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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个城市绿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城市绿地

率（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

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及有绿色时间系数，

评价城市绿化水平的新指标则是绿量。在航空遥感

综合调查中，通过遥感影像解译与野外实测相结合

找出遥感影像特征与植株高度、胸径的关系，提出

“三维绿化指数”或“绿量”指标，以代替原先的“绿

化覆盖率”指标来评价城市绿化水平。研究指出，

相同面积的草地、灌木和乔木具有相同的绿化覆盖

率，但具有不同的绿量。要提高城市绿化水平，不

仅要提高绿化覆盖率，更重要的是要提高“三维绿

化指数”，也就是说要提高绿化的质量。

地理信息系统（GIS）在国内外农业、林业等多

个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2］，在国内的城市园林

绿化管理工作中，武汉、深圳等城市已经开发了

符合各自实际情况的城市园林绿地管理信息系统。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能及时、准确了解城市

绿地资源现状及其变化情况，借助 GIS及其空间

分析功能建立园林绿化系统，可提高城市园林绿

化管理效率［ 3］。因此，结合实际情况，借助 Ar-

cGIS engine开发一套适合本地的城市园林绿化管

理信息系统，可提高绿化管理效率，实现科学管

理，同时也可为园林绿化部门提供数据统计等功

能，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数据准确性，对改善城市

生态建设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1 需求分析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包括规划设计、建设

施工、养护管理等内容，信息量大，且多以文本

或图片的形式存储，查询和统计费时、费力，工

作效率较低，且对园林绿地日常维护及在空间分

布布局设置上不能实时监测和信息共享。因此，

建立基于 GIS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园林绿化工

程规划、布局等直接上图，综合各类属性信息进

行管理、养护，实现城市园林绿化的动态监测势

在必行。

2 分类标准及数据来源

2.1 园林绿地分类标准

参照《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城市园林绿地规

划》等规范标准对园林行业数据进行分类［ 4～5］，参

照《国家地形数据要素目录与分类代码》、《城市市

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部件和事件分类与编码》为分

类的数据进行编码［ 6～7］。

2.2 数据来源

利用 ArcSDE、Office access等软件来建设园

林空间数据库，将园林绿化业务数据导入空间数

据库。行政区划图来自于潍坊市民政局，土地利

用现状图和遥感图来自于潍坊市国土局，园林绿

化规划测试数据来自于潍坊市园林局。

3 设计思路

3.1 系统运行及开发环境

针对园林管理要求进行需求分析，主要设计

了园林绿地数据的统计、分析及评价等功能。以

ArcGIS 组件技术和 ArcGIS Engine 为系统开发工

具，利用 Visual Studio可视化工具下的 C#语言进

行开发。系统运行环境为 windows7或 xp系统，开

发环境为 Visual Studio2005、 ArcGIS Desktop 9.3、

摘要：采用 C#语言，运用 GIS技术，对潍坊市城市园林绿化综合信息数据进行编辑，建立了园林绿化综
合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实现了园林绿化日常管理、园林绿化市政工程管理功能，可为基层单位园林绿化管理
工作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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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系统功能菜单界面

ArcGIS Engine 9.3、office access 2003。

3.2 功能设计

主要实现可以查询和统计符合条件的绿地数

据。地图查询统计即通过在地图上点击来查询和

统计绿地数据，可交互式的在地图窗口实现空间

数据的基本量算功能。在地图上还可进行缓冲区

分析功能，根据用户输入的查询条件，在数据库

中查找符合用户条件的园林专题图（图1）。

4 系统主要功能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信息系统功能主要包括地

图浏览、园林绿化管理等功能，也可根据用户需

求，进行功能模块添加（图2）。

4.1 地图浏览功能

用于数据查询检索、专题制图以及统计分析，

评价菜单可为查询者生成相应的表格和报表。该

功能主要对园林绿化日常养护、园林绿化市政工

程等空间数据进行更新维护和管理，提高系统的

时效性。可划分为数据编辑、数据浏览、专题制

图等功能（图3）。

编辑菜单主要是对一些图形元素进行编辑。

子菜单主要有剪切、复制、粘贴、删除、选择所

有元素、取消选择元素、缩放到选中元素。还可

以对新搜集到的数据进行转换，使其符合 ArcGIS

制图软件规定的地理坐标系统或国家规定的标准

交换格式要求，根据制定的入库数据标准对数据

的图层完整性、拓扑关系的正确性、属性字段的

完整性、属性数据的合理性以及图幅边数据的接

边进行检查，保证最终输入到数据库中的数据的

准确性，达到入库的标准格式。

插入菜单主要是为视图插入文本、图形、图

例、比例尺、指北针等元素，以及在视图中选中

某些元素以便用户进行修改删除等操作。

选择菜单主要是对地图中的矢量图层进行选

择或者查询要素的相关信息。子菜单为选择要素、

清除选中要素、根据属性选取、根据位置选取、

根据图形选择、缩放到选中要素、平移到选中要

素、信息查询、设置可选图层、交互式选择方法。

可以进行简单查询，模糊查询，条件查询以及空

间分析等。

分析菜单主要是对图层文件进行相关处理操

作。包括缓冲分析、图层切割、叠加求交、叠加

求并、图层拼接、属性提取等功能菜单。

工作数据组织包括图库数据浏览，定义浏览

图层，定义浏览范围，图层控制，图集保存浏览

以及本地数据叠加。

4.2 园林绿化数据管理

园林绿化数据管理模块主要包括园林绿化数

据资料，如园林绿地、道路绿地以及园林绿地植

物、花草等的地理位置、分布状况、种类及数量

等方面。其中，园林绿地数据包括公园绿地、生

产绿地、附属绿地等的绿化面积，道路绿地面积

和绿化覆盖面积由分车绿带、人行道绿带、交通

环岛的面积构成。通过最新的二调土地利用现状

图，结合遥感影像，提取出园林绿地的影像信息，

通过与行政区划图、利用现状图叠加，生成园林

绿地管理地图，并进行属性赋值，生成空间数据

库和属性数据库。

图 2 系统功能设计与实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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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园林绿化设施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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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园林绿化植被数据管理

园林绿化植被数据包含公园绿地、生产绿地、

防护绿地、附属绿地以及其它绿地的面积、绿化

覆盖面积、宜绿空地面积、树木和花草种类和株

数等基本信息。

4.4 园林绿化养护管理

以研究区数字地图为背景，把数据库的公园

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信息，通过该模块从

地图上实现对绿化养护管理、绿化植物资料、绿

地类型图斑面积、绿化现状、道路绿化带、居住

区绿地、单位绿地、防护绿地等信息的管理。

5 小结

以潍坊市城市园林绿地为研究对象，采用 GIS

组件技术，以 VB．NET为开发工具，采用 C#语

言建立的潍坊市园林绿化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

园林绿地空间属性信息的查询、更新以及统计分

析等功能。该园林绿化管理信息系统利用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与最新土地利用现状图进行园林绿地

属性信息提取，综合各种属性信息，可以实现综

合信息的查询和管养，对实现园林绿化管理工作

的科学化、高效化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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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临洮县水川区全膜高垄栽培模式下，对引进的9个马铃薯品种（系）进行了品比试验，结果表明，
在参试品种中，以Kc、大西洋、806、布尔班克、Sr田间表现好，产量高、抗逆性强、商品率高，综合性状表现
好。折合产量以Kc最高，为61 581.7 kg/hm2，较对照品种荷兰15增产74.9%；大西洋次之，较对照增产44.1%；
806、布尔班克、Sr增产率为29.7%耀38.1%。以上品种适宜在临洮县水川区全膜高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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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临洮县主要经济作物，常年种植面

积 4万 hm2以上，其中水川区种植面积 1.5万 hm2

以上，但品种结构比较单一，主要是克新 1 号，

并且种植年限长，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弱［ 1～5］。为了

筛选出更好的适宜临洮县水川区种植的马铃薯品

种（系），改善品种结构，2014年临洮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引进了 9个马铃薯品种（系），并进行了

观察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马铃薯品种（系）为克新 13、大西洋、

803、夏波蒂、806、布尔班克、Kc、Sr、M2，以

荷兰 15为对照（CK）。均为微型种薯，由甘肃大有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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