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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块级时序 NDVI 的喀斯特
山区撂荒地特征精准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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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撂荒地在全球呈扩散趋势，已成为土地利用的重要研究方向，喀斯特石漠化耕地的撂荒因多云多雨造成可利
用的光学遥感影像十分有限，且因混合像元严重而不易被精确识别和提取。 利用短期高空间分辨率影像和长时序
中等空间分辨率影像的特性，以贵州省息烽县为例，首先，从高空间分辨率影像中提取的耕地地块数据，同时，利用
最大值合成法基于 Landsat 数据得到 2003—2018 年间的时序 NDVI 数据； 然后，运用阈值法识别撂荒地 NDVI 特
征； 最后，叠加喀斯特石漠化信息，分析撂荒与石漠化的关系。 结果表明： ①耕地地块和时序 NDVI组合数据能够
精准地识别提取撂荒地，在 95.56％的耕地提取精度下撂荒地识别精度达 90.7％，该方法在光学数据缺乏和耕地破
碎的多云雨山区有很好的应用效果； ②耕地撂荒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曲线
在形态上表现为“V”型特征，连续撂荒曲线形态呈“U”型特征，累计撂荒 NDVI曲线形态呈不对称“W”型、“M”型
或多个“W”和“M”组合型，其变化复杂多样； ③非喀斯特撂荒地 NDVI总体水平比石漠化撂荒地高，石漠化等级高
低与 NDVI曲线整体水平呈反比关系、与曲线波动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撂荒次数与地块 NDVI 值呈反比关系、与
NDVI曲线离散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研究结果为喀斯特多云雨山区撂荒地的精准识别提取提供了高效、可行的思
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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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耕地撂荒在全球呈扩散趋
势

[1] 。 从地形地貌角度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耕地
撂荒情况相似，主要分布在山区，少数发生在平原地
区

[2] 。 耕地撂荒现象已成为土地覆盖/土地覆盖变
化（ land use /land cover change，LUCC）研究的重要
方向之一。 目前撂荒地信息获取主要采用农户调查
和遥感的方法

[3] 。 农户调查法虽能了解撂荒的机
理，但由于调查农户的主观性和话题敏感性，加上调
查采样数量和技术方法的控制，很难得到客观、全面
的信息。
遥感手段调查撂荒分为遥感解译和基于时序归

一化植被指数（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

dex，NDVI）识别 2类。 遥感解译主要对研究区的单
时相或多时相遥感影像进行解译，其中单时相遥感
解译

[4 -5]
能够获取大范围的耕地信息，但需要本底

数据及大量其他数据的辅助以提高解译精度； 连续
多时相遥感解译运用不同分类方法

[6 -9]
得到土地利

用图，再提取撂荒地的变化信息进行研究，该方法受
到山区零碎细小耕地影响和影像分辨率的制约，解
译精度不高； 解译后的野外验证[10]

虽能够进一步

提高精度，但仅适用于范围较小并且通达性较好的
研究区，难以获得较大范围信息。 NDVI 是运用最
为广泛的植被指数

[11] ，NDVI 时序变化多用于监测
农作物

[12] 、提取作物物候信息以及种植结构[13 -14] 。
基于时序 NDVI 数据提取撂荒地[15]

是目前用于提

取撂荒地的有效方法
[8] ，但该方法需要解译短时间

内多期连续光学影像数据，难以适用于缺乏光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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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多云雨地区。
现有国内外基于遥感解译或时序 NDVI的识别

方法，均针对研究区内全地理要素进行解译和识别，
工作量大且存在混合像元导致的错分、漏分现象。
耕地作为最低级、最简单、最小的基本地块单位，具
有明显边界和权属单一的特征，耕种作物类型完全
受农户控制。 耕地地块明显的边界和内部结构在提
取农作物信息时能有效改善边界混合像元引起的错

分、漏分[16] ，而且地块边界长期稳定，获取的耕地地
块具有较高的复用性，如朱长明等[17]

提取耕地地

块，将冬小麦提取控制在地块范围内，排除了非农作
物植干扰信息的影响； 邓刘洋等[18]

基于地块运用

多时相遥感影像识别冬小麦，精度达到了 95％以
上。 喀斯特山区地表崎岖破碎，不仅山地面积大，而
且坡度陡

[19] ，耕地又多零星分布于坡地，加上作物
生长期的光学遥感影像常常受到云雨影响，运用耕
地地块信息一方面能够避免中等空间分辨率影像全

区域解译遥感影像产生的误差，以及不同影像解译
斑块边界不吻合现象； 另一方面可以弥补多云雨地
区高空间分辨率光学影像的不足，提高识别精度。
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山多地少、人口压力大，大

量开垦坡耕地会引发严重的水土流失，形成或加剧
石漠化，土壤以及养分流失后土地生产力急剧下降，
又导致其他坡耕地被大量开垦，形成恶性循环； 而
耕地条件较好的地方则因为人口的输出产生耕地撂

荒，形成耕地资源的不平衡分布。 及时准确的撂荒
地数量和分布信息是把握区域粮食安全以及种植结

构优化调整的重要支撑数据。 为此，本文选取我国
典型的喀斯特山区———贵州省息烽县为研究区，充
分发挥高空间分辨率影像和中分辨率数据的优势，
利用有限高空间分辨率影像提取耕地地块，结合
2003—2018年间中等空间分辨率时序 NDVI变化识
别撂荒地的变化特征，分析和提取撂荒地的时空格
局。 再叠加耕地地块内的石漠化等级，耦合分析撂
荒地与石漠化的空间关系，为多云雨喀斯特山区撂
荒地的精准识别提取提供高效、可行的思路和方法。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源

1.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息烽县地处 E106°27′～106°53′，N26°

57′～27°19′之间，面积为 10 342.34 hm2 。 该地区属
北亚热带和南温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年平均气温为 14.5 ℃，地势南高北低，海拔在
1 000 ～1 200 m之间。 地貌大部分为低中山丘陵地，
碳酸盐岩分布区喀斯特发育，面积约为 9 284.30 hm2，

石漠化水平总体处于中轻度水平。 研究区靠近省会
贵阳，同时也是粮食蔬菜主要供应源地之一，主要农
作物有水稻、玉米和油菜等。 近年农业劳动力转移
现象较普遍，撂荒现象较为明显。
1.2 数据准备
1.2.1 耕地地块数据

提取耕地地块信息需要地物边界清晰的高空间

分辨率影像，根据农作物物候特征，冬季耕地边界清
晰，比作物生长期影像更容易提取耕地地块，故本文
采用 2018年 12 月 Google Earth 0.5 m 空间分辨率
影像和 2013年 11月息烽县无人机 0.5 m空间分辨
率影像提取耕地地块。 基于面向对象思想对 Google
Earth影像进行分割提取耕地，在 ENVI 5.3软件中，
基于边缘分割方法，建立规则进行特征提取。 经对
比实验，最佳分割阈值（scale level）为 20、合并阈值
（merge level）为 60，绿光波段阈值为 90 ～160，面积
大于 12，长宽比设置为 0.2，光滑度设置为 0.6，最
后输出得到耕地地块提取结果及属性表； 再结合
2013年息烽县无人机影像和 30 m空间分辨率的数
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数据（ht-
tp： //www.gscloud.cn/）进行位置和形态的校验和
实地验证，提取到息烽县耕地地块数据，本文随机选
取息烽县西部地区作为示意（图 1），图中显示部分
耕地提取前（图 1（a））和提取后（图 1（b））的地块
效果。 再以耕地地块为基准，提取撂荒信息。

（ a） 研究区 Google Earth B3（R），
B2（G），B1（B）合成影像示例 （b） 耕地地块提取结果

图 1 基于面向对象的耕地地块信息提取结果
Fig.1 Field parcel extraction based on

objected orient technology

1.2.2 时序 NDVI数据
NDVI最大值合成法（maximum value composite，

MVC）能够很好地针对喀斯特地区多云雨、有效光
学影像少的特征开展农作物的监测和田间管理调查

工作。 其原理是逐像元地比较几张影像，选取最大
的 NDVI值作为合成后图像的 NDVI 值。 本文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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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计算云平台 Google Earth Engine（https： //code.
earthengine.google.com/）编程调用 2003—2018 年
间每年作物生长期（3 月 1 日—10 月 31 日）的
Landsat5，Landsat7和 Landsat8 派生数据集合计 934
期影像（表 1），取年最大 Landsat NDVI 值叠加获取
2003—2018 年共 16期 NDVI最大值合成数据。

表 1 2003—2018年 Landsat影像数据集
Tab.1 Dataset for Landsat images

between 2003 and 2018 （期）
年度 Landsat5 　Landsat7 ▌Landsat8  

2003 年 30 930 w—
2004 年 30 930 w—
2005 年 30 930 w—
2006 年 30 930 w—
2007 年 30 930 w—
2008 年 30 930 w—
2009 年 30 930 w—
2010 年 30 930 w—
2011 年 30 930 w—
2012 年 8 930 w—
2013 年 — 30 w26 ▌
2014 年 — 30 w30 ▌
2015 年 — 30 w30 ▌
2016 年 — 30 w30 ▌
2017 年 — 30 w30 ▌
2018 年 — 30 w30 ▌

1.2.3 实地验证数据
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1 日—7 日、12 月 16 日—

17 日、2019年5月31 日—6 月3 日期间进行了地面
调查，共计验证地块 5 974 块，包括耕地地块 3 618
块，撂荒耕地地块 2 356块，均匀分布在整个研究区
域，包括非喀斯特、潜在石漠化、无明显石漠化、轻度
石漠化、中度石漠化等级的耕地[20 -21] 。 地面调查中
对当地村民进行了走访，获取部分撂荒地资料作为
辅助参考。 主要验证路线和地块分布详见图 2。

图 2 研究区影像及地面验证主要路线
（底图为 Google Earth 影像）

Fig.2 Research area image and ground survey track

2 研究理论与方法

2.1 理论基础
由于地理区位和社会经济水平不同，撂荒地的

定义也各不相同。 贵州省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
撑的省份

[22] ，耕地资源极其匮缺。 本文设定撂荒地
为 1 a及以上未耕种的耕地，撂荒后恢复种植的耕
地则为复垦地。

NDVI被定义为近红外波段与可见光红波段反
射率之差与这 2 个波段反射率之和的比值[23] ，
Landsat NDVI 计算公式为：

NDVI＝（B5 -B4）/（B5 ＋B4） ， （1）

式中： B5 和 B4 分别为 Landsat 影像第 5 和第 4 波
段的反射率。
撂荒地因种植季节未发生耕作行为在地块上表

现为没有作物生长而荒草丛生，在年际最大合成
NDVI值上表现出 NDVI 值的突变。 利用时间序列
NDVI特征来表现农作物的生命周期特征，能够实
现定量地反演农作物生长历程，了解其发生发展的
过程，从而实现撂荒地的识别[24] 。 相关学者实地提
取耕地的 NDVI值在 0.3 ～0.85 之间[24] ，哨兵 2 号
数据分析作物 NDVI 值在 0.480 ～0.724 之间[25] 。
本文运用趋势面分析 2003—2018 年间耕地地块
NDVI值的变化，过滤局域干扰影响，得到提取农作
物的 NDVI值在 0.43 ～0.65 之间，并用光谱仪实地
采集撂荒地光谱数据，综合验证取趋势面计算出的
NDVI最小值 0.43 作为判别耕地撂荒与否的临界
值，当耕地地块某年 NDVI值小于临界值，则将该地
块判断为撂荒。
2.2 研究方法

运用耕地地块叠加息烽县 2003—2018 年时序
NDVI数据，通过阈值（NDVI ＜0.43）分割识别耕地
单次撂荒、连续撂荒、累计撂荒和复垦的 NDVI特征
曲线，再叠加石漠化等级数据 [20 -21]

识别非喀斯特、
无明显石漠化、潜在石漠化、轻度石漠化、中度石漠
化等级下的撂荒地 NDVI 特征曲线，最终提取出息
烽县 2003—2018年间耕地撂荒地块信息。

3 结果与分析
3.1 撂荒地提取结果

利用阈值分割识别撂荒地 NDVI 曲线变化特
征，提取息烽县 2003—2018 年间撂荒地块共
248 510块，叠加息烽县石漠化等级识别提取石漠化
撂荒地 234 878块，占息烽县耕地总面积 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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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无明显石漠化撂荒地占比 29.40％、潜在石漠
化占比 32.76％、轻度石漠化占比 29.91％、中度石漠

化占比 2.44％（表 2）。

表 2 息烽县石漠化撂荒地块统计
Tab.2 Statistic of grades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abandoned land in Xifeng County （块）

年份 非喀斯特 无明显石漠化 潜在石漠化 轻度石漠化 中度石漠化 合计

2003 年 162 ▌1 914 ▌1 439 潩1 169 k95 ▌4 779 葺
2004 年 306 ▌2 111 ▌2 042 潩1 710 k121 ▌6 290 葺
2005 年 583 ▌3 153 ▌7 634 潩6 020 k185 ▌17 575 葺
2006 年 1 191 ▌5 146 ▌6 777 潩5 252 k662 ▌19 028 葺
2007 年 617 ▌5 176 ▌5 528 潩4 282 k386 ▌15 989 葺
2008 年 1 644 ▌9 618 ▌9 252 潩8 519 k793 ▌29 826 葺
2009 年 688 ▌4 442 ▌6 067 潩5 283 k354 ▌16 834 葺
2010 年 833 ▌7 456 ▌8 860 潩9 190 k834 ▌27 173 葺
2011 年 608 ▌3 767 ▌6 063 潩4 544 k291 ▌15 273 葺
2012 年 1 738 ▌4 376 ▌5 827 潩4 949 k420 ▌17 310 葺
2013 年 529 ▌4 119 ▌4 106 潩3 877 k174 ▌12 805 葺
2014 年 134 ▌1 610 ▌1 107 潩898 k65 ▌3 814 葺
2015 年 2 166 ▌8 290 ▌7 620 潩7 216 k569 ▌25 861 葺
2016 年 927 ▌4 454 ▌3 925 潩4 614 k458 ▌14 378 葺
2017 年 667 ▌2 926 ▌1 939 潩2 819 k271 ▌8 622 葺
2018 年 839 ▌4 497 ▌3 238 潩3 981 k398 ▌12 953 葺
合计 13 632 ▌73 055 ▌81 424 潩74 323 k6 076 ▌248 510 葺

3.2 典型撂荒 NDVI特征识别
撂荒行为的发生完全受农户自主选择的控制，从

统计学角度看，同一块耕地可能发生单年撂荒和连续
撂荒的不同随机组合。 非撂荒地与撂荒地的 NDVI
曲线特征区别明显：非撂荒地因农作物生长 NDVI值
较高，年际曲线在较高水平波动，曲线形态较为平缓；
撂荒地曲线波动明显，即使在非撂荒年份，其曲线起
伏较大，发生撂荒则最低值在临界线以下。 图 3为耕
地与单次撂荒地典型 NDVI特征曲线。

图 3 非撂荒地与单次撂荒地典型 NDVI特征曲线
Fig.3 Typical NDVI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cultivated land and abandoned land

  根据耕地地块的时序 NDVI曲线判断耕地发生
撂荒、复垦、持续撂荒等现象，以 2008年为中心选取
撂荒 1 a、连续撂荒 2 a、3 a、5 a、10 a、15 a的典型曲
线（图 4），可见发生撂荒的年份 NDVI 曲线有明显

波谷出现，撂荒 1 a的波谷呈“V”型，连续2 a、3 a、5 a
撂荒的，波谷底部形态逐渐变宽呈“U”型，而长时间
撂荒的 NDVI曲线在临界线以下呈较低水平波动。

图 4 连续撂荒地的典型 NDVI特征曲线
Fig.4 Typical NDVI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continuous abandoned land

  与连续撂荒不同，累计撂荒指在同一地块上发
生撂荒的次数，包括连续撂荒和不连续撂荒。 如图
5 所示，累计 1 a撂荒可出现在研究时间区间内任何
一年，累计 2 a 及以上撂荒的可以是连续撂荒或撂
荒间隔可长可短，由此可见累计撂荒的识别机理即
记录 NDVI曲线在临界值下次数，NDVI曲线形态呈
不对称“W”型、“M”型或多个“W”和“M”组合型，
曲线变化复杂多样。 由上，累计撂荒次数少的 NDVI
曲线平均处于较高水平，曲线突变显著； 随着撂荒
次数的增加，地块 NDVI值下降、复垦的曲线突变不
显著，复垦后 NDVI值较连续种植地块 NDVI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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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累计撂荒 1 ～5 a （b） 累计撂荒 10 ～15 a 
图 5 累计撂荒地的典型 NDVI特征曲线

Fig.5 Typical NDVI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multiple abandoned farmland

3.3 石漠化撂荒地特征分析
分析不同石漠化等级下撂荒地的典型 NDVI 曲

线特征（图 6），整体曲线水平按石漠化等级由高到低
排列，非喀斯特耕地复垦后曲线形态持续走高，撂荒
4 a后曲线水平均在其他石漠化等级之上，耕地复垦
后 NDVI曲线随石漠化等级增加波动幅度变大，说明
石漠化等级高低会影响复垦后作物生长状况。

图 6 不同石漠化撂荒地的典型 NDVI特征曲线
Fig.6 Typical NDVI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abandoned land of different rocky
desertification grades

  息烽县撂荒地数量随累计次数呈指数减少（图
7），以撂荒地块曲线与趋势线交点将撂荒地块分为 3
组：累计 1 ～3次（A组）、4 ～8 次（B组）、9 ～15次撂
荒（C 组），再计算各组不同石漠化等级下 NDVI 均
值，得到变化曲线（图 8（a）—（c）），总体年度均值曲
线如图 8（d）所示。 由图 8 可知，A组各石漠化等级

NDVI均值曲线形态相似且聚集，在出现波谷和波峰
前 3 a曲线离散，无明显石漠化曲线在较高水平波
动，中度石漠化曲线在较低水平波动，在波谷地方
NDVI值由石漠化等级从高到低排列。 B组各石漠化
等级 NDVI均值曲线整体水平较累计 1 ～3次的曲线
水平低，波谷和波峰前后同样出现曲线离散，离散年
限较 A组长，离散程度较深。 C组各石漠化等级 ND-
VI均值曲线整体水平较 A组和 B组更低，曲线最大
值出现于 2003年，仅有 2003年、2004年和 2014年在
临界线以上，并且在这几年曲线出现聚集，其他年份
曲线较离散，其中中度石漠化的波动较大，离散程度
高。 总体看来 3组数据与总体均值曲线（图8（d））变
化形态相似，A 组、B 组出现单年撂荒典型“V”型曲
线，C组出现不对称“W”型、“U”型曲线组合。

图 7 息烽县累计撂荒地数量趋势
Fig.7 Number trend of multiple
abandoned land in Xifeng County

  （a） 累计撂荒 1 ～3 次（A 组）  （b） 累计撂荒 4 ～8 次（B 组）
图 8 -1 不同石漠化等级撂荒地 NDVI均值变化趋势

Fig.8 -1 Variation trend of NDVI mean value of abandoned land under different rocky desertification gr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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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累计撂荒 9 ～15 次（C 组）  （d） 年度均值曲线
图 8 -2 不同石漠化等级撂荒地 NDVI均值变化趋势

Fig.8 -2 Variation trend of NDVI mean value of abandoned land under different rocky desertification grades

  由上可见，累计撂荒次数少的 NDVI 曲线平均
处于较高水平，随着撂荒次数的增加地块 NDVI 均
值下降，各石漠化等级曲线离散程度加深，撂荒次数
与地块NDVI值呈反相关关系、与NDVI曲线离散程
度呈正相关关系，石漠化等级与曲线波动程度呈正
相关关系。
3.4 精度验证

精度验证分 2 部分： 耕地地块提取精度和撂荒

地识别提取精度。 基于面向对象分割，经无人机影
像人机交互校验修改形态、实地验证修改后，耕地地
块提取精度为 95.56％。 撂荒地提取精度验证由于
研究时间跨度较大，无法实地获取较早期的撂荒地
信息，因此利用 2013 年无人机影像和 2018 年
Google Earth影像以及 2018—2019 年间的 3 次实地
验证对撂荒地的精度进行验证，平均验证精度达到
90.7％（表 3）。

表 3 息烽县撂荒地提取精度评价表
Tab.3 Statistic table of the precision of abandoned land in Xifeng County

验证方式 地块数量/块 撂荒地/块 其他种植结构/块 验证精度/％ 平均精度/％

2013 年无人机影像 12 805 噰11 012 ▌1 793 墘86 K.00
90 V.702018 年 Google Earth 影像 12 953 噰12 176 ▌417 墘94 K.00

2018 年实地验证 3 618 噰3 271 ▌347 墘90 K.41

2019 年实地验证 2 356 噰2 177 ▌179 墘92 K.40
合计 31 732 噰28 636 ▌2 736 墘—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通过高空间分辨率影像提取耕地地块，校

验并实地验证后精度达 95.56％，再基于中分辨率
时序 NDVI 集合识别 2003—2018 年间的撂荒地变
化，实地验证 2018 年撂荒地识别精度为 90.7％，证
明地块和时序 NDVI组合能够精准地识别提取撂荒
地，该方法对于光学数据缺乏的和耕地破碎的多云
雨山区有很好的适用效果。
运用趋势面和已有实地光谱实验综合得出

判断撂荒阈值，提取撂荒地年际 NDVI 典型曲线
变化特征发现，耕地撂荒 NDVI 曲线变化特征表
现为发生撂荒年 NDVI 值突降到阈值以下，复垦
变化特征表现为 NDVI值从阈值以下骤增到阈值
以上，在曲线形态上表现为“V”型特征； 连续撂
荒特征表现为 NDVI曲线连续几年均在阈值以下

波动，曲线形态呈“U”型特征，并且谷底随持续
时间增加扩大； 累计撂荒特征表现为不连续的某
几年 NDVI值在阈值以下，NDVI曲线形态呈不对
称“W”型、“M”型或“W”和“M”组合型，曲线变
化复杂多样。
非喀斯特与喀斯特撂荒地 NDVI曲线特征有一

定差异，非喀斯特撂荒地 NDVI 值总体比喀斯特撂
荒地高，而且在复垦后曲线持续升高； 不同石漠化
等级中，轻度和中度石漠化撂荒地的 NDVI 曲线水
平较其他等级低，复垦后 NDVI 曲线随石漠化等级
增加离散程度和波动幅度变大。
实地调查非喀斯特与喀斯特撂荒地的差异原

因，一是研究区内耕地较少，但种植条件好，撂荒数
量水平低于喀斯特地区，作物普遍长势好于石漠化
耕地的作物长势； 二是石漠化耕地撂荒更容易产生
水土流失，潜在和无明显石漠化耕地土层变薄、等级
高的石漠化耕地基岩裸露率进一步扩大导致 NDVI
值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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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讨论
研究中发现每年由于土地利用变化导致耕地地

块数量和面积有增有减，减少的耕地主要由于城市
建设占用，增加的耕地主要由灌木和草地开垦而来，
但耕地的流入和流出占总体占比较小，可忽略不计。
用几期数据进行校对，在各年地块数据基础上进行
撂荒地的识别和提取，可进一步提高耕地地块和撂
荒地识别精度。
撂荒地识别误差主要分 2 类： 未识别或判断有

误。 实地调查发现产生未识别或判断错误的原因主
要为： 一部分耕地撂荒后杂草迅速猛长，在年际
NDVI曲线上未体现出突变特征，从而未被识别； 一
部分是提取出来的撂荒地，在之后几年杂草生长旺
盛，NDVI曲线出现复垦特征并且表现为持续耕种
状态，导致此类本应为持续撂荒的地块未能很好地
识别出来； 另外一部分提取出来的撂荒地实际为耕
地改种树苗或果苗，当年栽种苗稀疏矮小、土地大面
积裸露，NDVI曲线显示了撂荒特征，之后树苗长大
才体现作物特性，NDVI 曲线显示为复垦并持续耕
种。 这 3种情况产生的误差通过年际 NDVI通常不
易剔除，需要结合物候特征进一步分类提取。
石漠化等级划分目前常用的分类标准适用于较

大范围区域，针对小尺度的耕地精度不高。 在实地
调研过程中发现常有耕地内大面积岩石裸露但综合

大范围环境下划分为潜在石漠化甚至无明显石漠

化。 应针对耕地进行裸露基岩提取，细化石漠化耕
地等级划分，为指导耕地生产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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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te recognition and extraction of karst abandoned land features
based on cultivated land parcels and time series NDVI

WANG Lingyu1 ， CHEN Quan1 ， WU Yue1， ZHOU Zhongfa1，2 ， DAN Yusheng1

（1.School of Karst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2.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abandoned land has been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for land use.Due to the lack of optical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serious mixed pixels in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land， it is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identify and extract the abandoned land.Based on short -term high precision
image and long temporal resolution data features ， taking Xifeng County in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 using
the high precision image accurately， and aided by maximum value composite （MVC） method， the authors
calculated Landsat data for 2003—2018 time -series NDVI data， identified characteristics of abandoned land
NDVI，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andoned land and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①The combination of land parcels and time series NDVI can accurately identify and extract abandoned
land， with an accuracy of 90.7％ under the condition of 95.56％ of cultivated land extraction.This method has a
good application effect in cloudy and rainy mountains areas where optical remote sensing data are lacking and
cultivated land is broken.②The curve shape of the NDVI of the abandoned land is of “V” type， the continuous
abandonment of arable land curve shape is of “U” type， and the cumulative NDVI curve shape is of asymmetric
“W”， “M” or several combinations.③The overall level of NDVI in non -karst abandoned land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rocky desertification abandoned lands.The level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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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level of the curve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curve fluctuation .The number of abandoned
lands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value of NDVI of the plot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dispersion
of the NDVI curve.The results provide an efficient and feasible method for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of
uninhabited land in karst cloudy and rainy mountain areas.
Keywords：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bandoned land； time series analysis； cultivated land
parc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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