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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遥感技术对山东省生态环境进行监测 ,利用 GIS技术对遥感监测结果进行解译与分析 ,同时对 2004年 —

2006年间山东省生态环境时空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 ,山东省生态环境类型以耕地和城乡、工矿、居民用

地为主 ,未利用土地面积极小。其生态环境动态变化的主要特点是耕地、草地面积普遍有小幅度减少 ,以工交建设用地为

主的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增加较多 ,林地、水域面积无明显变化 ,未利用土地面积有所减少 ,以盐碱地面积减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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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遥感技术因其能够进

行大面积实时监测 ,时效性强 ,信息量大 ,信息客

观、真实 ,数据综合性与可比性好等特点 ,在环境领

域的应用越来越广。从陆地的土地覆被变化、城市

扩展动态监测评价、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

流域水环境安全监测评价以及土壤侵蚀、生物栖息

地等评价 ,到海洋、海岸带的生态环境变迁分析、海

上溢油、赤潮与热污染的发现和监测 ,再到大气环

境遥感中的城市热岛效应、重大自然环境灾害评估

等 ,应用范围几乎涵盖了环境保护领域的各个

方面。

经过多年的实践 ,遥感技术现已成为自然资

源调查、环境动态监测中不可缺少的地理空间信

息获取、更新与分析的手段和数据源 [ 1 - 3 ] 。为全

面系统地了解山东省生态环境总体状况 ,现应用遥

感技术对山东省生态环境进行监测 ,同时利用 GIS

技术对遥感监测结果进行解译与分析 ,在此基础上

对山东省生态环境的时空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与

评价。

1　遥感监测技术方法

1. 1　遥感影像数据源

采用 2006年 Landsat25 TM 遥感影像数据共

15景。空间分辨率为 30 m, TM 波段 432 RGB彩

色合成 ;时相为 2006年 5月 —2006年 10月 ;单景

影像平均云量小于 10% ,同时受人为干扰影响比

较大的区域要求尽量没有云覆盖。2004年采用山

东省 CBERS - 2 432波段彩色合成图像 ,地面分辨

率为 19. 5 m
[ 4 - 5 ]。

1. 2　遥感影像处理

(1)原始影像准备 : 2006年原始影像数据利用

Erdas Imagine软件 ,将影像合成为 432 RGB波段

遥感影像 ,经处理得到解译特征比较明显的遥感

影像 [ 6 ]。

(2)控制影像准备 :山东省控制影像共 15景 ,

利用 Erdas Imagine软件将其投影转换为标准投

影。标准投影采用 A lbers Conical EqualA rea投影 ,

椭球体为 Krasovsky,中央经线为 110°E,双标准纬

线为 25°N和 47°N,投影起始纬度 12°N ,中央经线

偏差和起始点偏差都为 0。

(3)影像几何精纠正 :以控制影像为基础 ,利

用 Erdas Imagine软件对 2006年 TM遥感影像进行

几何精纠正。

(4)影像质检 : 2006年 TM遥感影像经精纠正

后 ,对纠正影像和控制影像的配准情况进行质量检

查 ,纠正影像与控制影像相对误差应小于 30 m。

1. 3　土地利用 /覆盖数据解译

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7年全国生态环

境监测与评价实施方案 》中土地资源人机交互判

读分析华北地区 (山东 )判读标志 ,结合山东省

2006年遥感影像季相、地貌类型等特征 ,利用 GIS

软件系统对影像进行解译。

2　山东省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结果

2. 1　生态环境类型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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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山东省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结果见表 1。

表 1　2006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类型遥感监测结果

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

A / (104 hm2 )

占全省土地总面

积的百分比 / %

耕地 水田 3. 95 0. 3

旱地 1 016. 08 64. 9

小计 1 020. 03 65. 2

林地 有林地 58. 53 3. 7

灌木林地 17. 32 1. 1

疏林地 16. 30 1. 1

其他林地 7. 57 0. 5

小计 99. 72 6. 4

草地 高覆盖草地 31. 33 2. 0

中覆盖草地 79. 31 5. 1

低覆盖草地 32. 81 2. 1

小计 143. 45 9. 2

水域 河渠 14. 68 0. 9

湖泊 13. 12 0. 8

水库、坑塘 21. 30 1. 4

海涂 9. 51 0. 6

滩地 6. 90 0. 5

小计 65. 51 4. 2

城乡、工矿、 城镇用地 46. 14 2. 9

居民用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126. 52 8. 1

工交建设用地 44. 44 2. 8

小计 217. 10 13. 8

未利用土地 沙地 0. 88 0. 06

盐碱地 14. 79 0. 9

沼泽地 0. 81 0. 05

裸土地 0. 10 0. 006

裸岩石、砾地 1. 84 0. 1

其他 0. 98 0. 06

小计 19. 40 1. 2

全省 总计 1 565. 21 100

表 1可见山东省生态环境具有以下特征 :

(1)全省生态环境类型以耕地和城乡、工矿、

居民用地为主 ,未利用土地面积极小。

(2)不同类型生态环境的主要特点为 :农业生

态环境旱地多 ,水田少 ,平原、丘陵旱地多 ,山区旱

地少 ;林地以有林地为主 ,草地以中覆盖草地为主 ;

水域中水库、坑塘等人工水域面积大 ,海涂、滩地等

天然水域面积小 ;城乡、工矿、居民用地中农村居民

点用地占 50%以上 ;未利用土地的主要类型为盐

碱地 ,占其 75%左右。

2. 2　区域分布特征

2006年生态环境类型区域分布状况遥感监测

结果表明 ,山东省生态环境类型的区域分布具有以

下特点 :

(1 ) 耕地分布极为广泛。山东省分别有

74. 5%、24. 8%和 0. 7%的旱地分布于平原、丘陵

和山区。水田主要分布于济宁、临沂 2市 ,占全省

水田总面积的 56. 7%。

(2)林地、草地分布相对集中。林地主要分布

于胶东半岛和鲁中南地区 ,位于此地区的日照、烟

台、威海、青岛、潍坊、淄博和临沂等 7市林地面积

共占全省林地总面积的 67. 6%。草地主要分布于

烟台、临沂、青岛、东营和枣庄 5市 ,占全省草地总

面积的 65. 7%。

(3)水域及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区域差异较

为显著。水域主要集中在济宁、东营和潍坊 3市 ,

占了全省水域总面积的 46. 4%。城乡、工矿、居民

用地面积最大的城市为潍坊市 ,占全省城乡、工矿、

居民用地总面积的 11. 0% ;莱芜、日照和枣庄 3市

面积很小 ,三者仅占全省城乡、工矿、居民用地总面

积的 5. 8%。

(4)未利用土地分布高度集中。以东营市未

利用土地面积最大 ,占全省未利用土地总面积的

38. 3% ;其次是滨州和德州 2市 ,未利用土地面积

共占 35. 7%。

3　山东省生态环境动态变化分析

3. 1　生态环境类型动态变化

2004年 —2006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类型动态变

化状况遥感监测结果见表 2。

从表 2可见山东省生态环境类型动态变化具

有以下特点 :

(1)耕地面积略有下降。与 2004年相比 ,山

东省耕地面积共减少了 0. 2% ;其中旱地面积减少

相对较多 ,水田面积无明显变化 ,造成耕地面积减

少的主要原因是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

(2)林地、水域面积无明显变化。与 2004年

相比 ,山东省林地面积增加了 0. 5% ,以有林地面

积增加为主。水域面积增加 0. 2% ,其中人工水域

如湖泊、水库坑塘、滩地等面积稍有增加 ,而河渠、

海涂等天然水域面积则有所减少。

(3)城乡、工矿、居民用地有所增加 ,以工交建

设用地面积增长为主。与 2004年相比 ,全省城乡、

工矿、居民用地面积增加 1. 6% ,其中工交建设用

地的增加面积占全省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增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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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4年—2006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类型动态变化状况

土地利用类型 变化面积 A / (104 hm2 )

耕地 水田 - 0. 05

旱地 - 1. 85

小计 - 1. 89

林地 有林地 0. 28

灌木林地 - 0. 06

疏林地 0. 13

其他林地 0. 13

小计 0. 48

草地 高覆盖草地 - 0. 17

中覆盖草地 - 0. 53

低覆盖草地 - 0. 37

小计 - 1. 07

水域 河渠 - 0. 14

湖泊 0. 23

水库、坑塘 0. 09

海涂 - 0. 12

滩地 0. 09

小计 0. 14

城乡、工矿、居民用地 城镇用地 0. 83

农村居民点用地 0. 66

工交建设用地 2. 02

小计 3. 51

未利用土地 沙地 - 0. 08

盐碱地 - 0. 95

沼泽地 - 0. 08

裸土地 0

裸岩石砾地 0

其他 0. 01

小计 - 1. 1

全省 总计 0. 07

积的 57. 5%。

(4)草地及未利用土地面积有所减少。与

2004年相比 ,山东省草地面积减少了 0. 8% ,以中、

低覆盖草地面积减少较多。未利用土地减少

5. 7% ,以盐碱地面积减少为主 ,其减少的面积占未

利用土地减少面积的 86. 4% ;城镇、农村居民用地

和工矿用地的增加是造成盐碱地面积减少的主要

因素 [ 7 ]。

3. 2　区域动态变化

2004年—2006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类型区域动

态变化状况遥感监测结果见表 3。

从表 3可以看出 ,山东省生态环境类型区域动

态变化具有以下特点 :

(1)耕地面积减少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鲁东丘

陵区和鲁西北平原。位于此区域的威海、聊城、烟

表 3　2004年 —2006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类型区域

动态变化状况 104 hm2

城市

名称

变化面积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城乡、工矿、

居民用地

未利用

土地

济南 0 - 0. 01 - 0. 05 0. 04 0. 02 0

青岛 - 0. 11 0. 05 - 0. 09 0. 11 0. 05 - 0. 01

淄博 - 0. 13 0. 04 - 0. 05 - 0. 01 0. 25 - 0. 10

枣庄 - 0. 02 0 - 0. 03 0. 01 0. 04 0

东营 0 0. 01 - 0. 19 0. 02 0. 61 - 0. 40

烟台 - 0. 22 0. 18 - 0. 20 - 0. 03 0. 32 - 0. 05

潍坊 - 0. 21 0. 10 - 0. 04 - 0. 25 0. 46 - 0. 05

济宁 - 0. 10 0. 01 - 0. 13 0. 17 0. 09 - 0. 02

泰安 - 0. 19 0. 01 0 0. 10 0. 08 0

威海 - 0. 52 0 0 0 0. 53 0

日照 - 0. 16 0 - 0. 01 - 0. 01 0. 18 0

莱芜 - 0. 02 0. 01 0. 01 0. 012 - 0. 01 0

临沂 0. 15 0. 07 - 0. 24 - 0. 11 0. 12 0

德州 - 0. 03 0 - 0. 01 0. 01 0. 03 0

聊城 - 0. 32 0. 18 0 0. 02 0. 18 - 0. 06

滨州 0. 02 0 - 0. 06 0. 03 0. 41 - 0. 39

菏泽 - 0. 04 - 0. 14 0. 009 0. 04 0. 16 - 0. 13

全省 - 1. 89 0. 48 - 1. 07 0. 12 3. 51 - 1. 10

台、潍坊、泰安、日照、淄博、青岛等 8市耕地面积减

少占全省耕地减少面积的 98. 4%。

(2)林地、水域面积无明显区域变化。

(3)草地面积减少区域主要集中在临沂、烟

台、东营、济宁 4市 ,其草地面积减少共占全省草地

减少面积的 71. 0%。

(4)城乡、工矿、居民用地普遍增加 ,主要集中

在鲁东丘陵区和鲁北平原区。位于此区域的东营、

威海、潍坊、滨州、烟台、青岛等 6市 ,城乡、工矿、居

民用地面积增加 ,共占全省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增

加面积的 73. 5%。

(5)东营、滨州 2市未利用土地面积减少明

显 ,占全省未利用土地减少面积的 71. 8%。

4　结论

山东省生态环境类型以耕地和城乡、工矿、居民

用地为主 ,未利用土地面积极小。不同类型的生态

环境特点是 :农业生态环境具有典型的北方特色 ,旱

地多 ,水田少 ,平原、丘陵旱地多 ,山区旱地少 ;林地

以有林地为主 ,草地以中覆盖草地为主 ;水域中水

库、坑塘等人工水域面积大 ,海涂、滩地等天然水域

面积小 ;城乡、工矿、居民用地中农村居民点用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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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 ;未利用土地以盐碱地为主 ,约占 75%。

2004年—2006年山东省生态环境动态变化主

要特点是 :耕地、草地面积普遍减少 ,但减少幅度很

小 ;以工交建设用地为主的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增

加较多 ;林地、水域面积无明显变化 ;未利用土地面

积有所减少 ,以盐碱地面积减少为主 ,城镇、工矿、

农村居民用地的增加是造成盐碱地面积减少的主

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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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变化趋势的结果相一致 [ 16 ]
,充分说明了关于

海岸带环境预警指标的选取和方法是基本可行的 ,

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盐城市近年来沿海各县市在

经济发展的同时所面临的一些环境问题。

(2)盐城市海岸带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很不

协调 ,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面

临的环境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政府部门及

相关的环保部门不采取应对措施 ,将有可能导致海

岸带整体环境质量的进一步下降。其主要原因是

盐城市在片面的追求经济建设的同时 ,环境建设的

管理相对滞后。

(3)通过对盐城市海岸带环境预警的研究 ,不

仅反映出盐城海岸带近年来的特征 ,而且具有一定

代表性。因此 ,其研究结果和方法对于其他海岸带

区域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4)海岸带环境预警系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

涉及大量的数据和资料。由于目前盐城市还没有

一个全面详实的海岸带环境信息数据库 ,很难进行

全面 、准确的计量。政策的驱动、突发性灾害事件

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也给预警增添了一定的难

度 ,使得对历史变化趋势的掌握以及对未来情况的

预测还不够详尽和准确 ,所建立的指标体系需要进

一步的修正和完善 ,以适应海岸带环境不断发展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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