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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山地高度分类数据集 (ROTWEVC) 是在ASTER GDEM 2 数据基
础上，对该区域内原数据中存在的数据异常、数据遗漏进行了修正和数据融合，并将该区域
海拔高度依据500 m间隔划分为17种类型，对各个类型进行了面积统计。其结果，在世界屋
脊生态地理区以 4500~5000 m高度地域面积最大，达 910 860 km2，占区域总面积的 22.77%；
而高于海拔4000 m的地域面积达2 150 236 km2，占区域总面积的53.75%。海拔高度在4000 m

以下的地域主要分布在高原面的4周，单位距离内的高度变化非常明显，呈现出低海拔向高海
拔过渡的特点。该数据是栅格格式，包含475个1×1度的数据块。总数据量约249 MB，压缩
后194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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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最重要的地理特征是高海拔山地和高原[1]。山地高度分类数据
(ROTWEVC-Elevation Cluster Dataset covering the Eco-region of Roof of the World) 是研究
该区域生态地理环境首要数据[2]，是研究该地区生态系统分类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数据。该
数据是在ASTER GDEM 2 (Japan, ASTER GDS User Service, 2011) 数据基础上，根据世
界屋脊生态地理区山地分异特点划分的高度分类系统[3-4]，并开发此数据集。

2 数据集简介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山地高度分类数据集 (ROTWEVC) 的数据集名称、短名名称、
通讯作者、作者、地理区域、数据年代、数据空间分辨率、数据出版单位、数据共享网络
服务平台、数据集组成、出版及责任编辑等信息一并列于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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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研发方法

3.1 数据覆盖地理范围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山地高

度分类数据集 (ROTWEVC) 地理
范围包括北纬23度41分49秒~40
度 1 分 52 秒，东经 61 度 28 分 45
秒~105度43分45秒。总面积为4,
000,688 km2。为了数据开发和下
载方便，全部数据采用地理经纬
度 1 度作为一个数据文件。全部
数据组成如图1所示。
3.2 基础数据预处理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山地高度分类数据集的开发是以 ASTER GDEM 2 (Japan,
ASTER GDS User Service, 2011) 为基础上开发的数据集[5]。在该数据应用中，首先对该数
据的可用性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可能性的预处理。

由于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高海拔、云雾等影响，在ASTER GDEM 2 (Japan, ASTER
GDS User Service, 2011) 的数据中，一部分地区存在数据异常和没有数据的情况。如图2
和图3所示。

数据预处理：在检查 ASTER GDEM 2 (Japan, ASTER GDS User Service, 2011) 数据
异常和数据缺失的地方，采取该数据与SRTM数据融合的方法完成数据预处理[6]。预处理

表1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山地高度分类数据集 (ROTWEVC) 元数据简表

数据库 (集) 名称

数据库 (集) 短名

通讯作者

数据作者

区域概况

数据年代

数据空间分辨率

数据格式

数据出版单位

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责任编辑

数据共享政策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山地高度分类数据集

ROTWEVC

刘闯 (lchuang@igsnrr.ac.cn)

刘闯,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lchuang@igsnrr.ac.cn

石瑞香,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shirx@igsnrr.ac.cn

吕婷婷,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lvtt@radi.ac.cn

陈文波,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SFC研究所, chenwb@sfc.keio.ac.jp, chenwb3@gmail.com

周翔,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zhouxiang@radi.ac.cn

王正兴,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wangzx@igsnrr.ac.cn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山地高度分类数据集 (ROTWEVC) 地理范围包括北纬23度41分49

秒~40度1分52秒, 东经61度28分45秒~105度43分45秒。其中包括：青藏高原、横断山
脉、喜马拉雅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地理区域范围涉及到的国家包括：中国，
缅甸，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2014

30 m

.tif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DOI:10.3974/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http://www.geodoi.

ac.cn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http://www.geodata.cn

诸云强, 陈圣波, 何书金

本数据著作权所有者同意依据《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管理政策中“全社会公
益性共享政策”实施共享。

数据量 249 MB

图1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山地高度分类数据集 (ROTWEVC) 组
成与地理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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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数据如图 4和图 5所示。对数据镶嵌过程中出现的缝隙 (图 6)，采用最近邻算法填补
(图7)。
3.3 山地海拔高度分类系统

根据本区域地理特征并兼顾全球海拔高度地形分类的需要，在 8000 m 以下按照每
500 m间隔划分类型，8000 m以上为一个类型，总计划分17个类型 (表2)。

需要说明的是该数据是30 m × 30 m格网的平均高度的汇集，在山峰所在的格网高度
所表示的数据并非山峰峰顶一点的
高度。
3.4 数据集组成

全部数据由 475个压缩 (.zip) 文
件组成，每一个文件以地理经纬度
(1纬度、1经度) 组成。全部数据集
的组成和覆盖地理范围如图 1[7]。在

图2 数据异常和数据缺失示意 图3 数据异常和数据缺失示意

图4 ASTER与SRTM融合预处理后的数据
图5 ASTER与SRTM融合预处理后的数据

表2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海拔高度分类表

类型
1

2

3

4

5

6

海拔高度 (m)

< 500

500-1000

1000-1500

1500-2000

2000-2500

2500-3000

类型
7

8

9

10

11

12

海拔高度 (m)

3000-3500

3500-4000

4000-4500

4500-5000

5000-5500

5500-6000

类型
13

14

15

16

17

海拔高度(m)

6000-6500

6500-7000

7000-7500

7500-8000

>= 8000

图6 原数据中的数据异常和数据缺失图 图7 用邻近值代替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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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个 数 据 集 中 ， 采 用
EVC_NxxExxx.zip 命名每一
个数据集，其中，Nxx 表示
该数据西南角的纬度，例
如：N30 表示该数据起始纬
度为北纬 30 度；Exxx 表示
该数据地理空间西南角的经
度，例如：E080表示该数据
起始经度为东经 80 度。则
EVC_N30E080 代表起始点
为北纬 30 度、东经 80 度向
北、向东各一度的地理空间
山地海拔高度分类数据，即
该数据是北纬 30~31 度、东
经 80~81 度地理空间的山地
高 度 分 类 数 据 ( 图 8)。
EVC_NxxExxx.zip, 该 数 据
是.tif格式的压缩文件。世界
屋脊生态地理区山地高度分
类图见图9。

为了便于用户从网上下
载数据，根据 1:100 万地形
图国际分幅标准和命名规
则，将 475 个数据合并为 22
组并对其压缩命名。本数据
集共包括 26个压缩文件 (每
个文件一般不超过10 MB)。

4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
各类海拔高度统计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 17
个海拔高度类型的面积和所
占比例如表 3 和图 10 所示，
其中4000 m以上的区域分布
如图11所示。

从表 3、图 10和图 11可
以看出，在世界屋脊生态地
理区以 4500~5000 m 高度地
域 面 积 最 大 ， 达 910 860
km2， 占 区 域 总 面 积 的
22.77%；而高于海拔4000 m
的 地 域 面 积 达 2 150 236
km2， 占 区 域 总 面 积 的

图8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一经纬度数据山地高度分类图 (.tif数据格式)

图9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山地高度分类图

表3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不同海拔高度类型面积及所占比例统计表

分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海拔高度
(m)

< 500

500-1000

1000-1500

1500-2000

2000-2500

2500-3000

3000-2500

3500-4000

4000-4500

4500-5000

5000-5500

5500-6000

6000-6500

6500-7000

7000-7500

7500-8000

总栅格数

41537156

130803813

196345047

277723497

291997292

374701112

352559310

390389647

594996595

1012067447

635600865

128772632

15702691

1576429

354675

71741

面积
(km2)

37383.44

117723.43

176710.54

249951.15

262797.56

337231.00

317303.38

351350.68

535496.94

910860.70

572040.78

115895.37

14132.42

1418.78

319.21

64.57

占全区面积
比例(%)

0.9344

2.9426

4.4170

6.2477

6.5688

8.4293

7.9312

8.7823

13.3851

22.7676

14.2986

2.8969

0.3532

0.0355

0.0080

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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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5%。海拔高度在 4000 m 以
下的地域主要分布在高原面的四
周，单位距离内的高度变化非常
明显，呈现出低海拔向高海拔过
度的特点[8]。

5 结论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 30 m
分辨率海拔高度数据集是研究该
区域地理特征、生态环境、自然
灾害发生、发展和变化等一系列
科学问题不可缺少的基础数据，
也是研究该地域垂直地带性分异
规律、生态系统分类和分区等必
要的基础数据和信息。其中，海
拔高度大于 4000 m 的地域面积
占 总 区 域 面 积 的 一 半 以 上
(53.75%，2 150 377 km2)，而海
拔高度大于 7000 m 的高山面积
达 391 km2，世界海拔大于 8000
m的高峰几乎全部位于本生态地
理区。这种地理现象在世界各生
态地理区中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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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海拔高度高于4000 m的地域分布图

图10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海拔高度各类型面积占总面积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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