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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江西省井冈山市为研究区, 以 1994及 2007年 2景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 借助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比较准确地调查了
研究区 1994~ 2007年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的时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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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aking Jinggangshan C ity as the study area, taking two remote sensing mi aginary in 1994 and 2007 as them ain data sources, w 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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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was conducted.

Key words Land use change; Land use pattern; Jinggangshan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40534019)。

作者简介 施临湘 ( 1970- ) ,女,江西吉安人,讲师,博士,从事资源环

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收稿日期 2010 11 12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 (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简

称 LUCC)是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
[ 1- 4]
。目

前,我国有关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南沿

海经济发达区和西北干旱脆弱生态区,而人口稠密、土地资

源相对短缺的红壤丘陵区的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研究相对比

较薄弱。江南丘陵红壤区位于长江中下游以南、岭南以北、

武夷山以西、雪峰山以东的丘陵平原地带,包括赣、湘、浙、皖

等省的全部或部分,总面积 27. 20万 km
2
,约占我国红壤面积

的 28%
[5]
。该区域人口稠密,开发历史悠久,是中国重要农

业区之一,但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

用,目前该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水旱灾害加剧,生态稳定性降

低,自然环境恶化,已成为我国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之一
[ 6]
,

因此开展江南红壤丘陵区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为此,笔者以江西省井冈山市为例,通过对 1994、2007

年两景遥感影像的解译,获取 2个年份的土地利用数据,采

用 G IS空间分析方法,对井冈山市土地利用格局及 1994~

2007年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旨在为该地区

及相似地区的土地利用调控与管理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域概况 井冈山市位于江西省西南部,地处湘

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东连江西泰和、遂川 2县,南邻

湖南炎陵县,西靠湖南茶陵县,北接江西永新县,是江西省西

南的门户 [ 7]。井冈山市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市,境内平均海拔

381. 5m。 2000年 5月,经国务院批准,将原井冈山市与原宁

冈县合并组建新的井冈山市,由省直辖,吉安市代管。全市

土地总面积为 1 297. 53 km
2
,总人口 15. 18万余人,辖 17个

乡镇和 1个街道办事处。近年来,井冈山市社会经济发展迅

速。 2008年,井冈山市国民生产总值为 12. 69亿元,第一、

二、三产业分别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8. 20%、30. 18%和

51. 62%,第三产业成为井冈山市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1. 2 数据处理 遥感影像的解译工作分 2步进行,首先根

据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利用景观辨识难易程度,以

及红壤丘陵区土地利用类型特征,在 中国土地分类系统

( 2001)的基础上,将研究区土地资源划分为耕地、园地、林

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和未利用土地 7类,并建立相应的

解译标志。然后借助土地利用现状图和野外调查资料对遥

感影像进行监督分类,最终形成 2期约 1 5万的土地利用覆

被图形数据和相应的属性数据。

2 井冈山市土地利用格局分析

由图 1可知,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为林地。遥感分

类结果表明, 1994、2007年,林地占研究区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分

别为 86. 01%和 84. 86%,主要以片状分布在山地和丘岗坡地;

其次是耕地, 1994、2007年耕地占研究区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10. 93%和 7. 34%,主要呈树枝状和条带状分布;建设用地是仅

次于林地和耕地的第 3类面积比较大的地类, 1994、2007年,

建设用地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比例为 2. 74%和 3. 65%,说

明井冈山市的城市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总的来说增长

幅度较小;草地、园地、未利用地以及水域的比例相对比较

小,在研究区分别呈斑点状和条带状分布。

3 井冈山市土地利用的时空转移分析

转出率是指某一土地利用类型中转为其他类型的面积

占变化前该土地利用类型总面积的比例;转入率是指变化后

的某一土地利用类型中,来自其他类型的面积占该类型总面

积的比例,它反映了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地利用现状的作用。

表 1说明的是 1994~ 2007年土地利用转变的过程和流向。

3. 1 耕地转移情况 1994~ 2007年,有 88. 94%的耕地

( 9 699. 03 hm
2
)保持不变,这部分耕地对 2007年耕地现状的

贡献率是 91. 48%。在这一时期,耕地主要转变为建设用地,

占耕地总面积的 4. 1% ( 447. 12 hm
2
),其次是转变为林地,占

耕地总面积的 3. 9% ( 424. 89 hm
2
)。耕地转变为园地、草地、

水域和未利用地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在同一时期,林地是其

他地类中对耕地的转入贡献率最大的地类,这期间共有 886.

77 hm
2
林地转变为耕地,其转入率达 8. 36% ;其次是未利用

地,这期间共有 12. 33 hm
2
未利用地转变为耕地,转入率为

0. 12%。从总的情况来看,耕地的转变情况相对较为复杂,

主要原因是毁林造田的普遍现象和政府政策因素的引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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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是总的来说耕地呈逐年减少趋势,这期间共减少耕地 302. 00 hm
2
。

图 1 2007( a)、1994 ( b)年井冈山市土地利用覆被分类

F ig. 1 Land usemaps of J inggangshan in 2007 and 1994

3. 2 建设用地转移情况 建设用地是研究区域变化比较明

显的土地利用类型, 1994~ 2007年共增加了 1 180. 35 hm
2
,分

别来自耕地、林地、园地和未利用地等地类,其中对建设用地

增加贡献最大的是林地,转移面积高达 617. 85 hm
2
,贡献率

为 13. 00%;其次是耕地,转移面积达 447. 12 hm
2
,贡献率为

9. 41%;再次是未利用地和园地, 贡献率分别为 1. 58%和

1. 30%;水域和草地对建设用地的贡献率相对最低。

表 1 1994~ 2007年井冈山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Table 1 Transition matrix of land use of Jinggangshan from 1994 to 2007

土地利用类型

Land use types

指标

Index

耕地

Farm land

园地

G arden p lot

林地

Forest land

草地

Grass land

建设用地
Constru
ct ion land

水域
Water area

未利用地
U nu til i
zed land

耕地 Farm land 转移面积 hm
2

9 699. 03 162. 27 424. 89 0 447. 12 153. 90 17. 73

转出率 % 88. 94 1. 49 3. 90 0 4. 10 1. 41 0. 16

转入率 % 91. 48 22. 75 0. 38 0 9. 41 9. 27 0. 89

园地 Garden p lot 转移面积 hm
2

0. 09 219. 06 0 0 62. 01 0. 36 5. 31

转出率 % 0. 03 76. 37 0 0 21. 62 0. 13 1. 85

转入率 % 0 30. 71 0 0 1. 30 0. 02 0. 27

林地 Fores t land 转移面积 hm
2 886. 77 321. 48 110 099. 70 0 617. 85 100. 26 2. 97

转出率 % 0. 79 0. 29 98. 28 0 0. 55 0. 09 0

转入率 % 8. 36 45. 06 99. 60 0 13. 00 6. 04 0. 15

草地 Grass land 转移面积 hm
2 0 0 0 0. 90 0 0 0

转出率 % 0 0 0 100. 00 0 0 0

转入率 % 0 0 0 0 0 0 0

建设用地 Cons truct ion land 转移面积 hm2 2. 34 0. 09 2. 07 0 3 560. 76 5. 31 2. 43

转出率 % 0. 07 0 0. 06 0 99. 66 0. 15 0. 07

转入率 % 0. 02 0. 01 0 0 74. 91 0. 32 0. 12

水域W ater area 转移面积 hm2 1. 44 1. 71 0 0 33. 57 1 391. 76 4. 50

转出率 % 0. 10 0. 12 0 0 2. 34 97. 12 0. 31

转入率 % 0. 01 0. 24 0 0 0. 71 83. 82 0. 23

未利用地 Unutilized land 转移面积 hm
2

12. 33 8. 82 13. 59 0 32. 04 8. 73 1 948. 41

转出率 % 0. 61 0. 44 0. 67 0 1. 58 0. 43 96. 27

转入率 % 0. 12 1. 24 0. 01 0 0. 67 0. 53 98. 34

3. 3 林地转移情况 林地是该研究区的主导土地利用方式,

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84%以上。因而,尽管林地的净减少量为

1 488. 75 hm
2
,但从总体上看林地的变化幅度并不明显,其减少

量约为 1%。由表 1可知, 1994 ~ 2007年, 有 98. 28%

( 110 099. 70 hm
2
)的林地保持不变,这部分林地对 2007年林地

现状的贡献率是 99. 60%。从林地的流入情况来看,主要是耕

地转变为林地,这主要是在政府退耕还林政策及林业发展政策

的引导下,山区一些不适合耕种的耕地退为林地,期间共有

424. 89 hm
2
耕地转化为林地,对林地的贡献率为 0. 38%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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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建立土地生态安全监测预警体系。运用 G IS、RS、

GPS等先进技术测得土地生态的各种警戒信息,建立土地生

态安全监测和预警体系,针对不同的土地生态环境问题,提

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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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而言,其他地类对林地增加的贡献率较低。从林地的流出

情况分析,林地转变为耕地的面积最大,达 886. 77 hm
2
,转移

的这部分林地面积对耕地的增加贡献率高达 8. 36%;其次是

建设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面积达 617. 85 hm
2
,转移的这

部分林地面积对建设用地的增加贡献率高达 13. 00%;再次

是园地,转变为园地的面积达 321. 48 hm
2
,转移的这部分林

地面积对园地的增加贡献率高达 45. 06%;林地转变为水域

的面积为 100. 26 hm
2
,贡献率仅为 0. 09%;林地转变为未利

用地、草地的面积相对较小。

3. 4 园地转移情况 园地是研究区分布相对较小的农用地

类。园地的主要流向是建设用地, 1994~ 2007年共有 21.

62% ( 62. 01 hm
2
)转变为建设用地。同一时期,林地是园地

增加贡献率最高的地类,林地转为园地的面积达 321. 48

hm
2
,贡献率达 45. 06%; 其次是耕地, 转移面积达 162. 27

hm
2
,贡献率达 22. 75%;其他地类对园地的贡献率相对较小。

3. 5 未利用地转移情况 未利用地呈逐年减少趋势,从

1994年的 2 023. 92 hm
2
减少为 2007年的 1 981. 35 hm

2
,净减

少量为 42. 57 hm
2
,可见其变化的幅度并不大。从未利用地

的流出情况看,除草地外,均有转变,其中转变为建设用地的

比例最大;从流入情况看,耕地和建设用地贡献率相对较大,

可能是部分耕地不宜耕作逐渐荒漠化的缘故,另外有少量废

弃工矿用地尚未回收复垦。

鉴于草地在研究区分布极少,而水域的变化较为稳定,

对此两类地类的变化情况不再展开分析。

4 结论

研究区的主导土地利用方式为林地,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84. 0%以上,主要呈片状分布于山地和丘岗坡地;其次是耕

地,主要呈树枝状和条带状分布;建设用地是仅次于林地和

耕地的第 3类面积较大的地类,呈斑块状或条状分布在山地

坡脚和河谷平原地带。从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转移规律来

看,主要体现为耕地、林地流转成建设用地;其次是耕地与林

地之间的频繁相互转换,体现出了毁林造田和退耕还林的碰

撞作用。从总的情况来看,林地、耕地和园地面积呈逐渐减

少趋势,建设用地呈逐渐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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