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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用彩红外航片整理抽样法对 山西 吕梁地 区的1 3个县的土地资源进行 了概查
。

与其它方法相比
,

此

法 具有简便
,

节约
,

快速的优点
。

1 9 8 5年
,

山西省吕梁行署农业区划办公室组织人员对全地区 13 个县进行了土地资源概查
,

查清各县土地利用类型及面积
。

调查采用黑白航片通过外业调绘成图的方法
。

与此同时
,

作

者利用彩红外航片整群抽样法对 5 个县进行试验性调查
,

取得了快速
、

经济和准确的效果
,

有

在土地资源调查中推广应用的价值
。

一
、

试区概况及所用资料

. (一 )试 区概况

航片整群抽样法试验是在离石
、

力山
、

柳林
、

交 口和石楼 5 个县进行的
,

试验面积合计

约 7 0 0 0余平方公里
。

试区地貌以严重切割的梁赤状黄土丘陵为主
,

部分为石质山地
,

地表支离破碎
。

主要土

地利用类型的农耕地为坡地
、

梯田
、

河川地或沟坝地
,

分布散乱
,

面积和形状也很不整齐
。

其

它主要类型还有林地
、

荒地等
,

土地利用状况颇为复杂
。

(二 )所用资料

1
.

1 95 一和 1 9 5 2年拍摄的 5 个县的彩红外航片
,

共 2 0 0 7张
,

其摄影 比例尺为 i : 2 0 0 0 0
,

象

幅为 2 3 x 2 3厘米
,

航高 4 2 4 0至 4 3 9 0米
,

焦距 2 5 0毫米
。

2
.

全区 1 : 5 0 0 0 0地形图
。

3
.

供常规调查用的1 9 7 9年拍摄的黑 白航片
,

比例尺为 1 : 3 7 0 0 0
。

二
、

航片整群抽样法及其工作步骤

(一 )整群抽样法原理

整群抽样是数见统计抽样方法的一种
。

它先将研究的总体分成若干个群
,

从各群分别抽

争
申 本工作得到 山西省农业遥 感研究所费健雄高 级工程 师的导导及离石

、

方山
、

柳林
、

交 口 和石 楼 5 个县农业区划办公 室

的大力支持
,

谨表谢忱
。

2 7 1



取样本
,

然后根据样本调查资料来估计总体的平均数或某种特征单元的总体频率
,

即所占成
数

。

该法在森林资源调查中早有应用 〔 1〕 。

本次调查分县进行
,

以县总面积为总体
。

为了工作方便
,

我们以航片来分群
,

即每张航

片为一群 ; 在每张航片的有效面积内抽取一定的样点
,

判读每一样点的土地利用类型 ; 然后

分别统计各地类的样点数
,

并进行高差修正
。

最后根据各地类的样点数计算它们所占的成数

及面积
。

(二 )工作步骤

1
.

分群及抽样
:

本次试验为大面积成数抽样
,

以航片分群
,

群数相当多
,

所 以采用了围

绕象片中心点集中布设样点
,

代替全面等距离布点
。

具体做法是用固定透明模片以象片中心

点为中心布设 9 个点
,

点间距为 2 厘米
。

抽样总点数的多少 (n )决定于最小地类的成数及允许误差
,

可由下式计算
:

t Z

( 1一 P )

E
Z P

… … ( 1 )〔 1 〕 式中
:

E

— 允许误差

P

— 最小地类的估计成数

t

— 可靠性

2
.

样点地类判读
:

根据航片影象特征
,

在立体放大镜下判读模片取样孔内的土地 利 用

类属
,

精确至 0
.

5个样点
。

取样孔直径为 0
.

6毫米
,

在 1 : 2 0 0 0 0比例尺航片 上 相当于地面 1 13

平方米
。

土地利用类型 的划分系按照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的统一分类 〔幻 ,

共分 8 个一级类
,

37 个

二级类
。

对农田而言
,

还根据其所处的地形和坡度划分出第三级及四级
。

彩红外航片影象信息丰富
,

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影象特征均明显
、

直观
,

判读比较准确
,

基本上可在室内完成
。

值得一提的是
,

对坡度的半定量判读
,

我们使用了特制的坡度尺 〔3〕 ,

将航片象对放在立体镜下判读
,

可区分为 < 1 5
“ 、

15 一 25
。 、

> 2 5
“

三级
。

3
.

统计计算
:

依据各地类抽样点数计算其在总体中所占的成数
,

公式如下
:

艺
n 。 !

p ; =
一

号
1

一 … … ( 2) 〔 1 〕 式中
: iP —

i地类的成数

m

— 群数
,

本例中为航片张数

in — 每群的抽样点数
,

本例中为 9

n e i

— 第
e
群判读 i地类的样点数

4
.

高差修正
:
在本试验中

,

样点全部在象片有效面积之内
,

象片的倾斜误差可忽 略不

计
。

但试区内高差较大
,

不 同高度的航片比例尺不同
,

影响布点的机率与密度
。

高海拔带
,

象

片比例尺较大
,

同间距布点的实际密度也较大
,

其地类抽样机率高 ; 低海拔带
,

象片比例尺

较小
,

实际布点密度也小
,

地类抽样机率小
。

由此造成的抽样误差
,

必须进行高差修正
。

高差修正分不同高程带进行
,

分带愈细
,

修正精度愈高
,

但工作量较大
。

所以
,

分带可

根据试区 内高差状况适当进行
。

在本试验中
, 5 个县进行统一分带

、

其海 拔 从 70 。米至 2 3 0 0 ,

米
,

高差为8 00 米
,

划分为 8 个高程带
,

间离为 2 0 0米
。

每张象片的高程带别以该象片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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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程 (由地形图卉 出 )来确定
。

纠正时
,

将测区内平均海拔高度确定为基准高程
,

再按下式分别计算各程常带的修正系

数 ( V带 )
:

v 带 =

(
-

妈二鱼鱼
_

、
H

。 一 h 塞 /

·

· … ( 3) 〔 4 〕 式中
:

H 。

— 绝对航高
,

由航摄资料查得

h基

— 测区平均海拔高度 h带

— 所求高程带的海拔高度中值

然后
,

用各带修正系数乘以各地类的判读点数
,

得出修正点数
,

进而计算出修正后的 成 数
。

例见表 1
。

5
.

面积计算
:
按总面积及各地类修正后的成数计算各地类的面积

。

总面积为全县 总 面

积
,

由 1 : 5 0 0 0 0比例尺地形图上量算求得
。

在本试验中
,

只对县界做了必要的核实修正
。

三
、

试验成果及其精度与效益分析

(一 )试验成果

通过彩红外航片整群抽样
,

分别得到离石
、

方山
、

柳林
、

交 口和石楼 5 县的土地利用类

型面积统计表 (略 )
。

各地类均分至第二级〔 2〕 ,

而农耕地则划分至第三级或第四级
。

(二 )结果精度分析

1
.

判读精度
:

对于抽样点的地类判读结果
,

抽取 30 %进行校核检验
,

统计出判读精度结

果见表 2
。

表 2 彩 红 外 航 片 地 类 判 读 精 度 检 验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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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精度
:

整群抽样方法本身可计算其抽样精度
,

方法是先求出各地类样本分 布 的

( 1一 f )艺 ( P s 。 一 P s )
“

m ( m 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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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

抽样精度 ( P 。 )计算如下
:

/习
一一11

S

试验中 f 二 0
.

1 7 7 4 1 9 3 9 ; P i e
为第

e
群 i地类所 占的成数

。

” 。 · ,
一

`

分
1

一 ( 5 )

表 3 列举了各县一级地类及主要二级地类的抽样精度结果
。

所谓抽样精度
,

是指样本平均值对总体平均值的精度
。

显然
,

抽样精度与样本数多少有

关
。

另外
,

由表 3 可见
,

各种地类的抽样精度与其成数大小有关
。

同等抽样密度情况下
,

大

成数的地类
,

如耕地
、

林地等
,

抽样精度较高
; 而成数较小的地类

,

如公路
、

园地
、

居民地

等
,

抽样精度较低
。

若事先用公式 ( 1) 按照最小地类的估计成数和允许误差
,

以确定所 需 的

总抽样点数
,

则可保证调查的精度
。

3
.

几种方法精度比较
:

为了检验整群抽样法的实际精度
,

作者在方山县进行了常规 方

法概查及应用彩红外航片全面判读进行了 1 : 1 0 0 0 0比例尺制图的详查
。

三种方法获得的地类 .

面积结果列于表 4
。

若以详查结果为准
,
则整群抽样法的结果大多较常规概查法更接近于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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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 县 主 要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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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果
。

4
.

为了检验整群抽样法结果的重现性
,

在方 山
、

柳林和离石三个县进行了二次抽样 比

较
,

第二次抽样时样点间距改为 1 厘米
。

结果见表 5
。

由表可知
,

多数地类结果重现性较好
,

但线性地物
,

如交通用地
,

重现性较差
。

(三 )效益分析

应用航片整群抽样法进行土地资源调查
,

最大的优点是省力
、

省钱
、

快速
,

可节约资金

90 % 以上
。

表 6 列出了方 山县应用三种不同的方法
,

在人力及资金费用上的差异
,

表明整群

抽样法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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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三 方 法 的 精 度 比 较 (方 山 县 ) (单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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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地

水 浇 地

早 地

沟 川 地

河 滩 地

梯 田

坡 地

园 地

果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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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林 地

池木林地

疏 林 地

人造幼林 地

收 草 地

天 然草地

居 民点及 工矿地

城 镇
.

村 社

交 通用 地

公 路

农村道路

水 域

河流水面

水库水面

未利用地

荒 草 地

其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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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注
:

少数次要地类未列

应 用 不 同 方 法 进 行 土 地 资 源 调 查 时 费 用 比 较 (方 山 县 )

方 法 工作 天数 工作人 员 (个 ) 所用经费 (元 ) 备 注

整群抽样

常规概查

航片详查

抽 样

比 常 规

抽 样

比 详 查

较 差

节 约 %

较 差

节 约 %

3 0

6 3 6 0

3 7 0

一 6 3 3 0

9 9
.

5 %

一 3 4 0

9 1
.

9 %

1

7 6

2 0

一 7 5

9 8
.

7 %

一 1 9

7 17

2 8 5 4 0

4 4 5 6 8

一 2 7 8 23

9 7
.

5 %

一 4 3 8 5 1

各种方 法中均
计入航片折 旧

费
。

另外
,

常
规概查 与详查
中未算制 图费

. ` . 〔 . . `二 崖二 . . 巴二. .̀ 二. . . . ,

一
. . . . ` J ` ` . . ` . 二“ ~

` . 二 里二 二 , 月 二
`
二 二 . ` 二二

~
二 , , 】 里,

9 5
.

0 % } 9 8
.

4 %

四
、

小 结

航片整群抽样法用于土地资源调查
,

有简便
、

节约
、

快速的优点
。

亦适用于复杂的地形

及土地利用状况
。

样点的航片地类判读准确
,

即使是黑 白航片也可取得较好判读效果
。

调查

成果精度主要取决于抽样精度
,

抽样精度与样本数及地类成数有关
,

大成数地 类 精 较 高
,

侧

( T 转 第2 4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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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溶磷细菌对磷矿粉的溶解强度 ( gm / g)

菌 名
摩洛哥
磷矿粉

开阳磷
矿 粉

株 数
占总株

数 %

2 5一 3 0 1 0一 1 5

微生物对难溶性磷酸盐的溶解作用在土

壤中普遍存在
。

由于磷酸盐在土壤中不易移

动
,

而微生物比植物更易溶解磷酸盐的优越

性是由于细菌细胞和真菌菌丝比植物根系细

微
,

更易与矿质颗粒紧密接触
,

从而可 以释

放更多的正磷酸盐供植物利用
。

2 0一 2 5 7一 1 0
参 考 文 献

〔 1 〕 沃尔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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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爆黛鼻
酸 性 底 土 的 改 良 11

.

石膏对作物生长和底土

的化学性质的影响

在许多高度风化的土壤中
,

作物因受到

A l的毒害难以利用底土中的水分
,

而在这些

土壤中表层施用的石灰通常垂直移动极慢
,

需要采用特殊的机械和 /或化学方法来 解决

这个问题
,

作者用玉米 ( Z e a m ay
s L

.

)在强

酸性N or m a n
id

e n
粘壤土上进行田间实验

,

考

察了表面混施石膏 ( 8 6 % C
a S O

` ·

Z H Z O )对

产量
、

根系发育和剖面化学性质的影响
。

石

膏的影响是由时间决定的
。

交换 性 A l 的水

平逐渐下降
,

同时底土中的 C a 、

M g和 5 0
` -

S逐渐增加
。

在 5 0
` 一 S的吸附 /沉淀最大区水

的 p H显著升高
,

但 K C I测得的 p H 保持不变
。

到了第四年石音对底土根系发育的影响是显

著的
,

产量也明显上升
。

这些结果表明
,

石

膏表面混施对于改良这种酸性底土是一个经

济可行的方法
。

作者提到用磷石裔效果较一般矿质石介

更好
,

因还有 P的营养作用
。

(刘志光据 S
.

S
.

S
.

A m
.

J
.

5 2 : 1 7 5一 18 0
,

1 9 8 8 )

(上接第27 6页 ) 样本数可按小地类成数和所需精度计算确定
。

整群抽样调查结果的精度高于

常规概查法
,

而经费却可节约 97 % 以上
。

整群抽样法的缺点是
,

只能统计出各地类的面积数

据
,

不能绘制图件成果
。

另外
,

小成数地类和线形地物的精度和重现性均较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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