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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构建可用于中国卫生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研究的基础数据库，以合理应用

已有的数据资源，并成为一个空间决策系统。方法 采集不同资料来源，经统一标化后构成基本资料

源。主要的资料源包括：（0）覆盖中国地区的卫星遥感图片库；（1）!"#数字化地图库；（2）疾病资料库

与相关模型库。结果 已获卫星遥感图片库中的植被指数遥感图片、地面温度遥感图片、数字化高程

图片、数字化土地利用图片等；!"#数字化地图库中的中国行政区划数字化地图、环境数据矢量地图、

人口分布图、气象资料分布图等；疾病资料库与相关模型库中包括了多种疾病的调查报告、疾病防治

年报表等资料，以及疾病的传播模型和媒介／中间宿主潜在自然孳生地模型，及恶性肿瘤发病因素相

关图。结论 该数据库的构建使不同来源的数据达到统一性，数据库收集的数据量以足能为国内卫

生专业人员应用为前提，希望通过更多疾病的应用，使数据库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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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科学及卫星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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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空间技术有关的地理信息系统（!"#）及遥感

技术（$#）已 开 始 应 用 于 疾 病 预 防 与 控 制 工 作

中［0W2］。而地理信息及遥感数据资料的贫乏已成为

大多数用户进一步提高应用水平的瓶颈。为此，“第

二次亚太地区应用空间技术于可持续发展的部长级

会议”上提出，需重视数据资料的归档、采集、应用及

相关鼓励政策的制定，可使更多的用户能容易地、并

承受将多种数据应用于发展项目［U］。为提高我国疾

病预防与控制工作进一步应用空间数据资料的能

力，我们在血吸虫病!"#数据库建立的基础上［4，T］， 



构建了中国卫生!"#基础数据库，旨在将与卫生相

关的、最基本的!"#数据资料收集整理，并构建成

基础数据库，从而更多地为疾病预防与控制服务。

材料与方法

$%!"#基础数据库构建框架：通过采集不同来

源的资料，经统一标化后构成基本资料源。主要的

资料构成包括三部分：!覆盖中国地区的卫星遥感

图片库；"!"#数字化地图库；#疾病资料库与相关

模型。

&%卫 星 遥 感 图 片 库：该 库 包 括 植 被 指 数

（’()"）遥感图片、地面温度遥感图片、数字化高程

图片、数字化土地利用图片等。这些数据资料主要

来源于现有的国内外资料及从"*+,-*,+网上下载的

数据经校正、射影变换后成统一格式。

（$）’()"遥感图片：数据源于美国（内政部）地

质 调 查 局 ./0# 数 据 中 心 制 作 的 覆 盖 全 球

1)2//遥感图，选择覆盖中国地区的’()"遥感

图像，该数据为$3天’()"复合图。为了便于用

户应用，继续对$3天’()"复合图进行平均值复

合，获 得 每 月 ’()"复 合 图 及 全 年 ’()"复 合

图［4］。

（&）地面温度遥感图片：数据源于美国地质调查

局./0#数据中心制作的覆盖全球1)2//遥感

图。取覆盖中国地区1)2//遥感图的第5频道

数据，该数据中的每一象元数值代表地面最高温度

值［4］。

（6）数字化高程图片：数据源于美国地质调查局

./0#数 据 中 心，该 中 心 的 !708063高 程 图

（(.9）为二进制$:;<=+的63;>-?;@,?A*B(.9［C］。

（5）数字化土地利用图片：数据源于美国地质调

查局./0#数据中心制作的覆盖全球土地利用遥

感图［D］。

6%!"#数字化地图：该库主要包括中国行政区

划数字化地图、环境数据矢量地图、人口分布图、气

象资料分布图等。这些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现有的

国内外资料及从网上下载的数据经射影变换后成统

一格式。

（$）中国行政区划数字化地图：数据源于由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信息网（E".#"’）提供的以

县为单位中国行政区划数字地图。同时由国家测绘

局及美国./#"公司共同开发的$F$9中国数字地

图（1-?EG=*>）中，包括了植被分区、公路、铁路等基

本地理信息数据［$3］。

（&）环境数据矢量地图：数据源于$F$9 中国

数字地图中的不同数据层。这些数据层包括水系

图、高程区域图、土地利用图和土壤分布图［$3］。

（6）人口分布图：数据源于$F$9 中国数字地

图中的人口数据层，该数据层以县为单位构成人口

分布图［$3］。

（5）气象资料分布图：数据源于世界粮农组织的

H10EI"9E(;/09［$$］。

5%疾病资料库与相关模型：疾病资料库以血吸

虫病、疟疾为例建立，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发表于国

内的调查报告、疾病防治年报表等资料。相关的模

型建立主要为疾病传播模型和媒介／中间宿主潜在

自然孳生地模型。同时，恶性肿瘤以江苏省恶性肿

瘤调查数据构成，并建立肿瘤发病因素相关图。

结 果

$%!"#基础数据库构建框架：经统一标化的基

本资料构成了中国卫生!"#基础数据库，框架结构

见图$。

图! 中国卫生!"#基础数据库构建框架

&%卫星遥感图片库：该库包括’()"遥感图

片、地面温度遥感图片、数字化高程图片、数字化土

地利用图片等。

（$）’()"遥感图片：获$DD&年及$DDJ年全年

$3天’()"复合图各6:张，月’()"复合图各$&
张，季’()"复合图各5张及全年’()"复合图各 



!张。以 上 遥 感 图 经 偏 差 校 正 后，射 影 变 换 为

"#$%$&’(／")*+%$&’(，色 彩 以 ,-./值 统 一 设 定。

遥 感 图 源 于 0$$1：／／(’2’##23&4+43+)5／!67／!
670)7(1#+(30$78

（9）地面温度遥感图片：获!::9年及!::;年全

年!<天地面最高温度（=7#>）复合图各?@张，月

=7#>复合图各!9张，季=7#>复合图各A张及全年

=7#>复合图各!张。射影变换同前，色彩以=7#>值

统一设定，=7#>数值单位为B。

（?）数字化高程图片：采用全国数字化高程图!
幅，覆以,-./图后，获立体感较强的彩色高程图。

精度为每象元!67，射影为"#$%$&’(／")*+%$&’(。

高程 图 片 源 于0$$1：／／4&11)C$3(4C%32)7／4(#C20／

DE-)2&7(*$3#41？’E%’F!AG<G#H
（A）数字化土地利用图片：利用全国数字化土地

利用图!幅，精度为每象元!67，射影为"#$%$&’(／

")*+%$&’(。图 片 源 于0$$1：／／(’2’##23&4+43+)5／

+822／#IJ%*$30$78
?3K/L数字化地图：

（!）中国行政区划数字化地图：利用以县为单位

（!::<年版）的中国行政区划数字矢量地图，源于

0$$1：／／4(’#232%(4%*32)8&7E%#3(’&／20%*#／%*’(>3
0$78同时获取!M!N中国植被分区数字地图、公路

分布数字地图、铁路分布数字地图各!幅。

（9）环境数据矢量地图：获!M!N 中国水系分

布数字地图、高程区域分布数字地图、土地利用数字

地图和土壤分布数字地图各!幅。

（?）人口分布图：获以县为单位的!M!N中国人

口分布数字地图。人口数据源于全国第二次抽样调

查结果。

（A）气象资料分布图：共获中国!A;个气象站点

近?<年（!:A<!!:G<年）的月平均最高温度、月平

均最低温度、月平均温度、月降雨量、月降雨天数、月

平均露点、月平均相对湿度、月平均蒸发量、月平均

光照、月平均辐射等多项指标数据。

A3疾病资料库与相关模型：疾病资料库首先针

对媒介传播有关的疾病（如血吸虫病、疟疾等）进行

数据库的建立。数据源于发表在国内的两次全国血

吸虫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报告、流行省血吸虫病防

治年报表、流行省疟疾防治年报表等。其中血吸虫

病数据库包括病情、螺情、家畜、防治等内容；疟疾数

据库包括病情、媒介、防治等内容。尔后，将数据库

扩大至肿瘤等慢性疾病的应用研究中。

针对血吸虫病及疟疾流行需经媒介（中间宿主）

在自然环境中传播的特点，结合气象等环境资料，以

病原体在媒介（中间宿主）中完成发育并繁殖的累积

温度为依据，建立疾病传播模型［!9O!;］。同时根据媒

介（中间宿主）在自然界孳生之特点，应用卫星遥感

资料进行空间分析，获媒介（中间宿主）潜在自然孳

生地模型。其中血吸虫病传播模型（图9）、钉螺孳

生地模型（图?）、间日疟传播模型（图A）及按蚊孳生

地模型（图;）已完成。在慢性病肿瘤方面，已完成

江苏省恶性肿瘤的分布图及相关因素的分析（图@，

G）。

图! 降雨量和地面蒸发量的差值与肝癌死亡率

关系的模拟曲线图

讨 论

K/L及PL已用于多种寄生虫病、地方病及部

分传染病的应用研究中［!@O!Q］。随着该项技术的发

展，还将用于更多的其他传染病及慢性病中［!:］。但

随之出现的共性问题是K/L基础数据库的共享应

用。目前，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但解决的机制与措施尚未成熟。本项目在洛克菲勒

基 金 资 助 的“ 全 球 螺 传 疾 病 网 络（RRR3
+(*)4%4K/L3)C+）”项目计划中［9<］，承担了亚洲区螺

传疾病K/L基础数据库的一部分进行构建。因此，

近年的工作积累，已逐渐构建成可用于中国卫生

K/L应用研究的基础数据库。

该数据库的最大特点为数据的统一性。由于不

同来源的数据格式不同，对于医学应用者来说使用

极不方便，因此，极有必要对不同格式的数据源进行

统 一。 本 数 据 库 中 的 K/L 数 据 构 建 是 基 于

SC2.%(R软件平台，同时，本数据库中的遥感资料

是基 于 TP-SL%7#+(软 件 平 台，并 同 时 可 在

SC2.%(R软件平台上使用。由于SC2.%(R软件平 



台可在个人计算机上操作，软件简洁，用户界面直

观，可视化程度高，支持复杂的空间和属性查询。所

以本数据库对目前常用计算机用户来说使用较为方

便。

几乎不可能收齐所有的空间属性数据，所以本

数据库收集的数据量（包括各种!"#及遥感数据）

以满足国内卫生专业人员应用于疾病预防控制需要

为限量，在统一设计收集格式的前提下，通过边收集

边应用的过程逐步完善。利用这些数据库中的资

料，已建立了血吸虫病的传播模型、日本血吸虫中间

宿主钉螺孳生地模型、间日疟传播模型、间日疟主要

传播媒介中华按蚊孳生地模型，以及恶性肿瘤的分

布因素模型等，并对应用前景进行了研究与探索，以

逐步应用于疾病防治工作中［$%，$$］。本数据库的发

展前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卫生领域的

应用范围，从媒传（螺传）寄生虫病的应用为基础，逐

渐应用于其他媒传传染病，如登革热、肾综合征出血

热等，并进而应用于其他急性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

病，包括流行性感冒、肿瘤、&"’#等。另一方面，则

通!"#和(#发展，包括应用不同的卫星图像数据、

不同的!"#数据源，为不同疾病建立相应的预测模

型，在各种技术发展的同时，使本数据库的开发工作

日臻完善。

（本文图$!)见插图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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