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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地区地面覆盖和土地利用类型及其面

积的确定, 是通过 TM 或 MSS等卫星数字图像计算

机分类实现的[ 1~ 5]。它与传统使用的航空像片目视

判读获得的结果相比, 二者有多大的一致性或差异

呢? 当然这是在认为二者都有可信性的前提下来作

比较的。

对说明这个问题的有利条件是, 在我们用数字

卫星图像计算机分类确定长江三峡地区地面覆盖与

土地利用的同时,中国水电部遥感中心也用航片目

视判读法确定了长江三峡地区的地面覆盖与土地利

用类型。只需将二者加以比较就可以了。

但二者比较有不少的困难。首先, 二者的研究

和工作范围不同。卫星图像处理和分类涉及整个长

江三峡地区, 面积超过 10万 km2; 而航片判读分类

只是水利部确定的长江江边两侧的移民安置区,面

积只有 1. 8万余 km2。且前者涉及的卫星像幅和子

区甚多,各图像都是以矩形图像的方式处理, 几何校

正后各子区图像的非空白部分,又以三角面互相交

叉,因此有许多超边界的和重叠性的处理; 再者, 卫

星数字图像分类只是作为编制土地资源评价图的基

础和框架[ 4] , 并未作进一步在分类图上勾绘行政边

界, 切除超边界和重叠部分, 勾绘移民安置区边界,

重新统计各类面积, 并作空白部分平差等等工作。

要在如此巨大面积和十分精细分类(像元为 50m

50m)情况下精确地评价卫星图像和航空像片二者

的结果,其工作量是非常大的。目前提供的是初步

的比较。

1 数据来源与比较方法

由于卫星图像分类得到的可垦荒地面积为全区

196. 6 km2[ 6] ,而航片目视判读得到的数字则大的多;

这一差别主要是二者土地资源评价原则的不同而产

生的;所以不比较二者的土地资源评价结果及可垦荒

地数字,只比较二者的直接遥感结果, 即卫星图像分

类和航空像片判读分别确定的地面覆盖和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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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面积(也不涉及它们的空间分布)。由于二者

划分的类型有多有少, 细节类并不能互相对应,因此

将二者均归并为相应的六大类 水田、旱地、林地、

荒地、城镇(包括农村居住地)、水域来作比较。

卫星图像分类数据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 1)。全

区共分了 15个子区。先将各子区分类图像因矩形

处理造成的边角空白部分扣除,再将未分类空白像

元按各子区自身各类的百分比平差, 再后各子区均

按水田、旱地、针叶林、阔叶林、混交林、灌草地、草

地、裸地、城镇(包括农村较大的成片居民点)、长江、

小河、水库共 12类归并统计。最后得到表 1。

从表 1可以看到, 全长江三峡地区卫星图像分

类总面积为104 272. 65 km2。其中,水田占14. 83% ,

旱地占 28. 64% , 针叶林占 13. 68%, 阔叶林占

13. 61% ,混交林占 1. 55%, 灌草地占 10. 74%, 草地

占12. 02% ,裸地占 2. 64%, 城镇(包括农村居民点)

占0. 90% , 长江、小河、水库分别占 0. 38%、0. 77%

和0. 22%。

为了比较, 我们再把这里的12类中的某些类合

并。即将针叶林、阔叶林、混交林合并, 统称林地; 将

灌草地、草地、裸地合并, 统称荒地;将长江、小河、水

库合并,统称水域。这样共得 6个大类。其面积的

平方公里数和百分比, 列于表 2。由此可知, 水田、

旱地、林地、荒地、城镇、水域等 6大类的面积分别占

全区面积的 14. 83%、28. 64%、28. 85%、25. 40%、

0. 90%和 1. 38%。

再来看航空像片目视判读结果。数字取自 1989

年12月第八届全国遥感学术讨论会的材料( 2)。其分

类总面积(即移民安置区面积)为18 326. 0 km2。地面

覆盖与土地利用也分 10类:水田,水平梯地, < 30 坡

耕地, > 30坡耕地,园地,林地,可开垦荒地,不宜开垦

荒地,城镇(包括农村居民点) ,水域(表3)。

为了对比, 我们将其中的水平梯地、< 30 坡耕

地、> 30 坡耕地和园地合并,统称旱地;将可开垦和

不宜开垦荒地合并, 统称荒地。这样也得到与卫星

图像分类合并后相同的 6大类, 即水田、旱地、林地、

荒地、城镇、水域。它们分别占移民安置区面积的

13. 89%、41. 18%、18. 68%、24. 96%、0. 73% 和

0. 56% (表 3)。

值得注意的是, 分别用两种方法确定的水田、荒

地、城镇 3类,在移民安置区内各自所占面积的百分

比 13. 89%、24. 96%、0. 73% (航片判读) , 与在长江

三峡全区内各自所占面积的百分比 14. 83%、

25. 40%、0. 90% (卫星图像分类) ,十分相近。

经过对比研究发现的这一事实给我们以启示:

既然这几类在两地占总面积的百分比十分一致, 那

就说明这几类在两地的绝对面积比,就基本上等于

两地土地总面积的比。因此, 只要我们将卫星图像

分类得到的这 3类在长江三峡全区的面积, 乘以移

民安置区面积与长江三峡全区面积的比, 就可以基

本上得到这 3类的卫星图像分类结果在移民安置区

内的面积。卫星图像分类总面积为104 272. 65 km
2
,

航片判读分类面积为 183 26. 0 km
2
,后者只为前者

的 0. 175 750 78。现在将表 1中卫星图像分类得到

的全长江三峡地区水田、旱地和城镇各自的平方公

里数,乘以比例系数 0. 175 750 78, 可以大致得到它

们在移民安置区内的平方公里数(表 3)。

2 结 果

我们从表 3中可以看到,两种方法得到的移民

安置区水田、荒地和城镇(包括农村居民地)三个大

类的面积, 彼此十分相近。平方公里数分别为

2 546. 0和 2 718. 4; 4 573. 3 和 4 655. 0; 134. 7 和

165. 5。面积百分数分别为 13. 89 和 14. 83; 24. 96和

25. 40; 0. 73和 0. 90。二者分别只差 0. 94, 0. 44 和

0. 17个百分点;即相差均不到一个百分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荒地面积。卫星数字图像分

类为 4 655. 0, 航片目视判读为 4 573. 3,二者极为接

近。相符率为 98. 24%, 或相差仅 1. 76%。这说明

两种遥感方法得到的荒地总量数字(包括可垦和不

可垦)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两种方法最后提供的可

垦荒地数字之所以不同, 主要是由于二者土地资源

评价原则的不同。

用此方法得到的移民安置区另外 3类,即旱地、

林地和水域的面积,与用航空像片判读得到的面积

是不一样的(表 3)。这是因为, 这三类在全区和移

民安置区的面积比例在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表 2和

表 3)。显然, 就三峡全区而论,林地更多地分布在

离江较远、海拔较高的山体腹地地区, 而旱地则更多

地分布在海拔较低且缓丘较多的沿江。说明沿江原

( 1) 曾志远.长江三峡地区土地资源调查评价中大规模遥感数据地被机识分类与应用. 1990. 12~ 20

( 2) 水电部遥感中心.应用遥感技术调查三峡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资源. 198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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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长江三峡全区 6 大类地面覆盖和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类 型 面积(km2) 面积所占比率( % )

水田 154 67. 140 14. 83

旱地 29 865. 714 28. 64

林地1) 300 77. 819 28. 85

荒地2) 264 86. 115 25. 40

城镇3) 941. 646 0. 90

水域4) 1 434. 216 1. 38

合计 104 272. 650 100. 00

1) 包括针叶林、阔叶林、混交林; 2) 包括灌草地、草地、裸地; 3) 包括农村居民点; 4) 包括长江、小河、水库

表 3 通过航空像片判读得到的和用卫星数字图像分类粗略估计的长江

三峡移民安置区 6 大类地面覆盖和土地利用的面积对照

地面覆盖与土

地利用类型

( 10类)

航片判读面积

面积( km2) 所占比率( % )

地面覆盖与

土地利用类型

( 6类)

航片判读面积

面积( km2) 所占比率( % )

卫星图像分类面积

面积( km2) 所占比率( % )

水稻田 2 546. 0 13. 89 水田 2 546. 0 13. 89 2 718. 4 14. 83

水平梯地 2 248. 0 12. 27 旱地1) 7 546. 0 41. 18 5 248. 9 28. 64

< 30坡耕地 3 160. 7 17. 25

> 30坡耕地 1 796. 0 9. 80

园地 341. 3 1. 86

林地 3 423. 3 18. 68 林地 3 423. 3 18. 68 5 286. 2 28. 85

可开垦荒地 1 538. 7 8. 40 荒地2) 4 573. 3 24. 96 4 655. 0 25. 40

不宜开垦荒地 3 034. 7 16. 56

城镇3) 134. 7 0. 73 城镇3) 134. 7 0. 73 165. 5 0. 90

水域 102. 7 0. 56 水域 102. 7 0. 56 252. 1 1. 38

合计 18 326. 0 100. 00 合计 18 326. 0 100. 00 18 326. 0 100. 00

1) 包括水平梯地、< 30和> 30 坡耕地、园地; 2) 包括可垦和不可垦荒地; 3) 包括农村居民点

来有较多的林地已被开垦为旱地。而如果计算旱地

和林地百分比的和,则移民安置区为 59. 86% , 三峡

全区为 57. 49%。二者又是相近的。水田的情况和

旱地不同。在长江三峡地区, 在一些离长江很远, 甚

至海拔也不低的腹地,也有许多大面积的平坝,如奉

节县的吐祥坝、竹园坝,巫溪的文峰(坝)等。那里都

有较大面积的水田分布。故三峡全区和沿江水田的

面积比例相近。城镇的情况和水田类似。离江较远

的腹地平坝地区和沿江一样, 也有较多的居民点分

布。卫星图像分类确定的水域面积较大, 可能与使

用的夏、秋季图像多,因而水面大有关。

总之,这里的初步比较还是显示了一种趋向, 即

对大面积而言, 卫星数字图像的计算机分类和航空

像片目视判读,在确定各个大的地面覆盖与土地利

用类型的总面积方面,还是比较一致的,尽管卫星图

像和航空像片的空间分辨率有很大的不同。为得到

关于这一点的更准确的结论, 将进行更详细和更准

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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