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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禅感技术清查县级土地资源的实践

李 锐 宋桂琴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提 要

县级 土 地 资 源清查
,

是与国民经济建设密切相关
,

且是迫切 需 要 解 决的间

题
。

遥感资料为此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

据我们十几年的实践
,

遥感技术与常规地面

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

既能保证精度
,

又缩短了调查周期
,

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
。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广泛适用
。

主要作法是
: 1

、

建立资源卫星影象和航空

象片解译标志 , 2
、

在卫片上判读 I
、

I 级土地类型 , 8
、

选择样区进行实地调查 ,

4
、

航片细部判读与转绘 , 5
、

以土地类型为基本单元进行土地潜力评价 , 6
、

量

算面积和编写报告
。

一

尸

土地资源调查的任务是清查土地的数量
、

质量
、

空间分布和演变规律
,

以及利用现状和存在

伺题
,

提出改造利用方向和途径
。

以县为单位的土地资源清查工作正在全国广泛 开 展
。

由 于 我

国地域辽阔
,

土地类型复杂
,

加之我国土地科学研究基础比较薄弱
,

只有采用先进的遥感技术才
-

粱既保证调查精度
,

又缩短调查周期
,

以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新形势
。

过去十几年间
,

我们 在陕西省

安塞和宁夏回族 自治区固原等县搞土地资源调查中
,

采 用了遥感资料判读和常规调查相结合的方

法
,

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
,

现介绍一些我们的作法
。

一
、

陆地卫星影象概略判读

我们选 用的资料是陆地卫星 ( L a n d sa )t 多光谱影象
。

这种影象是多光谱扫描仪对地面扫描

并记录多光谱信息的结果
,

是地面真实景观的缩影
。

它综合地显示了地面所有特征
,

内容丰富
,

现实性弧
,

有利于进行综合分析
,

对于划分 I
、

I 级土地类型更有其优越性
。

(一
扩 制作卫星影象略图 (以下简称略图 )

。

由于黄土高原地貌类型复杂
,

并且在很大程度
_

`
上制约着土地其它因子的形成与变化

。

我们选取了地貌特征显示比较清楚的七波段卫片
,

放大到 ;

1/ 50 万
, l并将调查区内图象镶嵌起来

,

制成
“ 略图 ” 。

这种
“
略图

”
与一般线划图比较

,

可以更

好地把局部和整体
、

图形和地物的影象结合起来
,

更具有直观性和真实感
,

便于综合分析和认识

全县土地的总特征
。

(二 ) 绘制土地类型综合剖面图
。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全县土地的概况
,

并找出土地类型的分

布规律
,

我们用地形图和卫星影象图绘制了全县 8 条土地类型综合剖面图 (包括纵向和横向 )
。

海拔和坡度由地形图上量测
,

植被类型
、

地面物质组成
、

土壤
、

土地利用现状直接或间接 由卫片

上判读
。

从固原全县 8 条剖面 图可以看出
,

该县地形高度可分出 5 个梯阶
。

各级梯阶上分布有各

具特色的土地类型组合
。



(三 )趁立卫片解译标志
。

我们采用的是目视判读方法
,

将 4 个波段的黑白片和假彩色合成

片进行综合分析
。

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或相互配合
:
一是由大到小逐级细分 (也称分解法 )

,

先

按总体特征
,

依据最明显的影象差异划分出 I 级的土地类型
,

然后再进一步依较明显 的 特 征 在

每一大类里划分出次一级类型
,

依此类推
,

直到不能再分为止
;
二是由小到大逐 级 合 并 (也 称

合成法 )
,

先将影象上可辨别的差异部分勾绘出来
,

然后再把有某些共同特征的部分逐级合并
。

我们在固原县采用的是前一种
。

对该县 “ 略图
”
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

,

全县可分成三种差异明显
r

的类型
:

西北部影象表面光滑
,

色调均匀
,

水系不具或少具分支
,

在 6 月份 获 得 的M S S S 影象

上可以看出
,

沿河流两侧分布有许多形状规则 (多为矩形 ) 的黑色斑块
;
西南部影象色调较其它

部分深
,

纹理杂乱
,

特别是分水岭附近
,

很难分清水系的来龙去脉
,

色调转换比较鲜明
,

地面显

得非常破碎
,

在M S S 4 和M 8 8 5 上都可 以看到两条平行的
、

走向近似南北的深色条 带 , 其 余部

分则是灰白相间的色调
,

水系纹理清楚
,

或如树枝状
,

或如梳齿状
,

有的地方还夹杂一些色调 比较
,

均匀的条带状影象
。

这三种影象特征分别表示了三个土地系统
,

即河谷平原地
、

山地和丘陵地
。

我们又进一步在每一类中细分出了 五级类型
。

现将 12 个土地类 ( 五级 ) 的影象特征简述如下
:

1
、

阶地类
。

色调为均匀的灰色
,

分布有形状规则
、

色调较深的斑块
,

靠近河床间或有浅色
、

形状不规则的斑点
,

水系分支明显减少
。

2
、

台源地类
。

色调较阶地稍暗
,

有稀疏的沟道分支
,

立体观察可看到地面有向河沟倾斜的

趋势
,

总体看起来犹如微风吹起的水面
,

微波连绵
。

3
、

石质山地类
。

色调较深
,

转换 明显
,

显德有核有角
,

分冰衅跳沥冰万东倪天漳
,

山省

线难辨
。

4
、

土石山地类
。

与石质山地影象特征不同的是山脊线可明显看出
,

水系能分辨清楚
,

末级

支流短小
。

5
、

山前土石丘陵地类
。

色调较山地浅淡
,

大的沟道近乎平行
,

有的是深灰色条带状
,

有的形

似龙爪
。

沟间地有一些深色斑点
。

6
、

宽谷低丘陵地类
。

在县东南部靠近土石山地下部
,

好象有几条
“
人参” 横放在那里

,

这里

河谷发育较宽
,

川台地面积较大
,

沟间地比较窄
,

与支沟合在一起犹如一个短齿梳子
。

7
、

残源丘陵地类
。

除具一般黄土丘陵地特征外
,

在分水岭处出现一些形状不规则
,

连成 片

的灰色影象
,

这是经流水切割的黄土源地
。

8
、

深切丘陵地类
,

分布在县东部
,

沟谷切割较深
,

南岸坡缓
、

梁长
、

沟直
,

多呈黑白相间

的平行条状
,

形 如一个长齿梳子 , 北岸坡短
,

色调较浅
。

9 、

中切丘陵地类
。

主要分布在小川河中游
,

地形切割破碎
,

部分沟道较宽
,

形成几条浅灰
·

色条带状影象
。

10
、

浅切丘陵地类
。

分布在该县黄土丘陵区的河源部分
,

沟壑密度较小
,

梁弗宽平
,

色调较

浅
,

明暗转换不甚明显
,

看起来模模糊糊的
,

水系多为歪头树枝状
。

1 1
、

低山丘陵地类
。

在该县黄土丘陇区的中北部有几座隆起的低山
,

使这里兼有土石山地和

黄土丘陵两种类型的影象特征
,

明暗转换比较明显
,

水系不 如其它丘陵区规则
,

末级支流短小
,

但可 以看到梁脊的影象
。

12
、

砂黄土丘睦地类
。

北部靠近风砂区
,

土壤砂性大
,

风蚀比较严重
,

气 候 干 早
,

地 形破

碎
,

梁短赤多
,

色调较浅
,

沟道较窄
,

但分支多
,

影象显得模糊
。

上述解译标志仅仅是简略描述
,

在判读过程中还要充分利用有关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

这里没



有提及假彩色合成影象
,

原因是处理条件不 同
,

扫描季节不一样
,

彩色效果有很大差异
,

难以定

出一个通 用的标准
。

上述黑 白片的解译标志
,

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季节性
,

在判读分析过程中不

能生搬硬套
。

二
、

样地详查

第一步只是提供了一个
“
骨架

” ,

要弄清土地的全部性状
,

必须在各土地类中选择有代表性

的地段进行样地详查
。

主要包括 以下几项工作
:

(一 ) 绘制样区航空相片判读革图
。

这项工作主要是在室内进行
,

选出样区 范 围 内 的航片

后
,

通过 目视判读勾绘出土地类型界线
,

并用蒙绘法描绘到透明纸 (或聚脂薄膜 ) 上
。

描绘时要

尽可能将可判读地物绘出
,

并加必要注记
,

以便现场核对修改
。

(二 ) 绘制样区土地类型综合剖面图
。

到样区后
,

首先进行踏勘
,

校核并填绘航判草图
,

其

次选择能包括该地区主要土地类型的断面进行实地测量
,

也可 以由地形图和航片配合完成
。

通过

调查将土壤
、

植被
、

土地利用现状
、

地面物质组成等特征填到图上
。

这样就把各类土地中土地类

型的组合
、

相对位置及其主要性状搞清了
。

在此基础上拟定出全县土地分类系统
。

固原县土地分

成 了三大系统
、

12 个类和 14 个型
。

同时根据调查的土地利用现状拟定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系统
。

(三 ) 建立土地类型航空相片解译标志
。

样地详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各种土地类

型的航片解译标志
,

为大范围判读提供依据
。

解译标志的建立
,

需要室内外结合
,

常常需要把航

片带到现场进行野外判读
,

建立地物与航片影象之间的对应关系
。

地面景观是一种宏观现象
,

可

以直接 由航片上看出
。

地面景观又是复杂的
,

它由地质
、

地貌
、

土壤
、

植被
、

水文等 因素组成
。

这些因素在相片上的反映是不同的
“
色

”
和

“
形

” 。

这二者是判读的基本依据
。 “

色
”
是指

“ 色

调 ” ,

它是地物反射和吸收光谱特性的记录
,

表现在相片上是由浅灰到深灰以至黑色的一系列色

调
。

这些色调是相对的
。

由于摄影时地表水分状况
、

气候条件
、

地形部位以及相片处理技术的不同
,

同一类型的土地可表现出不同的色调
,

所以必须结合其它因素仔细判断
。 “

形
”
是图象的形状

,

有圆形的
、

方形的
、

弯曲的
、

直线的
,

有条状
、

带状
、

片状
,

等等
,

多种多样
。

即使是同样的形

状
,

由于量度上的差异
,

也代表不 同的地物
,

如带状的宽窄
,

片状的大小等
。

以上这些都是直接

标志
。

由于土地本身就是一个综合的体系
,

单纯依靠这些标志是远远不够的
,

更多的时候是采用综

合性标志
,

即直接标志和间接标志相结合
。

现将固原县主要土地类型及其利用现状的航片解译标志总结如下
:

1
、

沟谷平原地系统
,

一般为均匀的浅灰色调
,

呈宽带状分布
,

地面宽度几百 米 以 至 几千

米
,

中间夹有河流
。

农田防护林
、

道路以及渠系将其分隔成规则的网格状
,

与其相邻 的 山 地 系

统
、

丘陇地系统界线明显
。

其中主要有川地型和台源地型
。

川地型主要分布在黄河一级支流

一
清水河两侧

,

台源地或川台地地坎以下
,

或直接位于沟

抓地坡脚线 以下
,

河岸线 以上
,

呈宽条带状
,

表面光滑
,

色调为均匀的浅灰色 , 有作物覆盖时为

暗灰色
,

水田呈深灰色
,

被渠系
、

林网和道路划分成规则的几何图形
多
地表平坦

,

无侵蚀沟
,

立

体观察几乎看不出有坡度
。

在川地下面
,

河滩地位于河流的凸岸
,

因为被沙砾覆盖
,

对光的反射

强
,

因此色调明亮而浅淡
。

台源地型主要分布在清水河河谷的 中游川地上方
,

比较开阔
,

色调较均一
、

浅淡
,

地面被道

路和地埂分成较规则的田块
,

切沟已有三级以上分支
,

地面坡度多 在 5
。

左 右
,

有 的 可 达 10
“

以

上
。



2
、

黄土丘陵地系统
,

从宏观上看是大大小小的沟谷布满地面
,

除大沟谷内有些川 台地外
,

其余均如波涛起伏的大海
,

沟谷两侧深浅色调转换明显
,

坡顶基本是圆滑的
、

隆起的盖状
,

色调

转换和缓
。

川台地型系统
,

主要分布在黄河三级支流红河和茹河两侧
,

地面景观与力l地相似
,

只是宽度

次之
,

没有防护林网
,

道路也只是田间小道
。

台地位于川台地上方
,

即川地上缘与坡脚线之间
,

若无川地则位于坡脚线与沟岸线之间
。

从

相片上看
,

色调较均匀
,

地面比较平坦
,

立体观察时可看出有缓坡
,

一般是5
。

左右
,

高出河床十

几米至数十米
。

切沟将其分割成不规则的小块
,

雨后有的地方出现浅沟
,

下缘往往被吞食成锯齿

状
。

上缘为由深到浅的色调转换线
,

下缘近似一条黑线

一
陡坎的 阴影

。

源地型
。

所处位置与川地相反
,

川地低于周围
,

而源地高于周围地面
,

源面坦荡
,

坡度一般

小于 5
。 。

固原的源地属于残存的小块源
,

无渠道
,

源边坡度大
,

沟头发育活跃
。

源坡很陡
,

崩塌

严重
,

两切沟之间的源坡经多年垦种 已成 阶梯状
,

田埂呈大致平行的弧形
。

壕掌尚地型
。

壕掌尚地为古代沟谷被黄土性冲积物所填充的平坦谷底
,

沟 口较宽
,

向里逐渐

变窄
,

两面向中间略有倾斜
,

地块呈规则形状
,

大多数已被现代沟谷切入
,

而且沟头发展很快
。

从 1 9 5 8年和 1 9 7 9年两次拍摄的航片量侧结果看
,

该区沟头每年平均延伸5
.

32 米
,

有的可达 10 米以

上
。

还有一种壕掌尚地
,

位置较高
,

周围几个命连在一起
,

都向中间倾斜
,

坡 度 在 10
。

以下
,

地

面开阔平坦
,

色调浅淡均匀
。

山谷台掌地型
,

位于切沟沟头
,

是原来的壕掌地被侵蚀后残留的
。

切沟两侧的台地与沟掌地

剩余部分连在一起
,

构成了犁锌状的外形
,

地面向沟底有倾斜
,

色调浅淡
,

田块规则
。

梁如坡地型
。

谷缘线以上至如顶统称为梁命坡地
,

外表浑圆
,

色调较沟抓地浅
,

表面光滑
,

阳坡比阴坡更浅
,

色调转换部位是梁脊
,

坡面上浅沟呈深色条纹
,

凸形坡的条纹为扇形放射状
,

多在梁奔伸出的坡咀部位
。

扇形收拢状的 凹形坡
,

多在冲沟沟头上方
,

沿坡面平行分布的为直斜

坡
,

沿等高线方向常有弧形条纹
,

这是天然地坎
。

沟抓地型
。

谷缘线以下至坡脚线之间的地段
,

坡度 35
“

以上
,

是各种侵蚀最活 跃 的 地 段
,

色

调较深
,

向光坡和背光坡分别呈暗灰色和深灰色
,

沟道密布
,

有的呈相互平行的条纹 ; 有的已将

坡面切割得支离破碎
,

呈明暗相间的斑块状
。

如果有石头出露
,

影象中有明亮的
、

有 棱 角 的 斑

点
,

没有侵蚀沟的条纹
。

立体镜下的沟抓地非常陡峭
。

3
、

山地系统
。

山地高度较丘陵的大
,

沟道短而直
,

从航片上看
,

一面坡上色调较均一
,

阻

阳坡明显
,

坡脚线清晰
。

山脊线和谷底线多呈折线形
,

分支短而少
。

在土地类型图的基础上
,

再配合航片判读土地利用现状
,

是很简便的办法
。

因为在黄土丘陵

区谷缘线以上的梁赤坡地基本上都是农地
,

间或有些撂荒地
。

下面叙述几种土地利用现状的影象

特征
。

农地
。

川地
、

川台地
、

台地
、

台源地
、

壕掌尚地
、

山谷台掌地等
,

除村庄占地外
,

基本都是农用

地
。

谷缘线以上的梁弗坡地是农林牧都可以占用的土地
。

色调浅
、

表面光滑是没有覆盖作物的农

地 , 色深而均匀
,

边缘整齐是覆盖作物的地块 ; 色调居这两者之间
,

而且不均匀
,

与阳坡沟抓地

色调较一致的是撂荒地
。

林地
。

梢林的影象是在一片暗灰色的底色上密布着黑色麻点
,

在立体镜下可看到树冠拔地而

起
。

人工幼林树冠很小
,

可 以看到较有规则排列的小黑点
,

果园是规则排列的黑点
;
这两者的区

别可参考周围环境
。

果园一般座落在背风坡
,

且离居民点较近
,

坡度也较平缓
,

或 已修成梯 田
。



牧地
。

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沟抓地
、

土石山地
、

石质山地
,

都是放牧场所
,

灌木或草被覆盖的

地面呈暗灰色
,

立体观察有绒毛感
。

居民点
。

在川台地上多为规则的小长方块整齐地排列着
,

比较容易判读
。

但在山坡上的窑洞

就需综合判读
。

一般都在阳坡
,

而且尽可能靠近沟的下部
,

以便取水
。

一个居民点就是一片黑色

斑点
,

多数是树木的影象
。

沟抓地上的土窑洞能看见人工挖掘的陡壁的阴影
。

村庄周围有辐射状

的道路
。

道路
。

公路为淡灰或灰色
、

宽度均匀的线条
,

弯曲处圆滑
,

路两旁行道树清晰可见
。

乡村土

路为 弯弯曲曲不规则的淡灰或灰色细线条
,

都与居民点相连
。

三
、

判读与转绘

确定土地类型分类系统和建立航卫片解译标志之后
,

就着手进行判读与转绘
。

目 前 转 绘 的

方法很多
,

除了较先进的计算机 自动绘图以外
,

常用的还有光学法
、

图解法等
。

但 目前在我国
,

限于条件
,

目视手工转绘仍然是主要手段
。

黄土高原沟道纵横
,

沟底线
、

山脊线
、

坡脚线等交织

在一起
,

构成了天然的控制 网
,

这就为手工转绘提供了极方便的条件
。

只要相片质量较好
,

判读

界线准确
,

底图选择合适
,

再加上作业者仿绘能力较高
,

这种手工转绘的精度完全能满足要求
。

1
、

I
、

l 级土地类型的判读与转绘
。

转绘 I
、

l 土地类型时
,

我们以卫片判读为主
,

局部地方参

考了航片
。

卫片比例尺小
,

地面分解力较低
,

这就限制 了地形
、

地物细部的显示
,

但这也并非没

有益处
。

由于这些细部反映不出来
,

那些在地面上逐渐过渡的地理现象
,

在卫片上就能显示出明

显的界线
。

这是卫片的优越性之一
,

称之为概括性
。

先根据土地类型解译标志进 行卫片判读
,

并

参考其它有关资料确定土地类型界线
,

用彩色笔在
“
略图

”
上绘出

,

然后根据影象与地形图上相

应的地物将界线转绘到地形图上
。

2
、

l
、

W级土地类型的判读与转绘
。

转绘 l
、

W级土地类型时
,

我们以航片判读为主
。

首先根据

建立的航片解译标志在航片上将土地类型界线绘出
,

然后再转绘到地形图上
。

为了提高速度
,

我

们还采用 了参考航片
,

在地形图上直接勾绘的方法
。

为了验证这种方法的精度
,

我们 首先 选 取 样

方
,

以 1 / 5万地形图上的公里网格为界线
,

每个样方为 16 个公里网格
。

每张地形图选 5 个
。

在每

个样方范围内分别用航片和地形图勾绘出地类界线
,

然后将这两张图进行对照
。

结果表明
,

在地

形不太复杂
、

地类界线较明显的样方
,

两张图的土地类型界线比较吻合
。

当然
,

这与作业者技术

水平的高低 及其对作业区土地的熟悉程度有很大关系
,

不同作业者之间判断的差异是误差的主要

来源
。

为了减少这种误差
,

我们采取两条措施
:

一是建立规范
,

统一勾绘标准
,

比如 坡 度 指 标

( 等高线的密度 )
、

末级冲沟沟头位置和线条的弯曲程度
,

等等
;
二是同一张图要先后经过两个人

判读和勾绘
,

这样既可将遗漏或错判部分补充和修改
,

又能促使两个人的判读勾绘标准趋于一致
。

当然
,

在判读转绘过程中会碰到一些难以判断的界线
,

这就要综合使用解译标志
,

必要时还
`

需要到野外校核确定
。

将土地类型界线转绘到地形图上后
,

再根据拟定的分类系统编号注记
,

就

制成 了土地类型图
。

以 土地类型图为基础
,

将调查和判读的土地利用现状逐块填绘
,

并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分类系

统将土地类型界线合并或修改
,

就制成 了土地利用现状图
。

四
、

土地利用潜力评价与分级

在调查了土地的各种要素
,

并绘制出土地类型图和土地利用现状图之后
,

就要逐类型对其适



宜性进行评价
,

并按所拟定的分级指标进行潜力分级
,

编制土地潜力分级图
。

限于条件
,

目前我

们尚不能直接用遥感技术拟定分级指标
,

只能为遥感技术的应用打个基础
。

分级指标另有专文介

绍
。

五
、

量算面积和编写调查报告

量算面积的方法很多
,

我们采用 了方格法
,

分幅量算
,

以每一幅的理论面积作控 制 进 行 平

差
。

调查报告中除了对土地的数量
、

质量
、

分布规律
、

利用现状及有关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全面

论述外
,

还要提出土地利用和保护的原则意见
。

我们还对该县进行了土地合理利用分区
。

从我们所取得的成果看
,

在县级土地资源调查中
,

将卫片
、

航片判读和常规地面 调 查 相 结

合
,

完全可以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

这种方法不仅速度快
,

成本低
,

而且能保证一定的精度
。

象固原

这样一个面积较大的县
,

我们 4 一 5 个人
,

内外业总共不到 4 个月就初步完成了
。

得出的数据与该

县实际情况基本符合
。

我们对几个点的土地利用指数进行了抽样调查
,

结果与图上量算的数字完

全吻合
,

使全县土地资源的一笔糊涂帐基本搞清
。

总之
,

现代遥感技术为资源调查和专题制图提供

了客观现实性强的第一手资料
,

这必将在我国目前广泛开展的县级土地资源调查中发挥极大的作

用
。

随着传感器的改进
、

解译技术的提高
,

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制图技术的发展
,

一定会为遥感技

术在土地调查中的应用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

(本工作由巨仁同志主持
,

参加工作的还有冯茂功等同志 )

C O U N T Y一 L E V E L L A N D RE S O U R C E S IN V E N T O RY U S IN G

R E M O T E L Y S E N S E D D A T A

L落 R ` 公 5 0 几 g G “ 公q名”

N o 尸` h 功
e “ 1

. 5 “ t 越 ` e o
f 5 0 ` 1 a . 己 评 a ` e r C o 几召 e r 即a 云̀ 0 . ,

A
e a d e 二` a 刀`论 i e a

A b s t r a e t

C o u n t y 一 l e v e l l a n d r e s o u r e e s i n v e n t o r y h a s b e e n r e g a r d e d a s o n e o f t h e n a 一

t i o n / 5 P r i o r i t i e s
。

A e c o r d i n g t o o u r P r a e t i e e s o f m o r e t h a n t e n y e a r s , r e m o t e l y

s e n s e d d a t a e a n P r o v i d e a b u n d a n t i n f o r m a 七i o n f o r t h i s w o r k
, a n d w e e o n s i d e r

t h a t L a n d s a t i m a g e a n d a i r P h o 七0 i n 七e r P r e t a t i o n i n e o o P e r a 七i o n w i七h t h e t r a d i -

t i o n a l m e七h o d 15 a n e f f e e t i v e a n d e e o n o m i e w a y , a n d w o u l d b e t h e m a i n a P p r o

a e h f o r l a n d r e s o u r e e s i n v e n t o r y i n 七h e n e a r f u t u r e
。

O u r m a i n P r o e e d u r e s a r e :

( i ) L a n d s a t i m a g e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a n d w o r k i n g o u t 七h e h i g h l e v e l l a n d e l a s s e s 多

( 11) U s i n g a i r p h o 七0 a n d f i e l d e h e e k i n 七h e s a m p l i n g a r e a s t o c o m p l e七e t h e l a n d

e l a s s i f i e a 七i o n s y s七e m
, a n d e s七a b l i s h i n g 七h e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e r i七e r i a a s w e l l ;

( 111 )

A j r P h o t o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a n d t r a n s f e r i n g o f l a n d t y P e a n d l a n d e u r r e n t u s e ;
( i v )

L a n d e a P a b i l i t y e v a l u a t i o n o n t h e b a s i s o f l a n d t y P e ; a n d ( v ) M e a s u r i n g o f a r e a

a n d e o m P i l i n g o f r e P o r t s i n v o l v e d
.

T h e f i n a l r e s u l t s i n e l u d e 3 m a P s ( L a n d T y P e
,

L a n d C u r r e n t U s e a n d L a n d C a p a b i l i t y )
,

l a n d r e s o u r e e s i n v e n t o r i e s a n d r e p o r t s
,

D u r i n g 七h e l a s t s e v e r a l y e a r s 七h e r e s u l t s m e n t i o n e d a b o v e h a v e e f f e e t i v e l y a n d

习 u e e e s s f u l l y b e e n 认 s e d b y t h e l o e a l a u t h o r i t i e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