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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遥感与 G IS 的土地用途转移分析
——以洞庭湖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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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遥感、G IS 一体化技术, 以 1989～ 1990、1999～ 2000 年获取的陆地资源卫星L andsat TM 或 ETM 图像为主信

息源, 对洞庭湖区近 10 年土地用途的转移变化进行了检测, 对驱动变化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1990 年以来的

10 年间, 耕地减少 0. 9 万 hm 2, 占总面积的比重减少了 0. 32% ; 各类建设用地总计增加了 0. 75 万 hm 2, 比重增加0. 26% ; 水

域增加 0. 16 万 hm 2, 比重增加了 0. 06%。林地略有减少, 草地、未利用地略有增加。流失的耕地中, 绝大部分被退田还渔还

湖, 或被建设用地所占用。建设用地的扩张占地中, 耕地被占 74. 08% , 林地被占 20. 86%。土地利用、土地价格及税收等方

面的政策、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科技的进步对土地用途的转移有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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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洞庭湖区位于长江中游荆江南岸, 包括湖南省的岳

阳市、岳阳县、华容县、沅江市、南县、湘阴县、汨罗市、益

阳县、益阳市、安乡县、汉寿县、澧县、常德市、津市市、湖

北省的石首市、公安县和松滋县等 17 个县市, 总面积

28 737 km 2, 其中的洞庭湖, 是我国面积第二大的淡水

湖泊, 既承纳湘、资、沅、澧四水, 又吞吐荆江洪水, 具有

巨大的调蓄功能。该区是以粮、棉、油、麻、鱼、猪为主的

综合性商品农业生产基地, 在区域乃至全国的农业生产

中具有重要地位。一个时期以来, 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

代以前, 由于没有协调好人地关系, 忽视了土地的生态

功能, 土地利用中存在着过度围湖垦殖、堤防周围及高

水位地段农业布局与种植制度不合理等问题[ 1, 2 ] , 在很

大程度上使得洪涝灾害次数增多, 损失加重。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随着人口增加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以及

1998 年大水后, 国家制订了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生态

移民政策, 湖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出现了新特点。

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态安全密切相

关。因此, 掌握本区最近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格局

及土地利用的现状, 把握土地利用政策、管理体制、经济

发展水平、人口等社会经济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作用

机制和需求, 对于制订土地整理工作的方向、重点, 逐步

建立合理、有效的土地整理宏观调控政策体系, 合理规

划未来的水土资源利用, 提高土地利用率, 改善生态环

境,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4 ]。随着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

技术的日新月异, 多源数据、多时相数据、多尺度数据的

融合, 使得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制图与动态变化监测

沿着更为系统、客观和快速准确的方向迅速发展[ 5 ]。本

文利用 2 期卫星遥感图像对研究区近 10 年的土地利用

ö覆盖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基于人工目视判读的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G IS)

一体化信息屏幕提取方法, 借助专家知识和实地考察资

料直接在精确纠正后的遥感影像上进行计算机屏幕判

读, 对不同时期遥感信息源的一致性要求不高, 保证了

线状地物和面状地物的准确识别, 提高了分类精度, 作

业结果不需数字化就直接进入数据库。该方法在中国科

学院资源环境数据库的建立中得到成功应用[ 6, 7 ]。

本文采用了这一方法。使用了 1989～ 1990 年、1999

～ 2000 年共 2 个时期成像的L andsa t TM 或 ETM。在

土地利用变化信息提取的过程中, 参考了地形图、区域

专题研究资料与图件等其他资料。首先分类, 建立土地

利用遥感调查分类系统。采用二级分类系统: 一级分为

6 类: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即城乡、工矿、

居民用地) ; 及未利用土地。二级分为 19 类。分类系统

含义见有关规程①。然后用 1999～ 2000 年的图像, 经图

像屏幕判读, 并在A RCöIN FO 软件平台上, 建立制图

比例尺为 1∶100000 的土地利用本底数据库。勾绘图斑

的定位误差小于 1 个像元; 经野外实地验证, 图斑定性

精度大于 90% , 其中耕地大于 95% [ 8 ]。

建立本底数据库后, 再检测动态变化。这一过程中,

首先将 1989～ 1990 年获取的待分析的新图像与土地利

用本底配准, 配准误差小于 1 个像元, 然后将本底图形

叠加于新图像之上, 以相同的技术规程和方法, 检测并

勾绘土地利用ö覆盖的变化图斑, 赋予每个变化图斑 6

位数的编码, 前 3 位表示本底土地利用类型, 后 3 位表

示新时期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检测的工作在 Im age A n2
a lyst 环境下完成。将变化图斑导出, 在A RCöIN FO 软

件中, 建立土地利用变化数据库, 并统计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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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2. 1　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

土地利用面积变化的统计结果表明, 近 10 年来, 洞

庭湖区的耕地面积减少了近 9000 hm 2, 占全部耕地的

0. 57% (表 1) ; 耕地占总面积的比重, 由变化初期的

55. 51% (图 1a)减少为目前的 55. 19% (图 1b)。林地面

积也减少, 约 900 hm 2, 占总面积的比重减少了 0. 03%。

其余 4 个大类的面积均有所增加。其中, 建设用地

居首, 净增面积 7462 hm 2, 增幅高达 7. 78% , 使建设用

地在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中的比重由 1990 年的 2. 82%

提高到 3. 08%。水域次之, 增加面积也达到 1586 hm 2,

占总面积的比重也增加了 0. 06%。草地面积也有所增

加, 为 425 hm 2, 在土地利用构成中, 略增了 0. 02 个百

分点。未利用地仅增加了 200 hm 2 左右, 净变化很小。

2. 2　土地用途的转移

土地用途的转移是指土地利用用地类型之间的变

更。转移矩阵表 2 显示了调查时期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相

互之间的转移面积。表中的行反映了土地利用类型转出

的状况, 表中的列则反映了土地利用类型转入的状况。

图 1　洞庭湖区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

F ig. 1　Changes of land use structu re from 1990 to 2000 in the Dongting L ake area

表 1　近 10 年来洞庭湖区主要土地利用面积净变化

T ab le 1　N et area changes of land use types from 1990 to 2000 in the Dongting L ake area

类　　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净变化öhm 2 - 8992. 67 - 905. 96 642. 96 1586. 21 7461. 53 207. 93

净变幅度ö% - 0. 57 - 0. 16 2. 33 0. 31 7. 78 0. 27

表 2　近 10 年来土地用途转移的面积统计

T ab le 2　A rea stat ist ics fo r land use conversion from 1990 to 2000 in the Dongting L ake area hm 2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湖泊 水库坑塘 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农村居民地 工交用地 未利用地

耕地 — 773 0 6652 1071 5520 5543 3039 719 1784 59

林地 353 — 46 22 5 17 1561 533 42 986 0

草地 23 205 — 282 269 13 102 36 26 39 0

水域 3658 60 1208 — — — 256 175 16 65 352

未利用地 0 18 0 164 83 81 20 20 0 0 ——

　　如表 2 所示, 流失的耕地面积中, 以转为水域的面

积居首, 达到 0. 67 万 hm 2, 其中 80% 以上改为鱼池, 或

被水库坑塘淹没 (在分类系统中, 水库、坑塘类型中包括

鱼塘) , 退田还湖的面积也占 16. 10%。转为建设用地的

面积也达 0. 55 万 hm 2, 其中 54. 83% 的耕地被城镇用地

所占用, 32. 18% 被工交用地占用, 被农村居民地占用的

比例最小, 不到 13%。另外, 有 773 hm 2 耕地退耕还林。

耕地与草地和未利用地之间的转移很少。林地的流失

中, 绝大部分流向了建设用地, 并且主要是工交用地和

城镇用地, 前者占转为建设用地面积的 63. 16% , 后者

占 34. 14%。转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比重不到 3%。也

有 353 hm 2 的林地被垦殖, 只有退耕还林面积的一半。

虽然总体上水域的面积有明显的增加, 但与其他类

型之间的转移是相互的。从流失方面看, 流向耕地的面

积居多, 达 0. 37 万 hm 2, 说明尽管该区域退田还湖是主

流, 但也有湖滩地被围垦。流向草地、未利用地的面积分

居第二、第三, 分别有 0. 12、0. 04 万 hm 2。还有小部分新

增的建设用地占用了水域。草地的转移变化中, 总量不

大, 以转为水域、林地和建设用地占绝大多数, 前二类的

转入面积在 200～ 300 hm 2 之间, 建设用地约 100 hm 2。

未利用地的转移量更小, 主要转向了水域。

各类建设用地的占地状况, 在其他类型的流失中有

所表述。新增的城乡、工矿、居民用地中, 74. 08% 来自耕

地, 来源于林地的次之, 占 20. 86% , 另有 3. 42% 来自水

域。占用草地及未利用地的面积很少。此外, 本区没有

发现建设用地转为其他地类的情况。这一结果表明, 新

增城乡、工矿、居民用地的所占之地绝大部分为质量高

的耕地, 其余部分则主要占用了林地和水域。

3　土地用途转移的驱动因素分析

3. 1　直接因素的驱动作用

人口增加、社会发展与经济的增长是土地用途转移

的主要驱动因素[ 9～ 12 ]。将土地利用变化与人类活动的

产出如经济、人口的变化联系起来, 用因果联系方法, 分

303　第 1 期 李仁东等: 基于遥感与 G IS 的土地用途转移分析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析土地利用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当前普遍采用的方法。
表 3　土地利用变化与变化驱动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

T ab le 3　Co rrelat ion coefficien t betw een changed area

of land use and its driving facto rs

社会经济因素
耕地

净变化

建设用地

净变化

水域

净变化
动态度

总户数 0. 548 (3 ) 0. 797 (3 3 ) 0. 257 0. 439

总人口 0. 52 0. 781 (3 3 ) 0. 318 0. 485

人口密度 0. 405 0. 590 (3 ) 0. 133 0. 810 (3 3 )

非农业人口 0. 394 0. 614 (3 ) 0. 108 0. 212

国内生产总值 0. 631 (3 ) 0. 757 (3 3 ) 0. 165 0. 324

机耕面积 0. 046 0. 074 0. 479 0. 031

有效灌溉面积 0. 362 0. 640 (3 ) 0. 526 0. 601 (3 )

农林牧鱼总产值 0. 142 0. 042 0. 123 0. 35

种植业产值 0. 071 0. 068 0. 068 0. 317

种植业产值密度 0. 034 0. 008 0. 002 0. 754 (3 3 )

林业产值 0. 015 0. 132 0. 369 0. 11

牧业产值 0. 226 0. 053 0. 153 0. 344

渔业产值 0. 026 0. 077 0. 083 0. 142

渔业产值密度 0. 054 0. 115 0. 128 0. 726 (3 3 )

粮食产量 0. 169 0. 31 0. 151 0. 585 (3 )

粮食亩产 0. 026 0. 373 0. 143 0. 631 (3 )

人均粮食产量 0. 207 0. 16 0. 36 0. 081

大牲畜年底头数 0. 113 0. 104 0. 3 0. 411

猪牛羊肉产量 0. 033 0. 028 0. 336 0. 238

水产品产量 0. 273 0. 058 0. 005 0. 088

人均水产肉类产量 0. 133 0. 118 0. 841 (3 3 ) 0. 323

全部工业总产值 0. 558 (3 ) 0. 735 (3 3 ) 0. 259 0. 438

工业经济密度 0. 384 0. 522 0. 178 0. 679 (3 3 )

固定资产投资 0. 600 (3 ) 0. 767 (3 3 ) 0. 146 0. 433

投资密度 0. 502 0. 732 (3 3 ) 0. 175 0. 646 (3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 645 (3 ) 0. 742 (3 3 ) 0. 148 0. 503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0. 246 0. 272 0. 372 0. 508

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 0. 112 0. 491 0. 329 0. 705 (3 3 )

财政支出密度 0. 152 0. 222 0. 046 0. 616 (3 )

农民人均全年纯收入 0. 357 0. 665 (3 3 ) 0. 248 0. 434

中、小学生数 0. 421 0. 182 0. 049 0. 141

经济密度 0. 29 0. 426 0. 11 0. 805 (3 3 )

人均土地 0. 126 0. 139 0. 865 (3 3 ) 0. 268

耕地面积 0. 035 0. 116 0. 05 0. 677 (3 3 )

人均耕地面积 0. 075 0. 183 0. 796 (3 3 ) 0. 3

　3 : 显著相关; 3 3 : 极显著相关。

鉴于本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类型为耕地、水域和

建设用地, 选取湖南 14 个县市耕地净变化、建设用地净

变化和水域净变化遥感调查结果与相应县市 1988 年至

1998 年间 35 个统计数据的变化值为两组变量, 以县

(市)为基本单元进行了统计相关分析。为综合分析区域

的土地利用变化, 还引入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标[ 5 ] , 一并

加以计算与分析。相关分析采用 SPSS 统计软件, 结果

如表 3 所示。标有3 的系数, 为显著相关; 标有3 3 的系

数, 为极显著相关, 置信度水平为 95%。

从显著相关的频度来看, 35 个统计变量中, 与 4 个

土地利用变化变量中的 2 个有显著相关的有总户数、人

口密度、国内生产总值、有效灌溉面积、全部工业总产

值、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密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 8

个。说明人口增长、国民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工业增长、

投资强度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是这一时期土地利用变化

的主要动力因素。与 4 个土地利用变化指标没有显著相

关的变量为机耕面积、农林牧鱼总产值、种植业产值、林

业产值、牧业产值、渔业产值、人均粮食产量、大牲畜年

底头数、猪牛羊肉产量、水产品产量、地方财政预算内收

入、在校中、小学生人数等 12 个。说明近 10 年来本区的

土地用途的转移与农业经济的发展关系不大, 与财政收

入和学生人数的关系也不密切。

动态度的大小反映了土地利用变化的快慢。表 3 显

示, 动态度与区域人口密度, 种植业产值密度, 渔业产值

密度, 工业经济密度, 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 国民经济密

度, 耕地面积, 投资密度, 粮食单产, 财政支出密度, 有效

灌溉面积, 粮食产量等 12 个指标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人

口密度增加, 对资源的利用强度也加大, 土地用途的转

移加快。经济密度, 包括种植业产值密度, 渔业产值密

度, 工业经济密度, 国民经济密度等的增加, 综合地体现

了现阶段城市化、工业化及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特征,

既为土地利用提供了变化所需的空间, 又提供了所需的

动力。而且, 各种经济密度的增加, 以及粮食单产、有效

灌溉面积的增加, 都凝聚着科技进步的贡献。科技的进

步, 包括“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推广, 化肥和农业机

械的使用, 以及工业技术的进步, 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

进而促进了土地用途的向高效益方向改变。地方财政预

算内支出及其密度, 及固定资产投资密度的增加, 反映

了政策的走向及人力物力的投向, 必然更加直接地驱使

土地的用途向着有利于投资者方向转移。

耕地的变化与国民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由表 3 可

知,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工业经济的发展, 固定资产投

资的增加, 以及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均促进了耕地的流

转。与此相辅相成的是, 人口总户数的增加, 对基础建设

的要求也必然随着增加。这些因素进一步地说了工业化

与城市化对耕地的减少起到了推动作用。相反, 各项农

业经济因素, 与耕地的变化没有多大的相关关系。一个

时期以来, 耕地收益相对低下, 农业收入低。1990 年, 我

国每公顷土地的年产值, 耕地是 3115 元, 林地为 260

元, 牧草地为 174 元, 淡水养殖水面为6 682元; 而城镇、

工矿用地是116 236元, 交通用地是18 214元[ 13 ]。在市场

经济体制下, 效益低下的耕地必然有向效益较高的其它

用地转换的动力。发展缓慢的农业对土地利用变化的推

动力远远不及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作用。

各类建设用地的增加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必然产

物,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如表 3 所示, 建设用地

的扩张与总户数, 总人口, 人口密度, 非农业人口等人口

因素紧密关联。与此同时, 国民经济增长, 主要是工业经

济、社会消费水平及农民年均纯收入增长的速度, 也直

接推动了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工矿交通用地的

扩展。改革开放之后, 随着城乡壁垒的逐步消除, 越来越

多的农民进城打工,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使得城市

容量增加, 为城市用地的外扩提供了一个动力; 来源于

二、三产业的劳动收入成为近年来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

部分, 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这

又客观上吸引了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此

外, 随着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各类经济开发

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乡镇企业多属地方财政支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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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由于资金与技术的相对短缺, 又容易从地方政府得

到更多的支持, 包括土地使用方面的优惠。因此, 往往比

城镇国有企业占据更多的土地。

水域的净变化与人均水产肉类产量、人均土地、人

均耕地面积等 3 个指标显著相关。人均土地、人均耕地

面积的增加, 为退田还渔还湖提供了必要的土地空间。

人们食物结构的改善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水产品、

肉类的价格远高于粮食价格, 促使湖区农民将农田改为

鱼塘。由于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 部分农田, 尤其是低湖

田被抛荒。在退田还湖还渔的大趋势中, 在一些贫困地

区也存在小规模的围垦湖荒的现象。

3. 2　政策的调控作用

土地用途的改变, 除受到直接因素的驱动外, 还受

到政策的调控作用。强烈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首先是土

地权属与土地及其产品的价格政策。我国 1952 年开始

走互相合作的集体化道路, 农村土地使用权归集体所

有, 城镇土地归国家所有。 1978 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 农村土地下放到农户, 农户具有土地使用权、经营权

与收益分配权, 在市场价格的诱导下, 能主动选择经济

效益好的经营方式和品种, 使土地利用向多种经营方向

变化。我国工农产品价格之间长期存在着严重的比价不

合理现象: 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幅度远高于农副产品收

购价格提升幅度, 粮食市场价格低, 增加缓慢, 且农用物

资价格上涨, 农民增产却难以增收。1998 年国家虽出台

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 但收购价格定价

偏低, 农民收入仍难以有较大幅度地提高。对大多数商

品粮基地县而言, 商品粮提供的数量愈多, 地方工业和

其他非农产业发展更为落后, 地方财政税收入来源狭

窄, 投入经济发展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财力缺

乏。土地的承包制与价格体制的“剪刀差”, 客观上推动

了耕地撂荒、经济结构调整和湖区退田还湖。1998 年长

江流域特大洪水, 国家的生态安全也受到了空前重视,

相应地出台了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生态移民政策, 对于

生态退耕的地区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进一步促进了农

田的退耕。在城市, 土地的利用也由改革开放前的行政

配置土地、无偿无限期使用、禁止土地流转的行政划拨

机制向改革开放后的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与行政划拨

并存的“双轨制”发展。1990 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暂行条理》, 对土

地的行政划拨没有严格的限制, 并实行出让金中央与地

方分成的分配制度, 给地方政府以很大的动力将土地划

拨给所属的企业, 甚至拨给所属的房地产公司“炒地

皮”。 1987～ 1994 年出现了“开发区热”、“建房、建路

热”。1997 年国家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

保护耕地的通知”的规定, 明确规定了“冻结”占用耕地

问题, 才遏制了 1980 年末以来乱占滥用耕地的势

头[ 14 ]。

农业税收方面的政策与规定也影响了土地用途的

改变。自 1958 年我国农业税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以来,

已执行了 40 多年。近些年来, 国家对农业税的有关规定

陆续作了修改和补充。1994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对农

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 对园艺、水产、林木、食

用菌以及其他农业特产品在生产环节征收 5%～ 12%

的农业特产税; 对烟叶、茶叶、牲畜产品等农业特产在收

购环节征收 5%～ 13% 的农业特产税。在执行政策的过

程中, 乡村政府往往使统计产量数据高于实际平均产

量, 从而造成农地产量虚高现象。过去不少没有承受负

担的荒山. 荒滩、荒坡等新开垦土地, 经过多年改造已成

为良田, 但负担也未作调整。相反, 有些农民的农田由于

发展和建设需要, 被国家或集体等征占, 而负担也未作

相应的调控, 形成了“有地无税 (费)”, 或“有税 (费) 无

地”现象[ 15 ]。一方面使农民弃田开荒, 使真正的耕地“撂

荒”无人耕种, 另一方面又鼓励农民围垦湖滩荒地。这些

做法加重了农民的税收负担, 使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税率

远远高于名义税率。目前正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 目的

之一就是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

3. 3　洪涝灾害的潜在影响

低湖平原是本区地貌的特色之一。一方面, 区域内

部地势低洼, 河湖密布, 排水不畅, 易积水, 地下水位高,

土壤渍害严重, 粮食产量低且不稳; 另一方面, 洞庭湖平

均每年从中上游流域接纳泥沙量达 1. 6 亿m 3, 湖床每

年淤高 3. 7 cm , 再加上历史上过度的围垦, 减少了湖泊

的调蓄能力, 致使洪涝渍害次数增多, 损失加重。 1998

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 本区不少圩堤溃口, 垸田被淹, 如

澧县, 漫溃大小堤垸 14 个, 淹没土地 2. 28 万 hm 2, 其中

耕地 1. 06 万 hm 2 [ 16 ]。洪涝灾害使得种田的风险大, 迫使

部分农田退田还湖还渔。耕地的比较效益低,“种田的不

如养鱼的”, 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 使有的农田被抛

荒; 有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则将农田改为渔池。

4　结论与讨论

采用基于人工目视判读的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 G IS) 一体化信息屏幕提取方法, 以 1989～ 1990 年、

1999～ 2000 年成像的L andsa t TM 或 ETM 为主信息

源, 有效地获取了洞庭湖区最近时期土地利用的变化信

息。研究发现, 1990 年以来的 10 年间, 耕地减少 0. 9 万

hm 2, 占总面积的比重减少了 0. 32% ; 各类建设用地总

计增加了 0. 75 万 hm 2, 比重增加 0. 26% ; 水域增加0. 16

万 hm 2, 比重增加了 0. 06%。林地略有减少, 草地、未利

用地略有增加。流失的耕地中, 绝大部分被退田还渔还

湖, 或被建设用地所占用。建设用地的扩张占地, 耕地居

绝大多数, 林地次之。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

结构的调整是驱动土地用途转移的主要直接因素; 洪涝

灾害的威胁潜在地影响了土地利用的变化; 国家有关土

地利用、土地价格及税收、保护耕地、维护生态平衡等方

面的政策起到了重要的调控作用。

本区未来的土地利用, 一是应强化土地利用的规

划, 继续控制各项建设用地滥占土地, 占用耕地比重过

多的局面, 切实珍惜每一寸耕地; 特别要注重土地的生

态功能, 并体现在区域长期规划之中。研究合理的退耕

还湖规模、还湖区域, 因地制宜发展避洪农业模式。二是

在调整土地利用结构的过程中, 要重视资源与环境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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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效益, 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 通过提高耕地的生产力

和经济效益, 解决粮渔争地、非农占地的问题。在土地整

理中, 应以灾后重建为契机, 以防灾避洪为重点, 按照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 对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整治, 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应建立综合性、具有多尺

度特点的土地资源利用及其动态监测系统, 为土地管理

与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平台。三是要加快城市化步

伐, 提高城市用地的利用效率, 制订更合理的政策措施,

在城市化进程中解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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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land use changes based on rem ote sen sing and GIS:

a case study of the D ongting Lake area
L i Re ndong

1, 2, Zhua ng D a fa ng
2, Hu W e nya n

2

(1. Institu te of Geod esy and Geop hy sics, Ch inese A cad em y of S ciences, W uhan 430077, Ch ina; 　2. Institu te of

Geog rap h ic S ciences and N a tu ra l R esou rces R esearch , Ch inese A cad em y of S ciences, B eij ing 100101, Ch ina)

Abstract: By u sing the L andsa t TM and ETM data w h ich w ere acqu ired in 1989～ 1990 and 1999～ 2000 respec2
t ively,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land u se changes in the Dongt ing L ake area on sca le of 100000 w ere ana lyzed. T he

resu lt revea led tha t cu lt iva ted land area decreased by 0. 9×104 hm 2, and the p ropo rt ion in to ta l a rea declined by

0. 32% du ring the 10 years. T he bu ilt2up land and w ater area expanded by 0. 75×104 hm 2 and 0. 16×104 hm 2 re2
spect ively, and co rresponding ly the p ropo rt ion increased by 0. 26% and 0. 06%. Changes of w oodland, grassland

and unu sed land w ere sm all. L arge2sca le reclam at ion tha t w as a popu lar m ethod to get arab le land befo re 1980s

has been lim ited. T here are sign if ican t sh if ts am ong cu lt iva ted land, w ater body and bu ilt2up land. F rom 1990～

2000, m o st of the lo st a rab le land w as converted to w ater body ( includ ing fish pond) and bu ilt2up land. Seven ty2
fou r percen t of increased bu ilt2up land w as ob ta ined a t the expen se of cu lt iva ted land, w h ile 21 percen t of w ood2
land w as u sed. O n the w ho le, the land u se changes from 1990～ 2000 in the study area have been driven by u rban2
iza t ion and indu stria liza t ion, infrast ructu re and agricu ltu ra l in ten sif ica t ion. T he rap id grow th of popu la t ion and e2
conom ics p lay an im po rtan t ro le in the land u se changes, and the advances in techn iques a lso g ive rise to the

changes obviou sly. To a grea t ex ten t, the po lices on land u se, land p rice and taxes levied on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s

have defin it ively influences on the land u se changes. In view of the resu lts m en t ioned above, fu tu re land u se and

land con so lida t ion, som e stra teg ies and po lices shou ld be reo rien ted to a t tenua te the conflicts am ong the p ro tec2
t ion of cu lt iva ted land and eco system and socia l2econom ic needs fo r land.

Key words: land u se tran sfer; d riving fo rce; rem o te sen sing; Dongt ing L ak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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