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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米脂县银州镇 1986 年和 2006 年两期 TM 影像及 1996 年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 ,结合 GIS 空

间分析软件和遥感软件 ,分析了 1986 —1996 年、1996 —2006 年以及 1986 —2006 年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

研究表明 ,1986 —1996 年期间 ,土地利用变化表现为水域、林地和草地减少 ,耕地和其它用地增加 ,其中尤

以耕地面积变化最为显著 ,减少的林地和草地主要转化为耕地 ;1996 —2006 年期间 ,主要的土地利用变化

表现为水域、耕地和其它用地减少 ,林地和草地增加。由于受到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影响 ,耕地减少主要

表现为转化成林地和草地。总体上看 ,1986 —2006 年期间 ,银州镇土地利用变化显著 ,主要表现为水域、林

地和耕地面积减少 ,草地和其它用地面积增加 ,水域、林地和耕地主要转化为草地。1986 —2006 年土地利

用变化主要发生在梁峁地上 ,有部分无定河两岸的水浇地转化为其它用地。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在改善当

地生态环境方面虽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仍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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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Use Change Affected by Pol icy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and Grassland in Yinzhou Town , Mizh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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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aking two composite Landsat 5 TM (t hematic mapper) images in 1986 and 2006 and land use map

of Yinzhou town , Mizhi County in 1996 as data resources , land use/ land cover changes (L UCC) of Yinzhou

f rom 1986 to 2006 are st udied using t he Geograp 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Arc GIS 9. 0) and ERDAS(remote

sensing sof tware) . Result s show t hat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land use/ land cover in Yinzhou f rom

1986 to 2006. From 1986 to 1996 , change of land use st ruct ure was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es in cropland and

ot her land use types and on t he cont rary water area , by decreases in woodland and grassland. Cropland

changed obviously and woodland and grassland were mainly converted into cropland. From 1996 to 2006 ,

change of land use st ructure was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es in woodland and grassland increased. On the con2
t rary , water area , cropland , and ot her land use types decreased. Cropland was mainly converted into wood2
land and grassland driven by t he policy of ret 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and grassland. From 1986 to 2006 ,

change of land use st ruct ure was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es in grassland and ot her land use types increased

and on the cont rary , by decreases in water area , cropland , and woodland. Water area , cropland , and wood2
land were mainly converted into grassland and ot her land use types. Land use change was mainly taken place

in slope area and some croplands beside Wuding River were converted into ot her land use types. Alt hough

t 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d been greatly improved in t he area , it is still a long term task to p rotect and re2
cov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y t he policy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and grassland.

Keywords : land use change ;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and grassland; Mizhi County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作为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核

心之一 ,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 1210 ] 。土地利

用变化时空特征、变化的驱动力机制以及多尺度问题

已经成为研究焦点[11216 ] 。随着遥感技术和 GIS 的发

展 ,利用不同时期的遥感影像和 GIS 软件分析某地

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已经成为研究的主要方

法[17218 ] 。借助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分析产生时空变化

的驱动力 ,为遥感和 GIS 的时空变化特征分析结果

提供有力支持[19221 ] 。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 ,使

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米脂县土地利用发生了重要变

化 ,其中尤以银州镇 (米脂县政府所在地)土地利用变

化较为明显。银州镇和退耕还林状况 ,不仅可以反映

米脂县整体的退耕还林还草效果 ,也可反映到米脂县

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研究银州镇的土地利用变化对

指导米脂县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进一步实施及研究区

土地利用规划都有重要的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米脂县地处黄土高原腹部位置 ,位于陕西省北

部 ,东经 109°45′—110°29′,北纬 37°39′—38°5′,为典

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属中温带半干旱性气候

区 ,是黄土高原和中国大陆小杂粮主产区。米脂县从

1999 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到 2008 年共完

成退耕约 1. 5 ×104 hm2 。银州镇是米脂县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 ,县委、县政府所在地。黄河支流无定河

从境内穿过 ,在河道两边形成大面积川地 ,成为米脂

县主要粮食产区。银州镇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

会环境使其成为研究米脂县的典型区域。

2 　研究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 1 　研究数据来源

米脂县从 1997 年开始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试

点 ,1998 年在全县全面推行 ,因此研究采用 1986 年

和 2006 年两期 TM 影像 (4 ,3 ,2 波段) 以及 1996 年

米脂县银州镇土地利用现状图作为数据来源 ,分为水

域、耕地、林地、草地和其它用地 5 种土地利用类型。

利用遥感图制作 1986 年和 2006 年的米脂县银州镇

土地利用现状图 ,遥感影像解译精度 1986 年和 2006

年分别达到 95. 9 %和 91. 6 % ,其中水域解译精度为

92. 6 %和 93. 1 % ,耕地为 97. 8 %和95. 0 % ,林地为

96. 3 %和 94. 5 % ,草地为 95. 2 %和90. 3 % ,其它用地

为 88 % 和 89. 0 %。软件采用 Arc GIS9. 0 , Arc2
View3. 3 ,ERDAS9. 0 以及 EXCEL 。

2. 2 　研究方法

土地利用动态度[11 ]表征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动

态度绝对值越大 ,表示某时段内土地利用变化越显

著。利用该指标可以定量化地反映出某阶段某种类

型土地或土地整体变化的显著程度。

K =
U b - U a

U a
×1

T
×100 % (1)

式中 : K ———研究时段内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动态

度 ; U a 和 U b ———分别为研究期初与期末某一种土地

利用类型的数量 ; T ———研究时段长度 ;当 T 的时段

设定为年时 ,则 K 表示该研究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

的年变化率。

3 　结果分析
3. 1 　1986 年以来银州镇土地利用变化总体分析

图 1 为 1986 —2006 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及

退耕还林还草前后 10 a 间变化量。由图 1 可知 ,

1986 —1996 年期间 ,水域、林地和草地呈减少态势 ,

林地和草地的减少量较大 ,同期耕和其它用地增加 ,

以耕地增加量最大 ,为 3 283. 13 hm2 。1996 —2006

年期间 ,水域、耕地和其它用地呈减少趋势 ,以耕地减

少量最大 ,减少 4 222. 91 hm2 ,同期林地和草地也增

加 ,草地增加量最大 ,为 4 159. 48 hm2 。

图 1 　1986 ,1996 ,2006 年各年间土地利用面积变化情况

1986 —2006 年 20 a 间 ,银州镇水域、林地、耕地

整体呈现减少趋势 ,其中尤以林地减少量最大 ,20 a

共减少 1 171. 35 hm2 ; 变化率以水域最大 , 达

59. 22 % ,面积减少量接近 1986 年总量的 2/ 3 ;其它

用地和草地整体呈现增加趋势 ,草地 20 a 间增加

2 139. 66 hm2 ,但其变化率低于其它用地的77. 92 % ,

为 62. 20 %。

总体分析结果反映出 1996 年之前主要为林地和

草地向耕地的转化 ,1996 年之后 ,受到退耕还林还草

政策的影响 ,耕地大面积向林地和草地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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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基于 1986 年 ,2006 年遥感影像以及 1996 年土

地利用现状图 (附图 8) ,通过 ERDAS 软件计算各土

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结合 EXCEL 软件和公式 (1) ,计

算得土地利用动态度 (表 1) 。利用 Arc GIS9. 0 软件

空间分析功能 ,对 1986 ,1996 和 2006 年每两幅土地

利用图作叠加处理后 ,结合 EXCEL 计算得土地利用

类型转化面积 (表 2) 。

3. 2. 1 　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分析 　表 1 结果表明 ,

1986 —1996 年期间 ,银州镇土地利用变化显著 ,其中水

域由 407. 61 hm2 减少到 273. 925 7 hm2 ,变化总量为

133. 682 5 hm2 ,年均减少 13. 368 3 hm2 ; 林地由

3 301. 83 hm2 缩减到 1 760. 732 7 hm2 , 共减少

1 541. 197 3 hm2 ,年均减少 154. 109 7 hm2 ;草地从

3 439. 71 hm2 降为 1 419. 885 5 hm2 ,减少2 019. 824 5

hm2 ,平均每年减少 201. 982 5 hm2 ;耕地增加量最大 ,

面积从 2 230. 2 hm2 增加到 5 513. 329 hm2 ,增加

147. 2 % ,年均增加 328. 129 hm2 ;其它用地从 273. 15

hm2 增加到 684. 625 3 hm2 ,10 a 间共增加 411. 475 3

hm2 ,平均每年增加 41. 1475 hm2 。

由表 2 知 ,1986 —1996 年期间 ,水域主要表现为

向其它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化 ,而其它用地表现为其它

土地利用类型向其转化过程 ;林地和草地主要向耕地

转化 , 转化面积较大 , 分别为 1 561. 64 hm2 和

1 691. 33 hm2 。

这一时期 ,银州镇土地利用变化主要表现为水域、

林地和草地减少 ,耕地和其它用地的显著增加。耕地

和其它用地的动态度分别为 15. 06 %和 14. 72 % ,在所

有土地利用类型中是变化最显著的。

由表 1 知 ,1996 —2006 年期间 ,水域由273. 925 7

hm2 减少到 166. 23 hm2 ,共减少 107. 697 5 hm2 ,年均

减少 10. 769 7 hm2 ;林地由 1996 年的1 760. 732 7 hm2

增加到 2006 年的 2 130. 48 hm2 ,共增加 369. 7473

hm2 ,年均增加 36. 974 7 hm2 ;草地经过 10 a 的变化 ,

增加到 5 579. 37 hm2 ,共增加4 159. 484 5 hm2 ,平均每

年增加 415. 948 5 hm2 ,耕地从 1996 年的 5 513. 329

hm2 减少为 2006 年的1 290. 42 hm2 ,共减少 4 222. 909

hm2 ,年均减少422. 290 9 hm2 ;其它用地从 684. 625 3

hm2 缩减为 486 hm2 ,共减少 198. 653 hm2 ,平均每年减

少19. 862 5 hm2 。

表 2 表明 , 1996 —2006 年期间 ,水域仍然以向其

它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为主 ,林地和耕地主要转化为草

地 ,以耕地转化为草地面积最大 ,为 3 153. 992 hm2 ,

部分其它用地转化为草地和林地。

这一时期 ,土地利用变化主要表现为水域、耕地

和其它用地的减少 ,林地和草地的增加。其中以草地

和耕地的动态度最大 ,变化很显著。主要反映了开始

于 1997 —1998 年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效果。大量的

梁峁地 ( > 25°) 被人为种植生态林、经济林和灌木、

草 ,耕地在 10 a 间减少 75. 6 %。

表 1 　1986 —2006 年期间银州镇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

年代 统计类型 　　　 水域 林地 草地 耕地 其它用地

1986
面积/ hm2 407. 610 0 3 301. 830 0 3 439. 710 0 2 230. 200 0 273. 150 0

比例/ % 4. 222 8 34. 207 0 35. 635 4 23. 104 9 2. 829 8

1996
面积/ hm2 273. 927 5 1 760. 732 7 1 419. 885 5 5 513. 329 0 684. 625 3

比例/ % 2. 837 9 18. 241 2 14. 710 0 57. 118 1 7. 092 7

2006
面积/ hm2 166. 230 0 2 130. 480 0 5 579. 370 0 1 290. 420 0 486. 000 0

比例/ % 1. 722 1 22. 071 8 57. 802 3 13. 368 8 5. 035 0

变化总量/ hm2 - 133. 682 5 - 1 541. 097 3 - 2 019. 824 5 3 283. 129 0 411. 475 3

1986 —1996 年均变化量/ (hm2 ·a - 1 ) - 13. 368 3 - 154. 109 7 - 201. 982 5 328. 312 9 41. 147 5

动态度/ % - 3. 279 7 - 4. 667 4 - 5. 872 1 14. 721 2 15. 064 1

变化总量/ hm2 - 107. 697 5 369. 747 3 4 159. 484 5 - 4 222. 909 0 - 198. 653 0

1996 —2006 年均变化量/ (hm2 ·a - 1 ) - 10. 769 7 36. 974 7 415. 948 5 - 422. 290 9 - 19. 862 5

动态度/ % - 3. 931 6 2. 100 0 29. 294 5 - 7. 659 5 - 2. 901 2

变化总量/ hm2 - 241. 380 0 - 1 171. 350 0 2 139. 660 0 - 939. 780 0 212. 85 0

1986 —2006 年均变化量/ (hm2 ·a - 1 ) - 24. 138 0 - 117. 135 0 213. 966 0 - 93. 978 0 21. 285 0

动态度/ % - 2. 960 9 - 1. 773 8 3. 110 2 - 2. 106 9 3. 89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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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86 —2006 年期间土地利用类型转化面积

年代 类型 水域 林地 草地 耕地 其它用地

1986 —1996 年

土地利用类型

转化面积/ hm2

水域 273. 927 5 52. 782 3 4. 337 4 57. 503 5 27. 262 9

林地 - 52. 782 3 1 760. 733 0 - 169. 401 7 1 561. 640 0 188. 252 0

草地 - 4. 337 4 169. 401 7 1 419. 559 0 1 691. 330 0 151. 561 0

耕地 - 57. 503 5 - 1 561. 640 0 - 1 691. 330 0 2 230. 200 0 50. 262 2

其它 - 27. 262 9 - 188. 252 0 - 151. 561 0 - 50. 262 2 273. 150 0

1996 —2006 年

土地利用类型

转化面积/ hm2

水域 166. 230 0 3. 450 3 50. 302 4 51. 367 2 - 8. 509 4

林地 - 3. 450 3 1 760. 733 0 641. 983 0 - 909. 951 4 - 93. 510 6

草地 - 50. 302 4 - 641. 983 0 1 419. 886 0 - 315 3. 992 0 - 286. 986 8

耕地 - 51. 367 2 909. 951 4 3 153. 992 0 1 290. 42 184. 173 0

其它 8. 509 4 93. 510 6 286. 986 8 - 184. 173 0 486. 000 0

1986 —2006 年

土地利用类型

转化面积/ hm2

水域 166. 230 0 33. 480 0 166. 05 0 7. 560 0 34. 290 0

林地 - 33. 480 0 2 130. 480 0 1 424. 430 0 - 197. 550 0 - 22. 050 0

草地 - 166. 050 0 - 1 424. 430 0 3 439. 710 0 - 534. 330 0 - 14. 850 0

耕地 - 7. 560 0 197. 550 0 534. 330 0 129 0. 420 0 215. 460 0

其它 - 34. 290 0 22. 050 0 14. 850 0 - 215. 460 0 273. 150 0

　　3 注 :负号表示转入 ,正号表示转出。

　　1986 —2006 年期间 ,水域、林地和耕地减少 ,草

地和其它用地增加。但与 1986 —1996 年和 1996 —

2006 年两个阶段相比 ,变化过程表现很平稳 (表 1 ,表

2) 。因此 1986 —1996 年和 1996 —2006 年两个阶段

的土地利用变化具有明显的对比性。通过两个阶段

土地利用变化对比 ,表明在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影响

下 ,该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朝着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方

向发展。可见 ,政府政策是目前我国土地利用变化的

主要驱动力之一。

3. 2. 2 　退耕还林还草对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影响 　

土地利用变化既是时间上的变化过程 ,同时也是空间

上的变化过程。利用 Arc GIS 软件的计算功能 ,去除

1986 —1996 年 ,1996 —2006 年和 1986 —2006 年期间

空间上未发生变化的土地位置 (附图 9 白色显示) ,得

到 6 幅分别以 1986 年 ,1996 年和 2006 年为基础的

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图。从中可以很直观地反映

出 20 a 间米脂县银州镇的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位

置 ,以及类型间的转化过程。

如附图 9 中 ,a ,b 为 1986 —1996 年期间土地利用发

生变化的位置 ,分别以 1986 年和 1996 年土地利用类型

绘图 ,可以看出 ,主要的变化为草地和林地向耕地的转

化过程 ,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梁峁地上。在无定河两

岸 ,有部分耕地转化为林地 ,面积较小 ;c ,d 为 1996 —

2006 年期间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的位置 ,分别以 1996 年

和 2006 年土地利用类型绘图 ,这个时期主要为耕地向林

地和草地的转化 ,该过程同样发生在梁峁地上 ,这跟退

耕还林还草政策的要求有关。而无定河两岸 ,除部分林

地转化为耕地外 ,还有较多的耕地转化为其它用地。

附图 9 中 e ,f 为 1986 —2006 年土地利用发生变

化的位置 ,分别以 1986 年和 2006 年土地利用类型绘

图 ,20 a 间 ,无定河两岸和西南部 ,土地利用变化主要

表现为耕地向林地和草地的转化 ,而在银州镇的东北

部表现为林地和草地向耕地的转化过程。通过空间

格局对比分析 ,清楚地看到两个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

变化方向不同 ,主要反映出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干预下

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4 　结 论

由米脂县银州镇 1986 —2006 年总体土地利用变

化分析和 1986 —1996 年 ,1996 —2006 年两个时期对

比分析 ,结果认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已实施近 10 a

时间 ,银州镇生态环境也有了较大改善 ,但该区水域

和林地仍表现为持续减少 ,这一事实反映出 ,在全球

变暖大趋势下 ,当地生态环境并未得到彻底改善。生

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需要

政府政策的长期支撑及公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提

高和积极参与。

(下转第 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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