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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正射影像和G IS 技术的县级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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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针对中国县级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工作的实际情况, 分别以山西省昔阳县和太原市尖草坪区为研究区, 探讨了

基于正射影像和G IS 技术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方法。该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发挥航空遥感技术的优势, 把正射影像作为县级

土地利用现状更新的主要数据源, 在土地利用数据库的支持下, 用G IS 集成数据, 从而建立一个准确把握县级土地利用现

状及其变化的动态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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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实施“数字国土”是将国土资源信息进行分析筛选

并数字化, 建立具有信息管理、综合分析和评价功能的

国土资源基础数据库。2000 年10 月国家在全国确定了

100 个建库示范县, 计划到2010 年基本完成全国范围内

的1∶10000 土地利用现状信息的数字化工作, 为“数字

国土”的信息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目前, 全国县级土地利用数据库的建库工作正在进

行。数据是系统的核心, 数据的现势性是数据库的生命

线, 而我们建库使用的基础数据源是十几年前已完成的

比例尺1∶10000 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对应的表册。近

10 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土地利用状况变化很

大。土地利用基础图件信息的非现势性, 大大制约着国

土资源的信息化与科学化管理。另外, 建库工作完成以

后, 为了保证土地利用数据的现势性和准确性, 必须对

土地利用数据进行适时更新。所以, 如何综合运用高科

技手段, 开展中国土地利用动态监测, 建立切实可行的

监测体系, 探测土地利用变更情况, 进而实现对县级土

地利用现状数据的快速更新, 是国土资源管理亟待解决

的问题。

1　国外土地利用更新技术的现状

国外发达国家所进行的土地利用调查监测, 目前大

都是以航空遥感为基本手段。即使在幅员广阔、人口密

度稀少、土地利用管理要求并不严格的加拿大, 对在土

地利用强度高的全国 27 个主要城市周围 180 km 范围

的中心城市区和经济价值高的重要资源区所进行周期

为5 年成图比例尺为1∶25000 的土地利用动态监测, 都

是通过定期航空摄影方法来完成的。

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将全州划分成 5 个区, 每年完成

一个区的航空摄影, 5 年一循环, 然后将航片制成

1∶10000的正射影像, 用来完成成图比例尺 1∶25000

的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和地理信息系统GEO G IS 的更新。

系统中线状地物, 如新建或改建的各级公路的补测和修

测是通过GPS 动态定位方法来完成的。

巴伐利亚州测量局为了缩短更新周期, 提高工作效

率, 遥感技术R S 和地球卫星定位系统GPS 技术与地理

基础信息系统 (GEO G IS) 的集成和连接正在进入试验

开发阶段。具体研究项目:

1) 解决GPS 数据向地理信息系统直接传输问题;

2) 利用 IR S21C 和L andsa t TM 卫星遥感数据更新

GEO G IS;

3) 利用 IKONO S 卫星遥感数据更新GEO G IS

4) 利用雷达影像数据更新GEO G IS。

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 卫星遥感技术在土地利用监

测和地理信息更新中的应用是有局限性的。

1) 受到遥感资料分辨率的制约　遥感影像的直观

性比正射影像的低, 对线状地物的识别能力很差, 难以

保证分辨相似地物的性质和界线。

2) 受到遥感资料覆盖面的制约　由于云雾遮挡和

国外卫星的数量不能保证定期提供辖区内全面覆盖并

具有特定时效的遥感资料。

3) 受到价格的制约　高分辨率的卫星资料价格十

分昂贵。

4) 受到遥感应用技术水平的制约　目前世界上地

理信息更新的主要数据源仍然是正射影像。根据中国的

国情, 目前高分辨率的卫星遥感资料进入县级1∶10000

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的应用层次是很难的, 利用正射影像

和G IS 技术进行土地利用现状更新是切实可行的方法。

2　研究区概况

2. 1　太原市尖草坪区

太原市尖草坪区位于晋中盆地的北端, 下辖 9 个

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全区土地面积为 289. 42 km 2,

1∶10000土地利用现状标准分幅图共 23 幅。它作为太

原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利用变化主要为城镇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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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结构调整等。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于 2002 年建成, 建库使用的

基础数据源是1990 年完成的比例尺1∶10000 的土地利

用现状图和对应的表册, 所以必须进行土地利用现状数

据库的更新。

2. 2　昔阳县

昔阳县位于晋中东部, 属土石山区, 现有 12 个乡

镇, 总面积 1952 km 2。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于 1986 年完

成, 全区1∶1 万土地利用现状标准分幅图共107 幅。近

十几年来土地利用现状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于变更工作

跟不上, 出现图件和数据两张皮的现象, 加之土地管理

机构变迁, 详查成果遗失严重,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建

设没有现势的数据源。为此, 采取了先更新基础图件, 再

建立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的工作步骤。

3　太原市尖草坪区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更新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的更新包括变更信息提取、变

更数据采集和数据更新处理三项基本工作。

3. 1　土地利用变更信息源

将 1990 年绘制的土地利用现状图作为本底资料,

与近期 1∶10000 正射影像图进行配准叠加, 室内人工

提取土地利用变化信息, 再到野外进行核查, 绘出土地

利用现状变更标准分幅图, 写出变更调查记录表。

土地利用变更数据的来源还有一部分是从其它相

关的土地管理业务数据中获取的, 这样不同来源的变更

数据的数据类型和数据精度是不一致的, 有的甚至出现

不匹配的状况。因此, 为了获取统一的土地利用变更数

据, 就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相关的数据匹配处理。其原

则为: 低精度的数据要服从于高精度的数据, 如在一般

情况下建设用地的数据精度较高, 则其它来源的数据应

当以建设用地的数据为准。

3. 2　变更数据采集方法

土地利用变更模式可归结为扩展、收缩、消亡和新

生4 种。在进行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变更的过程中, 要

采集的变更数据分为3 种类型: 新增的点、线、区地物数

据; 消失的地物数据; 图形未发生变化而地物属性发生

变化的地物数据。

变更数据的采集与首次建立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

的数据采集工艺流程相同, 不同之处就是只采集变化部

分的图形和属性数据。具体的讲, 把土地利用现状变更

标准分幅图进行扫描, 与土地利用分幅矢量数据配准,

矢量化变更部分、填写属性并统一新建图层, 同时把所

有图幅变化部分合并为全县变化图斑层。

3. 3　数据变更方法

利用G IS 系统数据综合处理功能, 将基年数据和变

更数据进行空间叠加运算, 用变更文件来更改原来文件

的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 生成下一年度的地类图斑、线

状地物、零星地物等新的土地利用数据库文件。

4　昔阳县采用的技术路线和方法

昔阳县被列为2000 年土地利用基础图件与数据更

新项目试点单位。项目实施方案: 购置1∶10000 正射影

像图, 线划图及相应的航摄像片, 利用已有的土地利用

详查资料, 土地变更调查资料, 结合数字国土工程进行

一次全面的野外核查工作, 更新基础图件, 建立土地利

用现状数据库。

4. 1　外业调查

以1997 年生成的 1∶10000 标准分幅正射影像图、

标准公里网格图、标有境界、村庄、主要河流、道路等地

物要素的薄膜图为外业调查工作底图, 依据《山西省土

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及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参

照土地利用详查成果, 局部正射影像图模糊处选用航

片, 进行全野外地类调绘和权属界线调查, 并对新增地

物和近年变更状况进行补测。

提交的主要成果

1) 1∶10000 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专题要素正

射影像图; 1∶10000 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专题要素

薄膜图。

2) 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 土地争议原由书, 土地利

用现状外业调查记录表, 线状地物量测记录表, 田坎系

数测算表, 飞地面积通知单。

4. 2　数据库建设

数据采集处理的工艺流程如图1 所示。

图 1　数据采集处理工艺流程

F ig. 1　T echno logical p rocess fo r data

co llect ion and p rocessing

5　结　论

通过对两个自然环境、土地利用现状基础图件、数

据完备程度相差很大的区域进行土地利用现状更新调

查实证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

1) 正射影像图是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及更新调查最

理想的图件。它具有航片和地形图的基本特点, 具有信

息丰富、直观易读、成图精度高、便于调绘、成图周期短、

成本低等特点。

2) 基于正射影像和G IS 技术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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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具有误差小、效率高、成果资料实现现代化管理的

优点。

3) 该方法对设备配套和技术条件的要求低, 调查

的组织实施相对简单, 具有经济可行, 便于操作, 易于实

现的优点, 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法, 为全国同类地区开展

土地利用基础图件与数据更新工作提供了好的工作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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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thod for coun ty- level land use change survey based
on orthophoto and GIS

T ia n Xia odong , LüL ia ngq ing , W a ng B in

(Colleg e of R esou rces and E nv ironm en t, S hanx i A g ricu ltu ra l U n iversity , T a ig u 030801, Ch ina)

Abstract: A cco rd ing to Ch inese sta tu s quo of land2u se change su rvey, and tak ing X iyang coun ty, and J iancaop ing

dist rict, T a iyuan as study areas, th is paper d iscu sses the m ethod fo r land2u se change su rvey based on o rthopho to

and G IS. T he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above m ethod are as fo llow s: Giving fu ll p lay to the superio rity of aeria l

rem o te sen sing techno logy, tak ing o rthopho to as m ain datum sou rce fo r updat ing coun ty2level land u se sta tu s

quo, suppo rted by land u se da tabase, and in tegra t ing data under G IS. A dynam ic m on ito ring system w h ich can

grasp coun ty2level land u se sta tu s quo and change exact ly w as estab lished.

Key words: o rthopho to; G IS; land u se; change su 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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