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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广东省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方法 ,为广东省森林资源预测及合理安排林业生产提

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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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作为生态系统的主体及林业产业的基础 ,

对改善生态环境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起到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森林资源合理管理与开发 ,可产生巨

大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森林资源合理管理的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森林资源调查。过去 ,我国的森

林资源调查主要采用森林罗盘仪进行定位、测距、测

定边界及面积。这种原始做法不但精度低、野外工

作强度大 ,成本高 ,耗时多 ,而且人为误差大。近年

来 ,随着对地观测高新技术的发展 ,遥感 ( RS) 、地理

信息系统 ( GIS) 、全球定位系统 ( GPS) (简称 3S) 技

术已在森林资源动态监测与管理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尤其在查清林地空间格局、林种结构、测算森林

蓄积量、叶面积指数、生物量和初级生产力 ,以及监

测森林长势和病虫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本研究运用 3S 技术及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 ,对

广东省森林资源进行动态监测 ,以供林业部门合理

安排林业生产 ,降低对森林资源预报的成本 ,达到投

入少、迅速、准确预报的目的。

1 　广东省森林资源概况
广东省位于北纬 20°12′～25°31′,东经 109°45′

～117°20′,陆地总面积 17. 79 万 km2 ,人口约 7 000

万。广东省跨越了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和热带北缘。

由于气候温暖多雨 ,境内形成了以季风常绿阔叶林

和常绿阔叶林为主的地带性植被。历史上广东森林

资源丰富 ,后因人为破坏 ,森林覆盖率锐减。1985

年 ,省委省政府提出“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

东”,使森林覆盖率逐年上升 ,目前已达到 56 %。人

工林面积占了大部分 ,许多地、市的针叶林面积比重

高达半数以上。

2 　研究方法

采用 ERDAS IMA GIN E 8. 31 版进行影像处

理。包括几何纠正、植被信息提取、图像分类。处理

结果通过野外 GPS 定位校正 ,再叠加数字化的广东

省行政区划图进行面积统计。

2. 1 　多期遥感图像连续监测

对比广东省 1979 ,1986 ,1998 年林地面积 ,使用

的遥感图像有 1979 年 11 月的海洋遥感卫星影像

(SEAWIF) ,1986 年的 Landsat - TM 图像 ,1998 年

的 Landsat - TM。

2. 2 　影像几何纠正

将 TM ,SEAWIF 影像 ,分别与已数字化输入计

算机的 1 :250 000 地形图配准 ,选择 ALBERS 投影 ,

选 20 个均匀分布的控制点 ,采用二元二次多项式进

行几何纠正。几何纠正的重采样方法选用 Cubic

Convolution 算法效果最好。

2. 3 　植被信息提取

采用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法 (NDV I) 来提取植

被信息。它应用了植被红光区的强吸收、近红外波

段高反射的特性 ,通过比值变换 ,使植被信号放大 ,

并使植被群内方差缩小、群间方差变大 ,消除或减弱

了地形阴影的影响 ,从而易于提取植被信息 ,区分植

被的动态变化 ,所以在研究中被大量应用。

对于 SEAWIF 采用 :

NDV I = (BAND5 - BAND4) / (BND5 + BND4)

对于 TM 采用 :

NDV I = ( TM4 - TM3) / ( TM4 + T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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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影像分类与野外校正

计算机分类处理是从遥感影像上提取地类信息

的一种重要手段 ,传统的分类方法只考虑地物的光

谱特性 ,采用影像元进行逐点分类的方法 ,它没有利

用光谱以外的其它辅助信息 ,因而分类精度不高。

就植被类型而言 ,其分布常受地形地貌等因素

的影响而表现出一定的分布规律。因此 ,合理利用

地形等辅助信息参与影像的分类或利用这些信息对影

像的分类结果作后处理 ,能达到提高分类精度的目的。

为了提供分类处理所需的地形信息 ,通过数字

化 1 ¬250 000 比例尺的地形图 ,建立了数字高程模

型 (DEM) ,又根据 DEM 数据分别计算出代表着地

形属性的坡向、坡度数据 ,由 DEM 及其派生的坡向

和坡度数据的结合 ,构成数字地形模型 (D TM) 。

利用 ERDAS IMA GIN E 系统进行非监督分类。

ERDAS[1 ]系统提供了两种非监督训练方法 ———

ISODA TA 法 和 R GB 聚 类 法。本 研 究 采 用 了

ISODA TA法。

分为 16 个集群。在彩色显示器上 ,将 16 个集

群迭加在 TM 影像上进行目视分析 ,把同属于林地

的集群合并为一类。

非监督分类图像精度不够 ,因为植被类型的分

布与高程、坡度等地理信息相关。因此 ,可用GIS模

型程序来提高分类精度 ,这些程序用 16 个集群分类

的图像作为基本图像。利用分类图 ,选择粤东、粤

西、粤北和珠江三角等地 16 个县市 ,到野外用 GPS

定位一些林地进行判读。根据实际情况 ,在 DEM

(数字高程模型)图像上判读出某一高程范围内的错

分像元的位置 ,对照非监督分类结果图 ,将同样位置

像元的类别属性按实际情况给予修正。

3 　研究结果

经上述处理得到广东省 1979 ,1986 ,1998 年 3

个年 份 的 林 地 分 布 格 局 , 其 面 积 分 别 为

4 502 310hm2 ,5 122 499hm2和8 141 157hm2 。森林

覆盖率分别为 26. 23 % ,30. 04 %和 50. 11 %。

这些数据与广东省统计局出版的年鉴和林业部

门的报表数据相比 ,均偏低。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

原因 ,一是由于遥感方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影像的

分辨率 ,当地面上某一像元范围内除了林业还有其

它土地利用类型时 ,可能会失去林地的信息 ;另一方面

可能是林业部门的统计更细一些 (如四旁绿化均可折

算为一定的林地面积) ,而遥感方法不能分辨出来。

4 　结论
利用 3S 技术对广东省森林面积进行了点面结

合的动态化监测 ,其结果经地面实况验证 ,基本属

实。所获得的森林面积的动态信息 ,可作为广东省

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和保护提供依据。

利用多期遥感图像对全省森林资源进行了动态

监测 ,提供前后时期的林地面积和覆盖率的变化数

据。这种监测是构筑在多期遥感图像的基础之上 ,

采取重复判读测定 ,形成连续的监测体系。连续监

测只要加强判读训练 ,统一地类判读标准和做好判

读验证即可保证监测精度。

在森林资源监测时 ,为排除伪变信息 ,提高监测

精度 ,应考虑季相特征的一致性。森林植被在一年

之中由于生长发育随季节而有周期性的变化 ,进而

导致森林植被的波谱反射也不同。因此 ,季相特征

一致才能排除年周期性变化。对广东大部分地区而

言 ,冬季是较好的时相。

林地变化类型的标定是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的技

术关键之一。本试验中采用了以植被叶绿素为基础

反映森林植被比较敏感的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

(NDV I)分析。在分析中使用绿色植被强反射的近

红外光波段和绿色植被吸收的红光波段 ,按 NDV I

= [近红外通道 - 红光通道 ]/ [近红外通道 + 红光通

道]式计算。根据计算结果绘制特征空间图 ,利用已知

没有变化的土地类型和森林类型的点位分布区间 ,作

为消长的分界线 ,以保证变化类型标定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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