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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在各种人文与自然因素的驱动下，该区域迅速从传

统的农业用地为主的地区转变为新兴的高 度城市

化地区，土地利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区域生态

安全性的冲击效应也非常明显。 珠江口两岸是珠江

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最为典型的区域，社会、经济

与自然多种因素在不同时空尺度的共同作用下，珠

江口两岸土地利用格局不断趋于破碎化、 复杂化，
生态系统稳定性与服务功能不断退化 ［1，2］。 因此，以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GIS）为主要 技术，开展区 域

土地利用分类遥感制图，初步分析研究区的土地利

用变化，以期促进研究区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1 研究区概况

珠江口两岸位于东经 113°09′—114°22′、 北纬

21°09′—22°27′，毗邻香港与澳门，研究区域包括珠

江口东岸的东莞、深圳与西岸的番禺、中山 4 个行

政区域，辖区总面积约 6 411 km2（图 1）。因遥感影像

资料的限制，研究区域只涉及到中山和深圳两个行

政区域的部分区域，分别占中山和深圳行政区域总

面积的 71％、79％，但包含了中山与深圳两个行政区

域主要城市发展与土地利用变化区域，能在较大程

度上反映两个行政区域的土地利用格局。 珠江口东

岸地貌结构相对西岸复杂多样，以丘陵台地、冲积

平原为主，深圳和东莞东部多山，山体庞大，海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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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remote sensing（RS） and GIS as technology support，the TM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4 different time phases
in 1988～2002 were used as the main information source，the space－time evolution process of land use in coastal area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was revealed． Results indicated that，the land use in coastal area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had changed
dramatically，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land had changed into construction land that was the biggest trait in typical region
land use change，the area of land such as construction land continued to increase，the area of agricultural land such as farm-
land continued to 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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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0～600 m，地形分割强烈；西岸的中山、番禺大

部分为平坦开阔的冲积平原与滩涂，是珠江三角洲

地区重要作物生产基地。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口两

岸充分利用毗邻香港、 澳门的区位优势和深圳、珠

海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承接香港、澳门地区的产

业转移和经济辐射，迅速发展为中国东南沿海经济

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带。

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研 究 所 采 用 的 基 础 数 据 为 Landsat －5 TM
（1988、1995、1998 年）与 Landsat－7 ETM （2002 年）
遥感影像数据， 轨道号为 122 ／ 044。 研究根据中国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和土地的用途、经营

特点、利用方式和覆盖特征等因素作为土地利用的

分类依据，参考国土资源部划分标准体系，从高级

到低级逐级划分，在分析过程中结合珠江口两岸区

域土地利用特点与遥感影像的解译精度，同时考虑

到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变化与驱动因素，将土地利用

类型分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居民点及建设用

地、水域和未利用土地共 7 个类型，其具体的分类

体系与含义见表 1。
土地利用分类的主要工作是遥感影像的解译，

首先对不同时相的遥感影像进行详细的解译，最后

对分类结果进行合并归类。 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

遥感解译大致分为影像获取与预处理、土地分类解

译标志建立、监督分类以及精度评价等环节。 这里

以 2002 年经 几何纠正的 ETM 遥 感 影 像 为 参 考 图

像， 运用二元二次多项式分 别对 1988、1995、1998
年遥感影像进行多波段合成以及几何精纠正，其纠

正误差均控制在 0．5 个像元内， 并采用双向线性插

值法进行重采样，其空间分辨率为 30 m。 然后运用

ERDAS 的图像掩膜功能（Mask），以广东省行政边界

图为掩膜图像，分别切取出不同时相的珠江口两岸

遥感影像［3－5］。

3 结果与分析

3．1 遥感分类精度评价

遥感解译结果主要参考了广东省 1995 和 2002
年土地利用类型图，同时结合野外调查数据和目视

解译方法对各时相影像的分类结果进行精度评价。
精度评价主要利用 ERDAS 分类模块下的 Accuracy
assessment 功能，通过随机产生的 256 个样点，采用

误差可能性矩阵原理进行各时相遥感解译结果精

度评价，得到 4 个时相遥感影像分类精度评估结果

（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1988、1995、1998、2002 年

遥 感 分 类 结 果 抽 样 精 度 分 别 为 82．42％、82．03％ 、
82．42％ 、81．64％ ，Kappa 系 数 分 别 为 0．774、0．761、
0．792、0．779，基本能满足土地利用变化分析要求。

3．2 土地利用变化初步分析

根据上述解译流程，将遥感影像分类结果转化

为 ArcGRID 数据格式， 然后利用 ArcGIS 软件进行

1988、1995、1998 和 2002 年 4 个不同时相土地利用

分类制图（图 2），利用研究区行政边界图切取出珠

表 2 研究区 4 个时相遥感影像分类精度评估

时相

1988
1995
1998
2002

抽样精度//%
82.42
82.03
82.42
81.64

Kappa 系数

0.774
0.761
0.792
0.779

表 1 珠江口两岸土地利用分类体系

土地利用类型

水域

林地

草地

园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土地

土地利用类型含义

海洋和陆地水域，主要包括河流、湖泊、水库、池塘

及其水利设施用地

天然林地与人工林地，主要包括生长乔木、竹类的

土地， 城市用地类型中公园等大面积种植林木的

地方（果园除外）

各种灌草地、疏林地及其草地，主要为生长灌草类

和草本植物为主的荒草地。

所有的园地类型。 种植以采集果、叶、根茎等为主

的集约经营的多年生木本和草本作物，包括果树、

苗圃待用地， 城市内大面积公园待用地内种植的

果树归为此类。

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耕地、新开荒地、休

闲地、轮歇地、草田轮作地；耕种 3 年以上的滩地

和滩涂

指城乡居民点及其以外的工矿、交通等用地。

目前还未利用或难利用的土地，指沙地、盐碱地、

沼泽地、采石场及水土流失严重的裸地
图 1 珠江口两岸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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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两岸的土地利用类型图，进行不同区域土地利

用格局动态分析。
通 过 对 不 同 时 相 的 TM 遥 感 影 像 解 译 后 ，在

ArcView 支 持 下 分 别 统 计 研 究 区 及 不 同 行 政 区 域

1988、1995、1998、2002 年 4 个不同时相的土地利用

分类结果，获取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相应的数量结

构特征，然后分析比较珠江口两岸不同时相土地利

用的动态变化。 初步分析发现，伴随着珠江口两岸

经济的快速发展，1988—2002 年珠江口两岸土地利

用格局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传统农业用地迅速

向建设用地转变是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最大的特点，
建设用地等用地类型面积持续增加，耕地等农业用

地类型面积持续减小。 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珠江口两岸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以建设用地

和耕地变化最为剧烈，大量耕地流失以建设用地外

延扩张和交通沿线串珠状散状分布为特点，而新时

期的农业用地流失是以开发区连片占用农业 用地

为主要特征［6－8］。

4 小结

珠江口两岸 是珠江三角 洲经济发展 的典型区

域和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 以珠江三角洲经济

发展典型区 域珠江 口 两 岸 为 研 究 对 象， 以 1988～
2002 年 4 个不同时相的 TM 遥感影像为 主要信息

源，应用遥感图像处理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深入研

究了珠江口两岸在快速城市化与工业化进 程中土

地利用格局时空初步变化。 结果表明，在各种人文

与自然因素的驱动下，该区域迅速从传统的农业用

地为主的地区转变为新兴的高度城市化地区，伴随

着研究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珠江口两岸土地利

用格局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 研究可为科学把握

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和规律奠 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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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珠江口两岸 1988、1995、1998、2002 年土地利用示意图

b.珠江口两岸 1995 年土地利用示意图a.珠江口两岸 1988 年土地利用示意图

d.珠江口两岸 2002 年土地利用示意图c.珠江口两岸 1998 年土地利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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