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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的成都平原高分辨率 
遥感影像分类研究 

1. 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四川成都610031; 2. 四川师范大学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8

摘要： 

为了快速、准确地提取成都平原土地利用及其变化信息,选择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作为数据源,利用面向 
对象的影像分析方法,对成都平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分类方法进行了研究. 对最佳分割尺度进行了较深入的 
实验分析,提出了快速、准确获取成都平原土地利用及其变化信息的方法和途径. 结果表明,面向对象的影像分 
析技术能很好地解决成都平原土地利用及其变化信息的快速提取问题,关键是影像分割尺度的选择和影像对象 
各种特征信息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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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Research on Object-Oriented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in Chengdu Plain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China; 2.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Resources Scienc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quickly and accurately extract the information of land use and its changes in the
Chengdu Plain,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were selected as a data source, and using the
object-oriented image analysis method,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these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the Chengdu Plain was discussed. Especially, a more in-depth experiment of the best
segmentation scale was conducted, and a fast, accurate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of land use and its
changes in the Chengdu Plain was propo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bject-oriented image analysis
technology can rapidly extract the information of land use and its changes very well, and the key is the
choice of image segmentation scale and the extraction of various characterist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image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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