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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8 年盘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监测研究 

罗惠香
1
 

(开阳县自然资源局，贵州 开阳 550300) 

【摘 要】：以盘州市为研究区域，在 3S 技术的支持下，利用 2012 年和 2018 年遥感影像，运用 GIS 的监督分

类方法对遥感影像进行分类，获取 2012年和 2018年两个时期土地利用分布情况，以及 2012年到 2018年盘州市土

地利用变化情况。结果表明:2012年到 2018年盘州市土地利用发生一系列变化，耕地面积明显减少了，灌木林地和

有林地面积增加幅度大，在未来还有增加的趋势，通过遥感影像提取土地利用变化能够为县域土地利用变化监测提

供有效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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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土地的认识越来越透彻，对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监测研究也越来越多，不断有专家学者对土

地的变迁、土地退化、生态环境等问题进行研究[1-3]。因为土地利用不合理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多，郜红娟等[4]综合土地

利用变化、地形、土壤、植被等数据，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结果表明耕地、草地和林地变化对淡水

生态系统服务影响较为突出;郑永强等[5]利用土地利用变化数据与能源消费数据构建碳排放模型，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对碳排放的

影响，结果显示建设用地的增加是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其次，林草地能够有效地进行碳吸收，加大林草地的覆盖率能有效地提

高其碳吸收能力;很多学者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气候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6-9]。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城镇化建设的需要，土

地利用每年都在发生变化，通过解译研究区 2012 年和 2018 年两期遥感影像，分析这两个年度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以及土地

利用变化情况及其原因，为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监测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盘州市位于贵州省西部，六盘水西南部，隶属于六盘水市。盘州市的前身为盘县，2017 年 4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盘县，设立

盘州市。盘州市作为贵州的西大门，地理位置优越，全市地势以高原山地为主体，西北高，东南低，中南部隆起，国土总面积

4000 多平方公里，截止 2017 年底，下辖 14 镇 6 街道 7 乡，全市分布着布依族、彝族、回族等 20 多个少数民族，森林覆盖率

46%左右，全市常住人口 100多万，气候宜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均气温 15℃左右。盘州市矿产资源丰富，截止 2017年底，

探明的矿产资源有 20多种，其中煤炭资源储量巨大、质量优良，是贵州省重点产煤县，有“煤电之都”称号。研究区位置示意

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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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源 

本次研究采用的遥感数据为 2012 年 10 月和 2018 年 9 月的 Landsat7 卫星影像数据，分辨率 15 米;研究区边界通过盘州市

行政区划图提取得到。 

2.2图像预处理 

首先对研究区行政区划图进行矢量化处理，提取研究区的行政区划界限;其次，在进行遥感图像解译之前，对遥感影像进行

波段组合形成具有色彩信息的多光谱遥感图像，采用 Landset7影像数据的 3、4、5波段进行波段组合成具有色彩信息的影像数

据。利用具有正确坐标信息的影像数据对研究区图像进行配准和校正，将配准后的数据进行裁剪得到研究区遥感影像图(图 2和

图 3)。 

 

图 2 2012年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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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8年遥感影像 

2.3研究方法 

运用常规的遥感影像处理方法，对获取的两期遥感影像进行影像校正、波段组合、裁剪、影像分类、精度分析、图斑融合

等处理，得到最终具有面积信息和土地利用变化信息的矢量文件数据，利用 GIS 软件将两期土地利用数据进行相交处理，得到

盘州市 2012 年到 2018 年土地利用变化图斑数据，通过统计图斑变化情况，分析出盘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情况，技术路线

如图 4所示。 

 

图 4技术路线图 

3 数据处理及分析 

3.1图像分类 

将处理好的两期影像数据进行分类，主要采用监督分类的方法进行，选取一定数量的特征单元，选取的特征单元要均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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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遥感影像上，具有代表性，具有准确性，每个土地利用类型选取 8 个左右样本，将土地利用划分为建设用地、耕地、草

地、河流水面、有林地、灌木林地、其他用地 7 个类型，选取样本利用 ENVI 软件的“OverLay-Region Of Interesting”工具

进行选择(图 5)。 

 

图 5样本选择 

3.2精度分析 

对分类提取的土地利用结果进行精度分析，利用 ENVI 软件的“Computer ROI Seperability”工具，对分类结果进行一个

精度分析，如图 6 所示，凡是最后的数值大于 1.8 就说明分类结果符合要求，由此看出只有建设用地的分类结果符合要求，其

余均不符合要求，需要重新进行选择，在林地、灌木林地、草地提取时，由于影像分辨率的原因，不容易区分，所以需要重新

选择，同时，河流水面、建设用地比较容易区分，所以分类样本选择更加容易。 

 

图 6样本精度 

3.3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ENVI处理后的数据是栅格数据类型，首先，利用 Arcgis软件，将栅格数据转换成矢量数据，对矢量数据进行斑处理，将面

积较小的图斑融合到相邻大图斑里面，减少图斑数量，增加图斑处理的效率;其次，依据土地利用类型对 2012年和 2018年图斑

进行融合，分别建立相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字段及名称;再次，将 2012 年和 2018年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处理，得到 2012 年到 2018

年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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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到 2018年土地利用变化较大的是草地、灌木林地、耕地。草地主要转化为耕地、灌木林地和建设用地，转移面积分

别为 633.65公顷、321.79公顷和 325.28公顷;灌木林地主要转化为草地、耕地和建设用地，转移面积分别为 569.58公顷、1724.26

公顷和 604.36公顷;耕地主要转化为草地、灌木林地、建设用地和有林地，转移面积分别为 755.26公顷、2377.08公顷、3387.15

公顷和 1604.76公顷。 

4 结论 

通过对盘州市 2012年和 2018年两个年度的遥感影像进行解译，结果显示:2012年盘州市土地利用类型中，面积比例较大的

地类有旱地、灌木林地和有林地，分别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40%、20%和 15%;2018年盘州市土地利用类型中，面积比例较大的地类

有旱地、灌木林地和有林地，分别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32%、22%和 17%;从 2012年到 2018年，土地利用变化较大，其中，耕地转

化为建设用地较多。 

从盘州市两期影像数据分析结果看，土地利用变化较大的原因主要是近年来盘州市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盘州市在

短短的几年里，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了高速铁路，通村通组公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除此之外，盘州市开展退耕还

林还草，境内森林覆盖率有了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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