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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宾河汇集盆地周围的流

水并穿越其中
,

它被两边的陡岸所夹和被

一片泛滥平原所环绕
,

它汇集来 自东边和

西边山区的支流
,

从而分布有许多河流冲

积扇
,

在波状起伏的地形上
,

古老的冲积

高阶地和中阶地复盖着一片或多或少被开

垦或被毁坏的稀疏的森林或灌从
。

这片泛

滥冲积平原经过几个世纪的整治
,

由清迈

府循南宾河和它的支流构成纵横交错的灌

溉渠道
,

形成了一块块水田
。

该研究地区使用的两种基 本
!

资 料 是

# % ) ∗年 ∗ 月#∋ 日拍摄的航空象片和 #% ) +年

# 月∗ , 日陆地资源卫星图象和计算机兼容

磁带
。

据此完成了各种比例尺图象的解译和

地图的编制
,

同时还对这些不同的制图成

果作了评价和对比分析
。

一
、

土地利用的象片判读

按照资料的比例尺
,

属于如下三种类

型
−

#
!

大比例尺 # − ∗ 万航摄象片
。

.

一%留年 ∗ 月#∋ 日拍摄的 # − ∗ 万全色

航空象片
,

质量好
,

可供考察地区的土地

/01
一

用和植被类型的分析时使用
。

尤其是两张典型象片的解译
。

一张是

盆地的西部
、

另一张是盆地的中央
。

在盆地西北角的一张象片上
,

能清晰

地分出森林或灌从
,

以及不同程度上被毁

坏的疏林和光秃的裸地
,

即位于阶地上被

废弃或末被废弃的采石场
,

此外
,

由果树

与住房混合分布的村落也能清楚地区别出

来
。

水田的色调较复杂
,

大体只能区分两

种明显的对比色调
。

一种呈深色的小块
,

其颜色可从深到黑色
,

这是种过黄豆后的

火烧地
、

生草荒地和根茎叶发 育 的 作 物

烟草
、

洋葱
。

另一种呈明亮的几乎白

色的小块
,

那是乾燥土壤组成的稻茬田
,

或是翻锄过的土地和尚未灌溉的土地
。

因

此从较深灰阶到较浅灰阶
,

人们把水田分

成
−

—
生草荒地或现耕种的水 田作物

,

—
长草的稻茬田

,

潮湿土壤
,

—
乾燥的稻茬田

。

该象片表示了最全面和最 多样 的 水 田 景

观
。

在渭南冲积平原中部的象片土
,

可看

出招南河泛滥平原的分布
、

水网
、

村落
、

古河道以及水田
。

水田也有两种明显的色

调
。

深灰是积水洼地
、

草被或蔬菜烟草大

葱 2 白色是裸地
、

刚锄过的和 很 乾 的 水

田
、

旱地
。

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两个中间类

型
。

浅灰色为长草的稻茬田
、

小块的耕作



地 乾季水田作物 , 近于白色的浅灰是

水稻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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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比例褚盆之功万镶嵌象片
。

在航摄镶嵌象片上能反映景观特征和

地理单元
。

如分出阶地景 观 森
#

林
一

和灌

丛
、

果园
、

早地
、

果树村落和水田
。

其中水田还可分三种类型
−

—
最亮的色调是水稻田

,

—
最暗的色调是暗色土壤及潮湿的草

甸
、

沼泽低地
,

或相当于水田作物及被烧

过的水稻田
。

—
过渡地带色调较亮

,

是一些根茎叶

不甚发育的水田作物和小块稻 茬 田 的 混

杂
。

本象片能使人纵观整个泪南盆地的不

规则的几何图象
。

+
!

小比例尺地球资源卫星图象
。

# % ) )年 ∗ 月 # 日和# % ) +年 # 月∗ , 日拍

摄的这两种图象
,

成象 日期接近
,

它们与

航片基本相近
,

可以进行直接 的 对 比 分

析
。

0 − ∃∋ 万彩色合成图象
,

只能观察大

地貌单元和土地利用组合类型
。

但可了解

两个日期的气候变化
,

从植被复盖度和土

坡湿度的界线变动
,

可以断 定 #% ) ) 年 比

3 , ) ∃年降水多
。

在放大约 # − ∗∋ 万的 ∃ 波 段 图 象 上

# % )+ 年 # 月∗, 日
,

能清晰地看到分布

在河流沿岸阶地边缘的果树村落
、

乾燥的

稻茬田和采石场
,

相反 , 很难把阶地上的

卑地和永田分开
,

但是桑帕通西边的两条

公路可以识别出来
。

此外在水田作物区或

沼择低地区可看到一些混合类型
。

至于澎

湿地和泛滥地
、

植被茂密的耕作区和单独

的果树村落都难以辨别
。

在 ) 波段近红外图象上 #% ) +年 # 月

∗ , 日
,

很清晰地区分出循南宾河
,

但主

要支流涸南光河因其河道细小只能局部看

到
。

沼泽和灌区
、

烧过的稻茬田呈黑色或

深灰色
。

其它农用地都是均匀的灰色
,

虽

然灰色图斑能分 出四种
,

但却不能给予确

切的解译
。

二
、

橄字信息的分析

#
!

# − ∃ 万地理信息地图

利用#% ) ∗年 # 月 ∗, 日计算机兼容磁带

∃ 和 ) 波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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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三色笔输

出分类结果 + ∋ ∋ = + ∋ ∋个象元点
。

初始样本 ∗∋ 个同质试 验 区 是在

#% ) ∗年 ∗ 月的 # − ∗ 万航片上根据实地考

察而划分
−

沼泽或泛滥地带 ( 个区
,

果树村落 + 个区
,

稀树和灌丛 ( 个

区
,

水田作物 , 个区
,

水稻田 +

0 > 9 + 年 # 月 ∗, 日 试 验 带 的 混 合 矩 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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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
。

混合矩阵使事先选择好的级别有可能

划分 出来 见表
。

其中两个最明显的级

别是稻茬田和沼泽地
。

水田作物也能较好

地分 出来
,

但它与果树村落有些混淆
。

而

果树村落同森林之间则难以分开
。

通过预处理分析
,

根据两 个 波 段 特

征
,

按照其边界所确定的若干类别
,

约定

分级
。

在混合矩阵 中该图形可借用字符多

次组合打印直观地反映
。

但在不同样本的

直方图中
,

其分布是不连续的
,

这就能使

人们通过其边界确定出新的类型和亚类
。

这样得到 # − ∃ 万六个类型的地理信息地

图
,

也即在航片和实地检验后所确定的图

例
。

用镶嵌象片与地图的对比分析表明它

具有很好的效果
。

果树村落和部分森林与

稀疏灌丛都能很好地确定位置
,

沼泽地和

泪南河亦然
。

稻茬田也能准确地表示在图

上
。

然而 ( 波段中的水田作物同 , 波段中

分布在阶地上或果树村落中的乔木与稀疏

灌丛彼此出现 混淆现象
。

通过该地区的深人研究表明
。

由象元

大小引起的图形轮廓
,

在地图和解译象片

之间存在着一个密切的相应关系
。

凡最潮

湿的地带或烧过的稻茬田
,

在象片上是色

调最暗的地方
。

一般说这些稻茬田是容易

定位的
。

相反
,

森林稀疏灌丛与根茎叶发

育的作物之间严重混淆
,

以致整个高阶地

的景观难以清楚地表示
。

乔木或小灌木群

和水田中的旱作之间的界线和航片一样
,

反映得也很不明显
。

实践证明
,

当植被复盖度不太大的情

况下
,

即使陆地卫星的多光谱信息
,

其地

面分辨力很差
,

以致不能分析景观到地块

的程度
,

但土地利用的主要类型还是能很

好地反映
。

∗
!

在 9 5 86 Β和 Β ;  8Χ 系 统 上 编 制 的

# − ∗ ∋万地图

利用 #% ) +年 又月 ∗称日陆他潭属和象的

计算机兼容磁带护 在法国地理研
!

穷
−

阶韵
Β ; ΔΕ 系 统 上 进

−

行 几 何 纠 正≅肩
, −在

9 58 6 Β交互型系统上
,

实行了 监督分菜

和回放处理
,

最后得到 #
一

2 ∗∋ 万的整个循

南河盆地的彩色地图
!

。
!

2

在上述 # − , 万地图上
,

很多象元都

是未分类的 呈白色
,

如潮湿地面沁烧

过的稻茬田
、

沟谷或山丘的阴坡都没有被

分类
,

在选择的样品值中
,

它们的反射值

是含糊不清的
。

树叶茂密葱绿的果树与被

破坏的稀疏灌丛中一些青绿的乔木之间叭

也没有任何差异
。 ·

在稻田区泛滥地带或烧过的稻茬甲呈

深兰色
,

桑帕通西部一些地方常出现水田

作物呈浅兰 色 烟 草
、

花 生
、

大 豆
、

六

葱
、

洋葱
、

各种疏菜“

一
。

相反
,

最乾燥的稻茬田和裸地同以稻

茬田为优势的混合地带相比
,

具有很好的

识别特性
,

同时水田作物还具有密度较大

的特点
。

在该地图上
,

人们能划出若干景观单

元和生态单元的群体
。

三
、

结论

从编制土地利用图的角度出发
,

入们

根据已确定的三种大小比例尺进行分类和

评价各种资料
。

‘ .

#
!

大比例尺 # − ∗ 万至 # − , 万 图象

资料
‘

布

比例尺愈大
,

在象片上分 析 图 斑菜

型
,

识别制图也愈方便
。

图象识别制图
,

不论是通过图斑形状
,

还是借助于准确的

地形定位
,

都是以个体特征的分析程度而

实现的
。

而且
,

识别标志是以地面土人的

视力比例而定的
。

例如个体是树
、

房子
,!

也可以是田地
‘

、

村落和森林
,

那么在象片

上利用方位图象比透视图象更优越更加能

很好地识别个体界线及其轮廓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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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银络‘私丫波段图象编制的 Φ − , 万

,

物越信感地陈 在水田区能较准确地区分

妞各种土地利用类型
,

它接近于 # − ∗ 万

奎色象片判读的精度
,

虽然轮廓线被简化

2
’

叭 但是却能很好地区分出土坡的湿度
。

相反
,

在阶地上有许多类型相当模糊
,

比

,−! 奋 − 含万全色象片判读的效果要差得多
。

“
釜色象片没有经过几何纠正

,

而地理信息

她国在平原和面积相对较小的地方
,

同地
‘

猎麟图几乎可以重迭
,

这样对于同一地区

徽片封读的结果进行拼接
,

那 是很 方 便

的‘
’

,

2

∗
!

小比例尺 # − # ∋ ∋ 万至 # − ∃∋ 万 图

嵌赘怀
“

’

川⋯,2
−

对这种比例尺制图
,

人们不再是表示

娇体‘ 而是反映较复杂的群体
。

因此经常

将一些不同质的东西集合为同一类型
,

并
‘
胜其轮脚线和形状也是准确清晰的

。

识别
,

称愚的地理界线不再属地形的范畴
,

而是

祠地貌协调一致的
,

因而它不再是通过图

斑来识别个体
,

而是结合区域景观单元的
0

抽钩序列标志来识别群体
。

对这种小比例尺图象
,

当它是多光谱

时 假彩色合成
,

人们可以获得一个全

区的总轮廓概念
。

另外在每一通道的黑白
‘

片上
,

也能得到许多专题信息
,

如 ) 波段得
“Γ

到有关土坡湿度或火烧地信息
,

, 波段得

到植被的复盖度信息
。

由于多光谱图象的
!

他面分辫力差
,

对于土地利用 的 详 尽 研

究
,
上述比例尺的资料就难以 很 好地 完

城认但是对于在一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大面

积区城制圈
,

还是相当有用的
。

所以宜于
−以这种比例尺编制地貌结构图或地貌形态
,

抵
嗯冲比例尺

# − ∗∋ 万 至 0 − #∋ 图 象 资

神
·

气
‘

!’Φ!
卜

在大与小两个极端比例尺之间
,

当人
! ‘

和据利用中间比例尺资料时
,

其结果会如

何呢 Η 直到现在
,

这种比例尺的资料
,

都还

是靠手工来编成地图的
。

例如人们想要编

绘 0 − #∋ 万地图
,

那么可以借助 大 比 例

尺的航空象片的底片镶嵌来获得 , 或者通

过卫星图象的放大来获得
。

但是当人们对

比这两种资料时
,

从它们可能提供的信息

角度来看
,

它们是不可比较的
。

对于航空摄影而言
,

为使群体空间分

布的若干结构得以表示
,

往往因编小比例

尺图而导致专题信息的损失
,

而且界线常

常仍然是不清晰的
,

但它们的解译只是靠

地理综合分析方法而实现的
,

此外地物个

体的外形经常掩盖着群体的界线
,

因而过

渡地带表示得十分明显
。

对于卫星图象而言
,

由于放大
,

使图

斑很粗
,

也就是说没有产生出新的专题要

素的识别标志
,

没有增加新的信息
,

而对于

界线不甚清晰的大轮廓单元
,

一般是靠他

们自己的轮廓外形反映出来的
。

随着数字信息 # − ∗∋ 万地图的产生
,

人们获得一个经过几何纠正的和监督分类

的制图资料
。

虽然它比镶嵌象片具有较少

的色调和内容
,

但是它的样品特征
,

从制图

区整个范围直至每个图斑
,

都适应于正态

分布
。

因而人们能在这个资料上同在象片

镶嵌图上一样予以辨 出
。

景观单元和土地

利用组合类型
,

一般是同中等的地貌形态

单元 火山锥
、

古冲积阶地
、

泛滥低地
·
“”

!

具有相同的最佳清晰度和最高的精度
。

从总结看出
,

中比例尺和大比例尺陆

地卫星多光谱图象数据分析表明它比镶嵌

象片和全色片更具有优点
。

当然对于建立

在实地考察基础上
,

为了有助于监督分类

和正确解译分类制图
,

后面这些资料也是

必需的
。

虽然陆地卫星的多光谱图象的地面分

辨力很差
,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
,

土地利用

分析仍然可以做得很细
。

因此航片和卫片需要互相补充和有效

地结合起来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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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页 0 地球资源卫星信息的多

光谱特性
,

它的周期性和自动处理的可能

性
,

保证了它们应用的最大灵活性
。

对于

专题研究 .例如土地利用 0而言
,

其主要局

限性是地球资源卫星
,

现有的地面分辨力

太差
。

然而 1 2− 3 卫星和陆地卫星一 4 卫

星的分辨力将能达到十米到 三十米
,

因此

这方面的问题将基本上得到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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