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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以及驱动机制分析
——基于遥感信息与文献集成研究

匡文慧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 要：地理结论的可靠性一直以来是地理学家关注的焦点问题。本研究建立了基于高分辨率遥感信息获

取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和参考文献集成与再分析方法。以陕西省为例，通过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动态数据分

析结果与研究区40篇参考文献分析结果进行相互验证，提炼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以及驱动机制的知识规律。结论

表明，基于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的分析结果与参考文献集成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1990年-2005年陕西省耕

地总面积减少，耕地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林地和草地面积逐渐增加；建设用地快速增长。人口、经济、政策与

城市化是该省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主要驱动因子。2000年以来实施“生态退耕”工程对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影响

程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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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UCC）是全球变化研究的

热点问题之一。1996 年，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

（IGBP）和全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两大国际

组织共同制订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UCC）科学研

究计划[1,2]，将其作为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计划。随

着LUCC科学计划的实施，LUCC研究已逐步发展为

一 门 新 兴 学 科 - 土 地 变 化 科 学（Land Change
Science, LCS）[3-5]。 2005 年启动的全球土地计划

（Global Land Project, GLP）将 LUCC 研究推进到人

类－环境耦合系统研究的全新阶段，通过综合监

测、集成与模拟，深入理解LUCC与陆地生态系统之

间的耦合关系，成为土地变化科学研究的新动向
[4]。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过程、趋势和驱动力研究

是LUCC研究的重点内容[1,2,6-8]。

在国际科学计划推动以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需求驱动下，中国在 LUCC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9-11]。

我国科研部门、高等院校等科技工作者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和财力开展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成果相继

在国际国内取得发表，产生了大量的电子文献，文

献信息资源的再分析能够揭示研究区域某一时段

内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时空信息，反映了土地利

用/覆盖变化的时空规律。通过对电子文献信息进

行知识规则的有效提炼，总结我国众多科技工作者

的研究成果，对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文献集成，

进而进行地理规律交叉验证，可以有效地提高地理

结论的可靠性并发现新的知识。

由于LUCC研究数据来源不同、研究方法的不

同以及LUCC时空规律的差异性，其研究结果具有

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本研究选择我国地形地貌

条件等自然地理单元复杂的陕西省为例，基于国家

资源环境信息平台获取的中国LUCC数据与参考文

献进行集成研究与再分析，提炼陕西省土地利用/覆
盖变化以及驱动机制的知识规则。该研究不仅提

供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新的方法，而且为陕西省

土地利用管理与规划提供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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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
与文献的集成与再分析方法

本研究应用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

据与参考文献集成的方法，提取 LUCC
知识规律。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全球地表覆盖遥感制图与关键技术研

究”、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大尺

度土地利用变化对全球气候的影响”项

目支持下，建立了全球土地利用电子参

考 文 献 知 识 库（Global Land Use
Scientific Literature Base，GLUSLB），该

库包含经过分类整理后的土地利用、土

地覆盖中英文文献总计5000多篇，并将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项目组

多年积累的多尺度LUCC以及全球土地利用参考文

献库整合建立全球土地信息平台（Global Land
Information Platform, GLIP）。通过 LUCC 参考文献

的收集与整理，进行文献基本分类，将文献分为应

用类、技术类、方法类、综述类、模型类和数据类，对

应用类与数据类等涉及空间位置的参考文献进行

空间化，将研究的区域空间化的文献通过坐标点的

形式与参考文献建立空间标识信息。同时，通过对

文献的研读提取基本信息、总结其主要规律，建立

文献数据库系统，其属性数据包括文献基本标识、

文献分类组织、知识与规律以及文献系统管理信

息。从 LUCC 数据库中获取研究区土地利用/覆盖

动态数据，分析其时空变化格局，提炼其变化规律，

在参考文献的知识总结与LUCC时空变化规律分析

基础上，交叉验证LUCC过程以及驱动机制，总结研

究区LUCC基本规律（图1）。
3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源与文献
资料空间化
3.1 数据源

本研究生态地理分区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高

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全球地表覆盖遥感制图与关键

技术研究”项目。参考文献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建立

的全球土地利用/覆盖文献数据库。首先，收集关于

陕西省土地利用/覆盖文献，在统一的投影与坐标系

下进行空间化，并提炼知识规律，形成标准统一的

参考文献数据集及相关地学要素知识规则。土地

利用/覆盖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

据中心基于Landsat TM获取的1980年代末期、1995

年、2000年土地利用/覆盖数据与基于Landsat TM和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CBERS）建立的 2005年土地利

用/覆盖数据。

3.2 文献资料的空间化与分布规律

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开展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

据与文献的集成分析，分别是全省层次的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数据与文献的集成分析、地区（市）级层次

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与文献的集成分析（以榆

林市为例）、生态区层次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

与文献的集成分析和基于知识发现的土地利用/覆
盖变化的驱动力分析，文献分布如图2所示。

将40篇文献分门别类进行系统整理，首先将研

究区域为陕西全省的文献进行筛选。根据文献研

究中所支撑的项目级别、研究时段、数据来源和土

地利用/覆盖一级分类体系进行集成，如表 1，为了

找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规律，在土地利用/覆盖

变化数据方面仅标注了增加或者减少趋势。

将不同区域尺度的40篇文献进行集成，分析陕

西省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基本规律与驱动机制。经

统计，以陕西省为研究区域的文章共 13篇，主要研

究土地利用/覆盖时空变化过程及驱动机制，重点以

耕地、草地及建设用地动态变化信息为研究对象；

研究地区（市）级区域的文章共15篇，其中以研究榆

林市和西安市文献较多，榆林市位于黄土高原和毛

乌素沙漠的交界处，主要分析草地的时空变化特

征；西安市位于黄河流域中部的关中盆地，土地利

用/覆盖变化时空特征明显，主要以建设用地增加，

耕地、草地和林地面积减少的时空变化特征为主。

图1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与文献的集成与再分析方法框架

Fig.1 The integrated and re-analyzed methods on the land
use/land cover changes data and th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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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40篇文献中涉及到土地利用/覆盖变化驱动

力研究的文献按照自然因子、人口因子、政策因子、

经济增长因子、城市化因子等几个方面进行归类，

系统分析各影响因子相关文献内容，总结和分析土

地利用/覆盖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另外，根据文献研究中涉及的陕西省 5个生态

区的差异进行了系统集成，系统总结 5个生态区土

地利用/覆盖变化规律。

4 结果与分析
4.1 集成下的陕西省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特征分析

为了提高陕西省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基本规律

以及驱动机制认识的可靠性，充分利用陕西省土地

利用/覆盖变化数据，并结合所获得的参考文献知识

规律，交叉验证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基本规律，得出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特征与文献集成后的地理学

规律以及结论。整合 40篇文献分析与验证驱动力

与数据基本规律一致性。进而获得土地利用/覆盖

变化数据分析规律与文献分析规律集成结果，如表

2，其中“→”表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流转方向。

将40篇土地利用/覆盖研究文献按照研究时间

与空间进行分类整理，从整理结果可以看出，参考

文献的大部分都是基于国家级课题开展研究，研究

时段也是集中在2000年前后，与基于遥感获取的土

地利用/覆盖信息是一致的。从土地利用一级分类

的统计结果来分析，所有文献都认为陕西省的耕地

面积减少，只是减少的幅度不同，基于文献研究的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主要土地利用类型转换方向与

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如参考文献认为陕西省耕地

面积在1991年-2001年期间减少109万hm2，受政策

等驱动因素影响主要流向林地、草地和建设用地；

另一参考文献认为陕西省在 1996 年-2004 年期间

耕地面积减少 98.64万 hm2，主要流向林地和草地；

另一参考文献认为 1996 年-2004 年期间陕西省耕

地面积减少111.53万hm2。所有文献都认为建设用

地面积逐渐增加，如参考文献认为陕西省在 1996
年-2004年期间建设用地面积增加 3.57万 hm2。部

图2 陕西省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相关文献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LUCC
literature on Shanxi province

文献

标识符

[17]
[19]
[24]
[25]
[26]
[30]
[31]
[34]
[36]

项目级别

国家级

国家级

国家级

省级

省级

国家级

国家级

省级

研究时段

（年）

1991-2001
1996-2004
1991-2001
1991-2003
1994
1999-2004
1996-2004
1991-2001
1996-2005

是否基于TM影像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土地利用一级分类

耕地

↓
↓
↓
-
-
↓
↓
↓
↓

建设用地

-
↑
↑
↑
-
↑
-
-
-

林地

↑
-
↑
-
-
↑
-
-
-

草地

↑
-
↑
-
-
↓
-
-
-

水域湿地

↑
-
↑
-
-
-
-
-
-

未利用地

↓
-
↓
-
-
↑
-
-
-

表1 陕西省土地利用/覆盖文献集成

Table 1 The integrated table of the LUCC literature on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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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文献认为林地面积增加、水域面积增加。只是在

草地、未利用地变化的研究方面存在一些分歧。

基于遥感数据分析 2 个时段内陕西省土地利

用/覆盖动态变化，耕地面积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

势，1990年-2005年耕地总面积是减少的；林地面积

逐年增加；草地面积逐渐增加；建设用地逐渐增加；

水域面积先减少后增加，总趋势是增加的；未利用

地逐渐减少，如图3所示。

从遥感数据信息与文献资料分析结果来看，陕

西省土地利用/覆盖数据统计与文献资料总结的变

化总体趋势是一致的，即：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建设

用地面积逐渐增大，林地面积逐渐增大，草地面积

逐渐增加。

4.2 集成下的不同生态地理分区土地利用/覆盖变

化分析

陕西省的生态功能区包括鄂尔多斯高原草原、

黄土高原中部混交林、黄河平原混交林、秦岭山脉

落叶林、大巴山常绿森林，地理生态区依次从北至

南纵向分布。结合土地利用/覆盖数据与40篇文献

资料，分析各生态功能区的土地利用/覆盖空间分布

规律。

4.2.1 鄂尔多斯高原草原生态保护区 鄂尔多斯高

原草原分布在陕西省的最北端，与内蒙古接壤，包

括榆林市和延安市的部分地区，属于典型的生态脆

弱区和生态过渡带。此生态区主要以草地为主。

耕地中旱地所占的比重大于水田；毛乌素沙漠也占

了比较大的面积；草地主要以中覆盖度草地和低覆

盖度草地为主，主要分布在生态区的北部。40篇文

献中研究该区域的文献最多，大多是以榆林市为主

要研究区域，例如利用MODIS数据对该区域的沙地

分布进行了分析，指出沙漠化是毛乌素沙地最主要

的荒漠化类型，以轻度和中度沙漠化土地为主。利

用 1988 年-2001 年土地利用详查数据分析了该区

内榆阳地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及其驱动力，指出林

地、耕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牧草地面积减少，并

指出人口、工业发展以及城市化程度等因子是该区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关键驱动因子。文献认为榆

林地区1982年-1998年期间土地利用变化较大，沙

地、耕地和水域面积减少，林地、草地和建设用地有

图3 基于遥感信息的研究区1990年-2005年

土地利用面积变化

Fig.3 Land use area changes based on Remote Sensed
data from 1990 to 2005

研究利用时段

（年）

1990-2000

2000-2005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陕西省LUCC数据统计

年初面积

7 1810.83
4 6156.57
7 7122.13

1810.78
2762.88
6068.89

7 1959.59
4 6356.53
7 7735.36

1753.87
3149.74
4776.99

未变化面积

7 1226.95
4 5925.10
7 6205.09

1685.32
2762.88
4657.05

6 9847.93
4 6314.85
7 7194.15

1702.70
3149.06
4680.78

转出

面积

583.88
231.47
917.04
125.46

0.05
1411.84
2111.66

41.68
541.21
51.17
0.68

96.21

比例

0.81
0.50
1.19
6.93
0.00

23.26
2.93
0.09
0.70
2.92
0.02
2.01

转入

面积

732.63
431.43

1530.27
68.55

386.86
119.95
184.00

1195.24
924.58
103.93
376.51
58.33

比例

1.02
0.93
1.98
3.79

14.00
1.98
0.26
2.58
1.19
5.93

11.95
1.22

文献知识、数据集成验证

主要流

转类型

→林地、草地、建设用地

→草地

→耕地

→耕地

-
→草地

→林地、草地

→建设用地

→林地

→耕地

-
→草地

文献

篇数

7
4
6
4
8
4
5
4
3
5
5
4

表2 陕西省土地利用/覆盖数据与参考文献集成

Table 2 The integrated table of LUCC data and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 on Shanxi province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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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增加，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变化主要表现为耕地、

林地和草地三者之间的相互转化。从驱动力分析

来看，该生态区内生态退耕政策、沙地治理政策是

影响较大的因素。

4.2.2 黄土高原中部生态封育区 黄土高原中部混

交林生态区位于陕西省延安、宝鸡和渭南三个地市

的部分地区，属典型的黄土高原景观格局，丘陵山

地多，平地少，资源丰富。耕地、草地、林地为主要

土地利用类型。本区主要以旱地为主，存在较少水

田；此生态区灌木较多，占生态区总面积的14.67%，

草地以中覆盖度草地为主，主要分布在该生态区的

南部和北部。该区域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在 1990
年-2005年期间较大，如文献指出自从对陕西省黄

土高原地区实施生态保护政策以来，土地利用类型

发生了很大变化，延安市林地面积有所增加，耕地

面积大幅减少，牧草地面积大幅增加。文献对1999
年-2005年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进行了分析，指出

东南部的草地面积增加，主要原因在于退耕“还林

还草”生态工程的实施。

4.2.3 黄河平原生态建设区 黄河平原生态建设区

位于陕西省中部，包括西安、咸阳、宝鸡、渭南等地

市。该生态区地势平坦，是陕西省主要的农用地耕

作区。此生态区耕地占生态区总面积的比例是

58.18%，分布较广；该生态区城镇建设用地的比重

较大，林地和草地分布较少，主要在南部。很多文

献研究集中于对西安市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如文

献对以西安市区 1997 年-2006 年土地利用及其动

态变化数据为基础，指出西安市区10年来土地利用

类型变化较大，部分耕地、园地等都转为建设用地，

指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西安市的社会

和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过程。

4.2.4 秦岭山脉森林生态保护区 秦岭山脉落叶林

主要分布在陕西省南部，包括商洛、渭南、西安、宝

鸡、汉中等地市。该生态区主要以林地和草地为

主，主要分布在该生态区的北部和中部，耕地主要

分布在东部、西部、南部，城乡建设用地所占的比例

较小。如文献对洋县的土地利用现状进行了分析，

其中林地面积占 77.74%，耕地面积占 15.79%，反映

了该区域以林地为主的土地利用结构。

4.2.5 大巴山耕地-草地生态建设区 大巴山常绿

森林位于陕西省最南端，包括汉中、安康市，南北过

渡带的生态环境特征明显。耕地和草地所占比重

较大。该生态区水田在耕地中所占的比例较大，旱

地占生态区面积的 20.04%，水田占 12.26%；草地主

要以中覆盖度草地为主，林地面积相对较少。文献

以安康市为例，利用Landsat TM遥感影像获得1985
年-1995年-2000年三个时段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

数据，分析得知耕地、林地和草地的比重占绝对优

势，1985年-2000年期间，耕地面积先减少后有所增

加，林地面积持续减少，草地面积是先增加后减少。

4.3 集成下的榆林地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特征分

析

将参考文献按照地区（市）分布情况进行分类

整理，可以看出陕西省关于LUCC研究的热点区域

主要集中于三个区域：榆林地区、西安市和黄土高

原地区所属地市。其中研究最多的则是榆林地区，

如文献根据三个时期 1∶50万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分

析认为从1982年到1998年榆林地区土地利用发生

较大变化，其中以沙地和耕地的减少、草地和林地

的增加为主。文献通过1986年和2000年两个时期

的 Landsat TM遥感图像解译获得 LUCC数据，分析

认为榆林市林地和草地面积均略有增加，而沙地面

积迅速减少，这与沙地治理政策与生态工程投入密

切相关。

基于遥感数据分析榆林地区的土地利用/覆盖

动态变化可以看出，榆林市耕地面积逐渐减少，特

别是2000年之后减少速度更快，这与生态退耕政策

密切相关；草地面积和林地面积逐渐增加，与西部

大开发环境保护、沙漠治理、生态退耕等政策密切

相关；未利用地中主要是沙地，面积也逐渐减少。

这些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规律与文献中分析的榆

林市土地利用变化规律是一致的。如文献研究指

出榆林市 1991年-2001年期间，沙地面积减少 4.90
万 hm2，牧草地面积增加 4.50万 hm2，而耕地面积减

少18.70万hm2。

4.4 集成下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驱动机制分析

陕西省地貌类型总体特点是山地多，川原少，

山地、丘陵地占全省总面积的 75%左右。山地占

42.76%，主要分布在陕南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

区，关中和陕北分布较少；丘陵地占32.33%，以陕北

的榆林和延安两市分布最多，其次是关中和陕南；

平地仅占 24.91%，主要分布在关中地区，再次是陕

南和陕北。根据LUCC遥感数据和相关文献可以看

出，土地利用的特点是类型多样，以农业用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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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结构区域差异明显，关中耕地比重大，陕南林

地比重大，而陕北草地比重大。

将40篇参考文献的驱动因子进行分类整理，按

照自然因子、人口因子、政策因子、经济增长因子、

城市化因子等几个方面进行归类（表 3），其中有 11
篇文献提到了经济增长因子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

要驱动因子。另外，人口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和政

策因子也是影响陕西省 LUCC 动态变化的关键因

子。从自然因子角度来看，8篇文献都认为自然环

境因子是土地利用格局形成的基础，决定了土地覆

被的现状格局，长时间影响土地利用的变化，短期

内不会改变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状态，如文献认为自

然环境是人类一切活动发生的场所，不同的地域决

定土地利用的主导类型因子。文献认为在自然因

子中，气候、土壤、水文是主要的影响因子，但是对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在较长时间才会有较大影响，在

短时期内可以不予考虑。

从一个区域来看，在较短时期内土地利用变化

的驱动因素主要是人文因素，而自然因素则相对稳

定。就人文因素而言，可以从人口因素、经济发展、

城市化以及宏观政策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有8篇文献认为人口因子是影响LUCC变化的

主要因子（表 3），如文献认为人口因素是最具活力

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力之一，1991 年到

2001年，全省人口由3136万人增加到3166万人，城

镇用地从1991年初的4374.92万hm2增加到2001年

末的 6761.72 万 hm2。文献认为人口增长与土地利

用变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重

点，人口的增长也加重了对耕地的需求，促使通过

林地砍伐等途径来获得更多的耕地。

有 11篇文献认为经济发展因素是影响土地利

用/覆盖变化的重要因素（表3），文献认为经济杠杆

的调节是导致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之一，土

地利用/覆盖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生产结构

的变化，也是追求经济效益的结果。文献认为经济

发展主要改变了土地利用的数量、结构、方式和强

度，西安市在 1997 年-2006 年间经济水平迅速发

展，工业、农业、道路和工矿都发展迅猛，导致耕地

减少1 8846.45hm2。文献认为乡镇企业的崛起使居

民点周围的耕地类型迅速向其他用地类型转化。

有 7 篇文献提到了宏观政策因素（表 3），如文

献认为土地利用变化与政策因素关系极大，如西部

大开发生态保护政策、山川秀美工程、封山育林的

政策，鼓励在不宜耕种的土地上退耕还林还草；以

粮代赈政策、耕地保护政策等都对土地利用/覆盖变

化产生影响。文献认为生态退耕政策对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影响较大，到2001 年，全省已退耕还林还

草 35.00万 hm2。其次，西部大开发政策，使得陕西

基础设施建设空前加快，铁路建设、公路拓宽改造、

绕城高速公路的建设、农村路网建设等增大了对耕

地的需求，在局部区域改变了土地利用/覆盖格局。

有4篇文献提到了城市化进程能够改变土地利

用/覆盖格局（表 3），特别是城市化的发展，加速农

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导致局部地区出现土地撂荒

的现象。文献认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及国

家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导致耕地资源流失严重。

文献认为西安市快速发展导致了开发区和城市建

设用地的空前扩张，而新增的建设用地大多是以大

量耕地资源为代价的。

5 结论与讨论
（1）基于GIS平台，将LUCC遥感信息与参考文

献进行集成与再分析，通过LUCC规律与文献的相

表3 不同行政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驱动因子文献分类

Table 3 The integrated table on driving forces of the LUCC literature

驱动因子

自然

人口

政策

经济增长

城市化

其他（农户行为、沙地治理）

文献

总数

8
8
7

11
4
2

陕西省

[24]、[34]、[36]
[24]、[30]、[36]
[24]、[34]、[36]
[24]、[30]、[31]、[34]、[36]
[31]
[17]

（地区）市

[28]、[37]、[41]、[46]
[28]、[41]、[45]、[47]
[28]、[41]、[50]
[28]、[37]、[41]、[50]
[45]、[50]
[40]

县以下

[15]
[15]
[42]
[15]、[42]
[15]

注：表中[ ]对应文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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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验证，可以更真实、准确的掌握与发现LUCC基本

规律，从而提高地理结论的可靠性。对于深入研究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本质、时空特征以及原因提供

重要的方法手段。

（2）基于陕西省 LUCC数据分析结果与研究区

40 篇文献分析结果进行相互验证，提炼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以及驱动机制的知识规则，数据与文献分

析结果基本一致，特别是耕地、林地、草地和沙地主

要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动态变化特征。榆林地区、

西安市和黄土高原地区所属地市是陕西省研究的

热点地区。其中研究关注最多的则是榆林地区。

（3）研究表明，1990年-2005年陕西省耕地总面

积减少；陕西省耕地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林

地面积逐渐增加；建设用地逐渐增加；水域先减少

后增加，总趋势是增加的；未利用地是逐渐减少。

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人文因素，特别是

2000年以来国家实施“生态退耕”工程对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的影响较大。人口、经济、政策与城市化

也是陕西省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主要驱动因子。

（4）土地利用变化是以人类活动为主导与全球

环境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

一直以来是全球变化研究关注的焦点，基于陕西省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与文献资料的集成与再分

析结果，可推广至区域、国家或全球宏观尺度土地

利用/覆盖变化数据与文献资料的集成与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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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and Use and Coverage Change (LUCC)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s in Shaanxi Province:

Integrating RemotelySensed Information and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KUANG Wenhui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Geographical conclusion reliability has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for geographers. This
study proposed a new technique to integrate data on land use/land cover change, remotely sensed
in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First, the project team constructed the global land
information platform (GLIP), including the global land use/land cover the electrical scientific
literature base and multi-scale LUCC data. Global Land Use Scientific Literature Base (GLUSLB)
has more than 5000 references on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We reclassified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into 6 classes, including application, technology, methodology, review, model, and data.
Furthermore,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on application and data with definite location is located in the
specific geo-ecological region. Second, compared with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areas from
between LUCC data and 40 references,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driving
mechanisms were analyz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nclusions are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both
of them, especially the land us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from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s. From
1990 to 2005, the total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in Shaanxi Province generally decreased, but
increased during the period 1990-2000 and then decreased during the period 2000-2005. The forest
and grassland area decreased. On the contrary, the constructed land increased. Yulin, Xi’an
Prefecture, and the loess plateau region have become the hot areas. Cultivated land decreased but
forest and grassland increased, especially since 2000, as a resul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project in Yulin Prefecture. It was found that at the same time, the sand area decreased
due to land desertification prevailing in this area. Urban-rural construction land rapidly increased
due to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Xi’an Prefecture.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has
changed greatly during the period 1990-2000 compared with the period of 2000-2005 in the loess
plateau region. Forest and grassland increased firstly and then decreased in this region. It was also
found that human activities were a more dominant factor than natural factors. Population grow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a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on land use change. The

“Grain for Green”policy implemented since 2000 has brought a great impact on land use change

in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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