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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1984 年和 1994 年秋季 1:10 万 TM 假彩色影像，分析了苏州市 10 年间土地利用的动态变

化。结果表明：该期间苏州市土地利用状况变化巨大，主要表现在耕地的减少以及建设用地和水产养殖用地的

增加。提高耕地质量，有计划的退耕还湖，加强土地整理，合理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是切实可行的土地利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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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信息是政府部门制订国民经济发展 

计划的重要依据之一。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导致了一些区域的土地利用状况也发生了显著变 

化[1]。遥感和 GIS 技术为快速、准确、动态监测土

地资源的变化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2]，有关的研

究及应用报道也很多[3~11]。本文利用遥感和 GIS 技

术对江苏省苏州市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至 90年代中

期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进行了尝试研究，并据此提

出了土地利用方面的相应对策。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苏州市位于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区

域，介于北纬30°45' ~ 32°02'，东经119°55' ~ 121°23'，

土地面积 8566 km2，人口 578.17 万。改革开放后，

苏州市经济发展极为迅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特

别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受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和建

设的辐射影响，苏州市的经济发展再次得到强劲的

刺激，工业化及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各类经济

技术开发区陆续建立[12]
，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土地

利用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13, 14]。 

1.2  基础资料 

本次研究主要涉及的资料包括：①苏州市 1984

年和 1994 年秋季 1:10 万 TM 假彩色合成卫星影像，

由 2、3、4 波段合成；②苏州市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90 年代中期行政区划图、地形图、土地利用图

及相关社会经济资料等。 

1.3  TM 影像处理 

 

 

目前常用的 TM 影像处理方法主要有两类，即

逐个像元比较法和分类后比较法[2]。我们采用了后

者的多时相复合分类方法，利用商业高精度图像处

理系统将 TM 图像 2、3、4 波段合成假彩色图像，

在 GIS 软件中完成几何精校正、地理坐标转换、图

像拼接、叠加行政区划界线等预处理。 

1.4  土地利用分类体系 

根据遥感资料的可判读性、研究成果的实用性

及研究区域的地域性等基本原则，参考国家土地资

源分类系统与编码标准，将土地划分为耕地、林地、

园地、城乡居民点和工矿交通用地、水域、未利用

土地 6 个一级地类，二级地类依遥感解译程度适当

归纳化简细分为水田、旱地、河流、湖泊、水库坑

塘鱼池、城镇居民用地（县及县以上各级政府所在

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工矿建设用地（国家及省、

地方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建设用地、裸岩、

滩地等 11 个亚类。在利用 GIS 软件对图形数据进行

空间叠置分析过程中，采用二级土地分类系统。而

对分析结果进行统计处理时，考虑到采用二级分类

系统数据过于庞大复杂，主要采用分类系统中的一

级类型，部分有特殊意义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采用

二级分类系统。 

1.5  TM 图像的目视解译及土地利用图的编制 

由于课题相关研究人员对苏南地区自然条件、

土地利用状况、农业及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十分熟悉，

也具有丰富的遥感图像解译经验，因此本次研究采

用了目视解译的方法，根据 TM 影像特征及与土地

利用现状图的对比，结合野外实地考察结果，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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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的色调、形状、纹理和相对分布位置建立目视

解译标志，并借助地形图等相关辅助资料进行解译。

利用 Arcview 软件形成两期土地利用现状图和相应

的土地利用现状属性数据库，通过 Arc/Info 软件的空

间叠置分析获得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信息，基本流程

见图 1。解译精度经野外系统抽样考证约为 93.2 %。 
 

 

 

 

 

 

 

 

 

 

 

 

 

 

 

 

 

 

2  研究结果 
 

2.1  土地利用变化 

土地利用类型的总量变化，可反映区域土地利

用变化总的态势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对苏州市

1984 年和 1994 年两期土地利用图形属性数据库分

别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1。 

（1）10 年间苏州市耕地面积显著减少，共减

少 7.55 万 hm2，减少幅度高达 18.97 %。耕地减少

的部分主要为水田，占减少量的 86.09 %，旱地仅占

13.91 %。 

（2）建设用地（城镇、农村居民点与工矿交通

用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共增加 8.12 万 hm2，增加

幅度高达 144.23 %。增加部分中，城镇占 23.15 %，

农村居民点占 26.48 %，工矿占 24.01 %，交通占

26.48 %。 

（3）园地面积略有增加，增加幅度为 17.45 %。

但林地面积却相应略有降低，降低幅度为 3.33 %。 

（4）水域面积虽然变化甚微，但其中湖泊面积

大幅度削减，10 年间共减少了 4.90 万 hm2，减少幅

度为 18.15 %，主要原因是由于湖泊水面被围垦等。

用于水产养殖的水库坑塘鱼池面积则有较大幅度增

加，增加幅度为 125 %。 

2.2  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 

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率）可定量的描述土地

利用的变化速度，对比较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差

异和预测未来土地利用变化趋势有积极的作用。表

1 中计算结果表明，苏州市 10 年来土地利用变化速

度很快。耕地虽然在变化面积总量上较大，但由于

其研究时段初期用地总量较大，土地利用年变化率

为 1.90 %；城乡居民交通工矿用地年变化率最高，

年增长率达到 14.42 %，反映了苏州地区 10 年来工

业化及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园地虽然在总量上变化

不大，但其年平均变化率也达到了 1.74 %；水域年

变化率为 0.11 %，但其中的水库坑塘鱼池年变化率

达到了 12.50 %，反映了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 

2.3  土地利用变化的方向 

1984 年和 1994 年土地利用图件的叠加分析表

明，苏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包括耕地变建设用地

（城乡居民点、工矿、交通）、鱼池，湖泊水面变耕

地等。其中最主要为耕地的变化，在所有变化类型

中，耕地的变化类型占到了 90 %以上，其中耕地向

城镇、鱼池、交通的变化分别占到了耕地变化的 80 

% 和 18 %、1.7 %。    

遥感影像的收集与处理 相关图件、资料收集 野外考察 

建立解译标志及目视解译 

GIS 软件拓扑叠加处理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 

建立属性数据库及输出图件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结果 

图 1 土地利用变化动态监测流程

Fig. 1  Flow chart of monitoring of dynamic changes in l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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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 年间苏州市土地利用变化情况（万 hm2） 

Table 1  Changes in land use of Suzhou from 1984 to 1994 

土地利用类型 1984 年 1994 年 增(+)减(-)情况 变化率（%） 

耕地 39.80 32.25 -7.55 -1.90 

水田 36.00 29.50 -6.50 - 

旱地 3.80 2.75 -1.05 - 

林地 1.50 1.45 -0.05 -0.33 

园地 1.49 1.75 +0.26 +1.74 

居民、工矿、交通用地 5.63 13.75 +8.12 +14.42 

城镇* 0.13 2.00 +1.88 - 

农村居民点 3.95 6.10 +2.15 - 

工矿** 0.20 2.15 +1.95 - 

交通 1.35 3.50 +2.15 - 

水域 36.00 35.60 -0.40 +0.11 

河流 7.00 9.00 +2.00 - 

湖泊 27.00 22.10 -4.90 - 

水库坑塘鱼池 2.00 4.50 +2.50 +12.50 

其他 1.24 0.86 -0.38 -3.06 

总面积 85.66 85.66 - - 

* 城镇指县及县级以上城镇； ** 工矿指各类国家及省级、地方经济技术开发区。 
 

2.4  土地利用对策分析 

2.4.1  努力提高耕地质量    由于受上海浦东开

发的巨大辐射影响，苏州市城镇化和工业化近年来

发展极为迅速，工业园区用地、城镇各类住宅区用

地以及交通用地的增加趋势不可避免，耕地被占用

首当其冲，而被占用的耕地又多为近郊高质量的菜

地和水田。因此，在耕地面积总量难于实现“动态平

衡”的局面下，提高长期性农田的质量，以求实现耕

地在质量上“动态平衡”就更具现实可行意义[15]。 

2.4.2  加强土地整理，有计划退耕还湖    实践证

明土地整理（包括开发利用未利用地、废弃地、抛

荒地、零散农村居民点合并等）是提高土地利用率

和增加耕地面积的一个有效途径。近年来苏南部分

地区已开始有计划的退耕还湖，虽然可能导致耕地

面积的减少，但对有效缓解苏南地区长江洪涝的威

胁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4.3  合理计划建设用地规模    虽然苏州市非

农建设用地需求增加的趋势在近期内仍将不可避

免，但必须根据实际需求科学合理地预测和提供非

农建设用地的土地供给，严格控制总量，以保护有

限的土地资源，避免盲目征地导致的土地闲置浪费。 

 
3  结  论 
 

(1) 遥感与 GIS 技术是一种高效、快速、经济

的土地利用动态监测手段。 

(2) 苏州市 1984 ~ 1994 年间土地利用状况变化

显著，主要表现为耕地减少，建设用地和水产养殖

业用地增加，变化方向主要为耕地转化为城镇、交

通、工矿用地和水产养殖业用地。 

(3) 对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苏州市而

言，提高耕地质量，加强土地整理，有计划的退耕

还湖，合理供给非农建设用地规模，应是切实可行

的土地利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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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YNAMIC CHANGE IN LAND USE IN SUZHOU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 GIS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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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ynamic change in land use in Suzhou between 1984 and 1994 were studied with the aid of remote 

sensing & GIS techniqu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reat changes took place in land use, particularly reflected by the 

noticeable decrease in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and increase in non-agricultural landuse (e.g. urbanization, highways, 

industry, and fishing ponds, etc.). Building up farmland quality, yielding-farmland to lakes, intensifying land 

arrangement, and reasonably controlling scales of landuse for construction are regarded as workable countermeasures 

for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land use in Suzhou. 

Key words   Land use, Dynamic change, Remote sensing & GIS, Su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