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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以石漠化为特征的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严重，遥感是获取大尺度石漠化评价指

标的主要手段。但目前还没有直接从遥感 图 像 快 速、客 观 有 效 地 提 取 石 漠 化 评 价 指 标 的 应 用。基 于 植 被

指数（ＮＤＶＩ）、石漠化综合光谱指数（ＫＲＤＳＩ）和 木 质 素—纤 维 素 吸 收 指 数（ＬＣＡ），对 比 分 析 利 用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
高光谱遥感影像及其模拟的ＡＳＴＥＲ多光谱遥感影像直接提取石漠化评价指标的可行性和 精 度。研 究 表

明，利用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高光谱影像能够比较有 效 地 直 接 反 演 绿 色 植 被、干 枯 植 被、裸 土 等 的 覆 盖 信 息，但 由 于

不同碳酸盐岩及其不同侵蚀程度的光谱特征差异，直接反演基岩裸露的精度较低；而利 用 ＡＳＴＥＲ多 光 谱

影像能够直接有效提取直接反演绿色植被、裸土等的覆盖信息，但由于ＡＳＴＥＲ影像波段设置的局限性，使

其直接提取干枯植被盖度和基岩裸露率的效果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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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西南喀斯特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区，由于地形破碎，土被不连续，土壤保水能力低；植

被以石生旱生为主，片段化严重，与同纬度的其他地

区差异明显，加上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导致植被

遭受破坏，土壤侵蚀严重，基岩大面积裸露，产生了以

石漠化为特征的生态环境退化［１－２］。石漠化的主要宏

观表现为植被退化、森林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耕地

逐渐减少、土地退化、基岩逐步裸露、生物多样性逐渐

减少、生物结构趋于单一，分布总体集中、局部随机分

散［３］。遥感技术具有宏观、快捷、经济、信息综合等优

势，是快速、大面积石漠化定性评价、信息定量提取必

不可少的手段，在喀斯特石漠化信息提取中有着巨大

的潜力和应用价值。然而，由于喀斯特生态系统及石

漠化过程的复杂性及现有遥感技术自身的不足（空间

分辨率、混合像元效应等），使喀斯特石漠化遥感信息

提取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４］。
石漠化信息提取的主要目的是为石漠化评价和

分级提供基础和理论依据。对石漠化表征信息的指

标选取（包 括 石 漠 化 评 价 指 标 和 石 漠 化 分 类 分 级 指

标），目前仍没有统一的方案［３，５－６］，分类标准和分类方

案问题也是我国西南喀斯特石漠化研究的一个难点，
也是影响石漠化遥感信息提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

主要是由于石漠化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从石漠化

的表现看，石漠化是类似荒漠化的特殊景观，岩石裸

露率及其植被覆盖度是石漠化主要的地面表现特征，
也是评价石漠化的关键指标［７］；同时，石漠化又是一

种动态的土地退化过程，是植被、基岩、土被等多种地

表覆盖要素特征的综合反映，由于植被的物候特征，
已落叶植被及其凋落物等干枯的失去光合作用能力

的植被覆盖、土壤覆盖等对表征石漠化信息也有重要

作用，评价石 漠 化 时 需 要 同 时 考 虑 多 种 地 物 类 型 覆

盖［８］。因此，石漠化信息遥感提取需要考虑遥感技术

的特点并结合石漠化监测、评价专业的应用需求去研

究，遥感主要是用来提供石漠化关键指标的定量、可

靠监测方法。目前，还没有直接从遥感图像快速、客

观有效提取绿色植被、干枯植被、裸露土壤和基岩覆

盖信息的尝试和应用。本研究对比分析利 用 Ｈｙｐｅ－
ｒｉｏｎ高光谱和 ＡＳＴＥＲ多 光 谱 遥 感 图 像 提 取 石 漠 化

评价指标的方法，为促进遥感技术在石漠化信息快速

提取中的应用提供方法和应用试验。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高光 谱 遥 感 数 据 源 方 面，本 研 究 利 用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
高光谱影像，获取数据时间为２００８年３月３日，该时

段处于植被生长凋落期，此时绿色植被、干枯植被、裸
土等喀斯特主要地物类型的分布及其光谱特征差异

明显。获取的高光谱数据共有２４２个波段，光谱范围

为４００～２　５００ｎｍ，光谱分辨率达１０ｎｍ，地面分辨率

为３０ｍ。通过波 段 选 择、辐 亮 度 获 取、坏 线 替 换、条

纹去除、Ｓｍｉｌｅ效 应 检 测 与 纠 正、几 何 与 大 气 校 正 等

预处理获得地面反射率图像［９］。多光谱数据源方面，
由于石漠化表征信息的光谱特征在短波红外波段范

围（ＳＷＩＲ，２　０００～２　４００ｎｍ）附近具有较强的光谱特

征差异，应考虑利用在短波红外波段具有较多波段的

多光谱影像来发展石漠化评价指标的遥感反演方法。

ＡＳＴＥＲ多光谱影像在短波红外波段具有６个波段，
是目前多光谱影像中在短波红外波段拥有最多波段

的影像。虽然参数ＡＳＴＥＲ与ＴＭ 相似，但ＡＳＴＥＲ
有其自身的特点：（１）在可见 光 和 近 红 外 光 谱 范 围，
图像数据的分辨率较高（１５ｍ）；（２）在沿轨迹方向上

具有立体覆盖能力；（３）在短波红外具有较高的光谱

分辨率。因此，本研究考虑基于多光谱影像ＡＳＴＥＲ
来反演喀斯特石漠化评价关键指标，同时由于喀斯特

地区多阴雨天气，很难获取与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影像同步的

ＡＳＴＥＲ遥 感 影 像，本 研 究 采 用 的 ＡＳＴＥＲ影 像 为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高光谱影像根据ＡＳＴＥＲ的光谱响应函数

和空间分辨率重采样后的模拟图像。

１．２　石漠化评价指标选择

现有石漠化评价和分级主要分类方案均将地表

要素覆盖信息作为石漠化表征信息的关键指标，如植

被覆盖度、基岩裸露率、土被覆盖等。基于上述考虑，
从遥感 信 息 的 角 度，参 考“土 地 荒 漠 化 监 测 方 法”
（ＧＢ／Ｔ２０４８３—２００６）和 荒 漠 化 的 评 价 方 法———主 要

依据地表形态和生态状况的变化确定植被盖度、裸沙

地占地百分 比 和 土 壤 质 地［１０］，结 合 现 有 主 要 分 类 方

案，并充分考虑光学遥感技术的特点，选取植被覆盖

度、基岩裸露率、土被覆盖等地表覆盖信息作为石漠

化遥感评价因子；同时，由于植被的物候变化，已落叶

植被及其凋落物等干枯的失去光合作用能力的植被

覆盖对表征石漠化信息也有重要作用［８］。因此，本研

究主 要 选 取 绿 色 植 被 覆 盖（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ｖｅｇｅｔａ－
ｔｉｏｎ，ＰＶ）；失去光合作用能力的干枯植被覆盖（ｎｏｎ－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ＮＰＶ）；土 被 覆 盖（Ｓｏｉｌ）；
基岩裸露率（Ｒｏｃｋ）等作为石漠化评价的主要遥感提

取指标。

１．３　石漠化指标遥感提取方法

（１）Ｈｙｐｅｒｉｏｎ高光谱提取方法 绿色植被盖度的

提取采用传统的植被指数法。本研究基于归一化植

被指数（ＮＤＶＩ），分别利用Ｈｙｐｅｒｉｏｎ和ＡＳＴＥＲ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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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植被盖度。对于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高光谱影像，采用基

于地物实测光谱构建的石漠化综合指数（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ｅｓ，ＫＲＤＳＩ）［１１］来 提 取

失去光合作 用 能 力 的 植 被 覆 盖、土 被 覆 盖 和 基 岩 裸

露率。
（２）ＡＳＴＥＲ多 光 谱 提 取 方 法 由 于 木 质 素—纤

维 素 吸 收 指 数（ｌｉｇｎｉｎ—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ＬＣＡ）与干枯植被覆盖和裸土有较好的线性关系，本

研究利用ＬＣＡ指 数 和 来 估 算 失 去 光 合 作 用 能 力 的

植被 覆 盖 和 土 被 覆 盖。ＬＣＡ 是 面 向 多 光 谱 影 像

ＡＳＴＥＲ发展的指数，用来衡量黏土矿物、羟基的吸收

特征（ＡＳＴＥＲ影像的第６波段）和纤维素、木质素的

吸收特征（ＡＳＴＥＲ影像的第５，８波段附近），其计算

公式如下［１２］：

ＬＣＡ＝１００×〔（ＡＳＴＥＲ６－ＡＳＴＥＲ５）＋
（ＡＳＴＥＲ６－ＡＳＴＥＲ８）〕

式 中：ＡＳＴＥＲ５，ＡＳＴＥＲ６，ＡＳＴＥＲ８———对 应 于

ＡＳＴＥＲ影像在 短 波 红 外 波 段 的 第５波 段（２．１４５～
２．１８５μｍ）、第６波段（２．１８５～２．２２５μｍ）和第８波

段（２．２９５～２．３６５μｍ）的反射率。
由于只假定地物组成为 绿 色 植 被（ＰＶ）、干 枯 植

被（ＮＰＶ）、裸 岩 和 裸 土（Ｓｏｉｌ），因 此，在 获 取 了ＰＶ，

ＮＰＶ和Ｓｏｉｌ的覆盖信息后，裸岩覆盖信息为：１００％
－ＰＶ－ＮＰＶ－Ｓｏｉｌ，从而可以获得基岩裸露率。

１．４　评价指标提取方法验证

由于石漠化地区地物复杂度高，即便是高空间分

辨率数据也存在严重的混合像元问题，利用高空间分

辨率遥感数 据 也 较 难 准 确 提 取 其 地 物 覆 盖 信 息，因

此，本研究结果验证主要是基于野外实地考查验证，
验证点的选取采用分层随机采样的方法［１３］。图像区

域覆盖范围主要位于广西河池市大化县七百弄乡附

近，处于广西大化七百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内，属于

发育极为典型的大面积喀斯特高峰丛深洼地地貌，石
漠化比较严重。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前国际洞穴协

会主席Ｄ．福特教授认为七百弄喀斯特地区是世界上

地表喀斯特主要类型中的非凡实例，因此该研究区域

属于典型的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基于ＥＮＶＩ遥感图

像处理软件对地物丰度图分层随机产生３６个调查验

证点，但由于喀斯特地区多为崎岖的山区，个别验证

点的可达性差，只调查了其中２１个分层随机生成的

验证点，样点大小为６０ｍ×６０ｍ，每个样点采用目视

估算、照相法和样线法相结合的方法［１４－１５］来估算绿色

植被、干枯植 被、裸 土 和 裸 露 基 岩 等 的 覆 盖 度 信 息。
遥感影像估算的４种地物的覆盖度信息根据其ＧＰＳ
坐标位置从各种地物的反演图中提取［１６］。

同时，利用２个指标进行各种地物覆盖信息提取

效果优劣的评价。首先利用所有地面调查验证点的

实测地物覆盖度与相应的基于遥感影像反演的覆盖

信息进行线性回归，决定系数Ｒ２ 和交叉验证的均方

根误差ＲＭＳＥ作为判断算法表现的指标。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基于Ｈｙｐｅｒｉｏｎ高光谱影像的石漠化评价指标

提取

从利用Ｈｙｐｅｒｉｏｎ高光谱影像的石漠化评价指标

提取结果看，植被覆盖度越高的地区，其基岩裸露率

越低，这也说明地表植被的覆盖状况较好地反映了石

漠化的分布情况。植被覆盖度的高低与石漠化的程

度呈负相关关系，石漠化程度越高，植被覆盖度越低；
石漠化程度越低，植被覆盖度越高［３］。同时从干枯植

被ＮＰＶ的反演结果看，由于本研究获取的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
图像为植被生长的凋落季节，大部分区域的干枯植被

ＮＰＶ覆 盖 度 为２０％～３０％，因 此 评 价 石 漠 化 程 度

时，应考 虑 植 被 的 物 候 特 征 影 响，干 枯 植 被 ＮＰＶ覆

盖度也是不可忽视的表征石漠化信息的重要地表要

素。另外，从反演的裸露土壤覆盖信息可以看出，绝

大部分地区的 土 壤 覆 盖 在１０％以 下，而 土 壤 覆 盖 度

为１０％～２０％的 较 高 覆 盖 区 域 分 布 随 机 且 零 散，这

也间接证实了喀斯特地区地表复杂度高，地物交错分

布且土被不连续。
地面实测点验证结果表明（表１），实测绿色植被

覆盖度与利用高光谱Ｈｙｐｅｒｉｏｎ图像反演的植被覆盖

度的线性回归 的 决 定 系 数Ｒ２ 和 交 叉 验 证 均 方 根 误

差ＲＭＳＥ分别为０．９０５　８和０．０４７　０，说明Ｈｙｐｅｒｉｏｎ
能够有效 提 取 绿 色 植 被 的 覆 盖 度 信 息。对 于 ＮＰＶ
和Ｓｏｉｌ覆 盖 信 息 来 说，利 用 ＫＲＤＳＩ和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高

光谱 图 像 也 能 够 比 较 有 效 地 提 取，其 Ｒ２ 分 别 为

０．６８２　８和０．７１７　３。但基岩裸露率的提取效果较差，

Ｒ２ 和ＲＭＳＥ分别为０．５２９　５和０．１０５　９，这主要是由

于构建石漠化综合指数 ＫＲＤＳＩ时，没考虑不同碳酸

盐岩类型（石灰岩和白云岩）及不同侵蚀程度碳酸盐

岩的光 谱 特 征 差 异，导 致 基 于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和 ＫＲＤＳＩ
反演裸岩率的效果较差，后续研究需考虑碳酸盐岩的

光谱特征差异对石漠化综合指数模型进行改进。同

时，基于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图像反演的地物覆盖信息精度略

低于基于地 面 实 测 光 谱 的 估 算 精 度，这 主 要 是 因 为

ＫＲＤＳＩ是基于ＡＳＤ光谱仪实测光谱构建的，直接将

其应用于Ｈｙｐｅｒｉｏｎ图像光谱时存在尺度差异。以上

这些结果表明，基于高光谱图像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能够比较

有效地直接反演石漠化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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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实测地物覆盖信息与Ｈｙｐｅｒｉｏｎ反演结果的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Ｒ２）及交叉验证（ＲＭＳＥ）

指 标 绿色植被 干枯植被 裸土 裸露基岩

Ｒ２　 ０．９０５　８　 ０．６８２　８　 ０．７１７　３　 ０．５２９　５
ＲＭＳＥ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５９　３　 ０．０３９　０　 ０．１０５　９

２．２　基于ＡＳＴＥＲ多光谱影像的石漠化评价指标提取

ＡＳＴＥＲ影像为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高光谱影像根据 ＡＳ－
ＴＥＲ的光谱 响 应 函 数 和 空 间 分 辨 率 重 采 样 后 的 图

像。从具体的反演结果看，ＡＳＴＥＲ多光谱图像反演

地物覆盖信息结果有效性的验证仍采用与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
高光谱图像相同的验证方法。

４种实测 地 物 覆 盖 信 息 与 模 拟 的 ＡＳＴＥＲ图 像

反演的地物覆 盖 信 息 的 线 性 回 归 的 决 定 系 数Ｒ２ 与

交叉验证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的结果如表２所示，可

以看出模拟的 ＡＳＴＥＲ多光 谱 影 像 能 够 比 较 有 效 地

反演绿色植被和裸土的覆盖信息，而对基岩裸露率和

干枯植被盖 度 的 估 算 效 果 较 差，其 实 测 覆 盖 信 息 与

ＡＳＴＥＲ反演 结 果 的 线 性 回 归 的 决 定 系 数Ｒ２ 仅 为

０．４７８　９和０．４５４　５，特别是反演较高的 ＮＰＶ覆盖信

息时，容易造成对较高ＮＰＶ覆盖信息的高估。这主

要是由于ＡＳＴＥＲ波段设置的局限性造成的，在短波

红外波 段（ＳＷＩＲ，２　０００～２　４００ｎｍ）附 近，ＡＳＴＥＲ
仅有的６个波段不能有效识别ＮＰＶ，Ｓｏｉｌ和Ｒｏｃｋ的

光谱特征差异，致使其识别不同非绿色植被覆盖信息

的能力较低。
基于木质素—纤维素指数ＬＣＡ和ＡＳＴＥＲ多光

谱影像只能比较有效提取高度异质性地物分布的喀

斯特地区的裸土覆盖信息，而不能直接有效提取干枯

植被盖度和基岩裸露率。因此，基于多光谱ＡＳＴＥＲ
影像能较有效地直接提取绿色植被和裸土的覆盖信

息，而 对 干 枯 植 被 盖 度 和 基 岩 裸 露 率 的 提 取 效 果

较差。

表２　实测地物覆盖信息与ＡＳＴＥＲ反演结果的

线性回归结果（Ｒ２）及交叉验证（ＲＭＳＥ）

指 标 绿色植被 干枯植被 裸土 裸露基岩

Ｒ２　 ０．６０９　９　 ０．４５４　５　 ０．６９５　３　 ０．４７８　９
ＲＭＳＥ　 ０．０９５　６　 ０．０７７　８　 ０．０４０　５　 ０．１１１　４

２．３　石漠化评价指标高光谱和多光谱提取精度对比

分析

石漠化评价关键指标中的绿色指标盖度和土被

盖度，利 用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高 光 谱 影 像 和 模 拟 的 ＡＳＴＥＲ
多光谱影像都能比较有效地提取，但相对于高光谱图

像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反演石漠化评价指标的结果来说，模拟

的多光谱 图 像 ＡＳＴＥＲ的 反 演 精 度 较 低（表１—２）。
而干枯植被盖度和基岩裸露率，只有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高光

谱影像能够比较有效地直接提取，由于波段设置及光

谱分辨率的限制，ＡＳＴＥＲ多光谱遥感影像不能有效

直接提取。然而，鉴于高光谱遥感数据源的可获取性

及其成本，高光谱遥感只能应用于小区域的石漠化信

息遥感监测研究。因此，应大力发展基于多光谱遥感

的石漠化评 价 指 标 遥 感 反 演 方 法，本 文 提 出 的 基 于

ＡＳＴＥＲ多 光 谱 图 像 的 石 漠 化 评 价 指 标 遥 感 反 演 方

法，促进了利用多光谱遥感图像来直接快速提取石漠

化信息，但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其反演精度是未来重点

研究的内容。对于高光谱遥感应用于石漠化信息提

取研究来说，应完善构建的基于高光谱遥感的石漠化

综合指数 ＫＲＤＳＩ，使其能够更加准确地直接估算 基

岩裸露率。同时，应拓展 ＫＲＤＳＩ在多光谱遥感图像

中的应用，使遥感技术能够准确、快速、客观、直接应

用于大区域尺度的石漠化遥感调查与监测。

３　结 论

利用Ｈｙｐｅｒｉｏｎ高光谱遥感影像及其模拟重采样

的ＡＳＴＥＲ多光谱影像，对比分析了基于高光谱遥感

和多光谱遥感图像的石漠化评价指标遥感反演方法，
研究表明，基于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高光谱影像来反演石漠化

评价指标，可以利用传统植被指数和石漠化综合指数

ＫＲＤＳＩ，能够比较准确地直接反演绿色植被、干枯植

被、裸土等的覆盖信息，但由于不同碳酸盐岩及其不

同侵蚀程度的光谱特征差异，直接反演基岩裸露的精

度较低。基于ＡＳＴＥＲ多 光 谱 影 像 来 反 演 石 漠 化 评

价指标，可以 结 合 植 被 指 数 和ＬＣＡ指 数，能 够 比 较

准确地直接反演绿色植被、裸土等的覆盖信息，但由

于ＡＳＴＥＲ影像波段设置的局限性，使其直接提取干

枯植被盖度和基岩裸露率的效果较差。
由于喀斯特石漠化景观的高度异质性，需要更多

的诊断性光谱通道来识别不同石漠化地物的光谱响

应特征，高光谱遥感能发挥其技术优势。同时，由于

传感器波段细分后，仪器的信噪比就会降低，条带与

噪声比较明 显，光 谱 分 辨 率 与 信 噪 比 存 在 固 有 的 矛

盾。此外，高光谱数据获取比较困难，航空遥感高光

谱数据受飞行试验的限制，而且费用较高；而航天高

光谱数据信噪比偏低、幅宽窄，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实

用性受到限制。因此，高光谱遥感比较适合应用于小

区域的石漠化信息遥感监测研究，应努力发展基于多

光谱遥感的石漠化评价指标遥感反演方法，同时，完

善石漠化综 合 指 数 ＫＲＤＳＩ并 拓 展 其 在 多 光 谱 遥 感

影像中的应用。

９８１第３期 　　　　　　熊鹰等：基于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和ＡＳＴＥＲ影像的喀斯特石漠化评价指标提取对比研究



［ 参 考 文 献 ］

［１］　王世杰，李阳兵．喀 斯 特 石 漠 化 研 究 存 在 的 问 题 与 发 展

趋势［Ｊ］．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０７，２２（６）：４７４－４８３．
［２］　袁道先，章程．岩 溶 动 力 学 的 理 论 探 索 与 实 践［Ｊ］．地 球

学报，２００８，２９（３）：３５５－３６５．
［３］　鞠建华，戴传固，况 顺 达，等．岩 溶 石 漠 化 遥 感 监 测 与 防

护规划［Ｍ］．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０６．
［４］　岳跃民，王克林，张 兵，等．喀 斯 特 石 漠 化 信 息 遥 感 提 取

的不确定性［Ｊ］．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１１，２６（３）：２６６－２７４．
［５］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ｊｉｅ，Ｌｉｕ　Ｑｉ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Ｄｉａｎｆａ．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ｌａｎｄｕｓｅ，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Ｊ］．Ｌ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１５（２）：１１５－１２１．

［６］　王世杰，李阳兵．生 态 建 设 中 的 喀 斯 特 石 漠 化 分 级 问 题

［Ｊ］．中国岩溶，２００５，２４（３）：１９２－１９５．
［７］　李瑞玲，王世杰，周 德 全，等．贵 州 岩 溶 地 区 岩 性 与 土 地

石漠 化 的 空 间 相 关 分 析［Ｊ］．地 理 学 报，２００３，５８（２）：

３１４－３２０．
［８］　岳跃民，张兵，王 克 林，等．石 漠 化 遥 感 评 价 因 子 提 取 研

究［Ｊ］．遥感学报，２０１１，１５（４）：７２２－７３６．
［９］　谭炳香，李增元，陈尔学，等．ＥＯ－１Ｈｙｐｅｒｉｏｎ高光谱数据

的预处理［Ｊ］．遥感信息，２００５（６）：３６－４１．
［１０］　高尚武，王葆芳，朱灵益，等．中国沙质荒漠化土地监测

评价指标体系［Ｊ］．林业科学，１９９８，３４（２）：１－１１．

［１１］　Ｙｕｅ　Ｙｕｅｍｉｎ，Ｚｈａｎｇ　Ｂｉｎｇ，Ｗａｎｇ　Ｋｅｌｉｎ，ｅｔ　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
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１０，３１（８）：２１１５－２１２２．

［１２］　Ｄａｕｇｈｔｒｙ　Ｃ　Ｓ　Ｔ，Ｗａｌｔｈａｌｌ　Ｃ　Ｌ，Ｋｉｍ　Ｍ　Ｓ，ｅｔ　ａｌ．Ｅｓｔｉ－
ｍａｔｉｎｇ　ｃｏｒｎ　ｌｅａ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ｃａｎｏｐ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Ｊ］．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０，７４（２）：２２９－２３９．

［１３］　陈 晓 玲，龚 威，李 平 湘，等．遥 感 数 字 图 像 处 理 导 论

［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４］　Ｗｉｌｓｏｎ　Ａ　Ｄ，Ａｂｒａｈａｍ　Ｎ　Ａ，Ｂａｒｒａｔｔ　Ｒ，ｅｔ　ａｌ．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Ｊ］．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ｎ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７，９（１）：５－１３．

［１５］　Ｚｈｏｕ　Ｑｉｍｉｎｇ，Ｒｏｂｓｏｎ　Ｍ，Ｐｉｌｅｓｊｏ　Ｐ．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ｓ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８，１９
（９）：１８１５－１８２０．

［１６］　Ｌｉｕ　Ｌｉａｎｇｙｕｎ，Ｊｉｎｇ　Ｘｉａ，Ｗａｎｇ　Ｊｉｈｕａ，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ｅｉ－

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ＩＳ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１５３（１／４）：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３３９－３４９．

　　（上接第６２页）
［６］　Ｆｕ　Ｂｏｊｉｅ，Ｃｈｅｎ　Ｌｉｄｉｎｇ，Ｍａ　Ｋｅｍｉｎｇ，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ｌｌｙ
ａｒｅａ　ｏｆ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Ｊ］．

Ｃａｔｅｎａ，２０００，３９（１）：６９－７８．
［７］　韩书成，濮励杰，陈 凤，等．长 江 三 角 洲 典 型 地 区 土 壤 性

质对土地利 用 变 化 的 响 应［Ｊ］．土 壤 学 报，２００７，４４（４）：

６１２－６１９．
［８］　Ｄｏｒａｎ　Ｊ　Ｗ，Ｔｉｍｍｏｔｈｙ　Ｂ　Ｐ．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Ｍａｄｉｓｏｎ，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ＵＳＡ．１９９４．
［９］　连纲，郭旭东，王 静，等．土 壤 质 量 与 可 持 续 土 地 利 用 管

理［Ｊ］．生态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４（２）：１６３－１６９．
［１０］　李阳兵，侯建筠，谢 德 体．中 国 西 南 岩 溶 生 态 研 究 进 展

［Ｊ］．地理科学，２００２，２２（３）：３６５－３７０．
［１１］　龙健，江新荣，邓启琼，等．贵州喀斯特地区土壤石漠化

的本质特征研究［Ｊ］．土壤学报，２００５，４２（３）：４１９－４２７．
［１２］　许联芳，王克林，朱捍华，等．桂西北喀斯特移民区土地

利用方式对土壤养分的影响［Ｊ］．应 用 生 态 学 报，２００８，

１９（５）：１０１３－１０１８．
［１３］　魏亚伟，苏以荣，陈香碧，等．人为干扰对桂西北喀斯特

生态系统土壤 有 机 碳、氮、磷 和 微 生 物 量 剖 面 分 布 的

影响［Ｊ］．水土保持学报，２０１０，２４（３）：１６４－１６９．
［１４］　龙健，黄昌勇，李 娟．喀 斯 特 山 区 不 同 土 地 利 用 方 式 对

土壤质量演变的影响［Ｊ］．水土保 持 学 报，２００２，１６（１）：

７６－８０．
［１５］　龙健，李娟，汪境 仁．典 型 喀 斯 特 地 区 石 漠 化 演 变 过 程

对土壤 质 量 性 状 的 影 响［Ｊ］．水 土 保 持 学 报，２００６，２０
（２）：７７－８１．

［１６］　刘方．喀斯特石 漠 化 过 程 土 壤 环 境 质 量 变 化 及 生 态 环

境影响评价［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５，２５（３）：６３９－６４４．
［１７］　Ｅｌｌｉｓ　Ｅ　Ｃ，Ｗａｎｇ　Ｓ　Ｍ．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ｉ　Ｌａｋ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９９７，６１（２／３）：１７７－
１９３．

［１８］　Ｖｉｔｏｕｓｅｋ　Ｐ　Ｍ．Ｈｕｍａｎ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ｓ　ｅｃｏｓｙｓ－
ｔｅｍ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７，２７７（５３２５）：４９４－４９９．

［１９］　Ｅｌｌｉｓ　Ｅ　Ｃ，Ｌｉ　Ｒｏｎｇｇａｎｇ，Ｙａｎｇ　Ｌｉｎｚｈａｎｇ，ｅｔ　ａｌ．Ａｇｒｏｅ－
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Ｍ］．Ｂｏｃａ　Ｒａｔｏｎ，ＦＬ：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９５－１０４．

［２０］　焦加国，武俊喜，李辉信，等．华南丘陵区村级景观下土

地利用／土地覆盖 对 土 壤 质 量 的 影 响［Ｊ］．土 壤 学 报，

２００７，４４（２）：２０４－２１１．
［２１］　马瑛．北方农 牧 交 错 带 土 地 利 用 生 态 安 全 评 价［Ｊ］．干

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７，２７（１）：５３－５８．
［２２］　宋鹏飞，郝占庆．生态资产评估的若干问题探讨［Ｊ］．应

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７，１８（１０）：２３６７－２３７３．
［２３］　杨珊，何寻阳，苏以荣，等．岩性和土地利用方式对桂西

北喀斯特土壤肥力的影响［Ｊ］．应 用 生 态 学 报，２０１０，２１
（６）：１５９６－１６０２．

０９１ 　　　　　　　　　　　　 　　　　　　水土保持通报　　　　　　　　　　　　　　　　　　　　　第３３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