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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影像在耕地保护中的应用研究
张方方

（微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山东 微山 277600）

摘　要　耕地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基石，更是筑牢粮食安全的基石，做好耕地保护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也

是社会稳定的内在要求。工业化进程对土地需求的不断增长容易造成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现象的逐渐突出。

遥感影像技术在耕地保护中的应用提升了耕地保护的效率与质量，从而能够有效守住耕地红线。基于此种情况，

本文对遥感影像在耕地保护中的应用展开了理论分析，以期对促进耕地保护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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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消耗量也位居世界第

一，捍卫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当前阶段我国农业产业发

展的重要任务。自从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工业、服务

业的快速发展，农业产业附加值占据我国 GDP的比重

不断增加，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用于工业、服务业的

土地规模不断增加，农业用地持续降低。为确保我国

的粮食安全，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划定了 18亿亩耕地红

线，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了对耕地

的保护力度。然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侵犯耕地

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在耕地保

护中的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遥感技术能够通过影像

来快速获得土地的使用情况，从而了解耕地的实际状

况，以便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治理工作。加强遥感技术

在耕地保护中的应用也已经成为当前阶段我国耕地保

护工作的必由之路。为此，在本文的研究当中，笔者

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并查阅相关文献，对遥感

影像技术在耕地保护中的应用这一课题展开了深入的

研究与分析。

1 现阶段我国耕地保护现状分析

1.1 耕地总量大，但人均耕地量低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年底，我

国耕地面积为 19.18亿亩，人均耕地面积只有 1.36亩，

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40%。尽管杂交水稻等现代化育

种技术的推广、现代化农业种植的发展已经从根本上

解决了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但农业耕地作为民生保

障的重要基础，必须要不断加强保护。在“国土三调”

成果基础上，自然资源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编制《全

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先行在我国

6省（市）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生态保护红

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的优先序开展了“三区三线”划定

试点，截至 2022年 12月，包括山东在内的“三区三线”

成果正式启用的省（市）总数已达 20个。设立耕地“进

出平衡”制度，并有计划、有目标、有节奏地推动耕

地恢复，只要统筹安排，严格管控，完全可以守牢 18

亿亩耕地红线。

1.2 耕地占补平衡存在缺陷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速，非农业用

地需求持续增加，这就导致耕地被占用，耕地面积持

续减少。为此，我国制定了耕地“占补平衡”，即“占

一补一”的政策。当耕地用途被转化为非农业用地之

后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被占用耕地的面积缺额，从

而守住 18亿亩耕地红线。然而，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执行存在一定的缺陷，具体主要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占优补劣。部分优质

耕地被转化为非农业用地，但补足的耕地则为劣质耕

地，地力不足，从而造成了耕地质量的下降。另一方

面则是单纯的经济补偿。为解决部分地区用地矛盾，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也允许可以采用货币补贴等方式来

补偿，在实际中货币补偿原则被严重滥用，从而导致

在部分地区尤其是在城市近郊地区耕地被大量占用。

基于耕地占补平衡存在缺陷，2021年 11月 27日，自

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共同印发《关

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1〕166号），明确对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

施建设用地实行年度“进出平衡”，即“转一补一”，

耕地保护正式由“占补平衡”进入“占补平衡”+“进

出平衡”阶段，耕地用途管制更加严格。 



23

总第 522期 2023年 2期 (中 ) 智 能 科 技

1.3 耕地质量保护有待提升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年底，我

国耕地面积为 19.18亿亩，人均耕地面积只有 1.36亩，

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40%。同时，我国耕地资源空间

分布不均衡，总体质量不高，超过一半的耕地靠天收。

我国的耕地保育技术落后，资金不足，对耕地的保护

开垦工作不积极，化肥用量高、利用率低、施肥比例

不合理、重金属污染等情况严重。基于我国目前的耕

地质量的情况，我国开始大力开展耕地地力保育工程，

提高耕地保育技术，合理耕种。推广秸秆还田技术，

补充和平衡耕地养分，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和生物学性

质，同时增加有机肥，推广绿肥种植技术，挖掘现有

的耕地潜力。珍惜每一寸珍贵的土地资源，做到资源

的综合利用制度。

2 加强遥感技术在耕地保护中应用的必要性

2.1 遥感技术的原理

遥感技术是通过在大气层内部飞行的飞行器来获

得地面上指定目标电磁辐射信息，从而对地面环境与

资源情况进行查看的一种现代化技术。遥感技术的基

本原理是基于不同物体的光谱影像特点来识别具体的

物体图像，从而对环境进行远距离勘察。在早期，遥

感技术大多基于卫星来实现，通过卫星捕捉电磁波成

像，这种遥感技术由于距离较远，电磁波能量耗损相

对较大，从而导致成像质量不高。近年来，随着飞行

器的不断发展，航拍技术不断进步，遥感成像的清晰

度大幅度提升，遥感技术应用于耕地保护的条件已经

成熟。[1]

2.2 遥感技术提升了耕地保护的效率

遥感影像技术在耕地保护中的应用最突出的优势

在于解决了地面调查的时空束缚，能够直接通过影像

来确定耕地情况，并建立耕地档案从而及时对发生变

化的耕地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快速找到可能被破坏的

耕地范围。传统以走访调查、信访举报为基础的耕地

保护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时效性过低已经无

法满足时代的发展需求。基于遥感技术的耕地保护能

够大幅度提升耕地保护的效率。此外，随着 GIS技术

与遥感技术的融合发展，耕地保护的效率能够得以进

一步提升。[2]

2.3 打造自动化、智能化耕地保护新机制

传统以遥感图像为主的监测技术只能采用单机化

图像处理，虽然信息采集效率得以提升，但后期的数

据处理依然需要占据大量的时间。GIS技术与遥感技术

的融合为耕地保护提供了一个新平台，近年来，随着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在遥感技术中的

渗透，遥感数据自动化采集技术已经基本趋于成熟，

同时后期数据处理的智能化水平大幅度提升。甚至可

以基于特定系统实现对指定环境目标的动态监测，不

仅有效避免了后期大量的数据处理，同时也提升了监

测效率。这就使得耕地保护能够构建自动监测系统，

从而构造了一种新型保护机制。[3]

3 遥感影像技术应用于耕地保护的基本技术

路径

根据当前阶段遥感影像技术的特征，将其应用于

耕地保护的基本技术路径如下：

3.1 利用遥感技术对所需要勘测的耕地进行

远距离的勘察

目前，在耕地保护遥感测量中既有大范围的卫星

遥感远距离勘测，也有基于航拍无人机的小范围勘测。

不管采用何种遥感测绘技术，都是在测绘飞行器上搭

设一个信息空间站，并通过传感器获得信息并传输到

空间站，最后发送到地面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卫星遥

感航测最大的优势在于监测的范围广，能够满足大范

围耕地监测的需求。通过卫星遥感，可以对耕地进行

动态巡查，并保证监测工作的时效性，满足周期性监

测需求。

3.2 基于直升机、无人机等飞行工具的近距

离耕地勘测

远距离的遥感技术虽然能够实现大范围的勘测，

从宏观上坚守耕地保护底线，但在精确方面却存在明

显缺陷，近距离的遥感技术应用则有效克服了这一缺

陷，从而使得其在耕地权属审查方面具有较为广泛的

应用。通过近距离的遥感技术能够了解耕地的实际种

植情况，并结合耕地的用地手续、登记类型等从而对

耕地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多方面的核对检验。如果发

现耕地存在被非法占用，则可以立即通知相关部门进

行监察执法并监督整改，同时通过近距离遥感所得到

的影像可以作为执法依据。对于审核变动了用途的耕

地，也可以通过近距离遥感技术对耕地的使用面积进

行核验，谨防出现违规扩大耕地性质变更等情况，从

而有效保护耕地实际面积。

3.3 构建耕地遥感影像库，以满足耕地保护

技术升级的需求

实际上，遥感影像技术在耕地保护中的应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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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遥感图像的方式来实现的，通过不同图像的确认、

配准与校正，从而对耕地的使用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以确定耕地是否处于合理利用的范围之内，对比同一

耕地在不同时期的遥感影像，可以明显发现在早期此

耕地的耕种范围明显更大，后期耕地的“非粮化”现

象逐渐突出。通过构建耕地遥感影像库，不仅能满足

当下的实际需求，同时也为后期现代化信息技术在耕

地保护中的应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4-5]

4 基于遥感影像的耕地保护发展策略研究

在上文的研究当中，笔者分析了我国耕地保护的

现状与遥感技术应用于耕地保护的必要性，并分析了

具体的技术应用路径，下文当中将对当前阶段遥感影

像技术应用于耕地保护的具体发展策略展开进一步的

探索。

4.1 强化智能化技术应用

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遥感影像技术所

获得的后台数据处理效率已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

总的来说，遥感影像的后台数据处理依然需要消耗大

量的人力、物力，从而导致时效性无法满足要求，工

作效率不高。从遥感影像技术在耕地保护的基本原理

与实际应用场景来看，其本质就是图像的对比分析，

在基于遥感影像样本库建设完成的基础之上，可以进

一步加强人工神经网络、云计算、计算机视觉分析等

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构建智能化耕地监测平台，并

将平台与相关行政管理平台的业务管理系统链接起来，

允许平台自动对耕地保护情况进行研判，必要时可以

直接向相关管理部门发出预警信号，实现更彻底的智

能化耕地保护。[6]

4.2 完善基于 GIS的遥感耕地保护平台建设

GIS技术的发展为遥感影像技术的情景落地提供

了有效的信息平台，通过 GIS技术能够有效实现对地

表空间的管理，基于 GIS技术的遥感影像技术能够为

耕地管理提供一个可视化的操作平台，从而便于耕地

管理。目前，GIS技术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已经较为广

泛，但在耕地管理中的应用则依然存在着较大的欠缺，

为此，在当下应充分发挥 GIS技术优势，不断强化 GIS

技术联合遥感影像技术在耕地保护中的应用。

一方面，要重视数据规划，提升信息流的兼容性。

应兼顾 GIS软件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之间

的技术特点，制定耕地保护数据信息标准格式，提升

信息流的宏观兼容性。

另一方面，应基于 GIS软件构建耕地三维模型，

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作为数据库建设与耕地管理的技术

基础。[7]

4.3 进一步提升遥感成像技术，实现对耕地

质量的有效治理

基于遥感影像的耕地管理，主要是基于植被的光

谱特性与外形来识别植被，从而判断耕地是否出现了

“非农化”现象。目前的遥感技术难以有效识别植被

的具体类别，从而使得耕地的低效利用、土地荒废等

现象层出不穷，这些实际上也造成了耕地资源的严重

浪费。为此，应结合地方农业产业特色，构建植被样

本库，并以此为基础提升遥感成像质量，从而有效判

别出耕地种植情况，提升耕地管理质量。[8]

5 结语

粮食安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也是关切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大计，做好耕地保护工作是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百年大计。做好耕地保护工作至关

重要，为此，在本文的研究当中，笔者通过查阅文献

并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从多个角度分析了遥感

影像技术应用于耕地保护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具体方

法，旨在为促进我国耕地保护工作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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