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区域规划中
,

选择典型
,

解剖麻雀
,

制

定模数
,

确定指标
,

为编制整个区域规划提

供依据无疑是很必要的
。

本文试图以黄土高

原水土保持规划选择典型小流域为

例
,

探讨在区域规划中如何应用统

计分析方法选择和应用典型
。

一
、

确定典型代表性的方法

是否具有代表性
,
是选定典型

徐庭灿李敏

的根本条件
,

也是工作成败的关键
。

典型的代表性取决于选择典型的 目

的
。

不同的目的和要求有不 同的典

型
。

例如为了论证区域规划 的前景

预测
,

就应选用治理程度和生产水

平较高的先进典型
。

此外
,

典型要有

一定的规模
,

并不是越小越好
,

以使

其所包含的信息种类接近或等于区

域的信息种类
。

如黄土高原水土保

持规划要求小流域面积不得小于 30

K m “ ,
因为 这样规模的小流域

,
一

般具有上
、

中
、

下游的显著特征和

比较完整的地貌体系
,
即使在人口

密度偏小的地区至少也可包括一个

以上的行政村 ( 生产大队 ) 的经济

活动
,
能够作为一个自然单元和经

济单元对待
。

当然
,
在具有代表性

的前提下
,

还应兼顾工作基础较好
,

现有资料比较齐全的典型
,

以减少

工作量
。

子法和回归分析法的应用作一些探讨
。

( 一 ) 主导因子法 ( 关键因子法 )

确定典型代表性最简单的方法是主导因

子法
,

或叫关键因子法
。

反映典型与区域关系的因子是

很多的
,

如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分区

主要指标即有九类十七个
,
其中不

仅有定量因子
,

还有定性因子
,

不

经过综合
、

转换等处理
,

很难把这

些因子全部拿来进行比较
。

因此
,

可以从所有对代表性有影响的因子

中选出起主导作用的几个关键因子

进行比较分析
。

例如
,

黄土高原水

土保持规划工作组规定
,

典型小流

域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与类型区基

本一致
:

1
.

地形因子中的地面坡 度 组

成与沟壑密度
;

2
.

水土流失 形 态 与 侵 蚀 模

数 ;

3
.

土地利用中农
、

林
、

牧 用

地的比例 ;

4
.

人 口密度和劳动力部 门 结

构
。

只要在这四个方面基本一致
,

典型小流域就大体具备代表性
。

用主导因子法来评价典型代表

性的方法
,

具有简单易行的优点
,

一

ǎ黄河中游治理局)

区规域划中典择选型的法方

在典型的选择和应用上
,
关键是如何确

定典型的代表性
。

所谓代表性
,

就是相似性
。

我们知道
,

事物的现象反映事物的本质
,

相

似的现象
,

反映相似的本质
。

典型与区域的

各项自然
、

社经指标是反映各自本质的现象
,

分析典型与区域各项指标的相似性
, 即可把

握典型与区域在本质上的相似性
。

典型与区

域的相似包括动态相似与静态相似
,

宏观相

似与微观结构相似两个方面
。

由于多年来基

础工作薄弱
,

资料普遍缺乏
,
进行动态相似

与静态相似的分析比较困难
,

本文只在典型

的宏观相似与微观结构相似方面
,

就主导因

般只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就可
。

它适用于精

度要求不高的典型选择
,

或用于 典 型 的初

选
。

( 二 ) 回归分析法

如上所述
,

采用主导因子法确定典型代

表性的精度较低
。

为了减小误差
,
使选择的

典型更可靠
,
可以在采用主导因子法进行粗

略初选后
,

再用回归分析法做进 一 步 的 选

择
。

回归分析法是通过计算区域与典型分析

指标的相关系数
r
来分析判断典型的代表性

。

其计算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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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万( x:一
;) Y ( ;一 V)

i =1
Y =

—
—卜

·

相关系数
,

X ;
一区域的第 i个分析指标

,

X 一区域分析指标平均值
,

Y i
一所选典型的第 i个分析指标

,

7 一典型分析指标平均值
,

n一分析指标个数
,

S
x

一区域分析指标方差
,

表 1 类型 区与典型小流域主要指标

s y

一典型分析指标方差
。

相关系数
r 可以采用一般的函数型计算

器很方便的算出
。

计算出
r后

,

通过查数理

统计
“
检验相关系数 p = o 的临界值 ( ar )

表
” ,

判断相关系数
:
有多大的可靠性

,

从而

确定出所选典型在多大程度上与区域相似
。

例
: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类型区中丘陵沟

壑第三副区 ( 简称丘
: ) 的主要指标 ( 只 选

其中八个
,

以说明方法 ) 与在该区内选的几

个典型小流域主要指标如表 ( 表 l )
。

由于

叹叹叹
年降水量量 年平均气温温 平均海拔高高 主要坡度度 人口密度度

((((( m m ))) ( ℃ ))) 度度 (度 ))) (人 / km
Z
)))

((((((((( m )))))))

1111111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丘丘
,, 6 0 000 1 0

.

000 1 70QQQ 1555 1 7555 2
.

0 000 8 0 0000 1 6 000

涧涧 口 河河 弓4 111 1 0
.

999 1 1 0 000 2 111 1 4 222 1
.

3 666 2 80 000 1 9 777

杜杜 阳 河河 6 9111 9
.

222 1 3 5 000 2 222 6 000 1
.

4 999 4 00 000 1 8 222

大大 庄庄 5 3 000 7
.

999 1 8 2 000 1 555 2 0 999 1
.

0444 1 0 0 0000 1 4555

西西 小 河河 4 9 000 9
.

555 1 6 4 000 1 555 2 0 888 1
.

8 666 9 10 000 17 777

说说 明明 本表所列数据为各项指标变化幅度的平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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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标间数据的大小相差太大
,

且单位不一
,

直接进行计算
,
往往突出了大数值属性的作

用而压低了小数值属性的作用
。

为了防止这

样的问题发生
,
首先将数据作标准化处理

。

根据本间题的具体情况
,

采用极差标准化方

法
,

按如下公式
:

X , : , `
~

X , ; , , 一 m 、 i n X
; , 。

m 一a x X i , 、 一 m k i n X i , k

式中 X
尹 ; , ,一 标准化后第 i 区域的第 K个指

别计算各典型小流域与第三副区的相关系数

(表 3 )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在所选的四个典型

小流域中
,
西小河与丘

:
的相关系数最大

,

且

该相关系数在 a = 0
.

05 的水平上显著
。

因此
,

对这四个典型而言
,

西小河的代表性最强
。

通过上面的举例可以看出
,
回归分析法

得出的结果比用主导因子分析得出的结果可

靠
。

有些在用主导因子进行分析时认为代表

性较好的典型
,

经过回归分析后
,

否定了用

标值
,

X ; ,

--k 标准化 前第
i区域的第 K个指标值

,

m ,笼n X ; , k
一 第 K 列

中的最小值
,

m 、 a x X ; , k
一第 K列

中的最大值
。

把各指标数 据 作 标 准

化处理
。

将标准化处理

后的数据列表(表 2 )
,

分

表 2 类型区与典型小流域主要指标标准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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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典型 小流域与丘
。相 关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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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因子法判断的结果
。

采用回归分析法有分析结果误差小
,

精

度高的优点
,

但是它对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

度要求也高
,

这样就给其应用造成了困难
,

但是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
,

这些困难将会逐

步克服
。

二
、

区域规划中典型应用的几个问题

(一 )当区域内各部分 的情况有差异时
,

应划分亚区
,

在不 同的亚区内选择多个典型

进行调查规划
,

以提高区域规划的可靠性
。

例

如
,

黄土高原面积 60 多万 K m
“ ,

其中有平原
、

丘 陵
、

高山
、

沙漠
、

草原
、

森林等不同类型

地区
,

在进行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规划时
,

将

其分了 13 个一级类型区
,

各省又在规划时根

据具体情况划分了二级区
,

分别选择典型小

流域
,

分析这些不同类型地区的生产发展方

向
,

投入产 出指标
,

治理措施布局
,

为黄土

高原水土保持总体规划的编制提供依据
。

(二 )以典型来推算全区域时
,

需要对典

型规划得出的指标数据进行修正
。

通过典型

调查规划得出的一些比例关系
,

包括现状和

规划的各业土地利用比例
,

各业产值比例
,

人

口增长指标等都会与全区域有一定差距
,

因

此在进行推算时
,

需要制定一个系数
,

对这

些比例数据进行修正
,

减小或消除点与面之

间的差距
。

以下讨论采用比例法综合各 指 标 的 差

异
,

定出一个概化系数的方法
。

首先将经过回归分析后代表性较强的典

型与区域的各项经过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列

表 ( 表 4 )
,

分别计算出典型与区域的各标

i = 1

… …①

8

西小河各指标之和二 叉 X
;
= 4

.

62 0

= 1

… …②

总比例差异二
4

。

6 2 0

4
.

8 6 2

x 1 0 0% 一 1 0 0%

“ 一 5
.

0%

当总 比例差异是负值时
,

说明典型指标

小于区域
,

推算时应将典型的指标扩大总比

例差异这么大的倍数
,

反之 则 应 缩小
,

以

上计算得出西小河与丘
3

的 总 比 例 差 异 是

一 5
.

0%
,

此 一 5
.

0%就是西小河的各项规划

指标推算全类型区时应 乘的系数
,

即应扩大

的倍数
。

(三 )经过典型调查制定的定额在应用于

全区域时需要修正
。

修正的 目的是为了消除

定额 中由于典型的某些特殊性造成的误差
。

如在水土保持规划中
,

由于所选典型小流域

可能陡坡较多
,

制定出的修梯田投工定额就

可能偏高
,

这时应 以全类型区平均坡度组成

对此定 额 进 行 修

正
,

减小推算误差
。

三
、

典型选择

和应用的程序

综前所述
,

在

区域规划中选择和

应用典型的简要程

序可用下图表示
。

表 连 西小河与丘
。

指标统计表

准化后的指标之和 ( ①

式与②式 )
,

再求算二者

之总比例差异
,

此总比

例差异即作为以典型推

类型区时要乘的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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