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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较详细地介绍了运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进行城市绿地覆盖调查的方法、技术流程以

及其优点。由该方法获取的城市绿地覆盖数字信息，可以方便地进行各种分析、评价，辅助绿化部

门的规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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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城市绿地作为城市结构中的自然生产力主体，在城市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城市绿地系

统是城市的心肺，是衡量城市综合质量的重要指标，是体现市民生存环境的标志。它在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质量，美化市容，调节城市生态平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城市绿化系统状况

已成为衡量城市文明和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根据建设部《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

定》，城市绿化规划指标包括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市绿化覆盖率和城市绿地率［&］。为了合理

地对城市绿地进行规划管理，运用遥感手段获取城市绿地覆盖信息，进而在 #$" 环境中建库和

管理绿地数据，是城市绿地空间分布分析评价的前提和基础。

% 传统的城市绿地覆盖调查方法———人工普查

城市绿化覆盖是指成片绿化区域以及树冠垂直投影覆盖的区域。城市绿化覆盖率是城市

绿化规划建设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绿地根据其存在的形态分为两大类，即成片绿地和散状

树。传统的人工普查方法往往采用以下统计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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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中 %$ 是个面积系数，是指某一类绿化覆盖统计对象每株树冠的平均面积，&$ 表示某一类

绿化覆盖统计对象的数量总和。对于散状分布的绿化覆盖，人工普查主要是根据 %$ 的定义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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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每株树木的类别和统计树木的数量。对于成片绿地来说，如果绿化区域是规则的 ，例如矩

形、圆形等，实地量算其面积是很容易的；如果绿化区域的形状是任意的，那么实测其面积就

要复杂一些。

绿化覆盖调查方法（人工普查方法）和数学统计分析是传统的获取城市绿地覆盖信息进行

分析、评价的主要手段，但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多为手工作业，资金和人力投入大；

（"）数据量大，统计量算任务重，周期长；

（#）统计过程中人为因素影响大，数据准确性低；

（$）多为统计分析，空间分析弱；

（%）调查、统计结果多为表格或测绘图件，可视化程度低，不便于综合分析评价。

" 遥感与 &’( 环境下城市绿地覆盖信息获取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将这两个相对独立的技术系统有机联

系起来，充分利用遥感调查所获取的大量空间信息，结合各种统计资料，在 &’( 环境下进行绿

地信息提取（即栅格矢量化过程），然后实现包括遥感信息在内的多种数据的多种复合，基于

&’( 的空间分析功能进行绿地空间分布的模型分析，这样不仅可以加速信息提取和数据处理

速度［$］，而且能提高其空间统计分析和空间决策能力。

! )" 绿地覆盖信息获取技术流程

遥感作为一种覆盖范围广、速度快、能够提供真实情况的资源调查手段，在城市绿地覆盖

调查方面具有明显的先进性。经过实践验证制定了绿地覆盖获取技术流程图（图 !）。

图 ! 绿地覆盖信息获取技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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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库主要用于辅助绿地覆盖信息的获取并提供 !"# 环境下进行城市绿地空间分析

评价所必需的各类相关空间基础数据，如街路网、水体、政区等，主要为空间特征数据模型。

绿化专题数据库主要根据以上技术流程解译彩红外航空遥感图像所获取的城市绿地覆盖

信息，由于城市绿地覆盖调查对象的空间尺度较小（$ % 左右），这就要求遥感图像具有较高的

空间分辨率。但由于目前国内所能获取的卫星遥感图像的空间分辨率还较低，如多光谱 #&’(
图像的空间分辨率为 )* %，多光谱 (+ 图像的空间分辨率为 ,* %。因此，城市绿地覆盖调查最

有效的方法是使用高空间分辨率的彩红外航空遥感像片进行解译［-］。在解译的过程中可以参

照街路、水体、行政区划、地形图等基础数据，提高解译精度。彩红外航空遥感像片数据做为模

拟图像，不仅可以得到地面高分辨率的数据，而且由于叶绿素对红外波段的特殊敏感性，导致

绿地植被体与其它地物在彩红外图像上差异性增大，易于判读，故选其做为专题数据库的数据

源。但航空遥感数据为中心投影，变形较大，几何畸变严重，需经光学纠正，转为正射投影，才

能使用。调查时应结合城市的地形特征考虑畸变大小进行纠正。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采用专业

图像处理软件（./0"）对航片进行纠正、拼接。首先考虑到航空像片纵向（1*2）横向（,*2）的

重叠，选 $- 3% 4 $- 3% 作为有效使用区，扫描成 ("56格式。然后参考地形图选取控制点，通过

几何变换实现对图像的纠正。在进行相邻航片拼接时，尽量选取航片象主点附近的区域，这是

因为离象主点越远，由建筑物的高度而造成的投影差越大，导致对建筑物下的绿化区的遮挡范

围越大，最终造成原始数据源绿化信息的丢失。

城市绿地是指用作园林和绿化的各种绿地面积，包括公共绿地、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绿

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等［1］。依据国家建设部《城市绿化规划建设的规定》和《城市园林绿化

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7 8 9］，城市绿地覆盖可采用 ) 级分类体系，第 $ 级按城市绿地的功能和

用途划分 1 大类；第 ) 级，按绿地性质在第 $ 级基础上共分 )* 小类，各类的编码和解译标志见

表 $。

城市绿地覆盖信息的提取是在 !"# 软件 :;30<=> 支持下，采用人机交互式屏幕跟踪解译进

行的。城市绿地信息提取后，还要进行编辑和修改，其数据处理过程是在 !"# 软件 :;3 ? "@AB 支

持下实施的。数据处理主要包括格式转换、图幅拼接、图形编辑、拓扑生成及投影变换等过程，

最终以具有统一投影基础，统一格式的 CBD=;EF= 形式存放于 !"# 数据库中。这种在 !"# 环境下

由人机交互解译获取城市绿化覆盖的调查方法与人工普查方法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图像通过视窗可任意放大缩小、漫游，不受比例尺制约，从而提高

了对地物的识别能力。

（)）在放大状况下解译，确保了类型界线勾绘的准确性，尤其是对面积较小的地物，很容易

地避免了错、漏及重复，提高了绿化覆盖调查精度。

（,）!"# 环境下，可以分层管理，多层互访，利用一些相关地理数据作辅助信息，进行综合

分析，提高了遥感应用精度。

（G）直接屏幕跟踪解译与矢量化，省去了数字化过程，避免了数字化过程所造成的二次误

差，这不仅降低了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解译精度。

（-）调查结果不受主观因素影响，能够提供具有事实依据的资料。

（1）投入低，周期短，成果现势性好，所得到的绿地数据能够反映当前的绿化覆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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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覆盖调查结果除了用数字描述外，可以在 "#$ 中生成绿化覆盖专题图，这种可视

化的成果表示是人工普查方法难以实现的。

表 % 城市绿地分类表

% 类 & 类 编码 公 共 细 则 解 译 标 志

城市
公共
绿地

常 绿 树 %%
落 叶 树 %&
草 地 %’
水 域 %(
附属建筑 %)

指向公众开放的各级、各类公园、小
游园、街头绿地及道路绿地等，包括
其范围内的水域和公园内的附属建
筑

园林绿地的影像形状比较规整，植被覆盖率高，
伴有规划整齐的林荫小路和少量附属建筑，色调
以红色为主。街头道路绿地一般为对称的条状，
沿河、湖、堤及道路分布

单位
附属
绿地

常 绿 树 &%
落 叶 树 &&
草 地 &’

指机关、团体、学校、医院、部队及厂
矿等企事业单位以及公用设施附属
的绿化用地

分布于企事业单位内可通过建筑物形状来判读，
如厂房为宽大的长方形，有的组合成“*”形，医院
为“+”或“山”字形等

居住
区绿

地

常 绿 树 ’%
落 叶 树 ’&
草 地 ’’

指居住区内除区级公园和街道树以
外的绿化用地

居住区绿地多夹在居民楼之间，而居民楼多数是
排列整齐的窄长方形并有阳台

生产
绿地

常 绿 树 (%
落 叶 树 (&
草 地 (’

指为城市绿化生产苗木、草皮、地被、
花卉和种子的圃地

生产绿地主要呈棋盘状，面积较大，纹理呈平行
线状，色调以红色为主

防护
绿地

常 绿 树 )%
落 叶 树 )&
草 地 )’

指用于隔离卫生和安全目的的林带
及绿地

防护绿地分布在河湖、渠水库及湖泊四周，及城
郊接合处的田边地头，呈条状分布

其它
绿地

常 绿 树 ,%
落 叶 树 ,&
草 地 ,’

指上述各类绿地以外的所有绿地

’ 实例分析

%--. 年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信息中心，受长春市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委托设计开发

了长春市城市建设与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由市政设施、公用事业、环境卫生及园林绿化 (
个子系统组成，其中园林绿化子系统中绿地覆盖信息的获取就采用了上述方法。采用的原始

资料是 %--, 年 - 月航摄的长春市彩红外航空遥感图像，比例尺为 % / %0 000，调查范围包括绿

园、宽城、二道、南关、朝阳及双阳 , 个区。用 .00123、&(435 对正片进行扫描，生成相应的数字影

像。考虑到长春市地面相对高差不大（见插页彩片 %），地形高度差异造成的畸变很小，我们采

用多项式纠正生成正射影像。通过对典型区抽样验证分析，纠正后平均误差 & 6 & 7，最大误差

, 6. 7，完全满足大比例尺解译所需的精度。整个绿地信息提取过程，从航空像片解译到绿地

专题图的生成，由于充分运用了遥感和 "#$ 等高新技术，取得了非常理想的解译效果，以儿童

公园为例（见插页彩片 &），运用该方法获取的各类绿地面积与绿化部门掌握的资料对比，解译

精度大于 -.8。所获取的绿地专题信息客观地反映了长春市绿化现状，为绿化子系统中绿地

空间分布分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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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利用 "# 和 $%# 技术进行城市绿地覆盖调查是一种可行的先进技术手段，能够提供具有客

观事实依据的、反映城市绿化覆盖现状的数据和专题图，调查结果能够为城市园林绿地计算机

管理建成高效的信息平台。此外，获取的城市绿地覆盖信息与其他资料如人口统计资料结合

可以进行城市绿地空间分布分析评价，能衍生出其他有价值的分析成果，如绿地空间分布的合

理性等，为合理进行城市绿地规划提供决策支持。

参考文献

［&］ 关伯仁 ’环境科学基础教程［(］’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建设部建城［&)),］*-!，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
［,］ 闫利，刘继琳，林宗坚 ’利用数字化彩红外影像进行城市绿化覆盖调查［.］遥感信息，&)))，（,）：+! / +0’
［!］ 刘纪远，庄大方，凌扬，等 ’基于 $%# 的中国东北植被综合分类研究［.］’遥感学报，&))-，+（!）’
［1］ 李树楷 ’全球环境资源遥感分析［(］’北京：测绘出版社，&))+’
［0］ 杨士弘 ’城市生态环境学［(］’北京：科学出版社，&))0 ’
［*］ 建设部建城［&)),］*-!，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
［-］ 建设部建城［&)-)］*-!，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暂行条例［#］’
［)］ 徐新良，张树文，薄立群 ’长春市城市建设与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长春科技大学学报，+222，,2’

!"#$% &" ’$( %#" )*+,$-.-%/ )-
#$0*")#%’)* !&1’$ %&**$ .’$( +-0*&

34 35678596:&，;<4=>$ ?97@96:&，;<=>$ #AB7CD6+，;E4 F97GH6:,

（& ! "#$%&#’%&( %) *+,%-&.+ #/0 1/23&%/4+/’ 5/)%&4#’3%/ 6(,’+4 5/,’3’-’+ %) 7+%8&#9:3.#; 6.3+/.+, #/0 <#’-&+ *+,%-&.+, =:3>
/+,+ ?.#0+4( %) 6.3+/.+, &22&2&，=:3/#；+ ! 5/,’3’-’+ %) 7+%8&#9:( =:#/8.:-/ =?6 &,22+&，=:3/#；, ! 5/,’3’-’+ %) *+4%’+
6+/,3/8 ?99;3.#’3%/ =?6 &22&2&，=:3/#）

’2345674：4GI96 :GDD6 896J KHLDG 5M 96 5NOHGP96P O9GP H@ BGI96 896JMK9OD 96J ODG@HGNM 9 LDGQ 5NOHGP96P
@B6KP5H6 56 BGI96 MQMPDN’ RAD PG9J5P5H698 NDPAHJ @HG 56LDMP5:9P56: BGI96 :GDD6 896J KHLDG 5M N96B98 CHGS
96J PADGD 5M 9 8HP H@ MAHGPKHN56: 96J JD@5K5D6KQ’ RA5M O9ODG 56PGHJBKDM 9 6DC NDPAHJ PA9P BM56: "# 96J
$%# PDKA6H8H:Q PH 56LDMP5:9PD BGI96 :GDD6 896J KHLDG ’ TD K96 BMD PAD J9P9 56@HGN9P5H6 56 $%# PA9P HI7
P956DJ BM56: PA5M NDPAHJ PH 9698QUD J5MPG5IBP5H6 H@ BGI96 :GDD6 896J KHLDG ’ E@ KHBGMD，PAD 56@HGN9P5H6 K96
98MH AD8O :HLDG6ND6P PH O896 96J N969:D :GDD6 896J’
89: ;<5=3："#；$%#；4GI96 :GDD6 896J KHLDG
第一作者简介：徐新良（&)*+ / ），男，&))* 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地理系，+222 年获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

所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硕士学位，现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

室攻读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博士学位，主要从事遥感应用，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应用及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肖继春

·+,· 国 土 资 源 遥 感 +22& 年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