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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里 法研究。F ．， 
— — 以桂林 市为例 r’z卜 

周生路 傅重林 王铁成 彭补拙 

摘 要 本文采用遥感解译地城分娄和聚类分析地域妇类方法．对桂林市土地利用地墟分区进行了研 

究。结果表明：1)地貌分异明显医壤，两种方{蠹丹区结果基车一致；2)区内地貌类型基车一致区域，应以聚妻分 

析地城归类方法为主；3)地貌类蕾过疰区域．应采用遥感解译 地茸分类和聚类分析地域归娄相结合方法．井考 

虑土地利用未来发展方向荨 

美键词 圭丝型旦；土地分区；堡±堕 耀． l解译． 垂奄研 

土地利用地域分区是区域土地管理和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基础和依据。桂林市地处我 

国东南山地丘陵[ 一2l，境内峰丛山地、峰林丘陵、溶蚀洼地和红土平原纵横交错，土地类型 

复杂多样，其土地利用的地域分异极为显著．是研究土地利用地域分区较为理想样区。为 

此，本文拟以该市为例对土地利用地域分区的方法进行探讨。 

1 分区途径和方法 

土地利用地域分区有多种方法。本文主要采用遥感解译土地利用地域分类和聚类分析 

地域归类两种方法，进行桂林市土地利用地域分区。 

1．1 遥感解译地域分类分区 

1．1．1 信息源 

本研究遥感信息源是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地面接收站于 1995年 1O月接收美 国MSS 

卫星遥感 TM 波段 3(蓝)、波段 4(红)、波段 5(绿)OC丁磁带数据制作 的 1：10万和 1：5万假 

彩色台成卫星影像图。图上山地、丘陵、平原台地等喀斯特地貌景观及各类用地影像特征分 

异清晰。成像时期晚稻接近收获，且稻田中不存积永。因此耕地类型中的水田色调呈粉红 

色；旱地由于作物大多收获．且土壤水分少而呈灰白色；菜地则由于蔬菜长势好，色调鲜亮并 

呈猩红色。园地色调呈浅褐色，且地块规则整齐、轮廓清晰。林地中乔末林色调呈深褐色， 

而分布于喀斯特山地丘陵等地区的灌丛则呈黄到黄褐色。牧草地大多呈黄绿色调。建设用 

地中的城镇呈蓝色；公路呈线状．色调灰白；铁路呈线条状，色调为浅蓝；机场跑道为蓝色直 

线，背景草地呈蓝绿色；在建新机场建设场地为白色长方形；备用旧机场为白色色调，外形轮 

廓清晰、较规则。水库和河流则都呈探蓝色调。 

1．1．2 地域分区 

桂林市土地利用发生、发展、分布与地貌、植被、土壤等要素密切相关。率研究通过对这 

0 本文研究匠 1998年行政区划调整前的桂#市范围，包括象山、七星、叠彩、舞峰四城区，以丑郊区和临挂、阳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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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要素卫星影像特征解译，并进行综合与对比分析，抓住地貌这一决定研究区土地利用空间 

分异及其本质的主导因素，以地貌类型及其特征的一致性．土地 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 

性，土地利用基本特点及其发展方向的类似性等，并保持乡镇的完整性，归纳共同性 区别差 

异性、求丈同存小异，对各乡镇进行分类，从而实现研究区土地利用的地域分区。其中．特别 

注意以下分析 ： 

(1)土地组成要素的地学相关分析。在一定空间范国内，各土地要素既相对一致又具有 
一 定的分异．从卫星影像上对其进行解译．必须抓住在影像色调和纹理等特征上有明显反映 

的要素，并采用地学遥感相关分析方法综合解译地貌、植被、土壤和地表物质等土地组成要 

素，并分析其相互关系和分异状况。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区内地貌类型及其分布规律往往 

制约着区域土地资源及其利用特征，因此，解译和分析土地利用及其分异时，应以地貌类型 

及其分异为先导．首先抓住大地貌单元，再及至中、小地貌类型，并以地貌类型及其分异为基 

础，进一步解译和分析土地利用特征及其分异状况，体现分清主次、步步深入。 

(2)专题圈件的对比分析。研究区依据 1：10万和 1：5万卫星影像的色调和纹理等特 

征，并注意进行相应的地学相关分析，一般能够较好地识别区域地貌和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分 

异状况．但是局部地区有些方面的解译还有一定难度。因此应充分参考地形、土壤、土地利 

用现状、植被等已有的图件资料．而且这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本研究参考的图件和资料主要 

有 1：10万和 1：5万地形图，1：10万和 1：5万土地利用现状图，农业区划图件．以及农业、林 

业、水利等部门规划图件等。 

1．2 聚类分析地域归类分区 

1．2．1 聚类分析数据 

聚类分析所用样本和指标．分别为研究区各乡镇及其土地利用结构中各用地类型面积 

所占比例。其中用地类型采用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利用分类标准中的所有一级类型．即 

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适用地、水域和未利用地，以及部分面积比 

捌较大且具代表性的二级类型，包括耕地中的水田和旱地、林地中的有林地、来利用地中的 

裸岩石砾地等。 

1．2．2 地域分区 

聚类分析有多种方法，本研究采用系统聚类法 进行研究区各乡镇地域归类。主要步 

骤和方法如下： 

(1)采用标准差法进行原始数据标准化．公式为： 

Y(ij)=[X(ij)一x(j))／s(j) 1 

式中，Y( )一i乡镇 j用地类型面积比例标准化指标值； 

x( )一i乡镇 j用地类型面积比捌原始数据； 

x(j)一研究区各乡镇 j用地类型面积比例平均值； 

s(j)一研究区各乡镇 j用地类型面积比例标准差； 

(2)采用欧氏距离法计算研究区各乡镇间土地利用的相似性系数，并按一定阈值标准， 

以相似性系数最大化为原则将土地利用最为相似的两个乡镇归为一类型区。相似性系数的 

计算公式女Ⅱ下 ： 
—  — — — — — — — — — 一  

R(ij)= ／{堇(x(ik)一x(jk)]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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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 )—j乡镇与j乡镇土地利用相似性系数： 

x(ik)一i乡镇 k用地类型面积 比例标准化指标值： 

X(jk)—j乡镇k用地类型面积比例标准化指标值； 

n一研究区用地类型总数。 

(3) 土地利用最为相似的两乡镇归为同一类型区后，计算该类型区与(2)中其它尚未 

归类乡镇或其它类型区间土地利用相似性系数，并按(2)中方法进行该类型区与其它乡镇或 

类型区归类。设 (2)中土地利用最为相似两乡镇 Ga、Gb归并的类型区为 Gd，则 Gd与其它 

乡镇或类型区Gk土地利用相似性系数R(dl【)计算公式如下： 

[————————————————一  

R(dl【)=√ 。[R(ak)] + ·[R(bk)] 3 
式中．R(ak)--Ga乡镇与Gk乡镇或类型区土地利用相似性系数； 

R(bk)--Gb乡镇与Gk乡镇或类型区土地利用相似性系数； 

nl，n2，珥—分别为 Ga、Gb、Gd所含乡镇数。 

(4)继续接(3)思路和方法进行乡镇和类型区进一步归并，直至将研究区所有乡镇归并 

为同一个大的类型区域。 

(5) 按照土地利用相似性系数的一定阈值标准，并进行实地校核，最终确定研究区土 

地利用地域分 区结果。 

上述聚类分析过程采用 STATICS软件由微机 自动完成，各乡镇土地利用 的聚类过程 

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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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桂林市乡镇±地利用曩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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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上述两种方法分区结果接近．仅在雁山、大埠、穿山、保宁、草坪 5乡镇归属上有所差异， 

经对比和综合得出最终分区结果(表 1)。 

(1) 该市土地资源及利用地域分异较为明显，可划分为 4个不同的类型区。 I区为近 

郊台地土地利用区，其内各乡镇主要分布于桂林城区周围。该区林地和有林地面积比重较 

小，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与旅游资源的生态环境保护不协调；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则占有相 

当比重，要求注意加强土地尤其是耕地资源的保护；水域面积较大，是其一重要特点和优势。 

Ⅱ区为中郊丘陵土地利用区，其内各乡镇处于中郊南岭山地越城蛉余脉丘陵地区。该医耕 

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水域和宜开荒地均占较太比重，用地结构较协调，资源综合优势明 

显，为农林牧渔业综合发展及进一步开发创造了很好的资源条件。Ⅲ区为远郊山地土地利 

用区，其内各乡镇分布于该市西北和西南部的远郊山地。该区林地面积比重大是该区土地 

资源的主要特点，也是该区最大资源优势，但林地中有林地比例不高，仍有较大的改造潜力。 

Ⅳ区为喀斯特峰丛峰林土地利用区，其内各乡镇除甲山乡位于桂林城区西侧外，其余均分布 

于该市东南沿漓江两岸喀斯特旅游风景资源保护区内。该区裸岩石砾地面积大．耕地、园 

地、旱地和宜开发荒地具一定优势，但林地面积小。与漓江风景保护要求有较大差距。 

衰 l 桂林市土地利用地域努区培果‘ 

(2) 遥感解译地域分类土地利用分区，强诲不弼地域向土地及其构成要素的外部形态 

尤其是地貌形态，并据其差异性划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区。而计算机聚类分析地域归类土 

地利用分区，则强调不同地域内部土地功能即利用类型结构。并据各地域土地功能或利用类 

型相似性归并成不同的土地剽用类型区。本文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受地貌的重要影 

响，其间具很强相关性。因此，在这类地貌分异明显地区，两种方法土地利用地域分区结果 

基本一致。 

(3) 区内地貌类型基本一致地区，其土地利用分异的主导因素已不再是最为显性的地 

貌类型，而转为较为隐性的土壤或地表物质。这些要素及其分异的遥感精确解译 目前尚有 

较大难度，采用遥感解译地域分类方法对这类地区进行土地利用地域分区，难以取得满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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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此，在区内地貌类型基本一致地区。应主要根据区内不 同地域间土地利用类型结构 

相似性和差异性．采用聚类分析地域归类方法进行其土地利用地域分区。 

(4) 研究区内雁山和大埠两乡镇处于近郊台地与中郊丘陵过渡区．遥感解译地域分类 

法据主地貌类型将其划为近郊台地型土地利用区．而聚类分析地域归类法则据土地利用结 

构特点将其归为中郊丘陵型土地利用区。本研究分区方案在决定其类型归属时，将该两个 

乡镇土地外部形态和利用结构类型分别与中郊丘陵型及近郊台地型土地利用的其他乡镇进 

行对比．并考虑土地利用的未来发展方向等，认为其与中郊丘陵型土地利用区各乡镇更为接 

近．而最终将其归属中郊丘陵型土地利用区。穿山、保宁和草坪各乡镇分区归属确定方法与 

此类似。因此，在地貌类型过渡地区，为使分区方案更为科学合理，应采用遥感解译地域分 

类和聚类分析地域归类相结合方法，并考虑其土地利用的未来发展方向等，从而最终确定区 

域土地利用的地域分区结果。 

3 结语 

(1)地貌分异明显区域．遥感解译地域分类和聚类分析地域归类方法所得土地利用地域 

分区结果基本一致。 

(2)区内地貌类型基本一致区域．土地利用地域分区应主要根据区内地域间土地利用类 

型结构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采用聚类分析地域归类分区方法 。 

(3)地貌类型过渡区域，为使土地利用地域分区方案更为科学合理，应采用遥感解译地 

域分类和聚类分析地域归类相结合方法．并考虑其土地利用的未来发展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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