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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地利用格局的形成过程比其最终形成的结果更为重要。本文以哈尔滨市双城区为例，利用不同时期的土

地利用数据，在土地利用变化关键驱动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对土地利用变化影响较大的距离变量、邻近土地

利用类型数量、单元自然属性、社会经济因素等 ４方面 １４个驱动力因子，建立了基于元胞自动机（ＣＡ）与人工神经

网络（ＡＮＮ）相结合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模拟模型。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区自然禀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基本农田

保护及土地利用规划等不同情景驱动机制下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进行了时空模拟，以此解析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

驱动力因素的响应关系。模拟结果显示：自然禀赋情景下，各地类变化趋势与现在保持一致；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情景下，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明显，主要由旱地和其他用地转入；在基本农田保护情景下，耕地面积比较稳定，各地类

变化趋势较为缓和；在土地利用规划情景下，各地类变化较为合理，兼顾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研究结果显示，该

方法对哈尔滨市双城区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驱动机制具有较好的解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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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Ｌａｎｄｕｓｅ／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ＬＵＣＣ）直接
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如气候、土壤、植被、生物多

样性等，是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研究的重要内

容
［１－４］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是各种因素在时空上
共同作用的结果，过程错综复杂，具有变化不连续

性、景观镶嵌、类别混合等特点
［５－６］

，因此需要在深

刻认识 ＬＵＣＣ驱动力的基础上，选择简化和抽象化
后的各种模型，利用动态模型模拟系统中各组成部

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模拟 ＬＵＣＣ的过程［７］
。传统的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模拟是以较大的行政区划单位
或自然地理单元为研究对象，利用基于偏微分方程

的连续预测模型和经验统计预测模型模拟各土地利

用类型总量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趋势
［８－１０］

，缺乏空

间角度上对于 ＬＵＣＣ各种驱动力因素相互作用的分
析。后来提出的智能体模型、ＣＬＵＥ Ｓ模型等虽然
实现了时空模拟多种驱动力因素影响下的土地利用

空间格局
［１１－１４］

，但多是从宏观角度分析土地利用格

局变化过程、研究区域的整体变化规律和特征，无法

模拟微观尺度上具体点位的变化情况。

元胞自动机模型是一种时间、空间、状态都离

散，空间相互作用和时间因果关系都为局部的网格

动力学模型，实现了自下而上模拟复杂系统时空演

化过程
［１５－１７］

，解决了无法模拟地理现象在空间邻域

上相互作用的问题。本文选取面临耕地保护和区域

经济快速发展双向压力下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

区为例，利用元胞自动机模型，并选用人工神经网络

作为其转换规则
［１８］
，共同建立双城区土地利用格局

模拟模型，实现多种驱动力因素影响下的双城区土

地利用格局变化情景模拟，为当地土地资源的可持

续开发利用和政府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

持。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处理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双城区位于哈尔滨市西南部（图 １），隶属于哈

尔滨市管辖区，地处松花江南岸，地理位置为

１２５°４１′～１２６°４２′Ｅ、４５°０８′～４５°４３′Ｎ，东西长
８５ｋｍ，南北宽６５ｋｍ，全境总面积 ３１１２ｋｍ２。成土
母质为第四纪沉积物，形成了冲击沉积物质、冲击物

质和风积物质３种地质类型。全区由冲积平原和河
流阶地组成，地势平坦。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均气

温 ４４℃，有效积温 ２７００～２９００℃，年均降水量
４８１ｍｍ。水热条件配置较好，加之肥沃的黑土，为

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双城区农业开

发历史悠久，为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近年来，随

着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工业

化、城市化等发展趋势，致使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

大，导致了区域发展对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加和耕

地面积亟需保护的双向压力，土地资源亟需保护。

图 １　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图 ２　２００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双城区土地覆被分类图

Ｆｉｇ．２　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２００２ａｎｄ２０１３

ｉｎ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　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３年９月下旬的Ｌａｎｄｓａｔ

ＥＴＭ＋和 ＯＬＩ遥感数据，根据国家土地资源遥感监
测分类系统，结合双城区土地利用特点，将土地利用

类型划分为旱地、水田、建设用地、水体和其他用地

等５种土地利用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支持向量
机的监督分类与人机交互式的解译方法进行信息提

取
［１９］
，得到 ２个时期的土地利用分类图，如图 ２所

示。分类后选取样本点，利用 ＧＰＳ进行图像分类精
度的实地验证，结果表明各种土地利用／覆被的分类
精度平均值达到 ８７００％以上，分类结果可以满足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模拟的精度需要。在此基础上，
研究中还需要利用双城区地形图、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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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图、交通图等，统计年鉴和相关的调查报告

等资料。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元胞自动机模型

组成元胞自动机的基本要素有元胞、状态、邻域

和转换规则
［２０］
。表达式为

Ｓｔ＋１ｉ ＝ｆ（Ｓｔｉ，Ｓ
ｔ
Ｎ） （１）

式中　Ｓｔ＋１ｉ ———元胞 ｉ在 ｔ＋１时刻的状态

Ｓｔｉ———元胞 ｉ在 ｔ时刻的状态

ＳｔＮ———ｔ时刻元胞 ｉ的邻域状态集合
ｆ———转换规则

元胞自动机的基本原理是元胞 ｉ在ｔ＋１时刻的
状态是其在 ｔ时刻状态和邻域状态的函数［２１］

。

模型中的元胞状态定义为双城区土地利用类

型，依次为旱地、水田、建设用地、水体、其他用地。

元胞空间为二维，形状为四边形，元胞大小设定为

３０ｍ×３０ｍ，邻域采用经典的８邻域的 Ｍｏｏｒｅ模型。
元胞自动机模型的核心是其转换规则，转换规

则中的参数设定对于模拟结果会产生直接影响，土

地利用变化的时空发展过程是非线性系统动力学过

程，因此选用人工神经网络作为元胞自动机的转换

规则
［２２］
。神经网络具有自组织、自学习、联想以及

记忆的优势，能够有效地简化模型结构，用户不需要

定义转化规则
［２３－２５］

，系统能够从原始数据中自动

获取和校验模型中各空间变量的权重系数，能够

挖掘出符合变化过程的转换规则，同时减少了人

为因素的主观影响，适合文中土地利用变化时空

模拟研究。

１３２　ＡＮＮ ＣＡ模型结构
本文采用的 ＡＮＮ ＣＡ模块由训练模块和预测

模块两部分组成，２个模块共用一个神经网络。训
练模块利用训练数据自动挖掘模型参数，预测模块

用训练好的模型进行预测模拟。在此模型中，各影

响因子的处理、分析及模拟结果的显示均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中操作，ＡＮＮ负责提供地理元胞自动机的转换规
则。

神经网络的设计采用面向对象的建模思路。研

究中使用经典的 ＢＰ神经网络算法，网络结构分为
三层：第１层为数据输入层，共１４个神经元，分别对
应土地利用变化各影响因子；第２层为隐含层，根据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定理，对于３层非线性神经网络，其隐含
层的神经元个数至少为输入层的 ２／３［２６］，研究中经
过反复实验，隐含层神经元确定为１０个，采用 ｔａｎｓｉｇ
激励函数；第３层为输出层，由 ５个神经元组成，分
别对应 ５类土地利用类型的转换概率，采用 ｌｏｇｓｉｇ
激励函数。本文的技术路线图如图３所示。

图 ３　技术路线图

Ｆｉｇ．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ｏａｄｍａｐ
　

２　模型构建

２１　ＡＮＮ ＣＡ模型参数

根据前人关于土地利用驱动力因素的研究
［２７］
，

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取决于和其相关的距离变量，

包括各元胞与最近道路和居民点的距离、窗口中邻

近现有类型的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元胞的数量、单元

的社会因素及其自然属性等驱动力因子。通过剔除

明显共线因子，本文选取 １４个驱动力因子作为
ＡＮＮ ＣＡ模型的输入变量，这些驱动力因子的获取
方法如下：

（１）距离变量：利用已有的矢量格式的道路线
图层、居民点点图层和２００２年的土地利用类型分布
图，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分析工具中的近邻分析功能，计算
２００２年土地利用类型点图层中每一个点与最近道
路和居民点的距离，生成的结果数据保存在 ２００２年
土地利用类型点图层属性表中。

（２）邻近现有土地类型数量：经过多次反复实
验，验证领域窗口大小为 ３×３时精度较高，因此研
究设定领域窗口为３×３。

（３）单元自然属性：高程数据的处理是在
ＡｒｃＧＩＳ中将已经提取出来的双城区数字高程模型
转为整型。降水量、蒸发量等驱动力因子在图层中

进行空间赋值，利用空间分析功能中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
建立驱动力因子的空间数据库。

（４）社会经济因素：人口密度、粮食产量和人均
ＧＤＰ等数据同降水量等数据的处理方式相同。

所有数据转换为 ＵＴＭ投影，ＷＧＳ８４坐标系，并
统一生成 ＡＳＣＩＩ＿ＧＲＩＤ格式的数据。为了避免各空
间变量量纲不统一而可能产生误差，最后将所有数

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其范围在 ０～１之间。模型
中，输入层的 １４个神经元对应的 １４个驱动力因子
原始数据范围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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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模型输入变量

Ｔａｂ．１　Ｍｏｄｅｌｉｎｐｕ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空间变量 获取方法 原始数据范围

与最近道路的距离（ｘ１） 利用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ｏｌｓ ０～６２ｋｍ

与最近居民点的距离（ｘ２） 模块中的 Ｎｅａｒ命令 ０～５ｋｍ

邻近旱地的单元数量（ｘ３） ０～９单元

邻近水田的单元数量（ｘ４） ０～９单元

邻近建设用地的单元数量（ｘ５）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写 ０～９单元

邻近水体的单元数量（ｘ６） ０～９单元

邻近其他用地的单元数量（ｘ７） ０～９单元

高程（ｘ８） 利用 ＡＲＣ／ＩＮＦＯＴＩＮ转换为 ＡＲＣ／ＩＮＦＯＧＲＩＤ １２０～２１０ｍ

年降水量（ｘ９） 利用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０９３～５３９４ｍｍ

年平均气温（ｘ１０） 模块中的 Ｋｒｉｎｇｉｎｇ插值 ４８～５４℃

现有土地利用类型（ｘ１１） 建设用地、水体、旱地、水田、其他用地

人口密度（ｘ１２） １２７～３５０人／ｋｍ２

粮食产量（ｘ１３） 利用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模块中的 Ｋｒｉｎｇｉｎｇ插值 ７１～７６ｔ／ｈｍ２

人均 ＧＤＰ（ｘ１４） １１１８４～１３１０５元

　　本文主要研究双城区５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
情况，在特定时刻某种类型的元胞只能转化为别的

土地利用类型或者保持不变。因此本研究使用元胞

的转移概率作为模型的输出变量，并将转移概率最

大的土地利用类型确定为当前元胞转换的类型。

２２　ＡＮＮ ＣＡ模型训练
为了实现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模拟，本文建立

了地理元胞自动机的训练、验证和模拟预测数据库，

将２００２年土地利用空间变量作为训练数据库、验证
数据库。由于空间变量的数据量较大，因此本研究

采用随机抽取样本的方法，从建立的双城区空间数

据库中抽取约 １％的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和验证，将
２００２年土地利用空间变量的全部数据作为 ＡＮＮ
ＣＡ模型的模拟数据库。运行模型时，首先将训练数
据输入 ＢＰ神经网络自动获取模型参数，然后输入
验证数据进行验证，如果验证精度满足要求，则利用

该模型模拟２０１３年的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
２３　模型精度评价

土地利用格局的形成与演化受到自然、社会、经

济、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精确模拟土地利用

变化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模拟土地利用的整体格局

和变化趋势显得更加重要。图 ４所示为哈尔滨市双
城区 ２０１３年实际土地利用与模拟土地利用的对比
图，模拟结果整体空间布局与实际整体空间布局保

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其中中部、南部地区的建设用

地和水田模拟精度较高。西北部一些地区建设用

地、其他用地、旱地交错分布，相互间转换较为频繁，

所以模拟结果误差相对较大。

对于模拟精度的评价，本文采用逐点比较的方

法，将２０１３年实际土地利用图与模拟土地利用图进
行对比，计算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模拟精度和 Ｋａｐｐａ

系数，精度评价结果如表２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
旱地、建设用地、水体的模拟精度和 Ｋａｐｐａ系数分别
为 ８６９３％、８１５２％、８２１２％ 和 ０８４８、０７８７、
０８１２；这３种地类模拟精度都在 ８０％以上，具有较
高的精度。水田和其他用地的模拟精度和 Ｋａｐｐａ系
数分别为７８６４％、７５１８％和 ０７５２、０７３５，相对于
其他３种地类精度较低，但也都达到 ７５％以上；各
类型土地模拟总精度为 ８５２６％，说明模拟结果与
实际土地利用情况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综上可知，

本文建立的 ＡＮＮ ＣＡ模型对于双城区土地利用模
拟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图 ４　２０１３年双城区土地利用分类图和模拟分类图

Ｆｉｇ．４　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２０１３ｉｎ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３　驱动力情景模拟分析

根据国内外相关情景设计的研究成果
［２８－３０］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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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模拟结果精度评价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参数　　　
土地利用类型

旱地 水田 建设用地 水体 其他用地

２０１３年实际数据／ｈｍ２ ２５９９６７ １８１８９ ２２９８１ ７１６６ ２８９７

２０１３年模拟数据／ｈｍ２ ２６２５８９ １６８５３ ２０８５９ ７４８１ ３４１８

模拟精度／％ ８６９３ ７８６４ ８１５２ ８２１２ ７５１８

Ｋａｐｐａ系数 ０８４８ ０７５２ ０７８７ ０８１２ ０７３５

模拟总精度／％ ８５２６

合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双城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并综合
考虑哈尔滨市双城区土地利用的资源环境条件和社

会经济技术因素，建立自然禀赋、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基本农田保护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４种情景，
对双城区 ２０２４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进行了时空模
拟分析。

３１　情景设定
（１）情景１：自然禀赋情景
该情景模式下，双城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

因素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

依然遵循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趋势。
即旱地和其他用地面积减少，水田和建设用地的规

模继续增加，水体面积保持稳定。在此情景下，得到

未来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

（２）情景２：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情景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是双城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

其发展水平和增速较以往阶段都有显著提高，人均

ＧＤＰ从１１１８４元增长到５２２０９元。在此背景下，该
情景根据哈尔滨市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大纲及

双城市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设定双城区
２０１３—２０２４年人均 ＧＤＰ继续保持较高增长水平，人
均 ＧＤＰ年增加１４％，同时适当调整其他影响经济发
展的因素，在此情景下得到各个土地利用类型的空

间分布。

（３）情景３：基本农田保护情景
双城区耕地数量较多，土壤肥力较高，机械化程

度很高，粮食总产量在哈尔滨市各区县中位于前列，

为了保护双城区耕地，同时促进建设用地的集约利

用率提高，该情景设定双城区范围内耕地的转变条

件，严格控制研究区内旱地、水田向建设用地的转

变，在此约束条件下得到研究区各地类的空间分布。

（４）情景４：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情景
双城区属于哈尔滨市区的卫星城，工业和农业

发达，根据双城区 ２０１３—２０３０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为了保护双城区耕地质量，优化各乡镇土地利用空

间布局，提高当地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该情景对不

同类型土地面积做了相应规划，包括城乡建设用地

和工矿用地在内的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２５２７３ｈｍ２

以内，基本农田面积保持在 １９７４００ｈｍ２以上，耕地
总面积中基本农田要占 ８０％以上，适当改变种植结
构，提高粮食作物中水稻的比例，同时加大力度保护

双城区范围内的湿地、林草地等生态用地，维持当地

土地生态系统的稳定。在此基础上，模拟各地类的

空间分布。

３２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
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的基础上，

根据不同的情景适度调整模型参数，在此基础上借

助 ＡＮＮ ＣＡ模型对 ２０２４年不同情景下双城区各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需求量进行模拟（图 ５），并得到
相应情景下的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表 ３）。由图 ５
可以看出，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格

局也呈现差异性。

在自然禀赋情景下，建设用地的规模继续扩大，

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心的双城镇周边和西北部靠近

太平国际机场的临江乡和永胜乡等地区，这些地区

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特别是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建

设用地，这些地区建设用地主要来源于各乡镇周边

的耕地；同时，在灌溉条件较好的地区，由于种植结

构的转变，有一些旱地转变成了水田，水体和其他用

地的变化趋势较小。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情景下，

建设用地较２０１３年增加明显，共增加 ５６６７ｈｍ２，主
要由于旱地和其他用地转入，水体为了满足经济发

展也呈下降趋势，而水田呈增加趋势。在基本农田

保护情景下，由于对耕地的面积做了限制，所以建设

用地、水体和其他用地的变化趋势较为缓和，变化较

大的是水田面积，主要通过改造旱地得到。在土地

利用规划情景下，各地类变化趋势较为合理，兼顾了

社会经济发展和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用地的变化

趋势较为缓和。为了提高研究区的农业经济效益，

一部分旱地改变了种植结构被开发成水田，在该情

景下，包含了各种生态用地的其他用地面积较 ２０１３
年有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生态环境，促进

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土地

利用变化过程涉及因素错综复杂，社会、人为等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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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素对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程度日益加大，其

中存在一些难以空间量化的因素，变量的获取方式

和指标体系的选择都会对模拟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后续研究中也需要结合其他模型进行深入研究；同

时由于神经网络内部的自组织、自学习等特性，模型

中一些参数的具体意义还不能够深入理解，如何改

进神经网络的结构来提高元胞自动机转换规则的精

度也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图 ５　不同情景下的双城区 ２０２４年土地利用格局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ｉｎ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２０２４
　

表 ３　双城区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Ｔａｂ．３　Ａｒｅａ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ｉｎ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ｈｍ２

年份 　　模拟情景 旱地 水田 建设用地 水体 其他用地

２０１３年 ２５９９６７ １８１８９ ２２９８１ ７１６６ ２８９７

自然禀赋情景 ２５３５２６ ２２７６１ ２５４６４ ６８６９ ２５８０

２０１４年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情景 ２５２９５１ ２２４０２ ２７６４８ ６０６８ ２１３１

基本农田保护情景 ２５３０１２ ２４４７０ ２３５８９ ７１０２ ３０２７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情景 ２５０１４３ ２５５３７ ２４４０７ ７２６５ ３８４８

４　结论

（１）本文在分析各种驱动力因素的基础上，利
用地理元胞自动机与人工神经网络建立的双城区土

地利用格局模拟模型，充分考虑了地理现象在空

间上的相互作用和时间上的因果关系，较为理想

地实现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可视化分析，在

精细尺度上研究了土地利用变化和驱动力因子之

间的响应关系，为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提供了新的

方法途径。

（２）以２０１３年实际解译数据对比验证，土地利
用模拟总精度为８５２６％，说明了 ＡＮＮ ＣＡ模型能
够适用于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在此基础上，

研究构建了４种情景方案进行模拟，得到了不同情
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对比不同情景下的模拟

结果，获取了容易发生土地利用变化的敏感区域和

关键的驱动力因素，可以为双城区土地利用规划的

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使土地利用规划在保护

基本农田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

合理用地需求。

参 考 文 献

１　ＭＯＯＮＥＹＨＡ，ＤＵＲＡＩＡＰＰＡＨＡ，ＬＡＲＩＧＡＵＤＥＲＩＥＡ．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３，１１０（Ｓｕｐｐ．１）：
３６６５－３６７２．

２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ＳＭ，ＤＵＣＨＡＲＮＥＡ，ＰＯＬＣＨＥＲＪ．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ｏｎ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ｃｙｃｌｅ［Ｊ］．Ｎａｔｕｒｅ

９５２增刊　　　　　　　　　　　孙玮健 等：基于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土地利用情景模拟与驱动力分析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３，３（４）：３８５－３９０．
３　ＭＩＬＬＥＲＭＬ，ＲＩＮＧＥＬＭＡＮＫＭ，ＳＣＨＡＮＫＪＣ，ｅｔａｌ．ＳＷＡＭＰ：ａｎ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ｗｅｔｌａｎ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ｆｏｗ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４，９０（１）：５２－６８．

４　刘纪远，匡文慧，张增祥，等．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以来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格局［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４，６９（１）：
３－１４．
ＬＩＵＪＹ，ＫＵＡＮＧＷ Ｈ，ＺＨＡＮＧＺＸ，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１９８０ｓ［Ｊ］．Ａｃｔ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６９（１）：３－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ＭＥＹＦＲＯＩＤＴＰ，ＬＡＭＢＩＮＥＦ，ＥＲＢＫＨ，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ｄｉｓｔａｎｔｄｒｉｖｅｒｓｏｆｌ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Ｊ］．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３，５（５）：４３８－４４４．

６　ＢＥＮＯ?ＴＭ，ＬＡＭＢＩＮＥＦ．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ｍｅｒｏｏｎ［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２０００，９０（３）：４６７－４９４．

７　唐华俊，吴文斌，杨鹏，等．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ＬＵＣＣ）模型研究进展［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９，６４（４）：４５６－４６８．
ＴＡＮＧＨｕａｊｕｎ，ＷＵＷｅｎｂｉｎ，ＹＡＮＧ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ｃ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ＬＵＣＣ）ｍｏｄｅｌｓ［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６４（４）：４５６－４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赵冬玲，杜萌，杨建宇，等．基于 ＣＡ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的土地利用演化模拟预测研究［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３）：２７８－
２８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３３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３．０３９．
ＺＨＡＯＤｏｎｇｌｉｎｇ，ＤＵＭｅ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ｙｕ，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ＡＭａｒｋｏｖｍｏｄｅｌ［Ｊ／
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３）：２７８－２８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黄庆旭，史培军，何春阳，等．中国北方未来干旱化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模拟［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６，６１（１２）：１２９９－１３１０．
ＨＵＡＮＧＱｉｎｇｘｕ，ＳＨＩＰｅｉｊｕｎ，ＨＥＣｈｕｎ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６，６１（１２）：１２９９－１３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吴季秋，俞花美，肖明，等．基于 ＣＡ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的海湾土地利用动态预测［Ｊ］．环境工程技术学报，２０１２，２（６）：５３１－
５３９．
ＷＵＪｉｑｉｕ，ＹＵＨｕａｍｅｉ，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ｕｌ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Ａ Ｍａｒｋｏｖ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２（６）：５３１－５３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袁满，刘耀林．基于多智能体遗传算法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１）：１９１－１９９．
ＹＵＡＮＭａｎ，ＬＩＵＹａｏｌｉｎ．Ｌａｎｄｕｓ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
２０１４，３０（１）：１９１－１９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ＶＡＬＢＵＥＮＡＤ，ＶＥＲＢＵＲＧＰＨ，ＢＲＥＧＴＡＫ，ｅｔａｌ．Ａｎ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ｍｏｄｅｌ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ｔ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Ｊ］．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５（２）：１８５－１９９．

１３　刘小平，黎夏，陈逸敏，等．基于多智能体的居住区位空间选择模型［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０，６５（６）：６９５－７０７．
ＬＩＵ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ＬＩＸｉａ，ＣＨＥＮＹｉｍｉｎ，ｅｔａｌ．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
６５（６）：６９５－７０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梁友嘉，徐中民，钟方雷．基于 ＳＤ和 ＣＬＵＥ Ｓ模型的张掖市甘州区土地利用情景分析［Ｊ］．地理研究，２０１１，３０（３）：５６４－
５７６．
ＬＩＡＮＧＹｏｕｊｉａ，ＸＵＺｈｏｎｇｍｉｎ，ＺＨＯＮＧＦａｎｇｌｅｉ．Ｌａｎｄｕｓｅ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ｂ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ＣＬＵＥ Ｓ
ｍｏｄｅｌａ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Ｇａｎｚｈ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Ｚｈａｎｇｙｅｃｉｔｙ［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３０（３）：５６４－５７６．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ＧＡＲＣ?ＡＡＭ，ＳＡＮＴ?Ｉ，ＢＯＵＬＬ?ＮＭ，ｅｔａｌ．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ｕｒｂａｎ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ｏｎｍｏｄｅｌｂｙｕｓ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ｓｍａｌｌｕｒｂａｎ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ＮＷ Ｓｐａｉ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２７（８）：１５９３－１６１１．

１６　杨俊，解鹏，席建超，等．基于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５，
７０（３）：４６１－４７５．
ＹＡＮＧＪｕｎ，ＸＩＥＰｅｎｇ，ＸＩＪｉａｎｃｈａｏ，ｅｔａｌ．ＬＵＣ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Ｄａｌ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Ｊ］．Ａｃｔ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７０（３）：４６１－４７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何春阳，陈晋，史培军，等．基于 ＣＡ的城市空间动态模型研究［Ｊ］．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０２，１７（２）：１８８－１９５．
ＨＥＣｈｕｎ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ｎ，ＳＨＩＰｅ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ｍｏｄｅｌ
［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２，１７（２）：１８８－１９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黎夏，叶嘉安．基于神经网络的元胞自动机及模拟复杂土地利用系统［Ｊ］．地理研究，２００５，２４（１）：１９－２７．
ＬＩＸｉａ，ＹＥＪｉａ’ａｎ．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ｌａｎｄｕ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ｓｉｎｇ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５，２４（１）：１９－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林楠，姜琦刚，杨佳佳，等．基于资源一号 ０２Ｃ高分辨率数据的农业区土地利用分类［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１）：
２７８－２８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５０１３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０１．０３９．
ＬＩＮＮａｎ，ＪＩＡＮＧＱｉｇａ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ａｊｉａ，ｅｔ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ｕｓ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ｉｇｈ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ＺＹ１ ０２Ｃ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１）：２７８－２８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周成虎，孙战利，谢一春．地理元胞自动机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１６３．
２１　ＺＨＡＮＧＹｉｈａｎ，ＬＩＸｉａ，ＬＩＵ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ｅｌｆ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ＣＡ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ｄｕａｌ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２９（９）：１６１２－１６３１．

０６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２２　黎夏，叶嘉安．基于神经网络的单元自动机 ＣＡ及真实和忧化的城市模拟［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２，５７（２）：１５９－１６６．
ＬＩＸｉａ，ＹＥＪｉａ’ａ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ｆｏｒ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ａｎｄ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ｕｒｂａ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２，５７（２）：１５９－１６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Ｆ，ＣＨＩＮＩＭ，ＥＭＥＲＹＷ Ｊ．Ａ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ｔｅｘｔｕｒａｌｍｅｔｒｉｃｓｆｒｏｍｖｅｒｙ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ａｎ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ｉｍａｇｅｒｙｆｏｒｕｒｂａｎ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１１３（６）：１２７６－１２９２．

２４　赵晶，陈华根，许惠平．元胞自动机与神经网络相结合的土地演变模拟［Ｊ］．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３５（８）：
１１２８－１１３２．
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ＣＨＥＮＨｕａｇｅｎ，ＸＵＨｕｉｐ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Ｊｏｕｒａｌｏｆ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３５（８）：１１２８－１１３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ＱＩＡＮＧＹ，ＬＡＭＮＳ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ａ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１８７（３）：１－１６．

２６　黎夏，叶嘉安．地理模拟系统：元胞自动机与多智能体［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７　任志远，李冬玉，杨勇．关中地区土地利用格局模拟与驱动力分析［Ｊ］．测绘科学，２０１１，３６（１）：１０５－１０８．

ＲＥＮＺｈｉｙｕａｎ，ＬＩＤｏｎｇｙｕ，ＹＡＮＧＹｏ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２０１１，３６（１）：１０５－１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　韩会然，杨成凤，宋金平．北京市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化模拟及预测［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５，３４（８）：９７６－９８６．
ＨＡＮＨｕｉｒａｎ，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ｆｅｎｇ，ＳＯＮＧＪｉｎｐ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５，３４（８）：９７６－９８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　谢中凯，李飞雪，李满春，等．政府规划约束下的城市空间增长多智能体模拟模型［Ｊ］．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２０１５，３１（２）：
６０－６４．
ＸＩＥＺｈｏｎｇｋａｉ，ＬＩＦｅｉｘｕｅ，ＬＩＭａｎｃｈｕｎ，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３１（２）：６０－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　张利，周亚鹏，门明新，等．基于不同种类生态安全的土地利用情景模拟［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１（５）：３０８－３１６．
ＺＨＡＮＧＬｉ，ＺＨＯＵＹａｐｅｎｇ，ＭＥＮＭｉｎｇｘｉｎ，ｅｔａｌ．Ｌａｎｄｕｓｅ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５，３１（５）：３０８－３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

（上接第 １２２页）
１０　孙通，徐惠荣，应义斌．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农产品／食品品质在线无损检测中的应用研究进展［Ｊ］．光谱学与光谱分

析，２００８，２９（１）：１２２－１２６．
ＳＵＮＴｏｎｇ，ＸＵＨｕｉｒｏ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ｔｏ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ｏｎｌｉｎ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ｆｏｏ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Ｊ］．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８，２９（１）：１２２－１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陆元洲，江朝晖，李想，等．植物水分含量检测综述［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５，３１（９）：１６８－１７７．
ＬＵＹｕａｎ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ＧＺｈａｏｈｕｉ，ＬＩ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ｌａｎｔ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５，３１（９）：１６８－１７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方孝荣，高俊峰，谢传奇，等．农作物冠层光谱信息检测技术及方法综述［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２０１５，３５（７）：１９４９－１９５５．
ＦＡＮＧＸｉａｏｒｏｎｇ，ＧＡＯＪｕｎｆｅｎｇ，ＸＩＥＣｈｕａｎｑｉ，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ｃｒｏｐｃａｎｏｐｙ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５，３５（７）：１９４９－１９５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ＴＨＯＭＡＳＪＲ，ＮＡＭＫＥＮＬＮ，ＯＥＲＴＨＥＲＧＦ，ｅｔ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Ｊ］．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７１，６３：８４５－８４７．

１４　ＣＵＲＲＡＮＰ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ｄｉｎｇｏｆｆｏｌｉａｒ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９８９，３０（３）：２７１－２７８．
１５　殷哲，雷廷武，陈展鹏，等．近红外传感器测量不同种类土壤含水率的适应性研究［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４，４５（３）：

１４８－１５１．
ＹＩＮＺｈｅ，ＬＥＩＴｉｎｇｗｕ，ＣＨＥＮＺｈａｎ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ｆｏｒ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ｓ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４，４５（３）：１４８－１５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曾水生，李艳大，舒时富，等．光谱技术在水稻生长监测中的应用研究进展［Ｊ］．农学学报，２０１５，５（２）：１００－１０４．
ＺＥＮＧＳｈｕｉｓｈｅｎｇ，ＬＩＹａｎｄａ，ＳＨＵＳｈｉｆｕ，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ｒｉｃｅｇｒｏｗｔ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５，５（２）：１００－１０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田庆久，宫鹏，赵春江，等．用光谱反射率诊断小麦水分状况的可行性分析［Ｊ］．科学通报，２０００，４５（２４）：２６４５－２６５０．
１８　林毅，李倩，王宏博，等．高光谱反演植被水分含量研究综述［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５，３１（３）：１６７－１７２．

ＬＩＮＹｉ，ＬＩＱｉａｎ，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ｂｏ，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５，３１（３）：１６７－１７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王纪华，赵春江，郭晓维，等．用光谱反射率诊断小麦叶片水分状况的研究［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０１，３４（１）：１０４－１０７．
ＷＡＮＧＪｉｈｕａ，ＺＨＡＯＣｈｕｎｊｉａｎｇ，ＧＵＯＸｉａｏｗｅｉ，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ｗｈｅａｔｌｅａｖｅ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１，３４（１）：１０４－１０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李玉鹏，凌智钢，苟正贵，等．烤烟叶片含水量的光谱检测模型研究［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３，２９（３４）：１５８－１６１．
ＬＩＹｕｐｅｎｇ，ＬＩＮＧＺｈｉｇａｎｇ，ＧＯＵＺｈｅｎｇｇｕｉ，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３，２９（３４）：１５８－１６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２增刊　　　　　　　　　　　孙玮健 等：基于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土地利用情景模拟与驱动力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