度的变化对F 值的影响不大
。

这样就可以根据选定的显著性水平
,

确定两个临界值

F :和F
: ,

令F
l
) F

Z
(典型的F 值可近似地取 4 )

。

如果F > F
:,

则将该变量引入回归 方 程;

如果F < F
Z,

则将该变量从回归方程中剔除
。

经计算
,

在 5 个变量因子 (年降水量
、

地面坡度
、

植被覆盖度
、

土壤中> 0
.
01 毫米颗粒百分

含量和岩石抗风化指数) 中
,

选择出了 4 个相关性较好的因子
,

得到回归方程

y = 102
.76 一 0

。

0 2 3 x
z 一 l

.
4 0 3 x

2 + 0
。

4 1 8 x
3 一 0

。

3 2 2 X
4

式中
: y

—
土壤厚度;

x : ,
x

Z ,
x

3 ,
x

‘

—
分别为年降水量

、

地面坡度
、

植被覆盖度和岩石抗风化指数
。

该回归方程的复相关系数为0
.
78

,

在0
.
05 水平上相关性显著

。

从方程的系数关系看
,

土壤厚

度与年降水量
、

地面坡度和岩石抗风化指数成反比
,

与植被覆盖度成正比
。

这一结果与一般定性

定量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
。

三
、

结果与讨论

应用前述的趋势面分析和回归分析模型
,

我们将陕南秦巴山地土壤厚度按< 20 厘米 (A )
,

2 0 一30厘米 (B )
,

3 0 一40厘米 (C )
,

4 0 一50 厘 米 (D )
,

5 0 一60 厘 米 (E ) ,
6 0 一70 厘 米

(F )
,

7 0 一80厘米 (G )
,

5 0一90厘米 (H )
,

9 0 一100厘米 (I)
,

>
1 0 0 厘米 (J ) 共10个级

别进行了分类计算和制图 (见图 3 )
。

经实地验证
,

川趋势面分析计算出的平原盆地区图斑准确

率在90 % 以上
,

回归分析计算出的山地丘陵区图斑准确率在80 % 左右
。

虽然后者不及前者的准确

率高
,

但山地丘陵区环境较平原盆地区复杂得多
,

土壤厚度变化极大
,

能取得这样的模拟成果
,

还是 比较令人满意的
。

用数学方法编制土壤厚度图与用常规方法相比较
,

具有以下优点
:

1 、

克服了常规方法中编图原则和依据因人而异
,

主观影响大
,

逻辑性不强的缺点,

2
、

编图周期短
,

野外工作量小
,

费用低
。

我们仅用 3 个多月就完成 了陕南秦巴山地 7 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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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陕南秦巴山地土滚厚度示惫图

平方公里 1 : 500 ,

00
0 土壤厚度图的编制工作

,
提高工效 3一 5 倍

,

经费开支只有常规方法的1邝

一1/ 10;

3 、

方法简便
,

易于掌握
,

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多种数学模型
,

进行对比试验制阳
。

另外
,

数学方法易于与计算机管理系统相联接
,

提高土地资源的管理水平;

4
、

数学制图方法还可推广应用到同类性质 (土壤侵蚀类型图
、

土壤仅蚀模数图等) 问题研

究中去
。

编制完成陕南秦 巴山地土壤厚度图后
,

我们请有关专家进行了审议
。

专家们认为
:
用数学方

法编制土壤厚图度属于创新性的研究工作
,

用该方法编制的陕南秦巴山地土壤厚度图比较客观地

反映了陕南秦巴山地土壤厚度的实际情况
,
对山区的经济开发和土壤保持研究工作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

由于用数学方法编制土壤厚度图是一尝试性的研究
,

还存在一些间题和不足之处
,

敬请各位

同行批评指正
。

另外
,

此文撰写中曾得到甘枝茂
、

张伯社副教授的指导
,

特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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