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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汾河源头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采用30 年来的遥感影像 , 应用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技术 , 解译出各个年代的土
地利用类型后统计出各种类型的面积 , 从而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情况。结果表明 : 研究区内林地、草地和耕地为主要土地利
用类型, 所占比重最大 , 合计占90 % 以上 ;30 年来 , 土地利用类型的主要变化趋势是耕地与草地减少, 多转化为林地和居住地 , 林地与居
民建设用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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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the Remote Sens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nd Use inthe Headstream Region of Fenhe River
WANG Yan-rong et al  (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 Shanxi University , Taiyuan , Shanxi 030006)
Abstract  The dynamic change situations of land use inthe headstreamregion of Fenhe River were analyzed . Based onthe remote sensing i mage during
30 years , the land use types in different year were interpreted by using geographical i nformation systemand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 And thenthe area
of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was counted and the dynamic change situations of land use inthe research area were analyzed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oodland ,
grassplot and cultivated land in the research area were the main land use types , and the proportion was greatest and reached over 90 % . Duri ng recent 30
years , the main change trend of land use types included the decreas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grassplot ,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nd grassplot
to woodland and residential land , and the increase of woodland and resi dent construction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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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遥感学科形成以及Landsat 等对地观测卫星发射以

来, 因其具有观测范围大、成像周期短等特点而广泛应用于

科学发展及国民经济研究的各个领域, 如地理学、地质学、测

绘科学、环境科学、林学等学科 , 已成为人类获取地球表面信

息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基本工具[ 1 - 2]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

看,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 将遥感和地

理信息系统应用于生态环境变化、景观格局及土地利用等方

面的研究已有长足的进步。吴炳方等针对实施了一系列生

态建设工程的生态脆弱区, 采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综

合的方法 , 对这些地区在1997 ～2002 年5 年内的生态环境变

化进行了动态监测[ 3] 。叶延琼等在 GIS 技术支持下, 利用遥

感资料, 对岷江上游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 4] 。目前,3S 技

术广泛应用于研究土地利用、城市化进程、城市热岛效应、水

土流失、植被覆盖、生态景观等各方面[ 5 - 11] 。

汾河流域是山西省工业集中、农业发达的主要地区, 工

业产值占全省的46 % , 农业产值占全省的64 % 。由于不合理

的开发和过度垦殖, 汾河流域形成了大面积的荒山秃岭, 林

草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导致汾河流域生态环境形势非常严

峻, 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严重, 林草植被覆盖率低、水量日趋

减少等方面。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脆弱已严重制约了流域内

经济的持续全面快速发展, 生态环境重建已刻不容缓, 而流

域源头生态环境的变化将直接制约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 因

此有必要对汾河源头近年来生态环境变化形势进行系统的

研究, 以便了解现存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环境发展趋

势, 并为流域生态环境管理与决策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进

而促进整个流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

1  研究区概况

汾河是山西最大的河流, 全长710 km, 也是黄河第二大

支流。全流域面积39 471 km2 。汾河干流发源于晋西北宁武

县西南管涔山雷鸣寺上游的宋家崖 , 由北向南纵贯山西省 ,

流经静乐、太原、介休、灵石、霍州、临汾、河津等市县, 在禹门

口以下汇入黄河左岸。

汾河干流穿过2 段峡谷, 将其分为3 段: 古交峡谷出口

的兰村以上为上游; 兰村至灵( 石) 霍( 州) 峡谷入口处的义棠

为中游; 义棠以下为下游。该研究所选研究区域为汾河源头

区, 地理位置在111°49′56″～112°28′07″E,38°30′47″～38°58′58″

N, 研究区总面积1 347 km2 。

2  研究方法

2 .1  影像预处理 单波段影像均为灰度图像, 且包含信息

量小, 不利于目视解译, 因此需对其进行处理 , 使目标地物更

加突出易辨。根据前人研究经验, 该研究将近红外、红、绿3

个波段影像进行RGB 标准假彩色合成, 以增加信息量, 提高

解译精度。

2 .2  几何校正 根据1∶5 万地形图上选取的控制点对影像

进行校正, 采用二次多项式模型 , 选取均匀分布的控制点25

个, 误差控制在1 个像元以内, 利用双线性内插法进行灰度

重采样。最终实现不同时相的遥感图像, 以及地形图的地理

坐标统一, 进而对不同时相遥感影像之间进行叠加。

2 .3 建立解译标志 遥感影像解译的目的是根据影像中各

个像元在不同波段的光谱亮度、空间结构特征或者其他信

息, 按照某种规则或算法划分为不同的地物。遥感影像解译

标志是遥感影像上能直接反映、判别地物信息的影像特征。

该研究根据标准假彩色合成方案下地物的色调差异结合野

外实地考察归纳出同类地物的影像特征, 建立研究区地物色

调、形状、大小、阴影等解译标志。

2 .4  影像分类  根据建立的解译标志, 在 ARCGIS 软件支

持下对研究区各时期遥感影像进行分类, 得到各时期研究区

地物类型矢量图。

3  影像解译及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以汾河源头区为研究对象, 根据研究区地形图等资料确

定出汾河源头区流域范围界线 , 以陆地卫星( Landsat) 1976 年

MSS、2000 年TM 影像和中巴地球资源卫星2006 年 CCD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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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据来源, 对研究区3 个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类型进行解

译, 得到各时期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空间数据库。各时期不

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数据统计结果见表1 。

表1 汾河源头区土地利用情况

Table 1 Land usesituationsintheheadstreamregionof Fenhe River  hm2

时间∥年
Ti me

耕地
Cultivated

land

林地
Woodland

草地
Grassplot

水域
Water
area

居民建设用地
Resident’s

constructionland

1976 35 992 .0 57 330 .3 39 421.2 1 349 .3 607 .2

2000 35 975 .8 57 747 .6 39 018.0 1 349 .3 609 .3

2006 35 908 .5 57 770 .8 39 004.1 1 407 .1 609 .5

  由表1 可知, 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草地和耕

地为主 , 其中林地约占43 % , 草地约占29 % , 耕地约占27 % 。

由表1 还可以看出 , 研究区内林地、居民建设用地面积在逐

年增加 , 而草地、耕地面积在逐渐减少 , 水域面积变化不大。

分析研究区内土地利用变化原因 , 有自然因素及国家政

策的影响, 如林地增加一方面是研究区内以山地为主, 人类

干扰较少, 原有的部分草地演替为林地, 另一方面与国家近

年提倡退耕还林的政策有关, 使部分耕地转化为林地。由于

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及工矿企业建设, 使部分耕地及草地

转化为居民建设用地。

4  结论

该研究根据遥感影像解译出研究区不同时期的土地利

用类型, 统计出各种类型的面积, 从而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

的动态变化情况, 得出结论如下 : 汾河源头区内以林地、草地

和耕地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 ;30 年来, 土地利用类型的主要

变化趋势是耕地减少, 多转化为林地和居民建设用地, 草地

也呈减少态势, 转化为林地、耕地及建设用地 , 林地与居民建

设用地呈现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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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海内外的推销、信息网络 ; 三是要加强市场监管和法规

制度建设 , 整理和健全有关法规制度 , 加强市场准入和交易

管理 , 严格整顿市场秩序, 优化市场环境。

3 .3 .4 积极推动果业加工生产和企业建设。果品加工生

产要在提高加工深度、综合开发利用、提高科技含量和产品

质量及增强企业综合竞争能力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生产

规模。重点是以市场需求和营养消费趋势为先导 , 加强果

品的综合开发利用, 推进深加工生产规模化、产品多元化、

经营集约化。

3 .3 .5  建立和完善产业化组织。一是建立果农合作组织;

二是以契约形式或联合投资、股份经营方式 , 以直接进入消

费的商品果销售企业为龙头 , 建立“种植—销售”( 储、包、

运) 一体化经营的组织体系; 三是以契约形式或股份制方

式, 以果品加工企业为龙头 , 建立“种植—加工”一体化经营

的组织体系。

3 .3 .6  利用经济杠杆使苹果向优生区集中。建立新的苹果

分区分类布局 , 发展相应布局上的新规模; 利用新的体制和

机制 , 实现果品集团化、产业化经营; 实行和推广苹果规模

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 以销售为龙头 , 引导建立

果品标准化生产规范, 以标准化推动果品优质化。

4  结语

农村城镇化是实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大战略 , 是我

国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只有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 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 , 促进

特色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 提高农业的生产率 , 真正地消除城

乡差别。特色产业的发展必然带动农村小城镇的建设与发

展, 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的振兴, 为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

移和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实现经济集聚,

给农民进城提供就业机会, 避免农民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

同时 , 农村城镇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将带给农民一种崭新的

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 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素质,

促进农村科技、教育和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 , 推动农村经济

社会的进步, 从而开创我国实现农村城镇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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