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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遥感数据的尺度效应决定了可识别内容与识别精度! 同一区域内的遥感数据尺度不同!
同样的遥感处理模型或者方法将得到不同的处理结果$ 以宝鸡黄土区滑坡遥感调查为基础! 对
不同遥感数据源的滑坡体的最小可识别面积% 图斑面积精度测算% 最佳及最大成图比例尺% 遥
感地质灾害解译对比性分析% 滑坡遥感解译精度评价等等与遥感尺度有密切关系的问题进行了
探讨$ 研究结果表明! 在宝鸡黄土区! 调查大% 中型以上滑坡的信息! 可以采用 )>_Z<$
"65$ /#融合图像数据! 比例尺为 "k6$+++ 或 "k$++++& 调查中型% 小型滑坡及较大滑坡体内部
结构定量信息! 可以采用 ]ODK2[D1F "+5#" /# 融合图像数据! 比例尺为 "k$+++$
关键词! 黄土滑坡& 遥感数据& 遥感尺度& 精度问题& 对象识别
中图分类号! >#6%!>#86566 文献标识码! X

+!引言

遥感技术具有宏观性强( 时效性好( 立体(

可视( 信息量丰富等特点# 可以贯穿于滑坡灾害
调查( 监测( 预警( 评估的全过程# 是滑坡调查

中极其必要( 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 )" h"%* ’

随着遥感技术的飞速发展# 数据分辨率有了
很大提高’ 空间分辨率已从原来的 *+ /( #+ /(
7+ /( "+ /( $ /# 提高到现在的 " /( +5#" /(
+58# / $以 (2LPL4( ]ODK2[D1F( .L1EFID-.<6 为代
表%# 航空遥感数据可达到 +5" /’ 遥感数据的空
间分辨率已形成嵌套层次体系# 且有分辨率愈来
愈高的发展趋势’

遥感尺度问题一直是空间信息科学( 地学等相
关学科极为重视的研究热点)"& h66* ’ -尺度. 在不同

的领域有着不同的涵义# 遥感学的尺度指分辨率#

测绘学的尺度指制图尺度 $地图比例尺%# 地质学
的尺度指地质图比例尺’ 遥感地质专家综合了这三
个学科的尺度问题# 使用 -遥感尺度. 的术语# 与

空间分辨率( 地质( 地形图相结合# 图上地物特征
的大小与对应地面地物特征大小的关系’ 在遥感地
质中# 遥感数据尺度选择就是使遥感数据为最优效
果的尺度# 也称适宜尺度# 选择适宜空间分辨率与
比例尺# 既保持图面上地表地物细节的清晰度# 又
满足精度要求和经济合理性’

遥感数据的尺度效应决定了遥感技术可识别的
内容与识别精度’ 在同一区域内# 不同尺度的遥感
数据# 同样的遥感处理模型和方法会得到不同的结
果’ 所以遥感尺度选择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遥感数据的尺度转换问题是一门跨越数学(
模式识别( 不确定性理论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综合
理论和方法# 是依据一定的应用目的而存在 )"** #
这种应用目的往往与某一学科有关# 具体到地质
灾害领域的遥感尺度转换# 则应结合环境地质学
科内容进行’

"!宝鸡黄土区地质灾害特征

宝鸡市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西南边缘# 西北部
为陇山山地# 中东部为渭河谷地和黄土塬区# 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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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秦岭北坡山地’ 地势南( 西( 北三面环山# 中间
低平# 呈西高东低之势 $见图 "%’ 本区新构造活动
强烈# 崩塌( 滑坡地质灾害频繁发生’ 区内黄土塬
梁峁及沟壑等地貌纵横分布广泛# 黄土厚度大# 地

表水系发育’ 黄土滑坡灾害有小型( 中型( 大型(
特大型( 巨型等各种规模)67 h6#* ’ 滑坡主要分布在黄
土塬的塬边和黄土梁( 峁的斜坡陡峭边坡的局部凹
陷地段# 滑坡体前缘造成河道偏移异常’

图 "!研究区交通位置图
dDQ5"!Z10SSDKELK0MDLP /0J LSMA-4MOFU1-QDLP

!

!!在遥感影像上# 滑坡体内部常形成相对独立
封闭的汇水区和特殊的水网系统# 或发育有与邻
近区域不协调的网纹结构& 沿滑坡体的边缘常由
于含水性的增强而色调相对较暗# 并沿滑坡的后
缘分布一连串的洼地( 水塘等# 滑坡体两侧自然
沟切割较深& 滑坡体后缘发育有弧形异常影像#
包括陡坎( 地形变异线和色调异常线等& 前缘边
坡向谷地凸出# 常有地形微突起及小型崩滑堆积
影像& 滑坡体往往导致现代水系变迁等地形变异
现象# 或发生对构造形迹的推移掩覆等改造现象&
在遥感影像上# 新滑坡体显示较均匀的灰白色#
老滑坡体显示较均匀的深绿色调’

宝鸡市受黄土高原区地形( 地貌的限制# 城
镇在渭河谷地呈带状展布# 乡村多分布在黄土塬
上和河谷的斜坡地带’ 滑坡平台常有学校( 村庄(
农田( 宝鸡峡引水渠等分布# 滑坡体前缘有工厂(
铁路( 居民等建筑物’ 滑坡及周边地区是人口分
布相对密集( 国民经济相对繁荣的地区’ 削坡耕
作( 建筑( 修路及修引水渠以及矿产资源开发等
活动常常是滑坡灾害的主要诱发因素’

宝鸡市滑坡发育情况表明# 新近发生的滑坡

保存相对完好# 在遥感图像中有明显的后缘( 前
缘和滑动岩土体等特征地质现象# 比较容易识别&
而对于受到不同程度破坏和改造的滑坡# 则需要
进行详细解译# 注意寻找历史滑坡的残留遗迹#
包括前缘( 后缘和滑动岩土体等特征地质现象及
相关的地貌形态与水系变迁等地质环境因素# 通
过综合分析并结合野外重点查证进行识别判断’

6!遥感数据上滑坡体的最小可识
别面积

!!黄土区滑坡遥感解译时# 要注意黄土的地形
地貌( 滑坡体的边界( 后缘( 前缘( 滑坡体内独
立的特殊系统与邻近区域不协调的网纹结构( 滑
坡体的边缘深切谷( 植被覆盖( 使现代水系变迁
等特征影像的综合分析’

遥感数据的分辨率( 可解译性( 对比度及 7W
可视化信息的获取能力是决定地质灾害遥感解译
的关键要素’ 遥感数据对地质灾害的解译能力主
要取决于遥感数据空间分辨率与被识别地质灾害
体大小的相对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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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数据上滑坡体的最小可识别面积为在遥
感图像上人眼所能识别的最小的与滑坡灾害体有
关信息的面积 )6% h6&* ’ 滑坡体识别与专业解译人员
的技术水平( 滑坡体要素及背景反差等因素有关
系’ 试验结果表明# 一般能将 $ 个像元 $包括横(
纵两个方向% 从影像中分离出来 $可识别的最小
地物的面积是其单位像元 $空间分辨率% 面积的
6$ 倍%# 且能判别其属性’ 根据此关系可以计算出
不同遥感数据源的最小可识别滑坡灾害图斑面积
$见表 "%’

7!遥感数据上滑坡图斑面积精度
测算

!!在提取图斑之前# 首先对遥感数据利用相应比
例尺地形图和 WC3进行几何纠正和正射校正’ 以
"k"++++ WZ3为基准# 对 ]ODK2[D1F 和 )JLM<$ 两种融
合图像进行正射校正# 校正后中误差 ]ODK2[D1F 融合
图像为 "5867&$# /# )JLM<$融合图像为 %5&$67%7 /’

滑坡体图斑面积测量精度评价是滑坡调查的
重要指标’ 评价方法是选取若干滑坡体图斑# 将
!!

表 "!不同遥感数据源可识别的最小地物的面积统计
Z0YE-"!/DPD/O/1-KLQPDMDLP 01-0LSQ1LOPF

LYN-KMDP FDSS-1-PM1-/LM-4-P4DPQF0M04LO1K-

名称 遥感数据类型
遥感数据空间
分辨率=/

最小可识别

图斑面积=/6

" :L1EFID-.<6 $>0P% +58# $56*
6 ]ODK2[D1F $>0P% +5#" *57+
7 (2LPL4$>0P% " 6$5++
8 :L1EFID-.<6 $3OEMD% "5& &"5++
$ ;[CR)f6[ $>0P% 657$ "7&5+#
# ]ODK2[D1F $3OEMD% 6588 "8&5&8
% )JLM<$ $>0P% 65$ "$#56$
& (2LPL4$3OEMD% 8 8++5++
* )JLM<$ $>0P% $ #6$5++
"+ )JLM<8 $3OEMD% "+ 6$++5++
"" X)ZCR=CZ3u $>0P% "$ $#6$5++
"6 ;[CR)f"=6 $3OEMD% "*5$ *$+#56$
"7 X)ZCR=CZ3u=Z3 $3OEMD% 7+ 66$++5++
"8 3)) $3OEMD% #+ *++++5++

图斑面积与实地测量面积相比较# 算出精度’ 评
价时# 在 )JLM<$ $65$ /% 融合图像和 ]ODK2[D1F
$+5#" /% 融合图像上分别提取若干对图斑# 将两
种图斑的面积与实测滑坡面积进行比较# 计算出
面积相差的百分率 $见表 6%’

表 6!滑坡图斑的面积测量精度评价
Z0YE-6!>1-KD4DLP -I0EO0MDLP LSE0PF4EDF-01-0/-04O1-/-PM

滑坡
编号

滑坡
规模

]ODK2[D1F

图斑面积=/6
)JLM<$

图斑面积=/6
实测

滑坡面积=/6
]ODK2[D1F
面积相差=j

)JLM<$
面积相差=j

:&$A 小型 "8&%&5%#$87 "8$$%5*8$&& "8%7+5+66+& "5+" 9"5"%
:&#A 小型 %#*%5&$8#& %#&85+6++" %&"*5*%"7+ 9"5$# 9"5%8
:&%A 小型 #6"75#78%" #"6$5$+6*6 #6*#58&$66 9"576 965%6
:&&A 小型 "+$*&5887%# "+$*$5*&#"$ "+%+%5$#7+# 9"5+6 9"5+8
:*6A 中型 76%#%5"6%& 76&&*56"*+# 76%*&5&%+8& 9+5+* +56&
:*7A 中型 76+7757&&6 76+$$58**$ 76+*&56+&*& 9+56+ 9+5"7
:*8A 中型 %6+&&577$#6 %6+*+5"+6$# %6+%#5#%*6" +5+6 +5+6
:"++A 小型 *8+%5+67%$ *7*%5+"##% *$+*5%#67+ 9"5+& 9"5"*
:"+"A 小型 "$#&$58&6+# "$#%$58*"7 "$&6&5786&+ 9+5*+ 9+5*%
:"+6A 中型 67&*&5#%6$" 67*%%57$8"% 67&8$5%*6"& +566 +5$$
:"+7A 中型 67&*#5%+&$8 67%%"5#+#"% 67##75++%*6 +5** +58#
:"+8A 中型 6&#&85++87 6&88#5#+66" 6&$*"5"+*&# +576 9+5$"
:"+$A 中型 7$$%+567+%6 7$8+&5"&%+$ 7$7%*5%6#&6 +5$8 +5+&
:"+#A 大型 "+8+*&5+$6" "+8+&%5+7*& "+8"6&5+&%8+ 9+5+7 9+5+8

!!从评价结果看# 面积较大的滑坡体图斑与调
查结果更为接近& 在 ]ODK2[D1F $+5#" /% 融合图
像上进行小型滑坡图斑面积精度测算# 其结果优
于在 )JLM<$ $65$ /% 融合图像上的测算’

导致滑坡图斑面积产生误差的因素有像元分
辨率大小( 像元畸变程度( 地物阴影以及人为因
素等’

8!遥感数据滑坡解译最佳及最大
成图比例尺

!!在确保滑坡灾害体的地物信息和纹理特征清
晰度的前提条件下# 来确定一定空间分辨率的遥
感数据的成图比例尺’ 如果空间分辨率太高# 虽
然该比例尺可以详细显示地物和纹理特征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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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存在信息和数据的冗余# 经济浪费& 若空间分
辨率过低# 地物和纹理特征信息模糊# 不宜进行
该比例尺的成图’

滑坡遥感解译除与数据分辨率有关外# 还与
数据波段( 影像对比度( 数据处理方式( 7W可视
化等有密切关系’ 人眼对彩色的分辨率比对灰度
的分辨能力高# 因此在相同分辨率情况下# 将全
色数据与适合的多光谱图像数据融合# 形成该分
辨率的彩色图像# 可增强滑坡识别效果’

人眼识别地物即将呈现模糊的临界状态# 即
为确定成图比例尺的选择原则’ 成图比例尺过大#
图像会模糊不清# 影响成图质量& 比例尺过小#
又会造成信息损失和浪费’

人眼视觉分辨率一般为 +5" h+56 //’ 制图过
程中# +5" h+56 //的实地水平距离即为该比例尺
的精度 )6* h7"* ’

,W6X$"XV% $"%
式中" ,为比例尺精度# "XV为比例尺# 6 为人眼
的视觉分辨率’

根据公式可得各种地图比例尺精度 $见表 7%’
为了使遥感地质成图时能达到地图比例尺的精

度# 遥感影像的空间分辨率应小于地图比例尺的精
度 $因遥感地质图的要求精度小于测绘精度要求%’
!!

表 7!比例尺精度 $,%

Z0YE-7!>1-KD4DLP LS30JJDPQ)K0E-$W%

比例尺
精度=/

6" �+5" // 66 �+56 //

"k"+ +++ " 6

"k$+ +++ $ "+

"k"++ +++ "+ 6+

"k6$+ +++ 6$ $+

"k$++ +++ $+ "++

"k" +++ +++ "++ 6++

即"
C% , $6%

式中" C为遥感影像的空间分辨率& ,为测绘制图
比例尺的精度’

同样# 可以通过上述方法# 根据遥感影像的
空间分辨率# 确定遥感图像成像的最佳比例尺’

根据公式 $"% 和 $6% 可以推出"
"XV% 6XC $7%

!!分别取 6" �+5" //# 66 �+56 //# 带入公式
$7% 可以得出 V’

据此遥感数据空间分辨率的最低要求可以比
照为相应比例尺地图的地面分辨率& 同理# 据此
可估算出制作各比例尺专题图所需遥感数据的空
间分辨率大小 $见表 8%’

表 8!不同遥感数据源适于制图精度的比例尺对比表
Z0YE-8!ZA-0F0JM0YDEDMU0P0EU4D4MLMA-R-/LM-)-P4DPQW0M0)LO1K-0PF 30JJDPQ)K0E-

遥感数据类型 分类
遥感数据空间
分辨率=/

可制图比例尺=3
6" �+5" // 66 �+56 //

最佳成图比例尺=3
$按国家标准分幅%

:L1EFID-.<6 $>0P%
]ODK2[D1F $3OEMD%
(2LPL4$>0P%

高分辨率

! +58# !8#++ 67++ 6$++
+5#" #"++ 7+$+ $+++
" "++++ $+++ $+++ 或 "++++

:L1EFID-.<6 $3OEMD%
;[CR)f6[ $>0P%
]ODK2[D1F $3OEMD%
)JLM$>0P%
(2LPL4$3OEMD%
)JLM<$ $>0P%

中高分辨率

!"5& "&+++ *+++ "++++
657$ 67$++ ""%$+ 6$+++
6588 688++ "66++ 6$+++
65$ 6$+++ "6$++ 6$+++
8 8++++ 6++++ 6$+++
$ $++++ 6$+++ 6$+++ 或 $++++

)JLM<8 $3OEMD%
X)ZCR=CZ3u $>0P%
;[CR)f"=6 $3OEMD%

X)ZCR=CZ3u=Z3 $3OEMD%
3)) $3OEMD%

中分辨率

"+ "+++++ $++++ $++++ 或 "++++
"$ "$++++ %$+++ "++++
"*5$ "*$+++ *%$++ "++++
7+ 7+++++ "$++++ 6$++++
#+ #+++++ 7+++++ $+++++

!!图 6 显示了成图比例尺与遥感数据空间分辨率
的需求关系# 图中红色部分表示最佳的制图比例
尺范围# 灰色部分表示该空间分辨率太高# 造成
浪费& 黄色部分表示空间分辨率太低# 不适合进
行该比例尺的制图’

按国家标准分幅# 确定最佳成图比例尺& 从

图中可知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最佳成图比例尺为
"k6$++( "k$+++( "k"++++& 中高分辨率遥感图像
最佳成图比例尺为 "k"++++( "k6$+++( "k$++++&
中分辨率遥感图像最佳成图比例尺为 " k$++++(
"k"+++++( "k6$++++( "k$+++++’

滑坡遥感调查正从单一遥感资料分析走向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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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成图比例尺与遥感数据空间分辨率的需求关系图
dDQ56!R-?OD1-/-PM1-E0MDLP Q10JA LSMA-R-/LM-)-P4DPQ(/0Q-4)J0MD0ER-4LEOMDLP 0PF 30JJDPQ)K0E-

!

时相( 多数据源信息复合# 从对滑坡进行区域性
描述向规律性分析( 定量化分析过渡’ 多源遥感
数据分析是滑坡遥感调查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会涉及尺度转换问题’ 黄土区滑坡遥感解译时#

包括区域分析( 滑坡体识别( 滑坡体定量等不同
规模信息的识别’ 不同规模信息识别需要不同尺
度遥感数据信息# 从而需要不同空间分辨率的遥
感数据源作为信息提取的基础’

经试验研究后确定# 宝鸡黄土区滑坡遥感解
译时# )JLM<$ 成图比例尺 "k6$+++# 主要用于大(

中型黄土滑坡的识别& ]ODK2[D1F 成图比例尺 "k
$+++# 主要用于中( 小型黄土滑坡及较大滑坡体内
部结构定量信息识别’

$!不同空间分辨率数据源滑坡遥
感解译的对比性分析

!!滑坡体识别能力是由遥感数据滑坡信息量的多
少所决定的# 信息量主要取决于传感器的光谱分辨
率及空间分辨率’ 人机交互滑坡遥感解译时# 所选
用的遥感数据主要从滑坡体边界的识别能力( 滑坡
体内部细节的反映能力两个方面考虑# 这两种能力
直接影响识别的滑坡体几何精度及遥感数据源的选
取’ 总的来看# 巨型( 特大型( 大型滑坡及滑坡体

边界定性信息在中( 中高空间分辨率数据上有很好
的反映& 而获取中型( 小型滑坡及较大滑坡体内部
结构定量信息# 则要用高空间分辨率数据’

本文利用不同数据源对宝鸡市黄土塬( 梁(

峁及沟壑的滑坡体进行可解译内容对比# 分析了
各类数据的优缺点及适合提取的滑坡信息 $见表
$%& 选用 )JLM<$ 卫星的 65$ / 空间分辨率和
]ODK2[D1F 卫星的 +5#" /空间分辨率的遥感影像#

对宝鸡市进行滑坡遥感调查# 按照实际需要制作
了 "k6$+++ $见图 7% 和 "k$+++ $见图 8% 的专题
图进行对比’ 通过对比分析# 可以看出"

&对解译中( 小型滑坡及滑坡内部的结构所
占面积比较小# 且分布比较零散# 因此在识别过
程中难度比较大# 这点在 +5#" /空间分辨率的遥
感影像上 $黄色框处% 的表现明显好于 65$ /的
遥感影像’

’65$ /空间分辨率的遥感影像对解译大( 中
型滑坡# 其滑坡表面积比较大# 与背景的影像无
论在形( 纹( 色( 阴等直接标志反映都容易识别#

就解译滑坡的全貌这一点比 +5#" /空间分辨率的
遥感影像上的表现要好’

-图中粉红框处的滑坡体上的水体洼地在
+5#" /空间分辨率的影像上能明显表示出来# 而
在 65$ /的影像上则由于空间分辨率过低# 水体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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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不同数据源遥感解译对比分析
Z0YE-$!;LPM104MDPQXP0EU4D4LSWDSS-1-PMW0M0)LO1K-4(PM-1J1-M0MDLP R-4OEM4

数据源 可解译内容 优( 缺点 适宜提取的信息

中等分辨率数据"
!3)) $3OEMD% f#+ /&
!X)ZCR=CZ3u=Z3 $3OEMD% f7+ /&
!;[CR)f" =6 $3OEMD% f"*5$ /&
!X)ZCR=CZ3u $>0P% f"$ /&
!)JLM<8( $ $3OEMD% f"+ /&

可区分丘陵( 盆地( 基岩山区等不同
的地貌单元# 可分出较大黄土塬(
梁( 峁& 可解译特大型( 巨型滑坡灾
害& 识别居住区与农田及植被覆盖区

价格较低# 幅度宽# 覆盖面积
广& 波段数多( 可以不同波段组
合& 进行 7W可视性分析# 可用
)RZ3f*+ /和 "k$++++f6$ /的
WC3与遥感数据进行很好的套
合& 但其分辨率低# 只能识别较
大的地物

区域地形( 地貌特征# 线( 环构
造解译# 区域性岩石组合的识别
等地质环境背景信息提取研究#
可解译特大型( 巨型滑坡的轮廓&
适合小于 "k$++++ 的区域滑坡地质
灾害遥感调查

中高空间分辨率数据"
!’d<" $3OEMD% f& /& ’d<" $>0P% f6 /&
!’d<6 $3OEMD% f8 /& (2LPL4$3OEMD% f8 /&
!)JLM<$ $>0P% f$ /& )JLM<$ $>0P% f65$ /&
!)JLM<#( % $>0P% f"5$ /&
!]ODK2[D1F $3OEMD% f6588 /&
!\V<"f6; $>0P% f657# /&
!:L1EFID-.<6 $3OEMD% f"5& /&

可识别黄土塬( 梁( 峁& 解译大( 中
型滑坡& 可识别滑坡体内与邻近区域
不协调的网纹结构& 可对城镇房屋(
道路等进行识别

性价比合适& 覆盖幅度较大& 是
地质灾害遥感调查最适合的数据
源& 进行 7W可视性分析# 可用
"k$++++ f6$ /和 "k"++++ f$ /
的 WC3与遥感数据进行套合#
但套合精度有限& 该类波段较
少( 分辨率适中

滑坡灾害定性解译分析# 是滑坡
遥感调查最适合的数据源& 适合
大( 中型滑坡的轮廓信息识别’
适合 "k"++++ 到 "k$++++ 的大( 中
型滑坡地质灾害遥感调查

高空间分辨率数据"
!’d<6 $>0P% f" /&
!(2LPL4$>0P% f" /&
!]ODK2[D1F $3OEMD% f+5#" /&
!:L1EFID-.<6 $>0P% f+58# /

解译中( 小型滑坡& 测量滑坡标志层
的位移量& 可识别滑坡体内部与邻近
区域不协调的网纹结构# 后缘弧形异
常影像# 包括陡坎( 地形变异线和色
调异常线等# 滑坡体两侧自然沟切割
较深# 前缘向谷地凸起及小型崩滑堆
积影像& 识别大型车辆( 乡村房屋

价格较高& 覆盖幅度较小& 可进
行遥感定量分析& 进行 7W可视
性分析# 需要大于 "k"++++ f$/
的 WC3与遥感数据进行套合#
但套合精度很难达到& 该类波段
少( 分辨率较高

滑坡灾害定量解译分析# 是滑坡
体内部结构详细信息调查的数据
源& 但由于内部的纹理信息详细#
而滑坡的轮廓信息不如上面数据
源的效果好’ 适合大于 "k"++++ 滑
坡灾害遥感调查

图 7!65$ /空间分辨率图像 ")JLM<$#
dDQ57!R-/LM-)-P4DPQ(/0Q-LS65$ /4J0MD0E

1-4LEOMDLP ")JLM<$#
!

地边界较模糊# 被背景信息淹没’
经过比较得出# 空间分辨率为 +5#" /的遥感

影像能够更贴近实际地反映滑坡体内部的真实情
况# 而 65$ /中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在滑坡体的
边界信息识别方面表现更加突出’

#!滑坡遥感解译精度评价

不同空间分辨率数据源其滑坡灾害遥感调查
的内容有差别# 则其精度评价也不同’

实践经验表明# 滑坡遥感解译精度主要取决

图 8!+5#" /空间分辨率图像 "]ODK2[D1F#
dDQ58!R-/LM-)-P4DPQ(/0Q-LS+5#"/4J0MD0E

1-4LEOMDLP "]ODK2[D1F#
!

于遥感数据源显示的滑坡信息精度和专业人员的
遥感解译水平# 可从解译的正确( 误判和漏判三
个方面给予客观评价# 即" 遥感解译精度 �遥感
数据显示滑坡信息的精度 g专业人员遥感解译的
精度’ 但这一数据只代表总体解译精度的一个度
量# 即区域上滑坡的解译精度# 而不能作为单体
滑坡体的解译精度’

以 )>_Z<$ $65$ /% 融合图像 6#$=6&" 的数据
源 $6++7 年 "+ 月 6+ 日% 为例# 遥感滑坡调查比
例尺为 "k6$+++# 主要获取大( 中型以上滑坡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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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本数据源滑坡遥感解译精度评价见表 #’ 评价
结果表明# 区内遥感数据显示的滑坡信息精度为
&$5"+j& 专业人员的遥感解译精度为 &#5&%j#
滑坡遥感解译总体精度为 %75*7j’

以 ]ODK2[D1F $+5#" /% 融合图像 +78=+$$ 的
数据源 $6++8 年 +$ 月 "# 日% 为例# 遥感滑坡调

查比例尺为 "k$+++# 主要获取中型( 小型滑坡及
较大滑坡体内部结构定量信息# 本数据源滑坡遥
感解译精度评价如表 #’ 评价结果表明# 区内遥感
数据显示的滑坡信息精度为 %&57$j& 专业人员的
遥感解译精度为 &$5#8j# 滑坡遥感解译总体精度
为 #%5+*j’

表 #!宝鸡市 )JLM<$ 与 ]ODK2[D1F 遥感解译滑坡点精度 $单位! 个% 评价一览表
Z0YE-#!ZA-0KKO10KU-I0EO0MDLP LS)JLM<$ 0PF ]ODK2[D1F LP T0PF4EDF-4DM-4DP MA-4MOFU1-QDLP

类型
野外调查
滑坡点数

遥感数据滑坡
信息显示数

遥感数据源显示
滑坡信息的精度

专业人员遥感
解译误判数

专业人员遥感
解译漏判数

专业人员遥感
解译正确数

专业人员遥感
解译精度

)JLM<$
遥感数据源评价 78* 6*% &$5"+j

专业人员遥感解译评价 6*% & 7" 6$& &#5&%j

遥感解译精度评价 %75*7j

]ODK2[D1F
遥感数据源评价 67" "&" %&57$j

专业人员遥感解译评价 "&" 8 66 "$$ &$5#8j

遥感解译精度评价 #%5+*j

!!单从这两种遥感数据源遥感解译的精度评价
出发# 滑坡的边界信息在 )>_Z<$ $65$ /% 融合图
像上的显示要好于 ]ODK2[D1F $+5#" /% 融合图像&

但在影像上滑坡内部信息显示正相反’

宝鸡黄土地区巨型(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
型滑坡皆有分布# 调查大( 中型以上滑坡的信息#

可以采用 )>_Z<$ $65$/% 融合图像数据# 比例尺
为 "k6$+++ 或 "k$++++& 调查中型( 小型滑坡及较大
滑坡体内部结构定量信息# 可以采用 ]ODK2[D1F
$+5#" /% 融合图像数据# 比例尺为 "k$+++’

%!结论

遥感数据对滑坡灾害的解译能力主要取决于

遥感数据空间分辨率与将要识别滑坡灾害体大小
的相对关系’

导致滑坡图斑面积产生误差的因素" 像元分
辨率大小( 像元畸变程度( 地物阴影( 人为因素
等’ 从评价结果来看# 面积较大的滑坡体调查结
果与实际情况更为接近’

黄土区滑坡遥感解译包括区域分析( 滑坡体
识别( 滑坡体定量等不同规模信息的识别# 需要
获取不同尺度遥感数据信息# 从而需要不同空间
分辨率的遥感数据源作为信息提取的基础’

利用不同数据源对宝鸡市黄土塬( 梁( 峁及沟
壑的滑坡体进行可解译内容对比分析# 分析各类数
据的优缺点及适合提取的滑坡信息进行综合研究’

滑坡遥感解译精度只代表总体解译精度的一

个度量# 即区域上滑坡的解译精度# 而不能作为
单体滑坡体的解译精度’ 但不同尺度遥感数据显
示的信息有差别# 则必然存在不同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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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仁研究员给予的指导和帮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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