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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耕地资 崂 、法中 啪 I＼ 

几项技术的探讨。 、 
周华茂 曹良修c一 农 刘鼎昌 

要 通过 对成都平 原及川 中丘陵地 区 1991年 底耕 地 资源 本底 值调查 和 1992、 

1 993和 1994三个 年度 的耕 地变化情况 以及 非农建设 占地状况 的监剖研 究．探 索 出 

了一套适 合重点农 区大 面积耕地 资源宏观调 查与动态监刹的遥 感技术方法 ，解决 了 

采用常规调查方法速度慢、耗费高、大面积调查难以完成和不便于重复监蒲f等问题。 

本 文着重探讨 该调 查方 法中的几项有关技 术。 

关键词 遥感调查 动态监测 耕，堕变化 非农建设 占地 

为了查清近几年来由于产业结构调整、非农建设占地规模不断扩大而造成耕地资源变化 

的具体情况，从 l993年初起 ，笔者以成都平原及JI【中丘陵的部分地区为调查区 (共 l5个县， 

总面积 l、7万 km )，对 l 991年底的耕地资源本底值和 1992年度的耕地变化情况进行了遥感 

调查研究 。在此基础上，l 994、l995年又分别对该区 1 993年度和 1994年度耕地变化状况 

进行了遥感监测 ．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了利用卫星遥感资料开展耕地资源调查和动态监测的技 

术方 法 ，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 

1 调查重点内容的选择确定 

本次调查和监测以确定耕地总面积和耕地变化情况为重点内容。耕地变化主要指非农建 

设占地造成耕地变化的情况 ，其中非农建设占地重点包括城乡居民点建设及工矿用地扩展、开 

发区建设、交通建设和水利工程建设的占地情况。 

2 调查比例尺的确定和资料的选择与处理 

为满足大面积耕地资源宏观调查与动态监测的需要，确定调查的基本单元 为县 (市、 

区)，调查比例尺为 1 t 10万。由于美国陆地卫星 TM 影像几何分辨率高 ，光谱信息丰富，地 

类判凄准确度高，完全可以满足 1 t 10万土地利用调查的精度要求” ，因此选择了TM 卫片 

作为开展调查的基本资料，以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宏观、快速、准确的优势。TM 卫星资料 

处理是由CCT磁带数据经几何精纠正、线性拉伸增强、常规波段组合和光学放大成 1 10万 

彩色卫片。 

· 作者单位：成都农业遥感分中心 成都 61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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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区卫片为成都幅 (129／39)，成像时问分别为 1991 

09一 O4和 l995— 02一 l4 

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 

调查采用 TM 影像目视解 薛判读与重点地区及疑难地段的野外调查相结 合的技术路 

线 。通过对卫片的全面解译判读，勾绘全部地类图斑解决 1991年耕地资源的本底值调查； 

1992、1993、1994年的年度耕地变化监测是通过对不同时相卫片的比较判读，勾绘发生变化 

的地类图斑界线，用微机 ARC／INFO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对图斑进行编辑降改，统计分析地类 

变化数据完成。耕地变化监测的重点区域确定在城镇、工矿、开发 区附近以及主要交通干线 

两边 。 

4 分类系统的确定和卫片判读标志的建立 

分类系统是以 TM 卫星影像为依据，针对本次调查的重点内容来确定。重点确定了耕地、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水利工程用地四个一级类，另外在土地利用调查中通常被划 

分为一级类的园地、林地、草地、水域 (河流、湖泊、坑塘等)及未利用土地等一些对耕地 

变化影响较小的地类归并为一个一级类。具体的调查与监测以勾绘二级类图斑来实现。 

分类系统为：①耕地一@水田、⑥旱地；②居民点及工矿用地——⑧城镇、@农村居民 

点、@独立工矿用地、◎开发区；③交通用地一@铁路、@公路、@机场 ；④水利工程用地 
一 @水库、@渠道；⑤其他一@其他。 

卫片判读标志是通过预判一野外路线调查与校查一分析归纳的方法来建立。在已有解译 

判读经验的基础上，首先进行影像的地类图斑预判，然后选择有代表性 的典型样段实地核查， 

再结合不同时相的影像综合分折，并且有重点地研究地类变化后影像特征的变化特点 ，建立 

较为准确而又易于掌握的判读标志。 

5 有关系数的测定与求算 

由于受调查比例尺和卫星影像分辩率的限制+目视解译判读难以解决小而零散分布的居 

民点、不能上图的线状地物 (如渠道、农村道路)和耕地中的田埂土坎等非耕地的面积问题， 

而这些地类面积又直接影响到净耕地面积的精度+所以要通过有关系数的测定与求算来解决。 

根据调查区实际情况和影响系数的主导因素，把调查区的地貌类型区划分为平原 、丘陵、山 

地三种地貌单元 ，其界线落实到 1 t l0万地形图上，在工作底图中勾绘出来 ，提供面积量算 

时作系数扣除和面积统计使用 有关系数的测定与求算亦相应地以这三种地貌单元为基础进 

行的。 

5．1 农村居民地、道路、渠道系数样方的测定与系数值求算； 

以大比例尺 (1：1万)土地详查分幅成果图为基础资料，在不同地貌单元选取有代表性 

区域，按 30cm×30cm太小确定佯方 ，制作样方图，测定样方图内零星农村居民地面积、渠道 

和农村道路的K度+结台线状地物宽度注记和野外补测，测算线状地物的平均宽度值 ，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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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挽单元分别求 辫佯方内农村居民地、渠道和农村道路面积占佯方总面积的平均百分数 ．作 

为某一地貌单元的农村居民地系数、渠道系数和道路系数的系数值 (表 1)。 

5．2 耕地系数的求算 

耕地图斑内的田硬土坎面积是通过耕地系数米换算扣除。以各县土地详查数据资料中的 

耕地系数为基础，按水田、旱地两大耕地类型．分别求算三种不同地貌单元中净耕地面积占 

耕地毛面积的平均百分数作为耕地系数 (表 2) 

衰 1．有关系数的到算结果 

TaGle 1．Valne~of coefficients determined 

衰 2．耕地和非在建设占地变化情况 

T hie 2 Change~of CII[~v．ted n‘i．nd btliM{ng I．nd 

6 实施应用结果 

从总的调查结果看出，l 991年以来 ，调查区内耕地息面积逐年减少．各种非农建设用地 

面积不断扩大。l5个县 (市 、区，下同)．1991、1992、1993和 l 994年的耕地总面积分别为 

86．1万公顷、85 1万公顷、84．7万公顷和 84．2万公顷，l 992、1993和 1 994年度耕地面积 

分别减少了9427．9公顷、4036 l公顷和 4463 0公顷，年耕地减少率分别为 1．12 、0．47 

和 0．52 ．同期三个年度 非农建设 占地总面积分别增加了 12344 9公顷、5098．3公 顷和 

5069．0公顷。对调查数据和图件资料的分折研究得知．非农建设占地面积的不断扩展是造成 

耕地面积减少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其中城多居民地建设及工矿用地扩展是影响耕地变化 

的主要因素．其次是开发区建设占地 ，而交通建设占地和水利工程建设占地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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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个年度的调查和监测，不仅查清了调查区及各县耕地总面积和非农建设地面积的 

基本情况，而且监测了耕地和非农建设占地的变化情况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分析了造成耕地 

变化的主要原因，为有关部门的宏观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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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 FOR SURVEYING AND M ONITORING 

oF CULTIVATED LAND BY USING 

REMoTE SENSING TECHNIQUES 

Zhou Huamao Zen Liangxiu Yu Genong Liu Dingchang 

(Clw gdu Br⋯ eh Agricultural R㈣ Sensing Centre·Chengdu 610066) 

ABSTRACT 

A flexible p~eedure for surveying nd monitoring of agricuhural land。n R large ar⋯ ⋯  rc}| out Ihrongh se~ ra] 

c t studies during e periods of l991～ 1999． 1992～ 1993 and 1993~ 1994．which ⋯ proved successfully in shortening 

surveying duration⋯ tdown of 0H c．and repca~ive monitoring of large ar⋯ ．The thesis mainly deah with several key tech— 

niques． 

Key W ords{Remote sensing survey M oni'coring Change of cuhivated land Non-- culdvaled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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