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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的遥感动态监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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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对定西地区的定西县、渭源县、陇西县和通渭县的生态环境进行监测。以 1990年和 2000 年 2 期

TM 数字图像为主要信息源, 进行屏幕目视解译,取得了初步的本底数据。建筑交通及矿区用地增长率为

14. 97% ; 农业用地增长率为 8. 02% ; 林地增长率为 11. 23% ; 其它如河滩地、宜林草荒地则相应有所减少。

定西地区经过 10 a的发展,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日趋合理,但还存在诸如土地利用率不高, 农业用地比重

过大, 畜牧业用地比重太小, 以及造林面积大, 而存林面积小, 树木成活率低,退耕还林还草力度不够等问

题。通过对监测结果的分析, 说明了遥感技术在定西这一特殊地区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动态监测中已被有

效地应用, 同时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以期有利于项目区土地利用和植被覆盖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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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w o periods o f Landsat T M / ETM
+

images in 1990 and 2000 are used to dynamically m onitor

the eco logical environm ent of Dingx i, Weiyuan, Longx i, and T ongw ei counties. The background data are

obtained through screen visual interpretation. T he const ruct ion, tr af f ic, and mining land increase by 14.

97%. The farming land increases by 8. 02%. The w oodland increases by 11. 23%. The bare land, w hich is

suitable for forest and grassland, and f loodplain land decrease correspondingly . In the later 10 years, som e

measurements are carr ied into execut ion, for ex ample, small basin integrat ion control , tr ansferring f rom cul-

tiv ated land to fo rest land and g rassland, the balance betw een g rass and animal, and ro tat ion g razing and

clo sing of vegetat ion, w hich are results of the rat ionalizat ion of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But ther e st ill con-

sists o f som e pr oblems such as low land use rate, higher r at io o f ag ricultur e land, low rat io o f stockbreeding

land, low r at io of the tr ees surviv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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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监测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和基础。目前,

土地资源动态变化和环境退化数据的缺乏已成为制

约我国协调发展规划和政府部门正确决策的主要障

碍[ 1— 4]。据粗略统计, 目前我国耕地以 4. 00×105

hm2 / a速度递减,国家亟须了解掌握这些变化的具体

数量及分布。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土地资源调查与动态

监测已为人们所共识。它从空间和时间尺度来说都有

很大优越性[ 5]。

甘肃省定西地区属黄土丘陵沟壑区, 近年来干

旱、水土流失严重,急需治理。在这种背景下,利用遥

感技术对区内的水土流失状况、退耕还林还草、坡田

改梯田、集水灌溉、水土保持治理工程进度及实施情

况等进行监测,具有客观、宏观、高效、经济等常规调

测手段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甘肃省中部重点地区生态环境遥感本底调查及

动态监测系统开发是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西部大开

发”专项( 2000—K01—06—03—01)“西北地区遥感

本底调查及动态监测系统开发”的子专题之一,调查

范围包括渭河上游的定西县、渭源县、陇西县和通渭

县, 总面积为 11 021. 4 km
2 ,内容包括生态环境遥感

本底调查、生态环境评价、生态环境治理规划、生态环

境数据库的建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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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区背景概况

1. 1　试验区环境

定西地区地处陇中中部的黄土高原、甘南高原、

陇南山地的交汇地带, 介于东经 103°52′—103°13′,北

纬 34°26′—35°35′之间。地貌以梁状丘陵沟壑为主,地

形多为黄土长梁和沟谷地起伏景观, 海拔大多在

1 600～2 300 m ,相对高差 150～300 m。

年平均气温 6. 3℃～6. 6℃, 年降水量 350～475

mm ,年蒸发量 1 407～1 736 m m,无霜期 136～167 d。

年侵蚀模数 2 000～7 000 t / km 2。土壤以黄绵土、灰钙

土为主,马衔山林区有灰褐土分布。地带性植被为典

型草原, 也有天然林分布,分布海拔一般 2 400 m 以

上,为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图 1)。

该区人口密度 50～100 人/ km2 ,耕垦指数 50%

左右,森林覆被率低,大部分山地开垦到顶,天然植被

只残留在黄土荒坡,但由于放牧、挖草解决薪柴,植被

覆盖度极低,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水土流失问题十分严

重。旱灾频繁,水资源短缺,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差,发

展集雨农业, 退耕还林还草,治理水土流失是该区生

态环境建设的重点。

图 1　定西 4 县行政区划图

1. 2　区内近几年生态治理情况

近年来, 以江泽民总书记 1999年考察定西时“群

策群力定西大有希望”的题词为鼓舞, 区内各县以小

流域为单元, 以“水保立县”为发展战略,山、水、田、林

统一规划,蓄、引、灌、排相结合, 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

相结合,大力发展小流域综合治理。以坡改梯为主,稳

定基本农田, 保证粮食生产,提高降水利用率;对坡度

大于 25°的坡耕地进行退耕还林、还草, 发展植树种

草, 进行生态环境重建; 发展以“121 雨水集流”工程

为主的集雨节灌,进行土豆、中药材以及经济林种植,

全面发展特色农业;同时,进行了旧城镇改造、小城镇

和农村居民地建设。

2　生态环境状况动态监测分析

2. 1　遥感技术的应用

购置图像数据, 结合试验区的植被覆盖特点,对

其进行了 432波段假彩色合成,并采用多项式变换的

方法进行了几何精纠正、镶嵌等处理,纠正结果用铁

路、公路、水系、居民地等地物进行了验证(如图 2所

示) , RM S达到 2个像元。在此基础上,以突出黄土丘

陵沟壑区的地貌特征为侧重点,对纠正后的图像进行

了进一步的处理。

图 2　多种地物对 TM影像的验证

本文利用了中国生态环境本底调查分类系统

(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 , 以 1990 年和 2000 年 2 期

TM 数字图像为主要信息源, 进行屏幕目视解译,取

得初步的本底数据,用所得数据分析 1990—2000年

的生态环境变化情况,实现生态环境的动态监测。

2. 2　生态环境状况动态监测分析

2. 2. 1　试验区 1990—2000年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

变化分析　10 a 来,由于试验区人口数量的急剧增

加, 及国家各项政策的切实落实和实施,使试验区各

县社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尤其是以小流域综合治

理为模式的水土保持工作的持续开展,大大地改变了

试验区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状况。从表1对比可以得

出: 建筑交通及矿区用地 10 a 内净增加 2 617. 96

hm
2, 增长率为 14. 97%; 包括耕地、水浇地、菜地、果

园在内的所有农业用地比 1990 年增加 48 573. 64

hm
2
, 增长率为 8. 02%; 在 10 a 里项目区人民持之以

恒进行了的绿化荒山,植树种草活动,尤其是水土保

持林的大力建设, 使林地(包括落叶林、常绿林、防护

林、灌木林等) 总面积达到 73 797. 63 hm
2 , 净增加

7 453. 46 hm
2, 增长率为 11. 23% ; 包括天然草地、荒

32　 　　　　　　　　　　　　　　　　　　　　　　水土保持通报　　　　　　　　　　　　　　　　　　　　第 22卷



草地、灌草过渡带在内的所有草地共减少了

58 953. 63 hm
2
, 减幅达 20. 28% ; 水体占总面积

0. 03% ,比 1990年减少 87. 69 hm
2, 减少率 17. 96% ;

由于全球热效应的影响,及经济的高速发展用水量的

剧增等因素,河滩地比 1990年增加 2 689. 58 hm
2
,净

增幅为 30%; 宜林草荒地则减少 2 323. 61 hm
2
,减少

率为65. 02% ;难利用地和其它用地增加 21. 12 hm
2,

增长率为0. 02%。

表 1　试验区 1990—2000年土地利用比较分析

序号 类　　型 1990 年面积/ hm2 2000 年面积/ hm2 变化量/ hm2　 变幅/ %

1
建筑交通

矿区用地
17490. 28 20108. 23 2617. 96 14. 97

2 农业用地 605631. 59 654205. 22 48573. 64 8. 02

3 林　地 663447. 17 73797. 63 7453. 46 11. 23

4 草　地 290733. 21 231779. 58 - 58953. 63 - 20. 28

5 水　体 488. 37 400. 67 - 87. 69 - 17. 96

6 河　滩 8964. 38 11653. 97 2689. 58 30. 00

7 宜林草荒地 3573. 87 1250. 26 - 2323. 61 - 65. 02

8 难利用地 109788. 28 109809. 40 - 21. 12 0. 02

2. 2. 2　试验区 1990—2000年土地利用和植被覆盖

变化原因分析　在 1990—2000年,试验区的城镇、农

村建筑用地、耕地面积以及公路、铁路及厂矿用地的

大幅度增加, 是试验区人口快速增长、基础设施快速

建设和发展的结果,是国家西部大开发项目实施的结

果;林地(包括落叶林、常绿林、防护林、灌木林等)的

增加是试验区人民进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落实江总

书记再造西北秀美山川大力植树造林的结果;天然草

地、荒草地大量减少是由于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垦及全

球热效应,过度放牧,草地退化等原因造成;各种园地

不同程度的增加是由于当地政府造成的结果;水库和

其它水体的增加是因为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及集雨

节灌工程的推广等;河流的减少是因为近年来干旱的

加剧, 如区内渭河段已基本无水, 其结果是导致河滩

地的大面积增加。

3　结论及建议

定西地区经过 10 a 的发展, 尤其随着以小流域

综合治理,退耕还林还草等措施的具体实施, 试验区

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日趋合理。尽管如此,但还存在

诸如土地利用率不高, 农业用地比重过大,畜牧业用

地比重太小, 以及造林面积大,而树木成活率低,退耕

还林还草力度不够,还有如滥垦、滥牧、掠夺式经营等

都使得试验区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多变和失衡。

针对区内目前存在的问题, 以改善生态环境,提

高地表覆盖率,控制水土流失, 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为

目标,充分考虑试验区自然及气象条件,以退耕还林、

还草为突破口,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种植结构。

继续发展坡改梯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 并据各县自

然、地理、经济条件, 发展相适应的产业模式, 如定西

县发展马铃薯产业, 陇西县发展中药材;在做好宣传

引导工作基础上, 充分落实国家退耕还林还草等政

策, 并据试验区自然及气象条件, 做出合理的退耕比

例和合乎自然规律的乔、灌、草等措施的配置原则。努

力使试验区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 使试验区

土地利用和植被覆盖更加合理。

[ 参 考 文 献 ]

[ 1]　张继贤, 宗坚, 孟文莉, 洪钢. “4D”技术用于土地资源遥

感动态监测[ Z] .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

[ 2]　王心源 ,郭华东,王长林, 等.额济纳旗绿洲生态环境的

遥感动态监测分析 [ J] . 水土保持通报, 2001, 21 ( 1) :

60—61.

[ 3]　任志远. 黄土高原重点区生态环境遥感评价应用分析

[ M ]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1997. 9( 3) .

[ 4]　仇肇悦, 李军,郭宏俊.遥感应用技术 [ M ] 武汉:武汉测

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9. 89—92.

[ 5]　布和敖斯尔, 刘纪远, 王长耀.遥感技术在我国资源和环

境变化研究中的作用[ J] .科技导报, 1997.

33第 2 期　　　　　　　　　　　冉有华等:定西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的遥感动态监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