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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遥感数据在土地整理工作中的应用

杨清华，李景华，韩 旭，安志宏，陈 华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在制作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数字影像地图的基础上，参照土地整理规划图与前期影像，提取井、路、渠等土地整理相关
信息，并与土地整理规划相比较，实现了对土地整理规划执行情况、土地整理项目进展情况和土地整理项目规划区

内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情况的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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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土地整理指合理组织土地利用的调整与治理，

通过对土地利用环境条件的改善和生态景观建设，

消除土地利用中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制约或限制作用

的因素，促进土地利用的有序化和集约化。土地整

理是一项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基础工

程，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区域开发活动，它会彻底改变

原有生态系统组成与格局，建立起新的地域生态系

统。土地整理作为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改善生态环

境与农民的生活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

工作，显得极其重要。

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全球性资源问题的日益严
重，我国政府在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土地开

发整理复垦工作，起到了明显的保护耕地、发展经济

和保护环境的作用。

１　卫星遥感技术在土地整理工作中的应用

早期的土地整理使用的基础图件为数年前的土

地利用现状图，已经变化的土地利用情况则采用实

地调查的方式进行部分变更，以变更后的土地利用

现状图为底图进行土地整理规划和设计。由于土地

利用现状图存在精度不足及时效性的限制，同时受

客观条件及主观因素影响，规划和设计的精度较低。

这就要求提高调查底图的精度与准确性，但更新土

地利用现状图工作量大且投入较多，多区域大面积

的土地整理项目单纯靠实地调查费时、费力。应用

卫星遥感技术可以充分发挥遥感技术的优越性，能

够快速及时获取土地整理区域的多时相数据，最大

程度地保证监测的及时性及现势性，有效降低人为

因素干扰，客观反映实际情况，减少地形、地貌、海拔

及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最大程度地节省人力、物

力和财力。随着１ｍ及更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普遍
应用以及遥感数字影像分类技术的发展，在专业的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平台下，通过人机交互解译，根据

影像中各地类、地物的色调、形状、阴影、纹理、位置

和大小等特征，可直接勾绘出土地整理区域内各地

类地物边界，同时赋予所勾绘的地物各种属性，以便

进行下一步的数据统计与汇总工作，使工作效率大

大提高，这一技术方法具有周期短、精度高、可操作

性强、信息提取和更新速度快等特点。

２　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在土地整理中的应用

根据土地整理项目实施情况、土地整理区卫星

遥感数据获取情况和土地整理区地形地貌状况，以

某试点研究区作为监测区，主要监测内容为研究区

内土地平整项目的实施情况（土地利用类型和面

积）、研究区内规划农田水利设施的实施情况（如打

井的数目、泵站的数目、板桥的修建数量及质量等）

及研究区道路的修建及修缮状况等。针对以上监测

内容，重点地区采用了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ＩＫＯＮＯＳ高分辨率
遥感数据，局部地区采用了 ＳＰＯＴ５遥感数据，结合
扫描纠正后的土地整理规划图、现状图及外业调查

数据，实现了对土地整理项目区内的耕地状况，建设

用地状况，道路交通用地状况以及新修机井、蓄水池

及拦水坝等水利设施的信息提取和土地整理项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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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前后数据的对比。

２．１　ＤＯＭ制作与数据预处理
高精度ＤＯＭ制作是土地整理项目遥感监测的基

础，相关的数据源包括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０．６１ｍ全色数据和
２．４４ｍ多光谱数据、ＩＫＯＮＯＳ１ｍ全色数据和４ｍ多
光谱数据、ＳＰＯＴ５的２．５ｍ全色数据和１０ｍ多光谱
数据等。ＤＯＭ制作精度达到了技术要求（表１）。

表１　控制点残差、校正和配准精度

数据类型 精度类型 平原 丘陵 山地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ＳＰＯＴ５

控制点残差／像元 １ ２ ３

校正精度／像元 ２ ３ ４

配准精度／像元 １ １．５ ２

　　（１）资料获取。主要获取了监测区土地整理规
划设计及所附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土地整理规划图。

（２）资料处理。首先，将现状图及规划图采用
３００ＤＰＩ扫描分辨率进行扫描，保存为灰度（８ｂｉｔ）或
彩色（２４ｂｉｔ）的ＢＭＰ或ＴＩＦ格式数据；对于有公里格
网和内图廓（且坐标标示准确）的图件，采用逐公里格

网纠正法进行纠正，重采样方法为最邻近点，采样间

隔如表２所示；对于无公里格网和内图廓（或标示

表２　纸质基础图件纠正技术要求

资料类别 比例尺 采样间隔／ｍ

地形图、土地利用现状

图、项目整理区界线等

１∶１万 １

１∶１．５万 ０．５

不准确）的图件，以经过处理正射校正的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高
分辨率影像为基础，使用ＥＮＶＩ软件将其与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高分辨率数据进行配准，并达到平原１个像元，丘陵
１．５个像元，山地２个像元的配准精度。
２．２　信息提取

（１）技术流程。信息提取的技术流程如图１所示。
　　对比２００６年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高分辨率 ＤＯＭ影像和
监测区基础资料（各种图件、航片、往年成果影像），

图１　信息提取技术流程

利用图像差值、光谱特征变异等计算机自动处理方

法突出发生变化的部分，通过人机交互提取各类信

息，并根据已有资料赋予所提取各类图斑的属性信

息，以达到互相检核、减少信息漏提、误提的目的。

（２）信息提取。首先，利用２时相图像差值法、
光谱特征变异等计算机自动提取技术发现变化的部

分；然后通过阈值法或计算机监督分类法等初步提

取分类信息，采用人机交互方式对变化信息进行综

合分析并修改（图２）。

图２　监测区信息发现（左）与提取（右）

　　（３）土地整理信息提取。重点提取各类设施，
如：新建（农村）道路、板桥、农桥、大口井、机井、蓄

水池、扬水站和基雨池，土地整理所包含的地块以及

土地整理所增加的耕地（经由废弃工矿复垦得到的

水浇地、大棚、温室等），如图３所示。

图３　监测区土地整理后的砖厂平整为耕地
（左：土地利用规划设计；中：前时相遥感图像（１∶２０００航片）；右：后时相遥感图像（ＱＢ数据））

２．３　监测效果分析
使用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高分辨率数据，可以准确监测到

目标区域新修各类设施（俯视面积１ｍ２以上皆可监
测到）以及改造成耕地的地块。既可监测到诸如土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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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整、其它用途地块平整为耕地（图４）等具有

图４　经过土地整理原来的鱼塘平整为耕地
（左：前时相为鱼塘；右：后时相已填平为耕地）

一定范围、相对面积较大的目标，又可监测到农村道

路、生产路等宽度较窄的线状目标（如插页彩片３９
所示），更可以监测到象机井这样俯视面积较小

（４ｍ２左右）的设施（图５）。而在土地整理中，道路

图５　对比前（左）后（右）时相发现新修机井
的修缮与修建、打井和农田平整以及废弃地复垦／开
垦，恰恰是最主要的内容。在监测中，这３项内容的
提取信息清楚准确。

使用土地整理前、后２个时相影像对比的同时，也
与批准规划图及目标区域开工前土地利用现状图进行

对比。所得到的结果，对辅助项目审批，以及检查规划

图、现状图的合理性和时效性都有很好的效果。

由于目标区域可能存在现状图在时效性上的不

足，更新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以此为基础所作规划

不够准确；而采用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高分辨率数据，则可有
效的弥补这一不足（如图 ６，７所示）。

图６　同一地块前后时相与底图对比

图７　同一地块前后时相与底图对比

　　在监测到目标区域新修项目的同时，由于采取
了２个时相与２个底图（现状、规划）对比的作业方
法，还可以监测到未按照规划执行的部分内容，为竣

工后的检查及资金审批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例

如，通过对监测数据和遥感影像分析，发现目标区域

没有对原有废弃砖厂进行复垦（图 ８），另一目标区
域部分原有农用地被占用，转变为工矿用地等建设

用地（图 ９）。

图８　废弃砖厂前后时相对比
（左：前时相；右：后时相，规划为耕地）

图９　整理区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原有农用地
（左：前时相，农用地；右：后时相，占用为工矿用地）

３　结论

我国目前开展的土地整理项目区数量多、分布

分散、地形地貌复杂、实地检查困难，因而利用遥感

新技术、新方法对土地整理项目区开展动态监测工

作，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的有效手段，可以取得较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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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监测效果。土地整理项目区实施状况遥感动态

监测成果为政府部门对实施情况的监管提供了第一

手翔实资料，对国家土地整理工作的可持续开展与

科学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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