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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木市盆地地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时空演变

马志昂，盖艾鸿，孙林军
（甘肃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目的］通过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格尔木市土 地 利 用／覆 盖 变 化 时 空 演 变 的 研 究，为 实 现 格 尔 木 市 更

好地协调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提 供 参 考 依 据。［方 法］以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及２０１０年 的ＴＭ 遥 感 影 像、２０１０
年的矢量数据为数据源，在ＲＳ和ＧＩＳ技术的支持下，从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时间和空间动态上分析了格

尔木市盆地地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时空演变。［结果］格尔木市盆地地区土地利用类型

以未利用地为主。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这１０ａ中：（１）土地利用变化趋势最大的为建设用地，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增加了２２７．８３％；变化最小的为林地，增加了１．２４％。（２）各 类 型 用 地 之 间 的 主 要 转 移 为：草 地 流 转 为

未利用地，来源于未利用地；耕地流转为林地，来 源 于 建 设 用 地 与 林 地；建 设 用 地 流 转 为 水 域，来 源 于 未 利

用地；林地流转为未利用地，来源于未利用地。水域主要流转为未利用地，来源于未利用地。（３）从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土地综合利用指数的差值△Ｐ＝－３．０４，是土地利用程度的调整期。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Ｐ＝１．６２，
是土地利用程度的发展期。［结论］格尔木市盆地地区耕地、林地、建设用地总体上呈增加趋势，草地、水域

呈减少趋势。整个格尔木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指数较小，土地利用的多样性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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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是十分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物 质 基 础。在 全 球 环 境 变 化 研 究 中，土 地 利

用／覆盖变化（ＬＵＣＣ）越来越被认为是全球环境变化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１］。自１９９５年，ＩＧＢＰ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和 ＨＤＰ（国际全球环境变化

人文因素计划）联 合 提 出“土 地 利 用／覆 盖 变 化（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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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ＬＵＣＣ）”研究计划以

来，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研究一直是全球环境变

化研究的前沿与热点问题［２－５］。通过ＬＵＣＣ的研究，
人们可以定性和定量评价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变化

的影响，在实践上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土地资源的合

理利用、开发与保护，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对生态、
经济 与 环 境 的 协 调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的 科 学 和 现 实

意义［６］。
由于自然因素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青藏地

区的生态极 为 脆 弱，其 中 突 出 的 表 现 为 土 地 覆 盖 变

化，如绿洲缩小、湖泊干涸、水土流失、草原退化和冰

川的消减。与此同时，经济试验区内以资源开发利用

为主，循环经济产业还处于发展初期，城镇工矿用地

需求、规模以及位置不确定性较大，致使土地利用／覆

盖变化强度不断增大，产生了许多生态环境方面的问

题。格尔木市盆地地区作为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这些问题。因此，本研究

选用格尔木市盆地地区为研究区，利用ＲＳ和ＧＩＳ技

术，通过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格尔木市土地利用／覆盖变

化时空演变的研究，以期为实现格尔木市更好地协调

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提供参考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格尔木市盆地地区位于北纬３５°１１′—３７°４８′，东经

９１°４３′—９５°５１′。属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东西长４５０ｋｍ，南北宽２２３ｋｍ，面 积 为７１　３３４ｋｍ２。

南部是玉树藏族自治州，东部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都兰县，北部是大柴旦和茫崖行政委员会，西部是

新疆维吾尔 自 治 区 巴 音 郭 楞 蒙 古 自 治 州 的 若 羌 市。

盆地地区地势平坦，海拔高度在２　６２５～３　３５０ｍ，属

典型的大陆性高原气候，干旱少雨，多年平均降雨量

２４～４０．８ｍｌ，多年平均蒸发量２３８～２　９２７．７ｍｌ。

格 尔 木 盆 地 地 区 地 域 面 积 仅 占 全 市 总 面 积 的

５９．８５％，但是却 聚 集 了 全 市９５％以 上 的 人 类 生 产、
生活及经济活动，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第一大

城市，也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经济中心，经济

总量位于海西 蒙 古 族 藏 族 自 治 州 前 列，２００６年 以 来

国民生产总值 绝 对 额 始 终 位 居 全 州 之 首，２０１０年 格

尔木市国民生产总值占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比重

的５０．３８％。

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主要包括非遥感数据，遥感数

据及各类调查数据等。
非遥感数据采用格尔木市２０１０年１∶２５万土地

利用现状图，格尔木市２０１０年１∶５万地形图，格尔

木市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库。
遥感数据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及２０１０年３期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遥 感 影 像，来 源 于 地 理 空 间 数 据 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每期影像８景，每景影像包括七

个波段，各波段空间分辨率均为３０ｍ×３０ｍ，辐射分

辨率８ｂｉｔ。影像时间主要为６—９月，因为这一时间

段是研究区内各种植被生长的旺盛时期，选择该时期

图像能够将植被区与非植被区有效区分。
调查数据 采 用《格 尔 木 市 志》，《格 尔 木 市 年 鉴》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格尔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及 政 府 部 门 公 开 网 站 的 统

计数据等。

２．２　数据处理

首先以Ｅｒｄａｓ　９．２为 平 台，进 行 彩 色 合 成 时，选

用ＴＭ　５４３波段进行组合，这个组合的合成影像，色

彩类似于自然色，符号人们的视觉习惯，并且信息量

比较丰富，能较好的反映各类地物影像的特征，便于

解译［７］，然后利用地形图对３期２４景ＴＭ 影像作几

何校正，之后对影像进行图像增强。因为利用单一时

相的遥感数据难以区分光谱特征类似的不同地类，多
时相图像数据能提供地物光谱特征间的差异，从而使

用多时相遥感数据比单时相数据可以获取更高的分

类精度［８－９］，故本研究最终采用了多时相遥感 图 像 融

合的方法以区分不同地物类型，并以格尔木市盆地行

政边界对拼接图作不规则裁减［１０］。
本研究所采用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分类体系主

要参考《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同时结合

２０１３年７—８月对 格 尔 木 市 盆 地 地 区 的 实 际 调 查 了

解以及ＴＭ影 像 的 可 分 性，确 定 将 格 尔 木 市 盆 地 地

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分为：建设用地（包括城乡居民用

地、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等）、未利用地（包括荒草地、
盐碱地、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等）、草地、耕地（包
括水田、水 浇 地 和 早 地 等）、林 地（包 括 有 林 地、灌 木

林、疏林地和其他林地等）、水域（包括河湖沟渠、水库

坑塘等）６个１级类。

２．３　精度评价

本研究在进行精度评价时，首先利用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在每期影像的分类结果上随机生成２００个点，然后根

据现有的数据同分类结果进行对比。其中２０００年正

确的点数为１５４个，精度为７７％；２００５年正确的点数

为１７８个，精 度 为８９％；２０１０年 正 确 的 点 数 为１８５
个，精度为９２．５％。结 果 表 明 本 研 究 工 作 的 遥 感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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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分 类 结 果 均 达 到 最 低 允 许 判 别 精 度 ０．７ 的

要求［１１］。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时间变化

３．１．１　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格尔木市土地

总面积１．１９×１０７　ｈｍ２，盆地面积为７．１３×１０６　ｈｍ２。
占格尔木市 总 面 积 的５９．８５％。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中

利用土地利用类型图统计出格尔木市盆地地区的影

像分类结果（详见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格尔木市的土

地利用类型主要是草地和未利用地，其次是林地，所

占比例最小的是耕地。结果说明格尔木市盆地地区

后备土地资源比较丰富，城镇化水平不高、城市基础

设施相对 落 后，耕 地 面 积 少，耕 地 保 护 形 势 严 峻 的

状况。

表１　格尔木市盆地地区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现状

项 目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水域 未利用地

２０００年面积／ｈｍ２　 ２　０２８　６４９．９９　 ６　６６４．４０　 １１　８３４．９６　 ２４５　０３３．７０　 １５０　８４１．４８　 ４　６９０　３７６．１０
比例／％ ２８．４４　 ０．０９　 ０．１７　 ３．４４　 ２．１１　 ６５．７５

２００５年面积／ｈｍ２　 １　７８２　５２７．２７　 ７　０５１．５８　 ２８　３７８．７５　 ２２８　６２６．８７　 １４５　９２６．５６　 ４　９４０　８８９．５９
比例／％ ２４．９９　 ０．１０　 ０．４０　 ３．２１　 ２．０５　 ６９．２５

２０１０年面积／ｈｍ２　 １　８６７　９４８．２２　 ６　７９７．４０　 ３８　７９８．５６　 ２４８　０７６．２７　 １２６　１０６．４３　 ４　８４５　６７３．７５

比例／％ ２６．１９　 ０．１０　 ０．５４　 ３．４８　 １．７７　 ６７．９２

　　注：占比为格尔木盆地地区各土地利用类型占盆地地区总面积的比例。

３．１．２　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格尔木市盆地

地区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现状表（表１），得到格尔木市

盆地地区土地利用变化趋势表（表２）。
由表２可知：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格尔木市盆地地

区增幅最大 的 为 建 设 用 地，其 次 为 耕 地、林 地。减 幅

最大的为水域、其次为草地。其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增

幅最大的为 建 设 用 地，其 次 为 耕 地、未 利 用 地。减 幅

最大的为草地、林地、水域。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段，增幅最

大的为建设 用 地、其 次 为 林 地、草 地。减 幅 最 大 的 为

水域、其次为耕地、未利用地。

表２　格尔木市盆地地区土地利用变化趋势

土地利用
类型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变化面积／ｈｍ２ 年变化率／％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变化面积／ｈｍ２ 年变化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变化面积／ｈｍ２ 年变化率／％
草 地 －２４６　１２２．７２ －１２．１３　 ８５　４２０．９５　 ４．７９ －１６０　７０１．７７ －７．９２
耕 地 ３８７．１８　 ５．８１ －２５４．１８ －３．６０　 １３３．００　 ２．００
建设用地 １６　５４３．７９　 １３９．７９　 １０　４１９．８１　 ３６．７２　 ２６　９６３．６０　 ２２７．８３
林 地 －１６　４０６．８３ －６．７０　 １９　４４９．４０　 ８．５１　 ３　０４２．５７　 １．２４
水 域 －４　９１４．９１ －３．２６ －１９　８２０．１３ －１３．５８ －２４　７３５．０５ －１６．４０
未利用地 ２５０　５１３．４９　 ５．３４ －９５　２１５．８４ －１．９３　 １５５　２９７．６５　 ３．３１

　　综上，格尔木市盆地地区 从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再 到

２０１０年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的 总 体 趋 势 是：草 地 先 减 少 后

增加，总体减少；耕地 面 积 先 增 加 后 减 少，总 体 增 加；
建设用地面积一直在增加，且 增 加 程 度 比 较 剧 烈；水

域面积一直在减少；未利用地 面 积 先 增 加 后 减 少，总

体增加。

３．１．３　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分析　转移

矩阵可以全面的反应出区域土地利用 变 化 的 结 构 特

征与各用地类型的变化方向。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图，在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中做出土

地利用类型转移图，统计数据并建立土地利用转移矩

阵（表３—５）。
从表３可 知，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格 尔 木 市 盆 地 地

区：草地主要流转为未利用地，主 要 来 源 于 未 利 用 地

与林地；耕地主要流转为未利 用 地，主 要 来 源 于 草 地

与林地。建设用地主要流转为水域，主要来源于未利

用地。林地主要流转为未利用地，主要来源于未利用

地与草地。水域主要流转为未利用地，主要来源于亦

为未利用地。未利用地主要流转为水域，主要来源于

水域与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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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格尔木市盆地地区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ｈｍ２

土地利用类型
２００５年

草 地 耕 地 建设用地 林 地 水 域 未利用地 ２００５年合计

草 地 １　７５６　３６１．７５　 ０．００　 ５．１５　 ３　７６６．８１　 １７．３５　 ２２　３７５．３２　 １　７８２　５２６．３９
耕 地 ３７５．００　 ６　４６３．２２　 １．０４　 ２１０．８３　 ０．００　 １．４９　 ７　０５１．５８
建设用地 １２．３０　 ２．９９　 ９　９５４．５４　 １６．０４　 １０．０２　 １８　３８２．８７　 ２８　３７８．７５

２０００年 林 地 ２　２０８．２４　 ５５．２４　 ２．８０　 ２２４　４７３．５９　 ０．００　 １　８８７．０１　 ２２８　６２６．８７
水 域 ３　０４５．１１　 ０．００　 ９４５．１４　 ０．００　 １１８　５２９．０５　 ２３　４０４．９８　 １４５　９２４．２８
未利用地 ２６６　６４７．５９　 １４２．９６　 ９２６．３０　 １６　５６６．４３　 ３２　２８４．１１　 ４　６２４　３２５．３８　 ４　９４０　８９２．７７
２０００年合计 ２　０２８　６４９．９９　 ６　６６４．４０　 １１　８３４．９６　 ２４５　０３３．７０　 １５０　８４０．５３　 ４　６９０　３７７．０５

表４　格尔木市盆地地区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ｈｍ２

土地利用类型
２０１０年

草 地 耕 地 建设用地 林 地 水 域 未利用地 ２０１０年合计

草 地 １　７５４　１７３．８３　 ３３４．９８　 ５．０６　 １６９．８１　 ２　５４１．９２　 １１０　７２２．６３　 １　８６７　９４８．２２
耕 地 ０．００　 ６　６２６．３１　 ２．２２　 ６８．２４　 ０．００　 １００．６３　 ６　７９７．４０
建设用地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８　０３７．７７　 １９．４６　 ７０５．８９　 １０　０３５．４４　 ３８　７９８．５６

２００５年 林 地 ３　５３８．５８　 ９０．２９　 １６．５６　 ２２８　３６５．３６　 ０．００　 １６　０６５．４８　 ２４８　０７６．２７
水 域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　０９８．３４　 ６　００８．０９　 １２６　１０６．４３
未利用地 ２４　８１３．９８　 ０．００　 ３１７．１４　 ４．０１　 ２２　５７８．０９　 ４　７９７　９６０．５０　 ４　８４５　６７３．７１
２００５年合计 １　７８２　５２６．３９　 ７　０５１．５８　 ２８　３７８．７５　 ２２８　６２６．８７　 １４５　９２４．２４　 ４　９４０　８９２．７７

　　从 表４可 知，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格 尔 木 市 盆 地 地

区：草地主要流转为未利用地，主要来源于草地；耕地

主要流转为草地，主要来源于 耕 地 与 林 地；建 设 用 地

主要流转为未利用地，主要来 源 于 未 利 用 地；林 地 主

要流转为草地，主要来源于未 利 用 地；水 域 主 要 流 转

为未利用地，主要来源于亦为 未 利 用 地；未 利 用 地 主

要流转为草地，主要来源于水域。

从表５可 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格 尔 木 市 盆 地 地

区：草地主要流转为未利用地，而 草 地 主 要 来 源 于 未

利用地；耕地主要流转为林地，而 耕 地 主 要 来 源 于 建

设用地与林地；建设用地主要 流 转 为 水 域，而 建 设 用

地主要来源于未利用地；林地 主 要 流 转 为 未 利 用 地，
而林地主要来源于草地与未 利 用 地。水 域 主 要 流 转

为未利用地，而水域主要来源于未利用地。

表５　格尔木市盆地地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ｈｍ２

土地利用类型
２０１０年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水域 未利用地 ２０１０年合计

草 地 １　８６５　３６１．１４　 ０．００　 ５．１５　 ２２８．２４　 １０．０２　 ２　３５３．７０　 １　８６７　９５８．２４
耕 地 ４０．０２　 ６　５６６．２１　 １．０４　 １８８．６１　 ０．００　 １．５６　 ６　７９７．４４
建设用地 ９．８８　 ４３．１０　 １１　４４９．３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７　２８６．２６　 ３８　７８８．５４

２０００年 林 地 ２　０３８．４３　 ５５．０９　 ２．８０　 ２４４　１０２．９６　 ０．００　 １　８７６．９９　 ２４８　０７６．２７
水 域 ５０３．２０　 ０．００　 ３６１．９２　 ０．００　 １１１　２１７．４７　 １４　０２３．８５　 １２６　１０６．４３
未利用地 １６０　６９７．３３　 ０．００　 １４．７５　 ５１３．８９　 ３９　６１３．００　 ４　６４４　８３４．７３　 ４　８４５　６７３．７１
２０００年合计 ２　０２８　６４９．９９　 ６　６６４．４０　 １１　８３４．９６　 ２４５　０３３．７０　 １５０　８４０．４９　 ４　６９０　３７７．１０ —

３．１．４　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程度的差异分析　土地

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是反映土地利用的 广 度 以 及 深 度

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不但反映 了 土 地 的 自 然 属 性，也

反映了人类对土地生态系统 的 影 响 因 素。著 名 学 者

刘纪远提出了土地利用程度分级原则 和 土 地 利 用 的

定量化表达式［１２－１３］。

　　Ｐ＝１００×∑
ｎ

ｉ＝１
Ａｉ×Ｃｉ　Ｐ∈［１００，４００］ （１）

式中：Ｐ———区域土地利用程度的综合指数；Ａｉ———
区域内第ｉ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Ｃｉ———区域内

第ｉ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面积百分比（％）；ｎ———土

地利用分级数。
目前主要按照土地利用类型来分级，将土地分为

未利用土地级、林草水土地级、农用地土地级、城镇聚

落用地级，并将分级指数分别设定为１，２，３，４。由此

分级原则和公式可知，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变动范

围为１００～４００，其大小反映了土地利用程度的高低。
根据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出格尔木市盆 地 地 区 土 地 利

用程度综合指数（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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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格尔木市盆地地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项 目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综合指数 １３４．６７　 １３１．６３　 １３３．２５ －３．０４　 １．６２ －１．４２

　　对 于 某 个 区 域 土 地 利 用 的 变 化 程 度，可 以 用 土

地利用综合 指 数 的 差 值 来 表 示，即 用△Ｐ 表 示。当

△Ｐ＞０时，说 明 该 区 域 土 地 利 用 处 于 发 展 期；当

△Ｐ＜０时，说明 该 区 域 土 地 利 用 处 于 调 整 期 或 者 衰

退期。从表７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Ｐ＝－３．０４，是

格尔 木 市 土 地 利 用 程 度 的 调 整 期；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Ｐ＝１．６２，是格尔木市土地利用程度的发展期。

３．２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空间格局

３．２．１　多样性分析　格尔木市盆地地区包括郭勒木

德镇、大格勒乡、察尔汗行政委员会、乌图美仁乡４个

乡镇。４个乡镇的土地利用变化也存在着差异，本研

究采用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指数［１４］来衡量各乡镇土

地利用的多样性。信息熵指数 用 来 描 述 土 地 利 用 结

构的分异程度和随机程度。值越高，意味着土地利用

结构更加“混乱”或“分散”，土地利用类型多 样，随 机

性大。用公式表示为：

Ｈ＝－∑
ｎ

ｉ＝１
ＰｉｌｎＰｉ （２）

式中：Ｈ———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指数；ｉ———某一土

地利用类 型；ｎ———土 地 利 用 类 型 总 数；Ｐｉ———第ｉ
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比重。

根据此公式，计算得出格尔木市盆地地区及其各

乡镇的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指数（表７）。
由表７可见，２０００年，格尔木市的土地利用结构

信息熵指数为０．８５，。格尔木市４个乡镇，只有郭勒

木德镇高于整个市，指数为０．９０，其余３个乡镇均低

于格尔木市，其中最低的为察 尔 汗 行 政 委 员 会，其 信

息熵仅为０．３９。２００５年，格 尔 木 市 的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信息 熵 指 数 略 有 下 降，为０．８２。高 于 整 个 市 的 仍 然

为郭勒木德镇，为０．８５，最低的仍然为察尔汗行政委

员会，其值为０．５０，有上升。２０１０年，格尔木市的 土

地利 用 结 构 信 息 熵 指 数 为０．８４，略 有 上 升。察 尔 汗

行政委员会仍为最低，但略有上升，为０．５２。

表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格尔木市盆地地区及其

各乡镇的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指数

地 区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格尔木市盆地地区 ０．８５　 ０．８２　 ０．８４
察尔汗行政委员会 ０．３９　 ０．５０　 ０．５２
大格勒乡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８１
郭勒木德镇 ０．９０　 ０．８５　 ０．８９
乌图美仁乡 ０．８４　 ０．８０　 ０．７９

综上说明，整个格尔木市土地利用的多样性相对

较低，很多乡镇单元以一种或少数几种土地利用类型

为主，单一化程度较高。

３．２．２　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　本研究利用土地

利用类型相对变化率来反应４个乡镇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的区域差异。

Ｒ＝ Ｋａ
Ｋ（ ）ｂ ／ＣｂＣ（ ）ａ （３）

式中：Ｋａ，Ｋｂ———某乡镇的某一特定土地利用类型研

究初期及研究末期的面积（ｈｍ２）；Ｃａ，Ｃｂ———研 究 区

域某一 特 定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研 究 初 期 及 研 究 末 期 的

面积。
当Ｒ＞１时，表明该区域这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较全区域的这种土地利用类 型 变 化 大。根 据 公 式 计

算得到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盆地地区各乡镇土地利用类型

相对变化率（表８）。

表８　格尔木市盆地地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各乡镇土地利用类型相对变化率

地 区 年份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水域 未利用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０．８８　 ０．００　 ０．８５　 ０．９３　 ０．７９　 １．０９
察尔汗行政委员会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０．８９　 ０．９６　 ０．９３　 ０．９７　 ０．９４　 ０．９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０．９２　 ０．００　 ０．８７　 ０．８４　 ０．７７　 １．０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０．９２　 ０．９８　 ０．９６　 ０．８４　 ０．００　 ０．８７

大格勒乡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０．９９　 ０．９０　 ０．９５　 ０．９９　 ０．００　 ０．９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０．９６　 ０．９３　 ０．９２　 ０．９２　 ０．００　 ０．９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０．９７　 ０．９９　 １．０１　 ０．９６　 ０．９８　 ０．９９

郭勒木德镇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０．９６　 ０．９８　 １．０６　 ０．９３　 ０．９２　 ０．８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０．９３　 ０．８８　 １．５６　 ０．９５　 ０．９６　 ０．８９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１．０３　 ０．９６　 ０．９９　 ０．９３　 １．０４　 ０．９８

乌图美仁乡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１．０３　 ０．９６　 ０．９７　 ０．９４　 １．０７　 ０．９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１．０６　 ０．９５　 ０．９４　 ０．９２　 １．１１　 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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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表８可 知：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察 尔 汗 行 政 委 员 会

的未利用地、郭勒木德镇的建 设 用 地，以 及 乌 图 美 仁

乡的草 地、水 域 相 对 变 化 率 分 别 比 全 区 大。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年格勒木德镇的建设用地，乌图美仁乡的草地、
水域相对变化率分别比全区大。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察 尔 汗 行 政 委 员 会 的 未 利 用 地

相对变化率较全区大，主要由于察尔汗行政委员会是

格尔木市盆地地区主要的矿 区，采 矿 用 地 废 弃，正 处

于自然恢复阶段，导致未利用地面积增加。郭勒木德

镇建设用地相对变化率较全区大，主要是因为郭勒木

德镇是格尔木市的行政中心，城市扩张使得该地区的

相对变化率较全区大。乌图美 仁 乡 的 草 地 与 水 域 相

对变化率比全区大，主要是由于格尔木市盆地地区的

河流均为内陆河，而该区域的水域面积的减少导致草

地退化。

３．３　时空演变结果

（１）草地先减少后增加，总体上是减少的。主要

原因为盆地地区河流均为内陆河流，随着水域面积的

减少，导致一些河流水量减少，无法满足草地需水量，
再加上不合理的放牧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草地的退化；
研究后期草地面积略有增加，主要是原因是及时的调

整了农牧业的生产结构，使得草地得到一定程度的休

养生息，但是总体来说格尔木市盆地地区的草地面积

是退化的。
（２）耕地先增加后减少，总体上是增加的。研究

前期 盆 地 地 区 耕 地 略 有 增 加，主 要 是 由 于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 格 尔 木 市 盆 地 地 区 人 口 增 长 较 快，为 了 应 对

人口增长带来了压力，进行了 一 些 土 地 开 发 的 活 动。
研究后期耕地面积略有减少，主要原因是加大了退耕

还林的力度，以及在部分区域扩大了经济林的种植。
（３）建设用地一直在增加，由于人口的增长以及

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格尔木市盆地地区建设

用地的增加速度较快。城镇建 设 用 地 的 增 长 主 要 集

中在郭勒木德镇，而采矿用地的增加主要集中在察尔

汗行政委员会。
（４）林地先 减 少 后 增 加，但 是 总 体 上 是 增 加 的，

研究前期林地面积的减少主要原因还 是 由 于 水 域 面

积的减少，导致了林地供水量的不足。研究后期加大

了退耕还林的力度，以及实施 了 土 地 整 治 开 发 项 目，
开发后的土地用于耐旱经济林的种植。

（５）水域一直在减少，研究期内由于盆地地区人

口增长，生活用水量 增 大。第 二 产 业 快 速 发 展，生 产

用水量增加。以及灌区不合理的灌溉方式，使得水域

面积不断减少。
（６）未利用地先减少后增加，总体增加。前期未

利用地减少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采矿用 地 的 扩 张 占 用

了未利用地，但是随着部分矿 藏 的 的 枯 竭，又 没 有 及

时的对这些废弃的采矿用地及时的处理，导致了未利

用地增加。
（７）从表７可知，从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Ｐ＝－３．０４，

是土地利用程度的调整期；该 段 时 期 内，格 尔 木 市 盆

地地区土地利用较为粗放，经 济 发 展 缓 慢，城 镇 化 进

程较慢。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Ｐ＝１．６２，是 土 地 利 用

程度的发展期。在该时段内，格尔木市盆地地区第二

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采矿用地迅速增长。处于经济

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进程不 断 加 快，建 制 镇 用 地 和

配套的相应基础设施也得到 了 迅 速 的 发 展。同 时 这

段时期内，加大了对未利用地的开发力度及土地综合

整治的程度，使土地的利用率得到了提高。

４　结 论

（１）本文利用Ｅｒｄａｓ　９．２和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对格尔

木市盆 地 地 区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３期 遥 感 影 像 数

据，２０１０年矢量数据进行处理，从时间变化和空间格

局两方面研究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格尔木市盆地地区市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 时 空 演 变，并 分 析 了 演 变 的 原

因，对于干旱地区的 土 地 利 用／土 地 覆 盖 分 类 及 其 时

空演变分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２）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分 别 为 第 十 个 五 年 规 划

和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起始年与结束年，选取这３ａ
的数据可以较好的反映出“十五”及“十一五”期间格

尔木市盆地地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
（３）对于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监测的最佳状态应

该是 动 态 的 和 持 续 性 的［１５］，但 要 做 到 这 些 会 面 临 遥

感影像的连续获取、大量的数据提取工作和数据产品

精度验证等难题，而对于变化结果的分析需要真实详

尽的社会经济数据，这些在实际工作中都是难以做到

的。文中研究同样面临这样的难题，对于格尔木市盆

地地区更长时间跨度连续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动态

监测和对于土地利用变化和驱动因素 的 定 量 分 析 是

未来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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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提供合理依据和保障之余，应更加注重保护生态

环境，形成良好的土地利用景观风貌和多样化绿色生

态空间。在保 障 新 农 村 建 设 和 重 点 项 目 与 重 大 工 程

用地基础上，促进农用地布局的调整优化，将土地资

源更好地规划和配置，对新开垦的土地，严格按照农

田林网化标准完善防护林建设，提高农区林地面积，
增加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喀什市生态环境，构

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绿洲田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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