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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M和 OＬI数据山西省潞城市土地利用
动态变化分析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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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1995 年、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 ４ 期 TM影像与 2015 年 OＬI影像为数据源，首先采用决策树分类算法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CART)，提取山西省潞城市的土地利用信息，并进行精度评价; 其次，利用土地利
用变化幅度、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综合指数等分析其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情况; 然后，利用前
４ 期数据预测 2015 年居民地面积，并与实际数据对比，验证 GM(1，1)模型有效性; 最后，利用 GM(1，1)模型预测
2020年的土地利用类型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情况中，林地与居民地面积增加，耕地与未
利用地面积减少，水域基本保持不变; 开发利用程度属于中等; 土地利用结构基本保持不变; 2020 年研究区内耕
地面积预测值为 22 759． 32 hm2，居民地面积预测值为 8 85４． 76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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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土地利用直观地记录了被人类改变的地球表面

特征的空间格局。 人类的生存生产等活动依存于土
地，人类长久发展的前提是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土地利用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土地利用在研究区域范

围内的连续变化，能直观地表明人与环境的相互关
系。 从全球变化的角度看，主要研究的是土地利用
和土地覆盖变化(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ＬUCC)对全球气候等变化的影响[1]。 从区域研究
的角度看，主要研究的是 ＬUCC 对区域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作用[2]。

目前对于土地利用的研究已经应用在各种不同

的领域，如环境评估、土地资源管理规划、历史遗迹
保护和大气污染等[3 - 8]。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
展，ＬUCC研究可以借助许多新兴的技术，如 GIS 技
术、RS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 通过各种技术与资源
的结合不仅扩大了土地资源变化研究的深度与广

度，同时建立了适应各种不同地区的模型，进而提高

了研究的精确度，为土地等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
理论与技术上的支持[9 - 1４]。

本文以山西省潞城市为研究区，基于 RS 与 GIS
技术，利用 1995-2015 年间 5 期遥感影像数据对研
究区 20 a间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研
究，并采用灰度预测法 GM(1，1)模型对 2020 年的
土地利用情况进行预测，进而为该区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源

潞城市位于山西省的东南部，太行山西麓，地理
坐标在 E112°59'36″ ~ 113°25'４0″，N36°1４'00″ ~ 36°
29'30″之间。 作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及
山西省造林绿化先进市，研究区历史悠久、自然资源
丰富。

本文所用的数据为山西省潞城市 1995 年、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 ４ 期 TM 影像、2015 年 OＬI 影
像、行政区划图以及其他文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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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预处理

利用行政边界矢量数据对遥感影像进行裁剪，
提取出研究区范围。 根据土地分类系统原则与潞城
市的区域特点将研究区内的土地利用类型分为 5
类: 林地、耕地、居民地、水域及未利用地。 采用决
策树分类算法 (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CART)进行分类，提取土地利用信息，并对已分类
的图像进行后处理得到最终的结果。

CART算法是把数据集中最小的 Gini值作为节
点将数据集分为 2 个子数据集，最后根据验证数据
进行剪枝。 Gini 指数[15]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

的指标，也被用来度量任何不均匀分布，其范围在
[0，1]之间，值越小说明数据对象为同一类的概率
越高。 所以，基于 CART 获取规则的决策树是结构
简单的二叉树。 CART算法不适用于有多个离散特
征的情况，因此若要使用此方法，最好先将离散特征

取值缩减。 基于 CART获取规则的决策树分类法的
步骤为: ①构建多源数据集，包括: Ｌandsat5 TM 和
Ｌandsat8 OＬI影像的多光谱波段、归一化差值植被
指数 (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
和迭代自组织数据分析技术( iterative self-organizing
data analysis technique，ISODATA)非监督分类结果;
②获取规则，通过选择训练样本获取规则; ③土地
覆盖信息提取，在 Decision Tree中选择决策树 txt文
件，提取出土地覆盖信息。 最终分类结果如图 1 所
示。 对结果进行精度评定，评价结果如表 1 所示。
从图 1 和表 1 中可以看出，分类结果可以满足本文
对数据质量的精度要求。

表 1 分类结果精度
Tab. 1 Classification results accuracy

精度评价指标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分类精度 / % 93． 00 9４． 00 95． 00 92． 00 97． 00
Kappa系数 0． 88 0． 90 0． 92 0． 87 0． 95

(a) 1995 年 (b) 2000 年 (c) 2005 年

(d) 2010 年 (c) 2015 年

图 1 潞城市土地利用分类结果
Fig. 1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Lucheng City

3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

研究区总面积为 61 235． 77 hm2，其在 1995 年、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 5 个时期各类土
地利用类型面积的大小及其对于研究区总面积的占

比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潞城市各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及占比
Tab. 2 Area and ratio change of land use types of Lucheng City

年份
林地 耕地 居民地 水域 未利用地

面积 / hm2 比例 / % 面积 / hm2 比例 / % 面积 / hm2 比例 / % 面积 / hm2 比例 / % 面积 / hm2 比例 / %
1995 年 23 301． 90 38． 05 29 ４6４． 50 ４8． 12 5 629． 86 9． 19 ４４6． 95 0． 73 2 392． 56 3． 91
2000 年 2４ 295． 00 39． 68 27 790． 70 ４5． 38 6 632． 28 10． 83 ４４5． ４1 0． 73 2 072． 38 3． 38
2005 年 25 610． 20 ４1． 82 26 29４． 70 ４2． 9４ 7 116． 2４ 11． 62 ４４9． 73 0． 7４ 1 76４． 90 2． 88
2010 年 26 736． 70 ４3． 66 2４ 9４8． 20 ４0． 7４ 7 626． 96 12． ４6 ４5４． 66 0． 7４ 1 ４69． 25 2． ４0
2015 年 27 ４71． 00 ４４． 86 2４ 0４6． 30 39． 27 8 256． 78 13． ４8 ４20． 93 0． 69 1 0４0． 76 1． 70

  由表 2 可知，林地和耕地是研究区主要土地利
用类型，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85% 。 耕地占地面积
最大，主要分布在西部与南部; 其次是林地，主要在
研究区东南部和北部地区; 居民地主要集中在中南

部与西北部。 在 1995-2015 年的 20 a 间，耕地面
积变化最大，约减少了 10% ; 水域面积基本保持不
变; 林地面积有少量持续增加; 未利用地面积逐期
减少; 居民地面积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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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土地利用变化量
3． 1． 1 土地利用变化幅度

土地利用变化幅度为土地利用类别面积的变

化[9]，即

S =
U j - Ui
Ui

， (1)

式中: S为研究区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地利用变

化幅度，正值表示增加的幅度，负值表示减少的幅
度; Ui和 U j分别表示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的某一土
地利用类型面积。

把研究区 1995-2015 年间土地利用类别的面
积导入式(1)中进行计算，可以得到研究区 1995-
2015 年每 5 a间的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幅度，其结
果见表 3。

表 3 潞城市 1995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土地利用变化幅度
Tab. 3 Extent of land use change of Lucheng City in 1995， 2000， 2005， 2000， 2015

土地利用类型
1995-2000 年 2000-2005 年 2005-2010 年 2010-2015 年

变化面积 / hm2 变化幅度 / % 变化面积 / hm2 变化幅度 / % 变化面积 / hm2 变化幅度 / % 变化面积 / hm2 变化幅度 / %
林地 993． 10 ４． 26 1 315． 20 5． ４1 1 126． 50 ４． ４0 73４． 30 2． 75
耕地 - 1 673． 80 - 5． 68 - 1 ４96． 00 - 5． 38 - 1 3４6． 50 - 5． 12 - 901． 90 - 3． 62
居民地 1 002． ４2 17． 81 ４83． 96 7． 30 510． 72 7． 18 629． 82 8． 26
水域 - 1． 5４ - 0． 3４ ４． 32 0． 97 ４． 93 1． 10 - 33． 73 - 7． ４2

未利用地 - 320． 18 - 13． 38 - 307． ４8 - 1４． 8４ - 295． 65 - 16． 75 - ４28． ４9 - 29． 16

  由表 3 可知，在 1995-2000 年 5 a间，研究区土
地利用类型中面积呈正增长的为林地和居民地 2
类，其中面积增加最多同时变化幅度最大的是居民
地，增加面积为 1 002． ４2 hm2，增加幅度为 17． 81% ;
土地利用类型中面积呈负增长的有耕地、水域和未
利用地 3 类，耕地面积减少最多，为 1 673． 80 hm2，
水域面积虽有所减少但是幅度很小可忽略不计，而
未利用地减少幅度最大，为 13． 38% 。 在 2000-
2005 年 5 a间，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中面积呈正增
长的有林地、居民地和水域 3 类，其中面积增加最多
的是林地，为 1 315． 20 hm2，增加幅度最大的是居民
地，为 7． 30% ，水域面积虽有小幅度增加但可忽略
不计; 土地利用类型中面积呈负增长的有耕地和未
利用地 2 类，耕地面积减少最多，为 1 ４96． 00 hm2，
未利用地减少幅度最大，为 1４． 8４% 。 在 2005-
2010 年 5 a间，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中面积呈正增
长的有林地、居民地和水域 3 类，面积增加最多的是
林地，为 1 126． 50 hm2，增加幅度最大的是居民地，
为 7． 18% ，水域面积虽有小幅度增加但可忽略不

计; 土地利用类型中面积呈负增长的有耕地和未利
用地 2 类，面积减少最多的是耕地，为 1 3４6． 50 hm2，
减少幅度最大的是未利用地，为 16． 75% 。 在
2010-2015 年 5 a间，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中面积
呈正增长的有林地和居民地 2 类，其中面积增加最
多的是林地，为 73４． 30 hm2，增加幅度最大的是居
民地，为 8． 26% ; 土地利用类型中面积呈负增长的
有耕地、水域和未利用地 3 类，其中面积减少最多的
是耕地，为 901． 90 hm2，减少幅度最大的是未利用
地，为 29． 16% 。
3． 1． 2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为研究区某一土地利用类

型的年均变化情况[9]，即
K = S / T ， (2)

式中: K为研究区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一土地利
用动态度; T为研究初期与末期的间隔年数。

将研究区 5 个年份的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导入式
(2)中进行计算，得到研究期间潞城市的单一土地
利用动态度，其结果见表 ４。

表 4 潞城市 1995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
Tab. 4 Single land use dynamic degree of Lucheng City in 1995， 2000， 2005， 2000， 2015 (% )

土地利用类型 1995-2000 年 2000-2005 年 2005-2010 年 2010-2015 年 1995-2005 年 2000-2010 年 2005-2015 年 1995-2015 年

林地 0． 85 1． 08 0． 88 0． 5４ 0． 99 1． 01 0． 73 0． 89
耕地 - 1． 1４ - 1． 08 - 1． 02 - 0． 72 - 1． 08 - 1． 02 - 0． 86 - 0． 92
居民地 3． 56 1． ４6 1． ４４ 1． 66 2． 6４ 1． 50 1． 60 2． 33
水域 - 0． 07 0． 19 0． 22 - 1． ４8 0． 06 0． 21 - 0． 6４ - 0． 29

未利用地 - 2． 68 - 2． 97 - 3． 35 - 5． 8４ - 2． 62 - 2． 91 - ４． 03 - 2． 83

  根据表 ４ 对潞城市 1995 年、2000 年、2005 年、
2010 年和 2015 年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情况进行详
细分析。 近 20 a 间，潞城市林地面积有所增加，且
其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始终为正，截止到 2015 年研

究区林地面积呈增加状态，且年均增长 0． 89% ; 耕
地面积有所减少，其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始终为负，
截止到 2015 年研究区耕地面积呈减少状态，且年均
减少 0． 92% ; 居民地面积有所增加，其单一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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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动态度始终为正，截止到 2015 年研究区居民地面
积呈增加状态，年均增长 2． 33% ; 水域面积有所减
少，其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有正有负，截止到 2015
年研究区水域面积呈减少状态，年均减少 0． 29% ;
未利用地面积有所减少，其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始
终为负，截止到 2015 年研究区未利用地面积呈减少
状态，年均减少 2． 83% 。
3． 2 土地利用变化程度

土地的属性是人与自然的总体反应效果，体现
了人类对土地利用的特点。 本文结合土地利用现状
分类标准(GBT21010-1007)与研究区土地利用的
特点以及人类对土地的开发利用程度将该研究区土

地利用类型分为 ４ 个等级，见表 5。
表 5 土地利用类型分级指数

Tab. 5 Land use type classification index

分级
城镇聚落

用地级

农业用

地级

林草水

用地级

未利用

地级

土地利用类型 居民地 耕地 林地、水域 未利用地

分级指数 ４ 3 2 1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综合指数为研究区内土地利
用的程度[16]，即

L = 100∑
n

i = 1
AiC i ， (3)

式中: L 为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的综合指
数; Ai 为第 i类土地利用类别的分级指数; C i 为第
i类土地利用类别的面积占比; n 为土地利用类别
总数。

把研究区 5 个年份的土地利用类别的面积占比
与相应的分级指数带入式(3)中进行计算，得到研
究期间研究区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综合指数，其结果
见表 6。

表 6 潞城市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综合指数

Tab. 6 Land use change composite index of Lucheng City
年份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综合指数 262． 59 263． 66 263． 30 263． 26 26４． 53

  由表 6 可知，研究区土地利用程度在 1995-
2015 年间无显著变化。 从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综合
指数的范围(100 ~ ４00)来看，潞城市的开发程度已
达到中等程度，土地利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政府
可以在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开发土地资源发展经

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3． 3 土地利用变化结构

通过研究区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占比可以得

到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情况，其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潞城市土地利用类型结构
Fig. 2 Land use structure of Lucheng City

  从类别角度分析数据，研究区面积占比最大的
2 类土地利用类型是林地与耕地，这 2 类在各时期
所占研究区总面积均在 80%以上; 其次，居民地在
各时期所占研究区总面积介于 9% ~ 1４%之间; 而
其他各类在各时期所占研究区总面积都不足 5% 。

从时间角度分析数据，①林地的变化在 1995-
2015 年间面积占比逐渐增大，尤其在 2000-2005
年间的变化幅度最大，为 2． 1４% ，2010-2015 年间
的变化幅度最小，为 1． 20% ; ②耕地的变化在
1995-2015 年间面积占比逐渐减少，在 1995-2000
年间的变化幅度最大，为 2． 7４% ，2010-2015 年间
的变化幅度最小，为 1． ４7% ; ③居民地的变化在
1995-2015 年间面积占比逐渐增大，在 1995-2000
年间的变化幅度最大，为 1． 6４% ，2000-2005 年间
的变化幅度最小，为 0． 79% ; ④水域的变化在
1995-2015 年面积占比有增有减，最终呈减少趋
势，在 2010-2015 年间的变化幅度最大，为0． 05% ，
在 1995-2000 年与 2005-2010 年间无变化，变化
幅度为 0; ⑤未利用地的变化在 1995-2015 年间面
积占比逐渐减少，在 2010-2015 年间的变化幅度最
大，为 0． 70% ，在 2005-2010 年间的变化幅度最
小，为 0． ４8% 。

４ 土地利用预测

科学有效地对土地利用进行预测能够为研究区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17]。 灰色预测
法是一种对含有不确定因素的系统进行预测的方

法。 首先，通过关联分析来鉴别系统各因素之间的
发展趋势的相异程度; 然后，生成处理原始数据寻
找出系统的变化规律，即生成一组具有较强规律性
的数据序列; 最后，通过建立相应的微分方程模型
预测出事物未来的发展状况。

本文利用 GM(1，1)模型，首先利用 1995 年、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 ４ 期的遥感数据对研究
区 2015 年的居民地面积进行预测并与实际数据进
行对比，再利用 1995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
和 2015 年 5 期的数据对研究区 2020 年的耕地与居

·821·

万方数据



第 2 期 桑 潇，等: 基于 TM和 OＬI数据山西省潞城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与预测

民地进行预测。
GM(1，1)模型中建立的微分方程为

X( t + 1) = X(1) - ba[ ]e -at + ba ， (４)

式中: X( t + 1)表示预测年份的相应预测结果; a为
发展系数，表示行为序列估计值的发展态势; b为灰
色作用量，是从行为序列中挖掘出来的数据，反映了
数据变化的关系。 此模型使用均方差比值 C 与小
误差概率 P 作为检验模型预测精度的标准。 具体

指标如表 7 所示。
表 7 精度预测等级

Tab. 7 Level of prediction accuracy
精度评价指标 好 良 合格 不合格

C ＜ 0． 35 ＜ 0． 50 ＜ 0． 65 ≥ 0． 65
P ＞ 0． 95 ＞ 0． 80 ＞ 0． 70 ≤ 0． 70

４． 1 2015 年土地利用预测
将研究区 1995 年、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 ４

期的居民地面积带入 GM(1，1)模型中，得到

X( t + 1) = 91 700． 2４8 281e0． 069 816 t - 86 070． 388 281 ， (5)
式中: 参数 a = - 0． 069 816; b = 6 009． 080 ４４8。

根据 GM(1，1)模型得到的式(5)对 2000 年、
2005 年和 2010 年居民地拟合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居民地拟合结果
Tab. 8 Fitting results for residential area in 2000，2005，2010

年份 观察值 拟合值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 %

2000 年 6 632． 280 0 6 630． 912 ４ 1． 367 6 0． 020 6
2005 年 7 116． 2４0 0 7 110． 398 6 5． 8４1 ４ 0． 082 1
2010 年 7 626． 960 0 7 62４． 556 8 2． ４03 2 0． 031 5

  评价结果: C = 0． 002 8，P = 1． 000 0，表明当前
模型的评价效果很好。 计算得到 2015 年预测值为
8 175． 89４ 08 hm2，而实际面积为 8 256． 78 hm2，相
差 80． 885 92 hm2，仅占总面积的 0． 013 2% ，误差很
小，满足精度要求。
４． 2 2020 年土地利用预测
４． 2． 1 耕地预测

将研究区 5 期的耕地面积数值带入 GM(1，1)
模型中，得到

X( t + 1) = - 578 8４6． 731 18e - 0． 0４9 017 t + 608 311． 231 118 ， (6)

式中: 参数 a = 0． 0４9 017; b = 29 817． 656 301。
  利用式(6)对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耕地拟合结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和 2015 年耕地拟合结果
Tab. 9 Fitting results for agriculture area in

2000，2005，2010，2015

年份 观察值 拟合值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 %
2000 年 27 790． 700 0 27 689． 225 1 101． ４7４ 9 0． 365 1
2005 年 26 29４． 700 0 26 36４． 706 7 - 70． 006 7 - 0． 266 2
2010 年 2４ 9４8． 200 0 25 103． 5４6 7 - 155． 3４6 7 - 0． 622 7
2015 年 2４ 0４6． 300 0 23 902． 71４ 6 1４3． 585 ４ 0． 597 1

  评价结果: C = 0． 062 9，P = 1． 000 0，表明当前
模型的评价效果较好。 2020 年耕地面积的预测值
为22 759． 32４ ４5 hm2，耕地持续减少的趋势保持不
变。 由于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教育资源
和居住环境，这些因素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
城市，而缺乏劳动力的农村使得部分耕地退化为荒
地，面积减少。
４． 2． 2 居民地预测

将研究区域 5 期的居民地面积数值带入 GM
(1，1)模型中，得到

X( t + 1) = 87 ４88． 28４ 157e0． 072 892 t - 81 858． ４2４ 157 ， (7)

式中: 参数 a = - 0． 072 892 ，b = 5 966． 783 952。
利用式(7)对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居民地拟合结果如表 10 所示。

表 10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和 2015 年居民地拟合结果
Tab. 10 Fitting results for residential area in

2000，2005，2010，2015
年份 观察值 拟合值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 %
2000 年 6 632． 280 0 6 615． 32４ 7 16． 955 3 0． 255 6
2005 年 7 116． 2４0 0 7 115． 53４ 7 0． 705 3 0． 009 9
2010 年 7 626． 960 0 7 653． 567 6 - 26． 607 6 - 0． 3４8 9
2015 年 8 256． 780 0 8 232． 283 2 2４． ４96 8 0． 296 7

  评价结果: C = 0． 022 0，P = 1． 000 0，表明当前
模型的评价效果很好。 2020 年居民地面积的预测
值为 8 85４． 757 69 hm2，居民地持续增加的趋势保
持不变。 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使得更多的农村人口涌

入城市，城市常住人口的增加使得城市不断扩张，居
民地面积增加。

5 结论

1)1995-2015 年间，研究区林地和居民地所占
用地逐渐增加，耕地和未利用地所占用地逐渐减少，
水域所占用地基本保持不变。
2)1995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

该区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综合指数分别为 262． 59，
263． 66，263． 30，263． 26 和 26４． 53。 从土地利用程
度变化综合指数的范围来看，研究区开发程度已达
到中等水平，近 20 a间研究区处于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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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土地利用结构方面，从类别角度看，林地
与耕地是研究区 2 大土地利用类型; 从时间角度
看，截止到 2015 年研究区面积增加的有林地和居民
地; 面积减少的有耕地、水域和未利用地。
４)应用 GM(1，1)模型，采用 1995 年、2000 年、

2005 年和 2010 年 ４ 期数据预测 2015 年居民地面积
为 8 175． 89 hm2，实际面积为 8 256． 78 hm2，相差
80． 89 hm2; 应用该模型，采用 1995 年、2000 年、
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 5 期数据预测 2020 年耕
地面积为 22 759． 32 hm2，居民地面积为 8 85４． 76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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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and use dynamic change and prediction in Lucheng City
of Shanxi Province based on TM and OLI

SANG Ｘiao， GUO Qiaozhen， PAN Yingyang， FU Ying
(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matics， Tianjin Chengjia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４，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s used TM remote sensing images in 1995， 2000， 2005， 2010 and OＬI remote
sensing image in 2015 as data sources， classified the image by decision tree method based on CART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to obtain the land use information of Ｌucheng City of Shanxi Province and did accuracy
assessment． Then the dynamic change of land use was analyzed by such means as the extent of land use change，
the single land use dynamics， and the integrated index of land use change degree． In addition， the GM(1， 1)
model was built using first four data and was verified by the actual data in 2015 ． At last， the land use of Ｌucheng
City in 2020 was predicted by using the GM (1，1) model．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btained， the forest area and
the residential area increased， the agriculture area and the unused land area decreased， and the water area
remained about the same in the 20 years from 1995 to 2015 in Ｌucheng City; the development degree achieved the
medium level and the land use structure remained about the same． In 2020， the predicted value of agriculture area
in Ｌucheng City will be 22 759． 32 hm2 and the predicted value of residential area will be 8 85４． 76 hm2 ．
Keywords: TM; OＬI; CART; land use dynamic change; G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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