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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ＥＴＭ影像的黄河
三角洲盐渍土动态变化分析

曹建荣１，刘文全２，黄 翀３，刘 朋４

（１．聊城大学 环境与规划学院，山东 聊城２５２０５９；２．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质室，山东 青岛２６６０６１；

３．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１０１；４．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北京１０００１２）

摘　要：通过Ｌａｎｄｓａｔ系列卫星的ＴＭ和ＥＴＭ数据的光谱特性研究和盐碱地信息模型的构建，研究了在

黄河三角洲地区通过遥感手段实现对盐渍 化 土 地 退 化 信 息 提 取 的 可 行 性。研 究 结 果 表 明，黄 河 三 角 洲 近

１０ａ来盐碱地呈现重度盐渍化加 重 的 趋 势，２００７年 较２００３年 加 重 趋 势 要 比２０１１年 较２００７年 加 重 趋 势

大，而２０１１年加重趋势趋缓，但比２００３年 要 重，土 地 退 化 明 显，即 土 壤 盐 渍 化 有 持 续 加 重 趋 势，这 与 人 类

活动紧密相关，主要表现在孤东油田的不断建设忽略了对土地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滨海区域卤水晒盐和养

殖池塘的建设上；轻度盐渍化区域面积也不断 增 加，与 人 工 灌 区 的 开 挖，引 入 黄 河 径 流 及 水 利 工 程 措 施 有

关。人类活动对土壤盐渍化影响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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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土壤盐分监测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尤
其是ＧＩＳ和ＲＳ技术应用，区域上土壤盐渍化的研究

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提高，土壤盐分的计算机制图技

术、土壤盐渍化遥感反演近年来已经得到较为广泛应

用［１－９］。对于土壤盐渍化土地的遥感 信 息 提 取，多 数

研究者运用 Ｋ—Ｌ变 换，Ｋ—Ｔ变 换、盐 分 指 数 模 型

构建等方法突出盐渍化土地光谱信息特征，而对盐化

土地的时空变化，多以ＧＩＳ技术为支撑，结合自然与

社会背景等非遥感数据，分析盐化地的分布、时空变

化及 其 驱 动 因 素［１０－１９］。关 元 秀 等［１］运 用 多 期Ｌａｎｄ－
ｓａｔ卫星数据，结合采样和野外调查，对黄河三角洲盐

化土地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监测和等级划分，最后建立

了改良分区模型。李百红等［２０］通过构建土地盐化指

数、土地盐化综合指数、土地变化驱动力重心与向量

模型研究东营垦利县的土壤盐渍化状况和退化过程。
李静，孟岩等［２１－２２］通过分析主要地类光谱特征，构建

盐碱地土壤盐渍化退化指数，提取该区盐碱退化土地

信息。通过波段间的组合构建了突出反映盐渍化信

息的土地退化指数，进行土地退化等级分布，进而分

析垦利县的土地退化的动态演化规律。而通过遥感

方法提取黄河三角洲盐碱地信息时，单独基于光谱特

征的常规分类方法往往不能达到好的效果，需融入土

壤全盐、地下水埋深和归一化植被指数以及水库灌区

等辅助数据加以校正，可得到较好的应用效果。从而

能快速准确地提取黄河三角洲土壤盐渍化信息和土

地退化数据，为整个三角洲区域的盐碱地的动态及其

驱动力的研究提供进一步探索方法。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属于现代黄河三角洲范畴，主要以现状海

岸线 和１８５５年 改 道 来 的 古 海 岸 线 为 界，总 面 积 约

２　８７７．７ｋｍ２，包括东营市河口区和垦利县绝大部分

行政区域，包含胜利油田及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该区属典型的温带半湿润气候，并具明显的大

陆性气候特点，四季分明，干湿明显，温差大，夏季炎

热，冬季干冷；多年平均降水量５３７．４ｍｍ，多年平均

蒸发量１　４７０～２　２４６ｍｍ，多年平均气温为１１．７℃，
无霜期历年平均２１７．８ｄ。该区地势平坦，南高北低，
西高东低，海拔高度低于１１ｍ，自然比降在１／８　０００
～１／１２　０００之间。

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黄河三角洲土壤盐渍化具有较强的季节性特点，
春季为干旱少雨，蒸发量大，蒸降比可达３．６∶１，致

使潜水位升高，是一年中土壤积盐最强烈的时期。基

于此，这 里 选 择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和２０１１年４月 份Ｌａｎｄ－
ｓａｔ５ＴＭ 数据和Ｌａｎｄｓａｔ７ＥＴＭ 数据。根据对 各 波

段数据合成效果的初步目视分析结果，选择４，３，２波

段进行ＲＧＢ假彩色合成，植被为红色，水域为深蓝色

或黑色，盐渍化土为亮白色，作为目视解译对信息提

取的一个重要辅助。

２．１　数据源与预处理

２．１．１　遥感数据源　自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３日发射地球

资 源 技 术 卫 星（ｅａｒｔｈ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ＥＲＴＳ，后更名为Ｌａｎｄｓａｔ－１）以来，陆地卫星序列在轨

多年，并于２００８年扩大了Ｌａｎｄｓａｔ１－５ＭＳＳ和ＴＭ 影

像免 费 下 载 数 据 量（ＵＳＧＳ，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ｇｌｏｖｉｓ．ｕｓｇｓ．
ｇｏｖ／），为资源调查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源，本研究中选

择的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和２０１１年图像时间为４月底的ＴＭ
和ＥＴＭ图像，三景图像详细信息详见表１。

表１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ＴＭ传感器波段参数

卫星 传感器类型 轨道号 成像时间 分辨率／ｍ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ＴＭ　 Ｌ５－１２１－３４　 ２００３０４２８（１４：３６：３８） ３０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 ＥＴＭ　 Ｌ７－１２１－３４　 ２００７０４２８（１４：３６∶３８） ３０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 ＥＴＭ　 Ｌ７－１２１－３４　 ２０１１０４３０（１４：３６：３８） ３０

２．１．２　同步区域土壤盐渍化采样数据源　野外土壤

采样按６ｋｍ×６ｋｍ进行网格化，共计１０１个点位，采
样深度为０—２０ｃｍ，采样时间分别为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１
年４月底。主要对采 样 点 的 地 理 位 置、全 盐 量、有 机

质含量进行统计和室内试验分析，并对区域土壤盐渍

化进行了分级，分为无盐渍化、轻度盐渍化、中度盐渍

化和重度盐渍化４级。该数据 可 为 区 域 盐 渍 土 信 息

模型提供验证。

２．１．３　数据校正　利用ＥＮＶＩ　４．６１软件基于 Ｍｏｄｔ－

ｒａｎ４代 码 的ｅｎｖｉ模 块 的 ＦＬＡＳＳＨ 模 型，进 行 ＴＭ／

ＥＴＭ 影 像 辐 射 校 正。几 何 校 正 通 过 地 面 控 制 点

（ｇｒｏｕｎｄ　ｃｏｎｔ　ｒｏｌ　ｐｏｉｎｔｓ，ＧＣＰ）方法，这里选择１∶１０　０００
地形图，依据应用二次多项式和实测地面控制点方法

进行几何校正，校正在ＥＮＶＩ　４．６１软件完成。

Ｓｃａｒａｍｕｚｚａ等［２３］通过研究表明，Ｌａｎｄｓａｔ－７ＳＬＣ－
ｏｆｆ影像中已经丢失的数据可以通过直方图插值进行

修复，也可以用其无重叠ＳＬＣ－ｏｆｆ区ＳＬＣ－ｏｆｆ影像或

ＳＬＣ－ｏｎ影像来修复，实现信息完整的卫星遥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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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选择ＳＬＣ－ｏｆｆ／ＳＬＣ－ｏｆｆ方案，用于修复Ｌａｎｄｓａｔ－７
ＥＴＭ卫星 遥 感 影 像。修 复 区 域（条 带）占 总 区 域 的

２１．５％，利用该方法的修复精度可达到９５％［２４］。

３　土地退化遥感信息模型

３．１　盐化土地光谱信息特征提取

采用遥感影像参数统计方法，分析研究区主要地

类的光谱特征。根据黄河三角洲实际情况，选择建设

用地、耕 地、林 草 地、养 殖 池 塘、沙 地 和 盐 荒 地 作 为６
类地物类型，分别代表人类活动、景观特征和盐荒地，
选择典型地类样点，每个地类选择１５～８０个样点，分
析其 光 谱 特 性。以２００７年 陆 地 卫 星 数 据（Ｌａｎｄｓａｔ７
ＥＴＭ）为例，各地类不同波段的样本灰度均值及特征

曲线如图１所示，其中，Ｂ１—Ｂ７ 分别表示影像的６个

波段的ＤＮ值（灰度值）。由图１可以看出，盐荒地在

第１，３，５波段的ＤＮ值比较高，可以考虑这３个波段

进行土地退化指数模型的建 立。由 于 黄 河 径 流 携 带

大量泥沙淤积而成的沙地为非盐化或 盐 渍 化 程 度 很

轻，这里不属于退化 土 地 范 围。因 此，根 据 沙 地 光 谱

特征，建立了Ｂ１＋Ｂ３＋Ｂ５＞３６０的掩膜模型，首先将

沙地掩膜剔出，将作为未退化类型。

图１　各主要地物光谱曲线（灰度值）

３．２　盐渍化土地信息模型构建

剔除沙地后的地物光谱特征后，盐荒地在５，３，１
波段的ＤＮ值 都 高 于 其 它 地 类。盐 渍 土 对 可 见 光 的

蓝绿、红色及短波红外波段呈较强反射。其它波段盐

渍化土也有强烈反射，但由于农用地在３波段的光谱

值也很高，故不将３波段用于 退 化 土 地 指 数 的 构 建。
经过多次 试 验，采 用 比 值 指 标 的 形 式 构 建 土 地 退 化

指数：

α＝
２５５－（Ｂ１＋Ｂ５）
２５５＋（Ｂ１＋Ｂ５）

（１）

式中：α———土地盐化指数；Ｂ１，Ｂ５———ＴＭ１（ＥＴＭ１），

ＴＭ５（ＥＴＭ５）波 段 的 光 谱 值。土 地 盐 化 程 度 越 高，

ＴＭ１（ＥＴＭ１）和ＴＭ５（ＥＴＭ５）波段的灰度值越高，则

盐化指数值α值越小。为进一步划分土地盐化等级，

在 指 数 模 型 的 基 础 上，采 用 标 准 化 后 的 公 式 加 以

表达：

α′＝ α－ｍｉｎα
ｍａｘα－ｍｉｎα

（２）

标准化后可将盐化指数定义到［０～１］的 区 间 范

围内，根据指数大小将３期盐 化 指 数 进 行 排 序，为 保

证各等级之间的差异最大，并采用自然拐点法确定其

等级范围，最终确立了指数区间［０，０．１］，［０．１，０．２］，
［０．３，０．４］，［０．４，１］分别对应研究区对应重度退化、
中度退化、轻度退化和无退化的土地退化等级。

４　结果与分析

利用ＥＮＶＩ　４．６１波 段 运 算 和 计 算 工 具，对 构 建

的土地 退 化 模 型 进 行 运 算，得 到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和２０１１
年的黄河三角洲土地退化指数，根据该指数进行分级

可得到土地 退 化 等 级 图（附 图２）。为 了 进 行 模 型 的

精度分析和评价，在黄河三角洲１０１个采样点数据采

样时 间 为２０１１年４月 底，这 与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ＥＴＭ数据 进 行 同 步，为 模 型 验 证 提 供 数 据

支持。根据１０１个点位的土壤盐渍化分级结果，结合

盐渍土信息模型对黄河三角洲土地退 化 结 果 进 行 验

证。结 果 表 明，在 整 个 三 角 洲 区 域 上，１０１个 点 位

２００３和２０１１年分别由８３和８６个点位，盐渍化程度

和土 地 退 化 结 果 一 致，精 度 分 别 达 到８２．１８％和

８５．１５％，说明基于 光 谱 数 据 的 盐 渍 土 信 息 模 型 具 有

较好可行性。
从黄河三角洲３期 土 地 退 化 等 级 图（附 图２）来

看，总体上土地退化有持续加重趋势，２００７年较２００３
年加重 趋 势 要 比２０１１年 较２００７年 加 重 趋 势 大，即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趋势减缓。但土壤盐渍化总体上持续

加重，土地退化明显；从 空 间 来 看，北 部、东 北 部 和 东

南部滨海区域土地退化严重，靠 近 黄 河 大 堤 两 侧，由

于地下水埋深浅，毛管水作用强烈，土壤积盐明显，土
地退化也比较严重，轻度退化区域主要集中于黄河大

堤两侧河成高地和灌溉附近及海拔较 高 的 岗 阶 地 和

西部内陆 的 绝 大 部 分 区 域，其 他 地 区 为 中 度 退 化 区

域。对图２运用ＡｒｃＧＩＳ　９．３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工具的

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ｙ分类后，计 算 得 到 不 同 等 级 退 化 土 地 的 面

积和比例（表２）。
综合分析研究区３期 土 地 退 化 等 级 分 布 图 和 退

化土地面积表（表２）可看出，黄河三角洲重度退化土

地主要分布在沿海滩涂地区和区内北部地区（刁口河

流路两侧），前者受海水直接影响，结合野外采样结果

分析，以氯化物型盐渍化土壤为主，土地退化严重；后
者为孤东油田，有较大面积的 盐 荒 地 分 布，与 石 油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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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部分晒盐场有关。中度退 化 土 地 主 要 依 海 岸 线

分布在东部沿海以及区内的中部盐荒地，与重度退化

土地相比，位置上离海岸线稍远，土壤全盐量稍低；中
部因地势低平，地下水埋深较浅，矿化度较高，毛管水

作用比较强烈，因此，形 成 中 度 退 化 的 盐 荒 土 地。轻

度退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角洲的中西 部 和 北 部 的 部

分农用地，中西部主要是水浇 地 分 布 区，北 部 主 要 是

旱地分布区，这部分土地虽为 农 用 地，但 受 到 干 旱 和

毛管水的双重作用，有轻度退化趋势。无退化土地主

要是东部林草地和西部的农田作物区，中部和黄河沿

岸的沙地以及沿黄农用地也有分布，该部分的农用地

或地势较高，或受到黄河径流 作 用，地 下 水 矿 化 度 较

低，再加上引黄灌溉和土壤耕 作 的 影 响，土 壤 质 量 总

体良好，适宜农作。

表２　黄河三角洲２００７年３期不同程度土地退化面积统计

年 份 退化程度 退化面积／ｋｍ２ 退化比例／％
无退化　 ９９２．５９　 １９．４０

２００３年
轻度退化 １　７０１．７４　 ３３．２６
中度退化 １　３２９．７７　 ２５．９９
重度退化 １　０９２．３７　 ２１．３５

无退化　 １　１１１．３０　 ２１．７２

２００７年
轻度退化 １　５７４．８５　 ３０．７８
中度退化 １　１７９．３５　 ２３．０５
重度退化 １　２５０．９８　 ２４．４５

无退化　 １　３２５．１６　 ２５．９０

２０１１年
轻度退化 １　３３０．７９　 ２６．０１
中度退化 １　０９０．８３　 ２１．３２
重度退化 １　３６９．６８　 ２６．７７

从各时相退 化 土 地 的 动 态 变 化 看，２００３年 三 角

洲轻、中 度 退 化 土 地 较 多，二 者 占 总 土 地 面 积 的 近

６０％，无 退 化 也 占 到 了 １９．４０％，而 重 度 退 化 占

２１．３５％，土地退化程 度 在４种 退 化 类 型 分 布 相 对 均

匀；到２００７年，轻度和中度退化面积较２００３年变 化

不大，主要是重度退化面积和 轻 度 退 化 面 积 的 增 加，
总体增加５％。２０１１年无退化面积较２００７年有所增

加，但仅 增 加 了３％左 右，而 重 度 退 化 面 积 又 有 所 增

加，幅度达２％左 右。总 体 来 看，土 地 退 化 面 积 重 度

呈不断增加趋势，而无退化面 积 呈 逐 渐 增 加 趋 势，轻

度和中度退化面积略微减少，但总体变化不大。从上

面分析可看出，黄 河 三 角 洲 盐 渍 化 土 地 近１０ａ来 重

度退化趋势明显。
结合最新黄河三角洲土地利用类型图，从空间上

来看，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黄 河 三 角 洲 退 化 土 地 变 化 最 大

的是西南部、中部以及北部地 区，西 南 部 中 度 和 轻 度

退化土地主要转变为水浇地，轻 度 退 化 面 积 稍 增 加，

中部盐荒地主要转变为水稻 田、水 库，这 与 引 黄 灌 溉

力度加 大 有 关。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 总 体 上 变 化 不 大，主

要是重度退化面积略微增加，增加的地方主要体现在

东南部区域，这与东南部不合 理 的 土 地 利 用 有 关，卤

水晒盐增加和养殖池增加导致东南滨 海 区 域 土 地 退

化加重。沿海养殖池的修建及其大量海水的引入、卤
水晒盐面积的增加，极大加剧了周围土地的盐渍化程

度，形成很多盐荒地，对 耕 作 农 业 带 来 不 利 影 响。而

无退化土地，即盐渍化程度减 小 的 类 型，这 些 主 要 是

由于引黄灌区的不断开挖，灌溉面积的不断增大和棉

花、苜蓿等经济作物和草业发 展 有 关，也 与 农 田 耕 作

方式，比 如“高 田 深 垄”和“暗 管 排 碱”的 工 程 措 施

有关。

５　结 论

（１）通过 选 择ＳＬＣ－ｏｆｆ／ＳＬＣ－ｏｆｆ方 案，用 于 修 复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ＥＴＭ卫星遥感影像，并实现了在ＥＮＶＩ软

件操作，对Ｌａｎｄｓａｔ－７ＥＴＭ 的 修 复 对 土 壤 盐 渍 化 区

域进行信息提取工作奠定技术基础

（２）通过Ｌａｎｄｓａｔ系列卫星的ＴＭ和ＥＴＭ数据

的光谱特性研究和盐碱地信息模型的构建，在黄河三

角洲地区，通过遥感手段可实现对盐渍化土地退化信

息提取。
（３）黄 河 三 角 洲 土 地 退 化 总 体 上 有 加 重 趋 势，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重度退化的土地面积在持续加大，土

地退化明显。研究发现，黄河三角洲近１０ａ来盐碱地

呈现重度盐渍化加重的趋势与人类活动紧密相关，主
要表现在孤东油田的不断建设而忽略 对 土 地 的 保 护

和合理利 用，滨 海 区 域 卤 水 晒 盐 和 养 殖 池 塘 的 建 设

上；轻度盐渍化区域面积也不断增加与人工灌区的开

挖，引入黄河径流及“暗管排碱”水利工程和“高 田 深

垄”措施有关。

［ 参 考 文 献 ］

［１］　关元秀，王劲风，刘高焕．黄河三角洲土地盐 渍 化 和 遥 感

监测、预测和治理研 究［Ｄ］．北 京：中 国 科 学 院 地 理 科 学

与资源研究所，２００１．
［２］　Ｃｓｉｌｌａｇ　Ｆ，Ｐａｓｚｔｏｒ　Ｌ，Ｂｉｅｈｌ　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ｂ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ｏｉｌｓ［Ｊ］．Ｒｅ－

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９９３，４３（３）：２３１－２４２．
［３］　Ｍｏｕｇｅｎｏｔ　Ｂ，Ｐｏｕｇｅｔ　Ｍ，Ｅｐｅｍａ　Ｇ．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ｓａｌ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Ｊ］．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ｓ，１９９３，７
（３／４）：２４１－２５９．

［４］　Ｅｐｅｍａ　Ｇ．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ａ　ｄｅｓｅｒｔ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ｗｉｔｈ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Ｍａｐｐｅｒ［Ｄ］．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

２８１ 　　　　　　　　　　　　 　　　　　　水土保持通报　　　　　　　　　　　　　　　　　　　　　第３４卷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１９９３．
［５］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Ｊ　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Ｊ　Ａ．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ｍ－

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９．
［６］　Ｄｅｈａａｎ　Ｒ　Ｌ，Ｔａｙｌｏｒ　Ｇ　Ｒ．Ｆｉｅｌｄ－ｄｅｒｉｖ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ｓａｌｉｎ－

ｉｚ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
ｄｕｃｅｄ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２００２，８０（３）：４０６－４１７．

［７］　邱宏烈，武红旗，范燕敏，等．新疆盐渍土壤和盐生植

被高光谱遥感数据库［Ｊ］．新疆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２６
（２）：６－８．

［８］　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ｔ　Ｇ　Ｉ，Ｚｉｎｃｋ　Ｊ　Ａ．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ａｌｋａｌｉｎ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ａｌ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ｏｐｓｏｉ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ｖａｌｌｅｙｓ　ｏｆ　Ｃｏｃｈａｂａｍｂａ（Ｂｏｌｉｖｉａ）［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６，２：１２５－１３５．

［９］　刘焕军，张柏，刘志明，等．松嫩平原主要土壤光谱特

征分析［Ｊ］．中 国 科 学 院 研 究 生 院 学 报，２００７，２４（４）：

４４０－４４５．
［１０］　Ｖｅｒｍａ　Ｋ，Ｓａｘｅｎａ　Ａ，Ｂａｒｔｈｗａｌ　Ａ，ｅｔ　ａｌ．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ａｌｔ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Ｊ］．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４，１５（９）：１９０１－
１９１４．

［１１］　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ｔ　Ｇ　Ｉ．Ｆｕｚｚ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ＥＲＳ－１ＳＡＲ

ｄａｔａ：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１９９８，１１１（１）：６－
７４．

［１２］ Ｄｗｉｖｅｄｉ　Ｒ，Ｒａｍａｎａ　Ｋ，Ｔｈａｍｍａｐｐａ　Ｓ，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
ｔｙ　ｏｆ　ＩＲＳ－１Ｃ，ＬＩＳＳ－Ⅲａｎｄ　ＰＡＮ－ｍｅｒｇｅｄ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ｍａｐ－

ｐｉｎｇ　ｓａｌ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Ｊ］．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１，６７（１０）：１１６７－１１７５．

［１３］　张飞，丁建丽，赵睿，等．干旱区典型绿 洲 盐 渍 化 土 壤 空

间信息研究［Ｊ］．干旱区地理，２００７，３０（４）：５４４－５５１．

［１４］　丁建丽．塔 里 木 盆 地 南 缘 绿 洲 荒 漠 化 动 态 变 化 遥 感 研

究：以策勒县为例［Ｊ］．遥感学报，２００２，６（１）：５６－６２．
［１５］　张飞，丁建丽．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 绿 洲 盐 渍 化 土 壤

特征研 究［Ｊ］．干 旱 地 区 农 业 研 究，２００７，２５（２）：１４６－
１５０．

［１６］　王宏卫．干旱区盐渍地遥感动态监测及其 驱 动 力 研 究：

以渭干河—库车河三角 洲 绿 洲 为 例［Ｊ］．干 旱 区 地 理，

２００９，３２（３）：４４５－４５３．
［１７］　布和敖 斯．基 于 知 识 发 现 和 决 策 规 则 的 盐 碱 地 遥 感 分

类方法 研 究［Ｊ］．中 国 图 象 图 形 学 报：Ａ 辑，１９９９，４
（１１）：９６５－９６８．

［１８］　谢经荣，贾文．山东寿光县盐渍土壤近２０年变化规律及

其原因分析［Ｊ］．北京农业大学学报，１９９３（１）：８３－９０．
［１９］　屈永华，段小亮，高鸿永，等．内蒙古河 套 灌 区 土 壤 盐 分

光谱定量 分 析 研 究［Ｊ］．光 谱 学 与 光 谱 分 析，２００９，２９
（５）：１３６２－１３６６．

［２０］　李百红，赵庚星，董超，等．基于遥感和ＧＩＳ的黄河三角

洲盐化土地动态及 其 驱 动 力 分 析［Ｊ］．自 然 资 源 学 报，

２０１１，２６（２）：３１０－３１８．
［２１］　李静，赵庚星，杨佩国．基于知识 的 垦 利 县 土 地 利 用／覆

被遥感 信 息 提 取 技 术 研 究［Ｊ］．科 学 通 报，２００６（７）：

１８３－１８８．
［２２］　孟岩，赵 庚 星，王 静．基 于 遥 感 图 像 的 垦 利 县 盐 碱 退 化

土地信息提 取 及 其 演 化 规 律 研 究［Ｊ］．地 域 研 究 与 开

发，２００９，２８（５）：１３５－１３９．
［２３］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ｔ　Ｔ　Ｇ，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Ｍ　Ｄ，Ｐｒｏｎｔ　Ｎ　Ａ．Ｄｅｌｉｎｅ－

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ｌｂｅｒｔａ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Ｄａｔａ［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８５，１０（２）：１０４－１１８
［２４］　高义．我国大陆海岸线３０ａ时空变化研究［Ｄ］．山东 烟

台：中国科学院 烟台海岸带所，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２０１１．

　　（上接第１７１页）
［９］　张正峰，陈百明，郭战胜．耕地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研

究［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０４，１８（５）：３８－４３．
［１０］　张凤荣，郭力娜，关小克，等．生态安全观下耕地后备资

源评价指标体系探讨［Ｊ］．中国土 地 科 学，２００９，２３（９）：

４－９．
［１１］　叶艳妹．可持续农地 整 理 的 理 论 与 方 法 研 究［Ｄ］，浙 江

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０２．
［１２］　吴九兴，杨钢桥．农地整理项目的绩效评价及其空间特

征研 究：基 于 湖 北 省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３２２个 省 级 项 目

［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２，２１（９）：１０４６－１０５１．
［１３］　罗文斌，吴次芳，吴一洲，等．基于物元模型的土地整理

项目绩效评价方法与案例研究［Ｊ］．长江流域资源与 环

境，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１３２１－１３２６．
［１４］　王瑷玲，赵庚星，李 占 军．土 地 整 理 效 益 项 目 后 综 合 评

价方法［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６，２２（４）：５８－６１．
［１５］　曲衍波，张凤荣，蒋广辉，等．基于生态位的农村居民点

用地适宜性评价与分区调控［Ｊ］．农 业 工 程 学 报，２０１０，

２６（１１）：２９０－２９５．
［１６］　何书金，苏光全．矿区废弃土地复垦潜力评价方法与应

用实例［Ｊ］．地理研究，２０００，１９（２）：１６５－１７１．
［１７］　金晓斌，周寅康，汤小橹，等．高速铁路建设临时用地土

地破坏特征与复 垦 利 用 决 策 研 究：以 京 沪 高 速 铁 路 常

州段为例［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０，２５（７）：１０７０－１０７８．
［１８］　傅伯杰，陈利顶，马 诚．土 地 可 持 续 利 用 评 价 的 指 标 体

系与方法［Ｊ］．自然资源学报，１９９７，１２（２）：１１３－１１８．

３８１第６期 　　　　　　曹建荣等：基于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ＥＴＭ影像的黄河三角洲盐渍土动态变化分析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强
烈 

g

微
轻
中
强
极
剧 

§ 

=
 
•…

 

2001年 2010年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强
烈 

g

微
轻
中
强
极
剧 

•…
 

变化趋势 

势
好
差 

趋
变
变 

50 100 km 

附图1榆林地区2001和2010年土壤侵蚀强度及变化趋势 

2011 年 

化
化
化 

化
退
退
退 

级
退
度
度
度 

等
无
轻
中
重 

®

f
t
口

S 

1993年 2000年 2010 年 

型 

i 

地
地 

g 

地
林
用
用 

g

田
地
域
林
木
设
利 

^
水
旱
水
有
灌
建
未 

r
=
m
 

附图3贵阳市1993，2000和2010年土地利用被现状 

附图4浙江省耕地利用程度评价 附图5浙江省耕地产出效益评价 附图6浙江省耕地可持续状况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