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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卫星遥感影像的南方村落耕地 

“非粮化”信息提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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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工程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当前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非粮化现象，准确提取耕地非粮化信息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以江西省鹊岗村等村落为例，采用实地勘测和卫星遥感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实地调研回收的 240份问

卷及 GoogleEarth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获得了研究区的居民经济状况及土地利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了

不同区域耕地非粮化现象的分布特征、产生原因及管理对策。研究发现，不同研究区耕地非粮化程度稍有差异，同

时样本的分布呈空间集聚态势。此外，农户为谋求经济发展主动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导致研究区内的主要的土地覆

盖变化过程为：耕地转变成菜地、果园等。获取更多实时、多维、典型的数据，更有利于监测和管控土地覆盖变化。 

【关键词】：非粮化 遥感信息提取 粮食安全 土地覆盖变化 

【中图分类号】F323.211【文献标识码】A 

2020年 11月 1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2020〕44

号)，提出要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倾向。我国坚持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为“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我国粮食产需处于紧平衡

态势，这与人口增长、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日益趋紧密切相关，而耕地非粮化导致的耕地面积趋减对国家

粮食安全造成一定隐患。非粮化即指原先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逐渐改变为种植利润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开发农业生态旅游等

非粮食生产行为的现象，这些土地虽然仍属于耕地的范畴，但其种植粮食作物的性质已发生转变，是一种非食物性生产。耕地

保护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一直以来都是国家较为重视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耕地非粮化现象日益普遍。遥感技术

是获取区域农作物布局和组成的重要途径，作为新型对地观测技术，它在对不同时空尺度下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提取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因此，为国家合理引导和管控提供依据，以应对耕地非粮化带来的有关粮食安全和城市化发展的一系列挑战。本文以

南方部分地区为例，探究不同研究区耕地非粮化的差异及驱动因素，剖析其规律和影响。 

1 研究区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文利镇搭简村，位于广西南部，灵山县最西南边缘。地处低纬度，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光

照充足、雨水丰富、冬短夏长、气候温和，适宜作物种植。搭简村地貌以丘陵为主，山多水田少，多种植树木和甘蔗。 

江西省宋家湾位于长江中游南岸，瑞昌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境内河流众多，优越的水资源环境极大改善了村庄土壤条件，

同时为作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江西省赣州市红卫村，位于江西省南部、赣州市中部。红卫村为平原地形，呈现农田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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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分布模式，且农田成片，适合机械化种植，主要种植的农产品有土豆、黄豆等。 

江西省摆上詹家，位于江西省中部，临川区中东部，抚河中游。临川区境内属鄱阳湖水系抚河流域，大小河港纵横交错，

水源丰富。摆上詹家濒临抚河，平原地形，主要发展水稻种植。 

江西省鹊岗村，位于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梓埠镇乐安河畔，地形多以平原为主。鹊岗村资源丰富，经济发达，盛产粮、花

生、油及水产品，且品质优良。鹊岗村内选取的样本点土地利用类型多样，主要有水稻，林地，园地，菜地及建设用地等。 

所选的研究区地势低，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适合农作物耕作。 

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2.1数据来源 

遥感是提取农业信息的重要手段，随着卫星实时监测技术不断进步，利用遥感技术获取低成本高效率的耕地信息数据已成

为农情监测的重要方式。在遥感监测的基础上采取实地勘测手段则有助于进一步提取耕地利用信息，从而快速获取实时的、动

态的耕地非粮化类型转化信息。 

本研究利用 AcrGIS10.2、91 卫图助手和 ENVI 等软件和工具对耕地非粮化类型转化信息进行提取。91 卫图助手中卫星影像

等数据的免费共享为确定研究区概况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结合调查组成员寒假的实地走访调查，通过 ArcGIS10.2的矢量化

功能将研究区划分为块状区域，识别并分类每块研究区矢量化区域的具体作物，得到耕地非粮化类型转化属性表；使用 ENVI对

遥感影像进行投影，计算各非粮化样本的具体面积，使研究区之间的横向比较成为可能。 

2.2数据处理过程 

利用 91 卫图助手提取搭简村、鹊岗村、红卫村、宋家湾、摆上詹家五个研究区的 18 级以上影像图，对下载好的地形图数

据进行校准。结合实地走访调查的方式，采用 ArcGIS10.2软件绘制道路、河流、建筑物的边界及水稻、菜田、林地、果园、混

合、抛荒等地边线的区域平面(见图 1)，初步将耕地矢量化，并建立属性表。属性表内分列主类(农业用地、非农业用地)、副类

(耕地、林地、建筑)、是否为样本(水稻、菜田……)三大类(见图 2)。 

 

图 1基于遥感影像的土地利用类型信息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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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属性表 

通过 ENVI 对矢量化图层进行投影，在 AcrGIS10.2 的基础上，通过投影变换，辐射定标，大气校正等步骤获取卫星监测数

据，由此得到坑塘水产养殖(图 3-a)、苗圃种植(图 3-b)、果园(图 3-c)、甘蔗(图 3-d)、菜地(图 3-e)、荒地(图 3-f)、混合(图

3-g)等耕地非粮化转化类型的土地几何面积数据，并制作图表等，直观分析我国耕地非粮化的转化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几种耕地非粮化类型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农民主动进行的农业结构调整，另一类是受客观因素影响

导致的耕地非粮化。 

2.3实地调查 

在获取遥感影像的过程中，不同地带的影像因获取时间及区域成像的气候条件不同等因素，直接造成影像的数据质量参差

不齐，即同类地物在不同遥感影像上可能存在差异性，给影像解译过程带来不确定性。因此，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采集地面真

实信息对遥感影像所对应地物类型的标定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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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遥感影像上耕地类型 

a：坑塘水产养殖；b：苗木种植；c：果园；d：甘蔗；e：菜地；f：荒地；g：混合 

为了获取土地覆盖类型的真实信息，调研组成员于 2021年 2月分别前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摆上詹家、江西省瑞昌市宋家

湾、上饶市万年县梓埠镇鹊岗村、赣州市赣县区红卫村及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文利镇搭简村五个村落进行实地考察并收集土地类

型信息。 

调查发现在耕地大面积集聚成片的地区，大部分农户选择将耕地转租或承包给当地居民种植水稻，如鹊岗村和摆上詹家。

而在耕地分散的地区，粮食自给率相对较高，如搭简村。耕地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总体较小，部分农户留有少量耕地并将其转

为菜地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耕地转菜地、耕地转果园、耕地撂荒是最主要的几种非粮食转变类型，其中以菜地占比最高，约

占总非粮化面积的 24.12%，这与城乡居民对各种蔬菜类农产品的需求量日益增长有关。相比之下，其他非粮化类型如建设用地、

水塘等所占比例较小。总体而言，各种耕地非粮食类型转化现象与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粮食价格涨幅较小等原因密切相关。 

3 结果分析 

3.1目视解译 

在 Google Earth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的获取中，本文选取的研究区均以丘陵山地为主，耕地分布无较大差别。从图 4来

看，耕地位于农村外围，大致呈现农田包围村庄的环绕型分布模式，在空间上表现为显著的空间集聚。空间集聚效应的产生，

一方面与转向非粮化生产的农民在获得较高经济效益后，租种其周围耕地以扩大经营规模有关，另一方面因为耕地的集聚分布

有利于农民进行机械化劳作，从而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缩减时间成本。 

 

图 4鹊岗村农田包围村庄的分布模式 

从图 5 来看，搭简村山多耕地少，耕地大致呈现与山脉平行的曲线型分布模式，空间聚集不明显。这种耕地线状分布模式

使得农业机械化难以展开，无法实现高效的农业产出，以致该地区商业价值不高，不存在企业承包耕地现象，因此大多数农户

自己种植水稻来满足日常饮食需求。但是近几年来，许多青壮年外出务工，滞留的农户中老年人及小孩的数量居多，而农村老

龄化现象及迁移进城现象导致的劳动力缺失，对耕地非粮化产生了直接影响，出现了耕地转种树木、种菜甚至抛荒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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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搭简村的农田线状分布模式 

我国耕地资源紧张，庞大的人口基数下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同样巨大，而目前的粮食生产已经处在紧平衡的状态。因此我们

需要对耕地非粮化现象的快速蔓延予以重视，也有必要对其空间扩张机制加强研究，以对其加以控制和有效引导，并设计出合

理对策和抑制手段，以免其在未来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3.2数据分析 

近年来，由于工商资本介入农业生产领域、农村部分人外出务工使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失、农业生产收益低、受自然天气影

响大等原因，各地区非粮化趋势逐渐增大。 

考虑到非粮化在遥感影像上的可识别性及不同类型非粮化的影响，本研究关注的非粮化类型主要包括：经济农作物生产、

政府征收作为建筑建设、土地撂荒。宋家湾地块在提取影像信息过程中多呈现大面积的经济作物以及建筑用地。2021 年 1 月份

实地勘察过程中了解到宋家湾研究区总耕地面积约 3.17hm2，其中约 0.17hm2的土地用于学校建设用地，占耕地面积的 5.36%，约

3.00hm2土地用作经济农作物种植，占耕地面积 94.64%。农户基本不种植粮食作物，非粮化现象极为严重。而其他四个研究区地

块非粮化现象轻微，大面积种植水稻，小部分面积种植经济作物或撂荒。其中红卫村总耕地面积约 44.00hm2，全部用于种植水

稻，占耕地面积的 100.00%。鹊岗村、摆上詹家和搭简村的总研究耕地面积分别约为 117.68hm2，27.33hm2，55.00hm2，耕地非粮

化面积分别有 7.66hm2、0.80hm2、22.12hm2，占耕地面积的 6.50%、2.93%、40.22%。 

3.3横向比较 

经遥感数据提取和实地调研，得到五个研究区的非粮化类型与占比(表 1)，再对其横向比较，可以直观了解到研究区之间的

差异，并进一步探究位于同一适宜粮食生产地区内非粮化程度不同的构成因素。 

江西省境内以丘陵为主，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极适合种植粮食作物。宋家湾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中下游地区。同省

地区的红卫村、鹊岗村和摆上詹家位于丘陵地带，地形均适宜粮食种植。但宋家湾与红卫村、鹊岗村和摆上詹家相比，耕地非

粮化现象更为严重，经调查了解后发现以下因素：该地区种粮收益较低，村中部分农户选择外出务工，为防止荒废农田，农户

选择在闲暇时间种植蔬菜等经济作物对外销售。其余农户则外迁，土地闲置撂荒。从非粮化情况的横向比较数据结果可以看出：

除宋家湾以外的地区非粮化现象并不明显，多数农田还是以水稻种植为主。搭简村的非粮化类型比较丰富，包含 4.84%的菜田、

1.49%的果园果树种植，以及 1.07%的混合类农作物种植，这使得搭简村村民在经济收益方面有一定的提高。 

4 耕地非粮化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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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a横向比较了 2020年度南方各村落的总耕地面积，图 6-(b、c、d、e)展示了各村庄非粮化类型在其总耕地面积中所占

的比例。从图中可以看出，五个研究区之间以宋家湾非粮化程度最高，占比高达 100%，但非粮化类型较为单一，包含耕地转菜

地及耕地转建设用地两类。其中，耕地转菜地的土地类型占比 94.64%，这是由当地农户为谋求经济发展主动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所致。另外 5.36%的耕地受当地政府的相关决策影响转为建设用地。搭简村非粮化占比同样较高，为总耕地面积的 40.22%。与

宋家湾情况不同的是，搭简村土地覆盖变化类型较为多样，包括耕地撂荒、耕地转菜地、耕地转果园等各种土地类型。蔬菜、

林地以及撂荒，这几种非粮化类型之和占耕地总面积的 40%以上，其中以苗圃种植比例最高，约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他类

型如耕地转建筑、蔬菜水果轮作等所占比例较小。搭简村非粮化的原因同样为农户生产受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主动选择向非

粮化发展类型转变。 

 

图 6 2020年度不同研究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内非粮化生产类型 

注：红卫村耕地全部用于粮食生产，因此非粮化比例为零，不另做图表分析。 

相比之下，摆上詹家、红卫村、鹊岗村非粮化现象尚不突出，且非粮化种类相对较少，主要以耕地转菜地、耕地转果树和

耕地转水塘为主，非粮化土地占比均在 0%～1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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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经济发展较快，城镇化水平升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对水果、蔬菜等农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

这为非粮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非粮食生产所带来的高额经济收益同时也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户转向非粮化生产。这也与

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致，即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种粮的机会成本越大，农民种粮意愿越弱，耕地非粮化比例也更高。 

表 1 2020年不同研究区不同耕地非粮化类型数量变化 

研究区 
 

菜田 建筑 林地 果园 抛荒 水塘 混合 总计 

宋家湾 面积比例% 3.0094.64 0.175.36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3.17100 

搭简村 面积比例% 1.874.84 0.120.22 17.8832.50 0.821.49 1.753.18 0.000.00 0.591.07 21.1240.22 

摆上詹家 面积比例% 0.170.62 0.000.00 0.000.00 0.000.00 0.632.30 0.000.00 0.000.00 0.802.93 

红卫村 面积比例%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鹊岗村 面积比例% 3.102.63 0.000.00 0.000.00 2.722.31 0.220.17 1.621.38 0.000.00 7.666.50 

 

5 结论与讨论 

5.1小结与分析 

遥感为农村耕地非粮化信息的提取提供了重要手段和途径，可以从遥感影像中快速提取耕地分布、作物类型识别、非粮化

面积等信息，从而为分析农村的非粮化现象在区域中的微观变化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和信息。 

本研究利用 ArcGIS 技术，结合调研回收问卷的信息和 Google Earth 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的数据，得到了五个村落的居

民社会经济状况及耕地利用情况。研究发现，样本区域非粮化土地占总耕地面积比例不大，不同研究区非粮化发展类型大致相

同，但非粮化程度稍有差异，这与所选研究区地块所处的地理位置，温度带气候以及空气湿度有着密切关系。其中，人为因素

对非粮化发展起着主导作用。例如，江西省整体地理环境适合粮食作物生长，而宋家湾由于种粮收益及政府决策原因导致非粮

化现象较为明显。农户非粮化发展主要侧重种植经济作物，菜田在非粮化发展中占据首要地位，也有部分研究区农户种植果树、

养殖鸡鸭，这与当地的生产条件和生活习惯均有一定联系。 

5.2不足与改进措施 

首先，在提取非粮化信息的过程中，由于收集的影像图只局限于某一年份，因此无法跨时间段对比不同研究区的非粮化程

度。其次，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区地形均为山地丘陵，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较为相似，样本整体呈现单一类型，不具空间尺度的

广泛性和多维性。上述缺陷还需改进，未来将持续跟进、选取更加典型的区域进行研究。利用遥感等手段获取更多实时的、多

维度的、动态的数据，对深入了解不同农业生产类型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5.3建议与展望 

农业处在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和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的核心。应用具有动态性、宏观性和综合性特点的新型对地观测遥感

技术，可实时监测农作物的空间分布，为防止耕地非粮化提供了重要技术手段，对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粮食发展潜力巨大，要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倾向，落实粮食生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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