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生活在一个人类 - 自然交互作用的复合

地球系统中[1]，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是当前

人类社会面临的两大重要挑战，全球变化实际上是

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变化[2]。土地是最基本的自然

资源，是区域经济活动的物质载体和人类赖以生存

的基本条件[3]，人类活动深刻地改变着自然地理环

境，土地利用是这种作用的主要形式，而其直接结

果是地表覆被状况的改变[4]。土地利用和覆被是自

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复杂综合体[5]。
人类对土地不同利用方式的结果形成了不同的土

地利用格局[6]。土地利用 / 覆被变化(LUCC)研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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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 [7]，

区域土地变化研究已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

部分[8]。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剧和城市化进程的

广泛深入，城市土地利用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9]。土

地利用变化包括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其中空间

动态的检测方法可分为处理动态监测和分类检测

两种类型，前者以较短时段、变化程度较小的土地

利用监测为主，后者则是适用于较长时段、变化程

度较大的情况。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遥感和 GIS 技术的

广泛运用，区域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研究正

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10]。土地利

用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结果，因自然资源与社

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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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吉林市 1980～1995 年土地利用类型转换面积 km2

类型 林地 草地 水域 居民用地 水田 旱田 湿地

林地 16 009.73 53.87 5.03 16.62 34.74 589.60 19.13
草地 4.53 85.59 0 2.01 3.02 28.70 14.10
水域 6.04 0.50 594.13 5.54 46.32 53.87 4.03

居民用地 3.52 0 0 890.18 25.17 53.37 0
水田 33.23 1.01 15.10 28.20 24 50.02 235.13 21.65
旱田 334.83 6.55 37.76 136.45 388.70 5 454.90 56.39
湿地 0 0 1.01 0 3.02 2.01 43.80

表 2 吉林市 1980～2010 年土地利用类型转换面积 km2

类型 林地 水域 居民用地 水田 旱田 湿地

林地 14 002.79 75.02 40.78 116.31 2487.78 6.04

草地 100.20 2.52 0 5.54 29.71 0

水域 59.41 452.64 9.06 29.71 134.94 24.67

居民用地 52.87 9.57 270.38 100.20 533.20 6.04

水田 114.80 25.68 106.24 1 003.98 1516.54 17.12

旱田 1149.49 75.02 173.71 391.72 4615.57 10.07

湿地 14.10 0.50 0 10.57 24.67 0

吉林市位于松嫩平原，近些年土地利用发生很大

的变化，而且与三江平原及南方沿海地区土地利

用变化的驱动因素有很大不同。土地利用变化是

个复杂的过程，在空间上多呈现不同土地类型之

间的变化，在时间上基本符合人类对于土地利用

的速度，两者都涉及土地利用的变化内容与幅度

问题。本研究采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

方法，根据近些年吉林市的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吉

林市近 30 年土地利用变化的幅度、速度、转化类

型及其空间分布，并分析其驱动力。以便更合理的

利用土地资源，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保护生态环

境，并为相应的政策制定提供建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基本概况

吉林市位于松花江上游，吉林省中部偏东，长

白山向松嫩平原过渡地带，东经 125°40′~127°
56′，北纬 42°31′~44°40′，全市总面积 27 120
km2。2011 年末，户籍总人口 433.3 万人。东北老

工业基地之一，吉林石化、汽车、冶金、电力，为吉

林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吉林市属于温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农业条件良好，是一座

积极构筑工业化农业的生态城市。
1.2 数据源及处理

选用 1980 年、1995 年和 2010 年吉林市 TM
遥感影像图作为数据源，吉林市土地利用数据的

时间跨度为 1980～2010 年，分为 3 个阶段，分别

是 1980 年、1995 年和 2010 年。TM数据地面分辨

率为 30 m，影像几乎没有云层遮盖，清晰易解译，

已进行过辐射校正和几何粗校正。图像处理分 3
个步骤：首先，以校正好的 1980 年的 TM影像为准

选取控制点，分别对 1995 年和 2010 年的影像进

行精校正；其次，用 ENVI 软件对影像图进行增强

处理以便于识别地物；最后建立遥感解译标志。
根据“全国遥感监测土地利用 / 覆盖分类体

系”，结合吉林市实际情况，将吉林市土地利用类

型分为林地、草地、水域、居民用地、水田、旱田和

湿地 7 类。

2 吉林市土地利用格局时空变化分析

本研究选用土地利用面积变化率、土地利用

动态度指数进行分析。土地利用动态度可定量描

述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对比较土地利用变

化的区域差异和预测未来土地利用变化趋势都具

有重要作用。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主要反映研究区单一土

地利用类型在某段时期内某类土地利用类型的数

量变化情况[12]。其表达式为:

K= Ub-Ua

Ua
× 1

T ×100% (1)

式中：K 为研究时段内某类土地利用动态度；

Ua、Ub 分别为研究期初和研究期末某土地利用类

型的数量；T 为研究时段长。当 T 设定为年时，K
值即为研究区某土地利用类型的年变化率。
2.1 1980～2010 年土地利用类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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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吉林市 1980～2010 年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变化图

表 3 吉林市 1995～2010 年土地利用类型转换面积 km2

类型 林地 水域 居民用地 水田 旱田 湿地

林地 13 690.62 75.52 38.77 116.81 2 463.62 6.55

草地 96.67 2.01 0.00 2.52 45.82 0.50

水域 51.86 436.53 9.06 32.22 98.18 25.17

居民用地 76.53 15.61 279.94 105.23 595.13 6.55

水田 124.87 39.27 114.80 1 022.60 1 632.34 17.12

旱田 1 400.73 67.47 155.58 364.03 4 421.72 8.06

湿地 52.36 4.53 2.01 14.60 85.59 0.00

表 4 吉林市近 30 年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变化

年份类型
1980～1995 年 1980～2010 年 1995～2010 年

面积变化 变化率 动态度 面积变化 变化率 动态度 面积变化 变化率 动态度

林地 - 336.84 - 2.01 - 0.13 - 1 235.06 - 7.38 - 0.25 - 898.25 - 5.48 - 0.37

草地 9.57 6.94 0.46 - 137.97 - 100.00 - 3.33 - 147.52 - 100.00 - 6.67

水域 - 57.40 - 8.08 - 0.54 - 69.48 - 9.78 - 0.33 - 12.08 - 1.85 - 0.12

居民用地 106.76 10.98 0.73 - 372.09 - 38.27 - 1.28 - 478.83 - 44.38 - 2.96

水田 166.65 5.99 0.40 - 1 126.33 - 40.45 - 1.35 - 1 292.99 - 43.82 - 2.92

旱田 2.00 0.03 0.00 2 926.83 45.62 1.52 2 924.81 45.57 3.04

湿地 109.26 219.22 14.61 14.10 28.29 0.94 - 95.14 - 59.80 - 3.99

注：面积变化单位 km2；变化率和动态度单位%。

本研究采用土地利用面积变化率来反映区域

土地利用中土地类型的变化剧烈程度。1980 年林

地和耕地是吉林市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林地包

括防护林、经济林等人工林和自然保护区森林等；

耕地包括水田和旱田等；草地主要包括园林绿地、

公共绿地和野生草丛；建设用地主要包括城镇用地、
工业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和公交设施用地等。吉林

市 1980～1995 年、1980～2010 年、1995～2010 年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如表 1～3。

2.2 近 30 年土地利用变化过程

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反映在不同类型面

积总量的变化上，通过分析土地利用总量的变化，

可以掌握土地利用的总体变化趋势及其结构变化

特征。通过对吉林市土地利用变化 3 个阶段的分

析，利用表 1～3 和公式(1)计算出吉林市近 30 年

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见表 4、图 1。
由图 1 表 4 分析可知：林地面积在 1980～

1980 年 1995 年 2010 年

1995 年、1995～2010 年呈减少趋势，但 1995～
2010 减少的速率要快于 1980～1995 年。草地在

1980～1995 年呈增加趋势，但是 1995～2010 年

草地由于各种原因已经退化没有了，草地的变化

率 1995～2010 年要快于 1980～1995 年。水域的

变化率 1995～2010 年要慢于 1980～1995 年，水

域 1980～2010 年呈减少趋势，总体减少了 69.48
km2，说明该地区的水资源保护工作做得不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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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居 民 用 地 在 1980～1995 年 呈 增 加 趋 势 ，

1995～2010 呈减少趋势，但总体居民用地减少

了。水田在 1980～1995 年呈增加趋势，1995～
2010 呈减少趋势，但减少的变化率快于增加的速

率，总体呈减少趋势。旱田在 1980～2010 年呈增

加 趋 势 ， 总 体 增 加 了 2 926.83 km2。湿 地 在

1980～1995 呈增加趋势，但在 1995～2010 年呈

减少趋势，但总体还是呈增加趋势。整体旱田、湿
地呈增加趋势，其它呈减少趋势。

3 吉林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土地利用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关

系，关于变化的影响和驱动力的机制问题是土地

利用变化研究的关键问题。不同区域，影响土地利

用的驱动力也不同，各因素之间相互促进或相互

抵消，驱动力与土地利用的关系具有时空动态性。
即土地利用方式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区域生态

环境及国家土地政策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
3.1 土地利用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人类是决定土地利用变化的主体，人类的行

为是土地利用变化的关键因素，人类在自然环境

变化中必须通过竞争谋取生存空间促使人类有意

识地在空间上集中以获取有限资源，土地变化研

究中如何确定与评价人类活动的影响很关键。
3.2 土地利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吉林市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它与土地

利用密不可分。土地利用变化是在一定的环境背

景下发生的，如：植被覆盖、坡度、降水等原因。由

于下垫面受环境的影响发生改变必然导致土地利

用类型的改变，同时不同的土地利用必然导致下

垫面植被覆盖的不同等，从而使其受环境(如下渗

程度、坡度、降水等)的影响不同，更进一步导致土

地利用类型的改变。
3.3 国家经济政策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土地利用作为一种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必

然受到经济的制约。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

日趋完善，市场经济的调控作用对土地资源的开

发利用具有明显的作用，社会变革是社会生产力

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也是推动社会生产关系变化

的主要驱动力。我国目前的土地利用管理方法采

取三级管理方式，不同层次的管理行为目标与价

值标准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行为准则。宏观层

次上的管理，主要是政府出台的方针、政策，与土

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密切相关。一般而言，政府趋

于通过土地利用的宏观调控与约束促进土地利用

在区域环境背景上的良性循环以及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在一定期间内社会经济宏观体制改革、
制度变迁和宏观政策约束将对区域土地利用产生

深刻的影响。此外，政府通过土地资源在部门间的

分配，寻求既能保证粮食生产所需足够数量的土

地又能提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建设

用地，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和土地资源分

配最优化的目标。
3.4 生态环境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许多有关生态环境的问题其深层次的原因都

与土地资源利用有关系，生态环境能直接或间接

地反映出土地资源利用是否合理。不同区域层次

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影响生态环境的要素，而且生

态环境建设往往是通过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来实

现的。

4 结 论

本研究在遥感和 GIS 技术支持下，利用近 30
年吉林市土地利用数据，对吉林市土地利用方式

及格局的动态变化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人类社

会活动与土地利用类型的关系，以及国家农业政

策和气候变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吉林

市 的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表 现 在 旱 田 的 明 显 增 加 ，在

1980～2010 年总体增加了 2 926.83 km2。森林、
水田、草地的快速减少，草地几乎被非农业用地所

取代。吉林市的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对非农业用

地的开垦，土地利用变化与气候、人口、经济密切

相关。在地势低平、坡度较小的平原区土地利用变

化较为剧烈，并且变化首先在这些地理单元发生。
随着可开垦资源的迅速减少，地貌、土壤条件相对

较差的景观单元也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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