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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是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依据,在GIS技术的支持下,采用相关软件,将 新形

成的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与2016年第二次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成果进行对比分析,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

阵和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变化强度等指标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的空间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4年间,

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相互转换比较明显,其中种植园用地的变化 大,土地利用动态度达到

234.09%,土地变化强度为2.14%,该结果可为当地的有关部门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与管理提供数据

支撑。 

[关键词] GIS；转移矩阵；土地利用 

中图分类号：U412.1+4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是自然资源管理

的重要依据。遥感技术(RS)获取的多源、

多时相、多分辨率的影像数据以及地理

信息系统(GIS)强大的空间分析能力,使

得它们广泛的应用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中。目前国内的学者们对土地利用变化

分析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  4]：主要

利用遥感影像获取研究区的前后两个时

相的土地利用分类情况,采用空间分析

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揭示了两个时期的

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并对变化的原因进

行了深入的分析。 

本文以广西东部某县为研究区,将

2016年与2019年的土地利用情况进行对

比分析,由此掌握翔实准确的土地利用

现状和土地资源变化情况,为生态文明

建设、自然资源管理提供基础依据。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某县作为

研究区,县境东西 大横距43公里,南北

纵距70公里,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境内

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地形错综复杂。 

研究区的遥感影像数据类型有PL1、

GF2和BJ2的正射影像,获取时间为2016

年至2019年,重采样后分辨率为0.5米和

1米,影像平面坐标系为2000国家大地坐

标系,高斯-克吕格投影3度分带。2016

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采用研究区2016

年第二次土地调查变更调查成果,包括

地类图斑、线状地物、零星地物三个图

层,为了使两个时相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将2016

年的线状地物和零星地物作面化处理,

并按照 新的土地利用分类方法对两

个时相的数据进行重新分类,将研究区

的土地类型分为：耕地,园地、林地、

草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

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他土地共

八大类。  

2 研究方法 

采用高分辨率的航天航空遥感影像,

结合现有的基础资料和数据成果,划分

出研究区2019年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及分布情况,根据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

变化强度、土地转移矩阵方法对研究区

2016至2019年间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进行

分析。 

2.1土地利用动态度 

土地利用动态度用于评价某一时期

某一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还可用于比

较土地利用的区域性差异[1],其计算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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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表示研究期内某一土地利用

的动态度, a bC C、 分别为研究初期和末

期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T为研究年

份间隔年数。 

2.2土地变化强度 

土地变化强度是用各空间单元的土

地面积对其年平均变化速度进行标准化

处理,以使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速

度具有可比性,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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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表示土地变化强度, a bC C、

分别为研究初期和末期某一土地利用类

型的面积；C
总 为研究区土地总面积。 

2.3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是根据研究区

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现状的转化关系

求得的一个二维矩阵,它能够定量反映

研究期间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

移变化情况,以直观地表达土地利用的

时空演变。 

3 结果分析 

3.1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强度分析 

利用研究区2016年和2019年的土地

利用现状成果,借助ArcGIS的空间分析

功能,由公式(1)和公式(2)分别计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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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变化

强度,结果如下表1所示。由表1可以直观

的看出,研究区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的

变化速率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变化 大

的为种植园用地,变化幅度达到234.09%,

变化强度为2.14%；变化 小的为水域及

水利设施用地,变化幅度为0.10%,变化

强度仅为0.01%。 

3.2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 

利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描述研究区

2016-2019年间的土地利用流向变化情

况,相比于2016年,研究区2019年土地利

用类型新增 多的为林地和种植园用地,

而减少 多的为草地和耕地。从变化流

向可以看出,林地的主要增加来源为草

地,主要原因为在宜林荒地荒山植树造

林,将草地开垦为林地；种植园用地的主

要增加来源为耕地,主要是近年来受市

场经济的影响,农民调整种植产业结构,

占用耕地种植柑橘、龙眼、荔枝等。另

外,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的增加来源主要

是占用耕地和林地,占新增来源的

76.17%,主要原因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及建制

镇建成区逐步扩大,出现占用城镇周边

农用地建设的情况。由此可见,经济水平

的大幅度提升是推动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的重要原因。 

4 结论 

本文借助GIS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

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动态度和

土地变化强度三个指标对广西东部某县

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分析,由实验结果

可以看出,2009年至2019年该县土地利

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总体来看,变化

大的是种植园用地,进一步用土地利

用转移矩阵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种植

园用地和耕地之间、林地和草地之间的

流入流出比较明显,进而可以结合当地

的实际情况,分析出这些地类之间发生

转换的原因,由此可以为当地有关部门

提供丰富的土地利用信息及变化监测,

从而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及相关

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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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 年-2019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表 

表 2  研究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