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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 可视化集成环境下空气污染指数计算与分析系统
杜培军 ,张书毕

(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8)

摘 　要 :探讨了以 VB 可视化集成环境为平台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开发空气污染指数计算与分析系统的基本模型

和方法。指出开发空气污染指数计算与分析系统的关键是建立可视化用户界面和相应的事件驱动过程的代码编写。阐述

了空气污染指数计算与分析系统的优越性 ,列出了系统功能的主要内容和开发方法 ,并且简单介绍了空气污染指数的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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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System of Air Pollution Indicators

under VB Visu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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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basic models and methods to develop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system of Air pollution indicators under VB Visual

and Windows environment , was discussed. The key was to establish user’s interface and coding writing for occurrence driving pro2
gram. The advantage and main contents of this system were discussed. And the calculation method was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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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污染指数 (API) 是指将环境监测获得的

关于空气污染的几种物质的质量浓度用统一的指

数计算后得到的指标 ,作为对空气污染程度的衡

量。API 计算是一项重复繁琐的常规工作 ,用计算

机计算 ,并通过动态比较、图形绘制、空间分析等方

式综合分析 ,可以更科学地为环境管理服务。

1 　VB 可视化集成环境在环境管理中的优越性

111 　VB 可视化集成环境的特点

VB 可视化集成环境 (以下简称 VB) 是一个采

用了面向对象、事件驱动编程机制和可视化程序的

集成开发系统。VB 可视化程序设计的最大特点

是“所见即所得”,它可在程序设计过程中实时、真

实地观察与交互修改软件运行结果 ,改变传统的单

纯编写程序代码的方法 ,提高了程序设计的效率。

112 　VB 在环境管理中的优越性

应用 VB 作为平台 ,开发环境管理计算机辅助

系统的优越性在于 :

(1) 用户界面美观大方 ,功能完善 ,使用方便 ,

可充分利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及其系统资源 ;

(2) VB 可通过对象链接与嵌入 (OL E) 、动态

数据交换 (DDE) 、数据控制对象等途径建立开放的

系统接口 ,与数据库、外部系统进行数据交换 ;

(3)可通过代码移植、改写等方式将在其他平

台下的程序转化为 VB 程序 ,也可直接调用其他可

执行文件 ,具有较强的通用性与兼容性 ;

(4)可实现声、图、文并茂的多媒体技术系统。

2 　API 计算与分析系统

范元中[1]利用 FOXBASE 语言编制了 API 计算

程序 ,现以该程序为基础开发 API计算与分析系统。

211 　算法简介

以 SO2、NOX 和总悬浮颗粒物 ( TSP)为计算 API

的要素 ,确定API50 、API100 、API200分别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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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空气质量标准中日均值的一级、二级、三级标

准。设某种污染物的监测值为 :

Ci , Ci , j ≤Ci ≤Ci , j + 1

则其污染分指数 :

I i +
( Ci - Ci , j)

( Ci , j + 1 - Ci , j)
( I i , j + 1 - I i , j) + I i , j (1)

式中各指标含义见文献[ 1 ]。

212 　系统功能

系统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1)数据采集输入 :主要包括地区基本图件和

监测数据 ,可从各种不同媒质上采集数据 ;

(2)数据编辑、管理 :可对各种数据包括指标数

据、监测数据等在窗口编辑 ,并以数据库文件形式

保存 ;

(3)数据处理与分析 :计算 API 值、分析各区

域各点 API 值、动态分析、预测各监测点不同时期

API 数据 ;

(4)数据显示与输出 :以文件、窗口、图形、表格

等形式显示数据 ,并通过各种输出介质输出 ;

(5)系统维护与帮助。

213 　系统开发

21311 　用户界面设计

用户界面设计由进入系统、系统说明和退出系

统 3 部分组成。用户可用鼠标选择 3 种设计好的

用户界面 ,若选择进入系统 ,则启动系统主菜单。

系统主菜单结构如表 1 所示。

表 1 　系统主菜单结构

文件 编辑 处理 显示 绘图 帮助

新建 指标 计算 API 指标 选择对象

打开 数据 演变分析 监测数据 区域 API 图

保存 图形 区域分析 指标 API 演变

另存为 预测 结果 修改

打印 模拟

退出

表 1 中演变分析对某点在不同监测期的 API

数值进行了比较 ,有两种方式 ,一是直接以时间、

API 数值为坐标作图 ;二是进行曲线拟合、回归分

析 ,根据空气污染的渐变性、累积性 ,建立以时间为

自变量、API 指数为因变量的线性回归方程 ,如

式 (2) :

I = a + bt (2)

式中 : a ———线性回归模型中的固定常数 ;

b ———与时间有关的比例常数。

根据一定时间步长 ,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参数

a、b ,以此为基础可反演、模拟和预测。

区域分析是以各点在区域地理图中的位置为

基础 ,对某一点的 API 数值采用空间内插的方法

求取 ,计算方法如下 :

Im = ∑
k

i = 1
Pi I i (3)

　　式中 , i = 1 , 2 , ⋯⋯k 为某计算点周围一定区

域内的监测点编号 ;

Pi 为第 i 监测点的权重值 ,采用距离反比法 ,

即与某计算点距离近的点对其影响显著 ,如式 (4) :

Pi =
1
d i

=
1

( x i - x m ) 2 + ( y i - ym ) 2
(4)

　　式中 , x i 、y i 、x m 、ym 分别为监测点与某计算

点的空间位置 (如地理坐标、假定坐标、行列号等) 。

根据内插值可进一步由绘图模块生成 API 等

值线图、污染源扩散图等图件。

21312 　系统运行

系统运行时 ,用户先从文件菜单输入新的监测

数据或打开已有的监测数据文件 ,并以适当的文件

名保存 (系统可提供两类文件保存 ,一是按照监测

次序保存 ,每次的数据存在一个文件里 ;二是按照

监测点号保存 ,每次输入新的数据后自动将各点数

据对应添加) 。数据编辑后 ,即可计算 API ,计算结

果既可与监测数据存放于同一文件 ,又能形成每一

期监测独立的 API 文件 ,在此基础上可进行结果

显示、绘图、空间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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