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0卷第 6期
2010 年 12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 ation

Vol.30 , No.6
Dec., 2010

　

　　收稿日期:2010-04-30　　　　　　　修回日期:2010-06-11

　　资助项目: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九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优选课题“抑制土壤风蚀对防治沙尘暴的作用”(94005)
　　作者简介:孙景梅(1964—),女(汉族),山西省夏县人 , 学士 , 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和荒漠化及沙化监测工作。 E-mail:

jiangbate@126.com。

基于遥感影像的巴楚县土地开垦分析

孙 景 梅
(国家林业局 西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 陕西 西安 710048)

摘　要:选用两期遥感影像 , 采用室内解译结合相关调查资料进行修正的方法 , 获得了新疆自治区巴楚县

土地利用数据库。分析结果表明 ,自 2004 年以来 ,巴楚县耕地面积在时间上经历了持续扩大的变化过程 ,

在空间上呈现出以原有耕地为基础逐步向林地和草地扩张的态势。土地开垦破坏了区域内维系绿洲生态

安全的防护林体系 ,加剧了土地荒漠化发展趋势 , 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同时 , 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 ,使

得原本存在的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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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Reclamation in Bachu County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SUN Jing-mei

(Northwest Institute of Forest Inventory , Planning and Design , StateForestry Administration , X i' an , Shaanxi 710048 , China)

Abstract:The landuse database of Bachu County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re obtained from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tw o periods by using the interpretat ion method com bined w ith co rrelated census

data for cor rection.Results show that cropland in Bachu County has cont inuously expanded since 2004 and

the reclaimed land g radually spreads into forest land and grassland .Land reclamation damages the shel ter for-

est sy stem that protects the ecolog ical safety of oasis , agg ravates land desert ification t rend , and threatens

local biodiversity.Meanwhile , large-scale farmland reclamation exacerbates w ater shor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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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遥感技术和空间信息分析技术的发展 ,土地

利用/植被变化已经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前缘和

热点领域
[ 1-6]

。土地利用方式及其所引起的土地覆盖

的变化 ,是人类在改造地球表面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驱

动力之一
[ 7]
。有关土地利用变化的问题已经受到广

泛的关注 ,针对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很多 ,包括土地

利用变化对全球变化的影响 ,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

态环境影响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的研究等等 ,但

还缺乏土地开垦对流域水资源配额影响的研究。因

此 ,以位于我国西北干旱区的第一大内陆河———塔里

木河流域为例 ,结合遥感和 GIS 技术 ,对该流域的土

地利用动态变化以及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进行研究

和分析 ,以期为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恢复和重建提供理

论依据。

1　研究方法

以研究区两期影像(2004 , 2009 年)为主要数据

来源 ,通过对遥感影像进行几何校正 、配准 、图像增强

等处理 ,室内进行人工判读 ,然后分类得到各时期土

地利用现状图。参考相关资料 ,对分类得到的各期土

地利用类型结果进行修正 ,然后再将两期土地利用现

状图叠加 ,提取变化的像元 ,实现土地利用变化动态

监测。最后根据该区域的社会经济等情况 ,分析引起

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和机制。

1 .1　研究区概况

巴楚县位于天山南麓 ,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

沙漠西北边缘 ,地势从西南向东北倾斜 ,主要地貌类

型由沙漠 、山地 、洪积平原和冲积平原共 4大类组成 。

该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 ,年平均气温11.9 ℃,

年降水量 47 mm ,四季分明 ,夏长冬短 ,干旱少雨 ,风

沙天气较多 。叶尔羌河横贯研究区域 ,是区域内植被

的重要水源保障 。

区域内土壤主要是胡杨林土、风沙土和草甸土。土

壤母质为河流冲积物 ,土壤质地以壤沙土和沙土为主。



研究区供水条件较好 ,植被生产力较高 ,土地垦

殖力度大 。研究区内自有种植业开始 ,就开始有水资

源开发———兴修水利 、引水灌溉和土地垦殖等活动 ,

使大片荒漠发展成绿洲[ 8] 。

1.2　数据来源

遥感数据选用两个年度的影像数据资料 ,根据植

被的波谱特性 ,采用适合于资源监测的 453波段对应

R ,G , B作为标准波段组合 。矢量数据源为 1 ︰ 10

万研究区行政区划图 、当地的调查资料 、地面监测分

析资料和气象水文资料等 。

1.3　土地利用类型划分

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划分的相关规定 ,结合研究需

要及卫星影像的地面分辨率状况 ,将研究区土地利用

类型划分为耕地 、林地 、草地 、居民地 、水域和未利用

地共 6个类型。

1.4　数据处理

由于遥感影像是通过地物的光谱特征 、纹理特

征 、几何特征以及时相变化等来表现地物信息的 ,信

息提取时运用地学相关分析方法 ,综合影像色调 、亮

度 、饱和度 、形状纹理和结构位置 ,以目标地物与成像

时间的关系等特征并结合已有资料和野外工作经验

知识判定地物类型[ 9-11] 。对栅格影像数据采用目视

解译的方法得到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数据 。

1.5　遥感影像解译和结果统计

首先 ,采用人机交互式解译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

软件 ,在遥感影像上区划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多边

形图斑 ,然后进行矢量化和拓扑运算 ,形成矢量图层 ,

进而进行属性链接 ,完成对各种土地利用类型所占面

积 、面积百分比等项目的统计[ 12-13] 。最后进行汇总 ,

归类 ,提取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信息 。

2　结果与分析

根据两期遥感影像解译结果 ,研究区耕地面积显

著增加 ,林地面积和草地面积明显减少 ,水域变化较

小 ,居民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增加较多。从整体看 ,研

究区开荒现象十分严重 ,缩小了林地和草地面积 ,维

系绿洲生态安全的林地和草地受到严重威胁。

2 .1　土地利用现状与分布

遥感解译结果显示 , 2009 年巴楚县耕地面积

231 565 hm2 ,占全县总面积的 10 .26%, 林地面积

348 620 hm2 ,占全县总面积的 15.45%,草地面积

558 205 hm
2
,占全县总面积的 24.88%,居民地面积

2 560 hm
2
, 占全县总面积的 0.11%, 水域面积

31 425 hm 2 ,占全县总面积的 1.39%,未利用地面积

1 084 698 hm2 ,占全县总面积的 48.06%。从现状分

析结果可以看出 ,全县大部分土地属于未利用地 ,其它

土地类型按面积大小依次是草地 、林地 、耕地 、水域和

居民地。

从空间分布状况看 ,耕地 、林地 、草地和居民地主

要分布在叶尔羌河流域两侧及水库周边区域 ,属于典

型的绿洲区 。未利用地主要分布在绿洲外围 ,大部分

位于叶尔羌河东南部 ,属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 ,

在县域西北部也有较大面积的分布 ,绿洲内部有零星

分布。

2 .2　土地利用变化的时间分析

监测分析显示(表 1),巴楚县土地利用类型之间

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耕地 、居民地 、水域 、未利用地面积

呈现增加态势 ,其中耕地 、未利用地面积增加较多 ,居

民地 、水域面积增加较少;林地 、草地面积减少 ,林地

面积减少幅度较大 ,草地面积减少幅度较小。

表 1　巴楚县 2004—2009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项 目 合 计 耕 地 林 地 草 地 居民地 水 域 未利用地

2004 年面积/ hm2 2 257 073 208 760 386 154 561 020 650 31 406 1 069 083

2009 年面积/ hm2 2 257 073 231 565 348 620 558 205 2 560 31 425 1 084 698

面积变化/ hm2 — 22 805 -37 534 -2 815 1 910 19 15 615

变化率% — 9.85 -10.77 -0.50 74.61 0.06 1.44

2.3　土地利用变化空间分析

为更好地对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进行描述 ,在进行

土地利用变化空间分析时 ,将研究区域分为未利用

地 、林地 、草地 、耕地 4个类型区 ,共 8个区域。其中:

未利用地类型区位于研究区西北部和东南部区域 ,以

未利用地为主要组成地类 ,包括 Ⅰ , Ⅷ两个区域;林地

类型区位于未利用地类型靠近河流一侧 ,主要由荒漠

胡杨林 、梭梭林组成 ,是天然绿洲 ,包括 Ⅱ , Ⅵ , Ⅶ 这 3

个区域;草地类型区位于研究区中间 ,呈东南—西北

走向 ,介于耕地和林地之间 ,属于天然绿洲 ,包括 Ⅲ ,

Ⅳ两个区域;耕地类型区主要沿河流北岸分布 ,区域

两侧均分布有天然草地和林地组成的绿洲 ,包括Ⅴ一

个区域。

从两期结果图分析可见(图 1 —2), 2009 年与

2004年相比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表现出由林地和草

地转换为耕地的区域主要分布Ⅳ, Ⅴ , Ⅵ 和 Ⅶ 这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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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增加的面积分别为 3 331 , 10 827 , 3 119 和

4 601 hm
2
, 分别占 耕地增加总 面积 14.61%,

47.47%, 13.68%和 20.18 %。其中第 Ⅴ区 ,即耕地

类型区增加的面积最大 ,表明了耕地增加呈现出相对

集中的特点 ,且耕地的扩大大多数在原有耕地的基础

上向外扩展 ,呈不连续分布。零星分布的新开垦耕地

则主要分布在Ⅱ , Ⅲ , Ⅷ这 3个区域 ,主要沿河流周边

或地势较低处分布 ,零星开垦的耕地仅占新开垦耕地

的 4.06 %。林地减少的主要区域位于 Ⅵ 和 Ⅶ 两个区

域 ,减少的面积分别为 9 256 和 20 390 hm2 ,分别占

减少面积的 24.66 %和 54.32%。草地减少的主要区

域位于第 Ⅴ区 , 面积为 7 617 hm
2
, 占减少面积的

328.81%,草地增加面积主要位于第 Ⅶ 区 ,增加面积

为 15 404 hm2 。未利用地主要增加在 Ⅵ 和 Ⅷ两个区

域 ,增加面积为 5 312和 7 655 hm 2 ,分别占增加面积

的 34.02%和 49.02 %。

图 1　巴楚县 2004 年土地利用图

图 2　巴楚县 2009 年土地利用图

2.4　土地利用变化原因分析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 ,棉花价格上扬 ,农业种植

比较效益高 ,激发了许多垦荒者开荒种植棉花的热

情。研究区除少部分土地的开垦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了相应手续外 ,大部分开垦尤其是毁林开垦属于非

法。他们选择林地作为开垦对象是由于林地多数位

于河边 ,土壤条件适宜于耕作 ,灌溉便利 , 投入成本

低。林地管理者在收到开垦者上交的费用后 ,对土地

开垦状况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客观上纵容了土地开垦

行为的发展。

在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中 ,人口数量一直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 。从巴楚县人口数量变化过程可以看

出 ,巴楚县人口数量从 2003 年的 26.4万人 ,猛增到

2004年的 38 .9万人 ,2007年又从 2006年的 43.5万

人急剧下降到 29.8万人 ,期间人口的变化没有任何

规律可循 。说明这一期间 ,人口大量流入 、流出完全

是受当地土地开垦的影响。在粗放经营的条件下 ,人

口的增长导致大量开荒 。对于研究区而言 ,由于其立

地条件较好 ,开荒后灌溉方便 ,客观上为开荒创造了

条件 ,致使开荒行为愈演愈烈 ,对当地的土地利用变

化影响深远。

2.5 　土地开垦对水资源影响分析

喀什地区 2003 年水资源公报显示 ,巴楚县供水

量 1.03×109 m3 ,其中地表水蓄水量 1.25 ×108 m 3 ,

地表水引水量 8.64 ×10
8

m
3
,地下水开采量 4 .10 ×

10
7

m
3
;总用水量 1 .17×10

9
m

3
,其中农田灌溉用水

量 1.03×109 m3(其中地下水 4.10×107 m3),林牧渔

用水量 1.31×108 m3 ,工业用水量 5.00 ×105 m3 ,生

活用水量 1.00×10
5

m
3
(其中地下水 7.10 ×10

4
m

3
)。

从 2003年的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区域水资源超额

使用 1 .36×108 m3 。巴楚县 2004—2009 年 5 a 间新

增耕地 22 805 hm
2
, 根据当地棉花生产灌溉定额

6 300 m
3
/hm

2
计算 ,需要增加用水 1.44 ×10

8
m

3
,在

不考虑其它行业增加用水的情况下 ,区域用水量超出

供水量 2.80×108 m3 。

研究区用水量是按照塔里木河水利管理部门分

配额度使用的 ,在未开垦前区域水资源使用量已经超

出用水配额 ,耕地开垦后水资源量就更无法满足灌溉

的需求 ,超出部分的水资源使用量很难得到水利管理

部门的用水配给。为解决灌溉问题 ,垦荒单位除挤占

原有配额内的生态建设用水外 ,就不得不违法使用原

本属于下游的水源配额 ,最终造成下游供水量下降 ,致使

下游地区大片土地弃耕 ,荒漠植被由于得不到水源补给

逐渐枯死 ,严重威胁下游地区绿洲的生态安全和生存。

3　结论

(1)2009年与 2004 年相比 ,研究区耕地增加了

22 805 hm2 ,增加了 9.85%;林地减少了37 534 hm 2 ,

减少了 10.77%;草地减少了 2 815 hm2 , 减少了

0.50%;居民地增加了 1 910 hm
2
,增加了 74.61%;

水域增加了 19 hm
2
,增加了 0 .06%;未利用地增加了

15 615 hm2 ,增加了 1.44 %。

(2)耕地增加部分主要位于河流北侧 ,以原有耕

地为基础向外扩展 ,呈不连续分布;林地减少区域主

要位于东南部未利用地边缘和耕地周边;草地减少部

分位于东南部未利用地范围内;未利用地增加部分主

要位于区域东南部 。

(下转第 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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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王旭红 ,肖平.基于知识库分类法在植被提取中应用研

究[ J] .测绘通报 , 2004(7):48-50.

[ 20] 　李小娟 , 富兆宁.ENVI 遥感影像处理教程[ 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2007:381-399.

[ 21] 　党安荣 ,王晓栋 , 陈晓峰 ,等.ERDAS IM AGINE 遥感图

像处理方法[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03:62-133.

　　(上接第 129页)

　　(3)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是受经济利益驱动 ,垦

荒者和管理者为了获得短期经济收入 ,在河边土壤条

件适宜的林地和草地上进行土地开垦 。同时外来人

口的大量涌入对土地开垦起到了推动作用。

(4)耕地的增加使得巴楚县已经短缺的水资源

更加贫乏 ,区域用水量超出供水量 2.80 ×10
8

m
3
。为

解决灌溉问题 ,垦荒者在挤占区域生态建设用水的同

时非法使用原本属于下游的水资源配额 ,增加了下游

水资源紧缺的状况。

(5)本研究仅对土地开垦对水资源的影响进行

了分析 ,对于土地开垦对整个流域带来的生态 、经济

影响 ,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进行全面地分析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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