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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科技厅社会发展项目 ≥ 号 ∀

第一作者 王艳君 出生于 年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

方向为海洋信息技术与制图 ∀ ∞2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 是人类大规模开发和利用

海洋资源的时代 ∀为了合理 !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海洋

资源 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 提高开发的

整体和综合效益 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

用 海洋功能区划工作急需科学 !合理 !高效 !准确地

完成 ∀全国其他各省的海洋功能区划基本上都是根据

地形图 !航空像片以及有关部门的土地利用现状图来

完成功能区划图的 ∀由于地形图 !航空像片和土地利

用现状图的更新都比较慢 难以提供最新的符合现势

的数据 因而很难保证功能区划图的高精度 ∀本次江

苏省的大比例尺海洋功能区划工作选取 ≥ ×

资料 采用现代化的遥感技术 并结合 ≥技术 取得

了理想的成果 ∀

研究区概况

本次江苏省大比例尺海洋功能区划的范围 北与

山东相连 南与上海交接 海域范围为领海外界向陆

地一侧的水域 包括内水和领海 陆域范围为距离海

岸 ∗ 的地带 区划总面积约 ∀

江苏海岸线总长 按物质组成可分为砂

质海岸 !基岩海岸和淤泥质海岸三类 ∀其中粉沙淤泥

质海岸为江苏省最主要的海岸类型 岸线占江苏省总

岸线的 以上 ∀按其动态可分为基本稳定 !侵蚀和

堆积型粉沙淤泥质海岸三种类型 ∀沿海地区地处江淮

下游 河渠密布 纵横交错 气候具有南北气流以及海

洋 !大陆性气候双重影响的特征 大致以苏北灌溉总

渠为界 以北为暖温带气候 以南为北亚热带湿润季

风气候 海洋资源十分丰富 ∀

数据采集

考虑到本次进行的区划为 Β 万的大比例尺海

洋功能区划 对地物信息的要求比较细化 而常规的

非遥感手段因受自然条件的限制 很多数据无法获

取 况且海岸带由于其本身的特殊地理环境和人类活

动的影响 如冲淤 !滩涂围垦 !港口建设 !城市发展等

土地利用状况变化也较快 因而本次工作选取了遥感

数据作为基础资料 为大比例尺海洋功能区划提供大

面积 !宏观 !综合 !动态的最新资料 其它非遥感数据

作为辅助资料 ∀

遥感影像数据的选取

数据源的选取 是利用遥感影像数据进行项目

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只有选取了合适的遥感数据

才能以较少的耗费 提取到符合应用要求的信息 ∀为

了选取合适的遥感影像数据 需要从应用的目的和要

求及可以获得的遥感影像的特点 如影像的空间分辨

率 光谱分辨率 !时相及影像获取时的天气情况等方

面来考虑

空间分辨率不低于 能满足一般土地利

用现状调查的需要 能用于提取区域内主要河渠 !堤

坝及乡镇和较大的集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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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技术在江苏省大比例尺海洋功能区划中的应用

王艳君 张 鹰 王进华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提要 以江苏省大比例尺海洋功能区划为例 介绍了遥感影像数据的采集原则 并着重

阐述了遥感技术在功能区划中的应用 ∀研究结果表明遥感技术能够高效 ! 准确地进行功能

区地物识别分类 制作出高精度的区划底图 促进大比例尺海洋功能区划快速 ! 高效 ! 准

确地完成 ∀

关键词 遥感技术 海洋功能区划 应用 大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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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土地利用信息提取框图

ƒ ∏ ¬

遥感影像的时相 ∀按现势性原则 尽量选取最

新的遥感影像 ∀影像的获取季节以夏秋季最佳 因为

此时耕地播种率最高 池塘 !水库 !沟渠一般有水 地

面覆盖能更好地反映土地的利用类型 便于土地利用

类型解译 ∀

研究区海域的潮位应接近低潮位 以便于滩

涂资源的调查 ∀

研究区上空无云 地面能见度高 ∀

目前 应用于土地利用调查效果较好的卫星遥感

影像有 ≥ ≥≥ 和 × 全色 影

像及 ≥° × 全色 影像等 高分辨率民用卫

星遥感影像有 ≥ 全色 !≥° 2 和

∞ ≥ 影像等 ∀ ≥≥数据虽然具有较高的价格质

量比 但分辨率太低 而高分辨率卫星影像价格太高

≥° ×卫星影像数据也存在类似的限制因素 ∀

综合各个方面考虑 研究中最后选用了 ≥

× 2 波段影像 ∀虽然 × 影像在提取某些细小地

物时信息量不足 如低等级公路很难准确定位 但其

辐射分辨率较高 !光谱覆盖范围广 !应用范围广 而且

价格适中 是最常用的遥感信息源 ∀应用 × 数据对

甚至更大比例尺的基础地理数据更新 !大范

围的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中 已经有过不少

研究 ≈ 是目前遥感应用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 ∀因

而 在本次的研究中 选取 年的连云港幅 !盐城

幅 !长江口幅和太湖幅 景 × 影像 影像上研究区

海域接近低潮位 潮间带出露明显 研究区上空无云

地面能见度高 ∀

非遥感辅助资料

与遥感资料相对应的最新的 ∗ 年代的 Β

万地形图 年的土地利用现状图 行政区划图等

基本图件 土地详查变更资料以及相关自然及社会经

济调查统计资料 用以辅助进行遥感资料的纠正和分

类处理 ∀

遥感技术在区划工作中的应用

利用遥感技术 制作高精度的区划底图

海洋功能区划底图制作的精度 直接影响海洋功

能区划成果的质量 ∀所以制作高精度的区划底图在整

个区划制图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

为了制作精度高的区划底图 作者对 × 原始影

像进行如下处理

运用 ∞ ∂ 图像处理软件 利用江苏省

沿海 Β 万地形图选取地面控制点对 × 原始影像

数据进行几何精校正 ∀然后采用三次卷积作亮度插

值 对影像数据进行重采样 ∀

由于本文所选取的影像数据已在地面站进

行过系统辐射校正和照明校正等初步的大气校正 因

而采用多波段对比法中的直方图最小值法来消除大

气的影响造成的辐射误差 ∀

对校正影像进行增强处理 改善影像的目

视效果 ∀主要采用 线性拉伸 !主分量 Κ∗ Τ 变换 !

比值变换等增强方法 ∀

利用常规的遥感图像地物信息提取方法

) ) ) 监督和非监督分类方法 并根据区域内地面结构

和影像特征的不同 以及目标的不同特点 结合地学

分析手段综合分析 采用不同的信息提取方案 ∀在提

取过程中 首先根据地面结构和影像特点 将研究区

分为海域 !滩地和陆地三部分 然后对各个部分分别

进行土地利用信息提取 ∀滩涂地的类型信息应用基于

传统监督分类的地学理解方法进行 ∀而陆地部分则首

先采用分目标分割方法先对植被 !裸地和水面进行单

要素地面覆盖信息提取 再通过进一步的处理得到研

究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具体提取步骤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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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陆地土地利用分类信息的精度分析 得到

其总体精度达 ∀因此 用遥感技术制作功能区

划底图其精度可大大提高 为区划成果图的精度提供

可靠的保证 ∀

利用遥感图像处理技术 进行地物识别

分类

江苏省大比例尺海洋功能区划是以自然属性为

基础的 功能区划的分界大部分以自然地理要素如河

流 !湖泊 !港口 !公路 !海堤 !岛屿等为界线 因而对基

础地理要素的精确识别分类 也是确保功能区划正确

性的重要保证 ∀常规的地物识别分类是根据地形图 !

土地利用现状图 !航空像片等目视判读 或到实地进

行人工调查 费时费力 而且许多人工不能涉足的地

方根本不可能获取任何数据 ∀本次研究选取 × 影

像 利用 ∞ ∂ 图像处理软件 对地物进行识别分

类 ∀分类精度高 快速 !高效 ∀作者以江苏省海洋中部

王港附近的陆地进行河流信息识别分类 其具体过程

如下

∞ 根据 Β 万地形图数字化的单线河栅格化

作为样本数据 ∀采集样本数据用来进行精度控制 ∀

ƒ 特征选取 ∀可以用来突出水体的有 ΚΤ变换

后的第 ! 波段 ! × × 比值影像和各种基于距

离度量的特征影像等 ∀经过反复实验 最后采用基于

欧氏距离度量的水体特征影像 如图 ∀

图 河渠特征增强与影像分割

ƒ ƒ ∏ √

特征增强 ∀方法是采用 ≅ 高斯高通

滤波模板对特征影像进行锐化 如图 ∀

选取阈值对增强影像进行分割 ∀分割时阈值

选取的控制准则是样本数据的 ∗ 被检测出

来 ∀控制标准不能太低 否则分割结果中线状河渠的

连续性过低 给后面的连接工作带来困难 当然

太高也不行 这样将会导致有太多的假目标被检

测出来 ∀在此原则下 本文取得的阈值为 Τ

即对于目标增强特征影像中的像元 当像元值

ς Τ时 即认为是河渠目标 ∀ 分割结果如图

≤ ∀图中黑色散点和块状表示离散水体 !池塘 !

水库等 黑色线条表示较宽的连续河流和沟渠

白色区域均为非水体区域 ∀

对分割图像进行后处理 ∀首先对可能的较窄

断续河流线特征进行连接 然后去除碎块和不是河流

的块状水体 得到河渠分割图像 矢量化 并对矢量化

结果进行平滑 再栅格化得到以单线形式表示的河流

栅格图像 ∀

图 河渠提取结果

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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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线河的提取 ∀利用上一步中矢量化前

的河渠分割影像将宽度在一个像元以上的河渠

分离出来 即可得到双线河分割图像 再将结果

与上一步结果叠加 最后结果如图 ∀

精度分析 通过叠加分析 以长度大于 为标

准 共统计河段 段 漏提 段 占 因而分

类精度达 ∀

结语

在遥感图像处理和信息提取技术的支持下 使得

江苏省的海洋功能区划工作得以快速 !高效 !精确地

完成 共划分出 个功能区单元 与其他各省比

较 划分的功能区单元更多 内容更详细 经精度分析

计算 其精度可达 ∀这在全国大比例尺海洋功

能区划工作中仍属首例 充分显示了遥感技术在大比

例尺海洋功能区划中的无比优势 ∀从中 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 遥感因其感测范围大 获取信息快 更新周

期短 能提供大面积 !综合 !动态的最新数据 弥补非

遥感资料的缺乏 ∀

ƒ 利用遥感技术能制作出高精度的区划底图

为区划成果图的精度提供有力保证 ∀

利用遥感技术能更快捷 !准确地进行功能区

地物要素的识别分类 从而提高功能区划的正确性和

工作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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