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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土地利用的整体架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耕地面积降低的趋

势,因此动态、精准地把握现有土地的质量、数量和利用情况成为推动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

环节。本文首先对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技术进行了概述,之后介绍了其技术在土地监测中的实现路径,

最后分析了其应用特点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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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mages in land use surve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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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domestic land use has under 

changed dramatically, showing a trend of decreasing arable land area, so dynamic and accurate grasp of the 

quality, quantity and utilization of existing land has become a key link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and resources. This paper first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maging 

technology, then introduce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its technology in land monitoring, and finally analyzes its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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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个城市和

乡村的建设和规划也随之提上日程,每

个区域的土地利用情况在发生巨大的改

变。而这种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得非农

业用地大范围侵占原有耕地资源,随之

带来了土地利用设计不合理、土地盲目

规划等问题。 

1 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的优势 

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是指对遥感

技术下形成的数据信息和图案要求比较

严格的卫星遥感技术,其使用和推广使

得土地利用和动态监测有了更为准确和

详细的数据信息来源。其优势主要分为

以下几个方面[1]： 

(1)信息采集和传输动态及时,获取

时间短,几乎不受周边环境和气候条件

限制,能够全天候地对地面上的土地利

用情况进行监测,同时能保证其范围覆

盖整个观测地区。 

(2)数据图像精度很高,可以以较低

的成本预算满足大比例图像的出图,其

精度能匹配城市土地利用调查和动态监

测的需求。 

(3)遥感系统生成的数据便于保存、

传送和加工,并可以与GIS以及其他图像

处理软件进行对接和共享。 

2 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在土

地监测中的应用 

2.1总体流程 

将获得的卫星遥感影像信息数据进

行编程和加工处理,包括影像修改、色彩

改进、组合、镶嵌和固定控制点等环节。

之后,要把遥感影像与待观测的土地利

用情况图互相对比,找出变化的区域,在

结合外业勘察和GPS实际测量来确定变

化图形的总面积、轮廓和属性。最后,

形成最新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土地利用

数据库,来实现对整个区域的土地利用

情况的全方位及时观测。 

2.2图形的研究与判断 

这一环节主要是将高分辨率卫星遥

感图像与土地利用情况图进行对比,找

出地形和土地使用情况发生变化的区域,

并以此为基础来确定野外勘察和GPS实

际测量计划。在对图像进行判读时要根

据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影像色彩、结构和纹理。每一种

土地利用种类和地物会在影像的色彩、

结构和纹理上显示出不同点,因此,在判

断和分析每一种土地利用种类时需要对

比研究上述几方面的特点。比如,人工草

地通常呈现为均匀的绿黄色,并且占地

面积较大,整体结构为长方型[2]；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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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用地则通常显示为颜色深浅不一的

偏灰色,中间夹带着些微的斑点,整体轮

廓为不规则图形；水浇地通常呈现出颜

色深浅不同的偏棕色,占地面积较大,整

体结构为长方形或方形块。 

(2)拍摄影像的季节和时间。卫星遥

感影像会反映出不同土地利用种类和地

面物体的特有光谱,每一种土地利用种

类和地面物体都会在图像上有其独特的

映射。比如,部分植物和作物的生长态

势、土壤特征会随着时间和季节的变化

而发生改变,其所反射的光谱也随之发

生改变,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特征。因此,

在进行图像的判断和解读时,要结合获

取图像的季节和时间,分析特定时间农

作物和植被等地面物体的生长态势和土

壤特征。 

(3)相关地理特征。在进行实际工作

中的影像判断中,有概率会发生色彩色

调一致但土地利用种类不同的情况,这

就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足够的理论知

识来进行相应的地理特征解读和考虑。

可以说,所有地区的卫星遥感影像判断

和土地利用情况绘图,都是依据影像判

断标志开展地理分析的内推和外延的绘

图流程。开展地理特征解读和分析,就是

依据各类特征和现象之间的独特关系以

及地理分布特征,来判断仅靠目测很难

轻易下定论的土地利用种类和地物。 

2.3外业勘察和测量 

根据确定好的勘察和测量计划,在

土地利用情况图发生变化的实地,观察

和收集更加详细的变动信息和资料,安

装各类地形解译图标,对发生变化的区

域进行实地查验；同时,通过GPS技术来

固定图像控制点,确定控制点的地理方

位和坐标,并收集图像变化区域的实际

轮廓和新增加的图形坐标和对应的三维

几何信息。经过实地考察和探访,对变化

区域的地理方位、土壤特性、权属范围

和使用情况等参数进行填写和记录,最

后根据记录好的外业登记表格来描绘外

业调查测绘图。 

2.4土地利用调查图像的生成 

将外业勘察和测量之后得到的数据

信息经由专门的数据传输线路传送到

主计算机上,并导入地理数据处理和成

图系统,对变化区域和新增加的图像及

地形情况进行矢量绘制,并成立一套完

整且有逻辑的拓扑关系,再使用处理软

件的计算功能获得变化区域的总体面

积。同时,编辑导出原有的土地利用调查

情况图,结合外业勘察和测量的数据信

息和安装好的地形解译图标,参考外业

调查测绘图和外业登记表格相应地更改

和添加数据到土地利用情况数据库中,

并以此为依据绘制出最新的土地利用调

查图像。 

2.5对土地利用情况的动态监测 

对比不同时间段的土地利用现状图

和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图像组合后的影像

图片,就可以从地理情况和数据上研究

其短期的及时变动特征和长期的改变趋

势,并对整个区域的耕地和非农业用地

的使用情况进行动态、准确、及时的定

期观测。在对土地利用的总规划设计和

年度使用计划完成情况进行分析后,就

可以快速找出涉嫌违反法规和政策规定

的土地区域和其上的建筑物,为相关部

分完成土地情况执法提供合理基础。 

3 应用特点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3.1应用特点 

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图像技术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3S技术在土地利用调查和

动态监测中的组合应用。一方面,高分辨

率卫星遥感图像依赖了GPS技术所蕴含

的强大技术优势,合理利用GPS来收集控

制点信息并完成了前期的图像纠错工作,

并在外业勘察和测量中也充分进行了使

用。另一方面,GIS平台可以进行图形处

理和数据加工等环节,并具有极强的对

外开放性,方便跟外部的GIS数据衔接,

从而为土地利用数据库的建设和推广提

供了更大的便利,并将其成功合并到原

有的土地利用调查和管理系统中[3]。 

3.2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进行土地利用调查和动态监测的

过程中,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技术的

使用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第

一,由于现阶段的土地利用调查和动态

监测过程中主要是对所采集数据和图形

变化区域采取观测破译的方式来进行判

断,其判断结果和准确性很容易受到人

为因素的干扰,比如错误地将沙石道路

判断为河流等,因此需要依赖观测人员

和工作人员具备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实际

工作经验。第二,在对土地利用图像进行

变动和更新时必须要依赖外业勘察和测

量的数据,特别是部分新出现的零星点

状物和线状地形,切记过分依赖主观判

断而忽视实地考察。如果遇到仅靠观看

图像仍然难以解释破译的情况,则一定

要到图形出现变化的实际区域进行勘察,

观察其发生变化前后的面积变动和地理

方位,并对重要的数据信息进行记录和

分析。 

4 结束语 

总的来说,随着卫星遥感技术的逐

步发展和升级,更多高分辨率和高遥感

度的卫星影像会被广泛地使用和普及到

实际的观察活动中。在实际的应用过程

中,要严格遵循应用的总体流程,依次开

展图形的研究与判断、外业勘察和测量、

土地利用调查图像的生成以及对土地利

用情况的动态监测,并在过程中特别注

意其潜在的风险和缺陷,推动土地利用

调查和动态监测系统逐渐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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