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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动态遥感监测方法研究

常庆瑞 魏永胜 吴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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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业大学土城农化系
,

陕西杨陇
·

71 2 10 0)

摘 要 利用乾县枣子沟流域不同时期的航空遥感影像
,

经过分析解译
、

专题制图
,

进行

区域土地资源动态监测试验研究
.

提出了小流域土地资源动态监测的遥感分析方法和工作程

序
,

土地资源利用类型的解译标志
。

同时
,

对监测区土地资源动态变化和监测精度进行了分析

评价
。

关键词 土地资源动态
,

遥感监测
,

解译标志
,

监测精度

中图分类号 T P 7 9

随着人 口增长与社会进步
,

人类对土地需求量不断增加与土地资源数量逐渐减少之

间的矛盾愈来愈突出
。

所以
,

如何准确客观地掌握土地资源的动态变化
,

预测其变化趋势

显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
〔幻 。

为此
,

选择陕西省乾县枣子沟流域进行了土地资源动态遥感监

测试验研究
。

1 土地资源动态遥感监测原理

遥感影像是地表按一定 比例缩小了的 自然景观影像图
。

由于各种地物的化学成份
、

结

构形式
、

表面状况和所处环境的不同
,

而具有不同的波谱特性
,

在遥感影像上就形成不同

的影像特征 〔2 , 。

因此
,

选择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遥感影像
,

采用相同的解译制 图技术
,

得到

相应时期的土地资源现状 图
,

再经对 比分析
,

就能够掌握监测区各种土地资源利用类型的

数质特征和时空分布规律
〔 3一 ` , ,

实现对区域土地资源的动态监测
。

2 土地资源动态遥感监测实施过程

通过试验
,

小流域土地资源动态遥感监测实施过程按附图程序进行
。

2
.

1 准备工作

首先根据监测 目的
,

选择收集监测区适当的遥感影像和地形 图
,

以及自然条件和农业

生产等方面的文字
、

图表资料
。

然后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
,

如有必要
,

应选择典型地 区和

路线进行踏勘
。

掌握监测 区各类土地资源的区域特征和分布规律
,

制订出土地资源分类系

统
,

并建立解译标志
。

2
.

2 影像解译

遵循遥感影像解译的原则
、

程序和技术方法
,

进行详细解译
,

绘解译草图
。

然后将草图

带到实地进行抽样检查与校核
,

进行地物的调绘和补测
,

并测定线状和微小地物的面积
。

收稿 日期
: 19 9 3一 0 9一 1 1

.

* 现 在北京市劳改总局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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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绘成图
,

面积里算

对经过验证修改的草图进行

审 查
、

拼接
,

然后将专题 内容转

绘到地形图上
,

并在转绘底图上

直接进行编绘
,

最后按照编图规

范和图式进行清绘
,

利用清绘图

复制得 到成果 图件
。

同时
,

在编

绘原图上进行面积量算
,

汇总得

出监测 区不 同时期土地资源利

用现状面积
。

2
.

4 结果分析

根据成果图件
,

面积数据和

调查资料
,

进行对 比研究
,

揭示

出监测 区不同时期土地资源的

特点
、

空间分布
、

动态变化和存

在的问题
,

进而探讨合理开发利 附图 遥感监测程序框图

用区域土地资源的方向和途径
,

评价土地资源动态遥感监测的可行性
.

3 土地资源利用现状的解译标志

通过试验研究
,

得出黄土高原地区航摄影像上土地资源利用现状的解译标志 (表 1 )
。

表 1 土地资源利用类型解译标志

阴影
、

立体 形态结构

水浇地

沟坝旱地

坡旱地

平旱地

梯田早地

等
淡灰

,

品红色
不等
灰白色

、

品红
色
灰白

、

黄褐品
红色不等
灰白色

,

品红

感

无

有阴影
,

立体效果
较好

无

地埂清晰
,

有阴形
,

均匀致密

光汾致密
,

无顺控

感
光浴细致

,

但不均

或地埂分隔

不规则长带形

斑块状或条块状

大块或条块状

规则的条带形阶择

晰

地面平整

边界不规则有细构
和浅构发育
地面子生

,

边界模
栩
地面平整

,

边界份

灰白到深灰

灰白到深灰

灰白到深灰

均匀细致无颐控感

光潜致致无顶控感

苹果园

核挑园

柿子园

梨挑园

乔木林

幼林地

淮木林

天然草

暗红色

红褐色

鲜红色

鲜红色

烈

阴影和立体感强烈

阴影和立体感很强
烈

灰黑色 阴影和立体感较弱

狡感

树体本身有颐位感
,

单株形像纹理细
致

,

徽有控感
单株影像在行上难

匀的圈卯形小点
排列整齐

,

均一 的
星状小点
排列整齐

,

均匀的
圈形点
排列整齐

,

间距很

等
青景深蓝色或蓝绿
色
树杆大

,

材冠大
,

为
浑口形

色色色黑黑黑

冠都较

淡品红色

品红色

阴影小
,

立体感不
明显
几乎无阴影和立体

徽粗桂感

均匀细致
.

徽有顺

不均匀分布的小点
状
条纹状

,

丛状
,

团块

树冠郁闭
.

边界不
清晰

有黑色硕控泥杂其
闻

地 人工草地

品红色

鲜红色暗红色

灰黑色

深灰到浅黑色

淡灰到暗灰色

暗灰到浅黑色

不明显

不明显

参差
,

海棉状

均匀细致
,

无控感

匀结构

片状或块状

边界模翻

边界清晰

地一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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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 土地资源利用类型解译标志

色调 灰度 阴形
、

立体 纹理 形态结构 其它

文通
用地 文通用地

水 毋筑

方形组合
有树木或口姗

,

间有灰白色院子
房色

灰白
,

浅灰色 白色到灰白色 不明且 光柑一致
.

无桩感

水体光活均匀
,

无
顺牲感

光带细鱿无烦位感

窄条带或线条状 贫三较 t
·

俘有行

水体蓝育
,

深 浅黑到黑色
蓝色

级体阴形
,

立休盛
强烈

条. 形或深一形

域 河流 兰青色 暗灰到灰黑 不明显 线状廷仲

4 土地资源动态遥感监测分析评价

4
.

1 土地资源动态变化规律分析

监测区不同时期土地资源利用现状 (表 2 )
。

对 比分析表明
:

从 1 9 6 7 ~ 1 9 9 0年
,

该地区土

地利用现状不断发生变化
,

耕地
、

荒草地面积大幅度减少
,

果园
、

林地面积快速增长
,

居 民

点等非生产用地变化相对较缓慢
.

其中1 9 6 7一 1 9 8 6年变化速度较慢
,

1 9 8 6~ 1 9 90 年变化剧

烈
,

速度加快
,

后者的变化速度一般为前者的 3倍 (表 3 )
。

表 2 土地资源利用现状面积统计 h m .

土地资探
利用类型

1 9 6 7年 1 9 8 6年 19 9 0年

面积 面积 面积
口目匕J咋口
2

`
工,
.n舀̀匕.8.9..40

七叨,几
,
立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居 民工交用地

水域

合计

6 6 8
。

4 2

2 9
.

3 7

1 0
。

2 9

1 6 7
。

5 2

3 7
。

3 1

0
。

3 0

9 1 3
.

2 1

0
。

0 3

10 0
.

0 0

5 7 5
。

5 5

5 7
。

7 5

8 3
.

0 7

13 5
。

5 0

60
。

9 8

0
。

3 6

9 1 3
。

2 1

6 3
。

0 2

6
.

3 2

9
。

10

14
。

8 4

6
。

6 8

0
。

04

1 0 0
。

00

5 3 1
。

2 5

8 9
,

0 7

13 1
。

2 2

96
。

9 8

64
。

0 5

0
。

6 4

9 1 3
。

2 1

7
。

0 1

0
。

0 7

1 0 0
。

0 0

O甘ǹnJ4Qó,几月̀,二几JO..

…
3内舀1几八乙4月J`.玉

表 3 土地资源利用动态变化

土地资探
利用类型

1 9 6 7~ 1 9 8 6年 19 8 6年~ 1 9今6年

变化面积
( hm Z )

绝对速度
( h m

Z 一
a 一 l

)

相对速度
(% )

一 0
.

7

变化面积
( h m Z )

绝对速度
(h m二 a 一 l )

相对速度 (% )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居民工交用地

水城

合计

一 9 2
.

8 7

2 8
。

3 8

7 2
。

7 8

一 3 2
。

0 2

2 3
。

6 7

0
。

0 6

2 4 9
.

7 8

一 4
。

8 9

1
.

4 9

3
.

8 3

一 1
.

6 8

1
。

2 5

0
。

0 0 3

13
。

15

1
.

0

一 4 4
。

3 0

3 1
.

3 2

4 8
.

15

一 3 8
.

5 2

3
.

0 7

0
.

2 8

1 6 5
.

6 4

一 11
.

0 8

7
.

8 3

12
。

0 4

一 9
。

6 3

0
。

77

0
。

0 7

4 1
.

4 1

一 l
。

9

1 3
.

6

1 4
.

5

一 7
.

1

1
.

2

1 9
.

4

4
.

5

,丹乙三0nJ
巴tJ了1
1ój

3一

注
:

l) 变化面积 = 末期面积一初期 面积
,

负值表示减少
,

正值表示增加
, 2) 合计是指 各类型变化的绝对值 之和

; 3)

绝对速度 一面积变化量 /变化时间 (年 ) : 相对速度一 绝对速度 /初期面积 x 100
.

对比监测区不同时期土地资源利用现状图
,

可得土地资源的空间变化
:

耕地 向源面平

坦处集中
,

坡耕地退耕还林
;
沟坡荒地植树造林

,

果 园在梯 田
、

源平地上均有栽植
,

以源面

为主
; 居民地由沟边

、

胡同迁到源面
,

由分散趋向集 中连 片
;
道路在原有小路上拓宽取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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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资源利用特点

研究表明
,

监测区土地资源利用的特点是开发程度高
,

以农业利用为主
,

农林牧用地

比例失调
。

该地区土地的开发利用率高达 80 %以上
,

尚未开发 的土地主要是坡度 > 3 50 的

现代侵蚀沟
,

目前很难利用
。

已利用土地 中耕地数量大
、

质量好
,

面积占 71 % ;
林业用地

17 %
,

且多为偏远贫痔
,

坡度陡
,

水土流失严重的土地
,

果园面积更少
,

柿子和核桃占有相

当 比重
。

人工草地极少
,

仅有一些草田轮作的首楷地
。

4
.

3 遥感监测精度评价

精度评价是监测工作重要的环节
,

包括解译判对率
、

定位准确率
、

转绘和面积量算误

差
。

抽样 (图斑数的 10 % ~ 20 % )结果显示
,

判对率 95 %
,

漏判率 < 5%
,

定位准确度 93 %
,

转

绘中误差 < 0
.

5 m m
,

面积量算误差 < 。
.

5%
,

均符合土地资源调查规定的技术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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