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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分
!

号%

67!!

&是中国研制的空间分辨率最高的民用遥感卫星' 为探讨
67!!

遥感数据对林业资源信息的监

测能力! 以广西横县平朗乡桉树
7#8&'695#4

林为研究对象! 基于面向对象的图像分析方法! 通过对影像多种特征的

分析与提取! 建立桉树林信息提取的知识规则! 实现桉树林空间分布的准确提取! 最终桉树林提取的用户精度和

生产者精度分别达
.,-%8

和
.5-%8

' 结果表明$ 利用
67!!

数据基于面向对象思想的桉树林提取精度能够满足林业

部门对于快速准确提取林业资源信息的生产需求'

67!!

卫星因其高时空分辨率的特性可作为林业资源覆盖变化多

尺度高精度检测的重要数据源'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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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资源提取及其动态变化检测不仅对掌握林业资源消长* 分布规律和更新林业资源数据库意义重

大" 而且对控制林业资源消耗* 林业发展和决策至关重要+ 传统的林业资源调查主要以地面采集为主"

工作量大* 效率低* 周期长" 难以满足 ,年度出数- 的林业资源监测需求(

,

)

+ 遥感技术因其宏观性* 动

态性* 重复访问等特点" 被广泛应用于林业资源监测中(

!&/

)

+ 利用遥感数据进行林业资源监测" 是林业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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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周蔚"

'

#利用
!

期陆地卫星专题制图仪$

()

%遥感影像& 结合森林小班数据更新

方法& 通过对比最大似然法和支持向量机算法实现森林资源的动态监测与估计! 黄春波等"

*

#利用
!""+!

!"+!

年每年生长季节'

*!+"

月%的
,-./0-1 ()

影像& 根据森林植被的统计学特征& 通过融合归一化差值

植被指数'

2345

%构建综合森林特征指数& 并以时间序列的综合森林特征指数实现森林变化的动态监测!

伍静"

6

#利用
()

数据对广西高峰林场的速生桉林地遥感分类技术展开相关探讨& 运用多种分类法( 一般

监督分类法) 神经网络分类法) 决策树分类法) 混合像元线性分解法实施分类试验& 发现地形因子参与

分类的决策树分类法对速生桉分类效果最好* 随着遥感系统图像分辨率的提高& 高分辨率影像因其丰富

的地物信息与纯净的光谱特征等优势& 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林业资源监测中"

$7%

#

* 传统基于像素的分类

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林业资源监测& 但主要是应用于中低分辨率影像& 对高分辨率影像而言存在许多问

题& 如分类精度低& 椒盐噪声明显等* 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在
!&

世纪
$&

年代被应用于遥感影像的解译

中& 可以克服此类缺点& 且有较好的视觉效果& 是当前林业资源高分辨率研究的主流方法"

!8 %79

#

* 付强等"

+&

#

利用国产天绘
+

号和资源
+

号遥感影像& 采用面向对象多尺度分割和基于特征值阈值的方法提取采伐迹

地& 进而采取分类后比较法检测森林覆盖变化* 周小成等"

++

#选用
:-;</=>=

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 提

出了面向小班对象的森林覆盖变化信息半自动遥感提取方法* 代华兵"

#!

#深入探讨了
?@A(*

遥感数据预

处理+ 森林遥感分类) 小班蓄积量遥感估测的方法& 为
?@A(*

遥感数据在森林资源监测中的应用提供

可行的科学依据和技术方法支持, 综上所述& 对林业资源监测大多采用国外高分辨率数据& 国产高分数

据的应用少见于报道"

#&8#B7#*

#

,

!&#B

年& 中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卫星-../高分
#

号0 '

CD"#

%卫星成功

发射& 开启了中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的新篇章1

!&#'

年& /高分
!

号0 '

CD"!

%卫星发射成功& 其搭载
!

台高分辨率
# E

全色+

' E

多光谱相机& 标志着中国遥感卫星进入了亚米级的 /高分时代0, 查阅文献

发现& 尚无利用
CD

数据进行林业动态变化检测的研究, 为此& 本研究选用国产
CD"!

高分辨率数据&

利用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研究
CD"!

数据对桉树信息的监测能力& 可为国产高分辩率数据应用于林业资

源监测奠定基础& 同时也为国产高分辨率数据对地遥感监测提供适当的参考,

#

研究区与数据源

!"!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广西东南部的平朗乡'图
#

%& 地处
!!#&%$%!B#B&& 2

&

#&%''%&%#&9#B$& F

& 地形四周高+

中间低& 形成宽谷平原和盆地& 地貌以丘陵和平原为主, 平朗乡位于北回归线以南& 属于南亚热带季风

气候区& 水热资源丰富& 树种繁多& 林木生长迅速& 是发展林业的重要基地, 全乡总面积为
+!9G* HE

!

&

山林面积
% &&&G& IE

!

& 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6#G$J

& 多为松+ 桉+ 杉+ 枫等, 平朗乡是广西桉树产业的优

势产区与特色产区& 且该乡地块破碎& 作为研究区有典型性与示范性,

!"#

数据源

遥感数据为
CD"!

卫星数据,

CD"!

是中国迄今为止研制的空间分辨率最高的民用遥感卫星& 全色空

图
+

研究区位置与样本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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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间分辨率为
# $

! 光谱范围为
%&"'(%&)% !$

" 多光谱空间分辨率为
" $

! 包括蓝# 绿# 红# 近红外
"

个

波段! 光谱范围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数据来源于中

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0123444&56789:;5<$3 =>3

(! 级别为
?#@

! 时相为
*%#'

年
#%

月
**

日& 辅助数据

有
*%#!

年底的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数据! 航空正射影像'

%;' $

分辨率(!

#!!%

万数字高程模型'

ABC

(数

据! 野外实测的桉树提取验证样本空间分布数据'图
#

(&

*

面向对象的桉树信息提取

传统的基于像素的分析方法! 如监督分类和非监督分类! 难以利用高分遥感数据丰富的纹理# 空

间# 功能特征等! 无法表达对目标之间# 目标与环境之间的整体结构信息! 应用于高分数据时! 其结果

难以令人满意& 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能够弥补基于像素的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从而实现更高级的图像理

解和分析! 对高分数据的解译效果要优于基于像素的分析效果$

-D#,E#)

%

! 因此本研究利用国产
FG"*

高分辨

率数据! 基于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建立桉树提取的知识规则! 从而实现桉树空间分布的准确提取&

面向对象的桉树信息提取是在遥感'

HI

(与地理信息系统'

FJI

(平台下! 先对
FG"*

数据预处理以提

高图像分析的精度! 再通过多尺度分割建立目标对象! 分析目标对象的光谱# 纹理特征创建桉树信息提

取的规则! 最后根据规则提取桉树信息# 后处理及精度评价! 具体技术路线见图
*

&

!"#

数据预处理

为了消除遥感数据的误差! 提高解译

的精度! 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本研究

所涉及的
FG"*

卫星数据的预处理主要包

括正射校正# 融合与镶嵌以及影像裁剪&

"

影像校正& 以横县航片'

%&' $

分辨率(为

基准影像! 结合数字高程模型'

ABC

(数据!

先对
FG"*

全色影像正射校正! 校正精度控

制在
#

个像元以内" 待全色影像校正完成

后! 以全色为参考影像! 结合
ABC

数据!

再对同景多光谱影像正射校正! 校正精度

控制在
%&'

个像元内&

#

影像融合& 采用

主成分变换法'

06KL5K0:M 5<$0<L7L/

(对全色

影像与多光谱影像进行融合& 待融合完成

后! 对融合影像进行匀色处理&

$

影像裁

剪& 为减少多余数据! 加快提取效率! 以

平朗乡乡界为边界! 对影像进行裁剪! 得

到研究区的
FG"*

影像'图
#

(&

!"!

主成分分析

面向对象的方法较基于像素的方法优

势之一是在于能充分利用对象的多种特征! 如光谱特征# 纹理特征# 几何以及相邻对象之间的关联特征

等! 以实现图像的精确分类$

#"

%

& 其中纹理特征能够兼顾宏观特性和微观细节! 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是

面向对象的图像分析中最常见的特征之一$

*%N*#

%

&

FG"*

影像波段间相关性高! 冗余信息多! 且每个波段都可生成
-

组纹理特征信息! 为获取信息量

大# 相互独立的纹理特征需降维处理& 主成分分析法'

O=@

(是尽可能在不丢失原始波段信息情况下! 以

正交线性变换的方法将主要波段信息压缩到少数几个波段上! 以减少数据量! 综合波段主要成分! 增强

图像信息$

+

%

& 利用专业遥感软件进行主成分变换去除影像的冗余信息! 并利用变换后的第
#

波段
O=@#

'特征值
- "-#&,)

! 信息比
),&-+P

(替代原始数据提取纹理特征&

!"$

影像多尺度分割

影像分割是面向对象分析方法的关键步骤! 目的是将影像分割成同质的影像对象! 将属于桉树林的

图
*

面向对象的桉树信息提取流程图

GKQR67 * GM<4 5.:6/ <S 7R5:MT0/R8 7U/6:5/K<L V:879 <L <VW75/"<6K7L/79 $7/.<9

梁文海等) 基于面向对象方法的
FG"*

影像桉树林信息提取

像

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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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分割出来! 进行基于知识规则的桉树林类型提取" 分割算法选择多尺度分割#

'()*+!,-./)(*+/0 .-1!

'-0*2*+/0

$! 关键是选择合适的尺度参数! 得到近似桉树林冠层真实轮廓的对象% 若尺度参数过小! 影

像分割破碎! 目标地类被分为多个对象! 不利于提取! 如图
34

& 若尺度参数过大! 影像分割得不够完

整! 单个对象内包含多个目标地类! 不能准确提取! 如图
35

和图
36

% 本研究兼顾多尺度分割线与目标

地类分界线吻合! 且分割对象不致于太破碎的原则! 经多次试验! 确定参与分割波段为蓝' 绿' 红' 近

红
7

个波段! 分割尺度参数为
8"

! 形状指数为
"9#

! 致紧度为
&98

! 其他默认" 多尺度分割的结果如图

3:

! 分割对象近似于地类真实轮廓! 为准确提取桉树林信息提供了基础"

图
3

不同分割尺度效果图

;+1(,- 3 <'21- .-1'-0*2*+/0 =/'>2,+./0 ?+*@ A+BB-,-0* .=2)- >2,2'-*-,.

!"#

特征分析与特征筛选

在特征分析前! 要先建立目标地类的遥感解译标志! 以便于后续分析" 根据遥感影像特征(光谱'

纹理' 形状等$! 通过叠加森林资源调查成果专题数据! 同时参考其他辅助数据确定未变化地类的解译

标志! 对于变化地类则通过影像特征与野外实地调查数据建立解译标志% 综合考虑
C;!!

影像的可解译

程度与地块的破碎程度! 将平朗乡地类初分为耕地' 居住区' 水体' 宜林荒山' 有林地与裸地等
D

类!

其中有林地可细分为阔叶林' 针叶林与桉树林% 由于裸地易与居住区中的镇(村$混淆! 将两者合并! 统

称为亮地表! 最终地类分为耕地' 亮地表' 水体' 宜林荒山与有林地等
8

类% 面向对象的图像分析方法

不仅可以利用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上地物的光谱特征! 还可以充分利用影像丰富的纹理' 形状' 结构

及空间关系等相关信息)

!!

*

! 从而能够深入分析和挖掘影像的细节信息% 相比较基于像元的影像局部分析

法! 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从整体上把握对象的特征信息! 使得其总体分类精度提高%

影像对象的特征是面向对象的图像分析的依据% 利用影像对象的各种特征信息识别地物! 特征不是

越多越好! 过多的特征反而会影响信息处理的效率! 因此! 首先需要对对象特征集中分析! 筛选参与分

类的特征! 然后采取基于知识规则的方法建立提取桉树信息的规则集% 本研究根据
8

种地类的解译标

志! 选择均匀分布于研究区的地类样本! 统计分析其光谱特征和纹理特征% 光谱特征包括归一化差值植

被指数#

E6F<

$! 均值#

'-20

$! 亮度#

G,+1@*0-..

$! 最大差值#

'2H9A+BB

$! 纹理特征包括熵#

-0*,/>I

$! 对比

度#

=/0*,2.*

$! 均值#

'-20

$! 角二矩阵#

201()2, .-=/0A '/'-0*

$! 标准差#

.*20A2,A A-J+2*+/0

$! 异质性#

A+.!

.+'+)2,+*I

$! 同质性#

@/'/1-0-+*I

$! 相关性#

=/,,-)2*+/0

$% 经分析筛选后! 建立基于知识规则的提取模型%

!979#

光谱特征分析与筛选 光谱特征是影像上地类光谱的反映! 与分割对象的灰度值有关! 是图像分

析最重要的因子之一% 由表
#

可知+ 水体在近红外波段反射率#

0+,

$不超过
$%

#最小值为
$D9K#

$! 而其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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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地类灰度共生矩阵纹理特征统计

#$%&' ( )*$+ &','& -.!.--/**'0-' 1$2*34

!

)567

"

2'42/*'8 .9 :399'*'02 &$0: -.,'* 2+;'8

有林地 熵 对比度 均值 角二矩阵 标准差 异质性 同质性 相关性

阔叶林
<=>? ((="! ?>@=A? >=>>" <=(B !=C@ >=(! >=@"

针叶林
C=A? ("=AB A<="< >=>>" <=>? !="@ >=(" >=@(

桉树林
<=!< ""=@< ?>"=A@ >=>>! <=BA C=>A >=?B >=B(

地类的反射率均大于
B@

!最大值为
BA=A!

"# 利用近红外波段反射率可剔除掉水体信息$ 归一化差值植被

指数!

DEFG

"是植被监测中最常用的指数之一# 亮地表的
DEFG

最大值为
>=?(

# 除水体外其他地类的

DEFG

最小值为
>=?@

!宜林荒山的最小值为
>=?@

"# 利用
DEFG

可以进一步剔除掉亮地表与少量荒山林地

信息$ 此步骤通过对
03*

和
DEFG

设置合适的阈值# 最大可能地保留了植被信息# 保证桉树信息提取的

准确性$

表
"

地类光谱特征统计

#$%&' ? H;'-2*$& ,$&/'8 .9 :399'*'02 &$0: -.,'* 2+;'8

波段
特征值

耕地 亮地表 水体 宜林荒山 有林地

蓝 最小值
@?=C? @"=B< B!="A @"=@" B@=BC

最大值
A"=C@ ?"(=(( A"=A( A?=<@ A"=!<

绿 最小值
BA=CA @!=(A <B=<" @"=@A BC=<?

最大值
A!=BA ?C>=!! ?>C=(! A<=!! A"=?"

红 最小值
<!=>( B(=?" C>="A <<=A< C@=CA

最大值
BB=C! ?C>=C> ?>!=(" @C=?B B"=(C

近红外 最小值
?>?=C" BA=A! C!="@ ?><="B A?=>B

最大值
?"!=AB ?!A=CC B<=A? ?!A=@? ?"A=?B

I6J?

最小值
A!=?( A(=!C <A="! AA=BA @<=((

最大值
??B=!? ?C@=?< AB=?B ??"=!@ ??B=BA

DEFG

最小值
>=?A ">=?! ">=(< >=?@ >=((

最大值
>=!C >=?( >=?> >=!( >=">

亮度 最小值
@"=>A @"=CC <"=>< A>=C? B@=>C

最大值
?>"="B ?"B=?B A(=!B ?>(=!> ?>"=AB

最大差值 最小值
>=!@ >=?? >=?B >=!C >="(

最大值
>=B! >=!@ >=C? >=<C >=@<

均值
>=C@ >=?@ >=!> >=C! >=<<

均值
@B=C! ?>?=!( @>="< @@=@> @C="!

均值
@<=B( ?>"=>! @>=<B @A=!! @(=<@

均值
<A=?! A@=CB <<=<( B(=>< <"=(>

均值
?(!=B( ?>?=>C <"="> ?(!=!( ?("=A<

均值
?>C=C> ???=@< @>=>A ?>B=>? ?>!=(!

均值
>=(@ >=>( ">=>? >=(< >=!(

均值
A"=C( ?>!=!B B"="C A<=?? A(=>B

(="=(

纹理特征分析与筛选 纹理特征描述了各像元之间在空间分布上的局部模式及其排列规则# 反映

了影像本身的属性%

(#

&

$ 灰度共生矩阵!

)567

"能反映图像灰度关于纹理方向' 相邻间隔等因素# 以及纹

理间变化幅度的综合信息$ 不同的地物具有各自独特的纹理特征# 可通过纹理特征来提取目标信息# 纹

理特征常用主成分分析的
I6J?

影像的
@

个纹理量共同表达!表
(

"$ 此步骤是在光谱特征分析与筛选的

基础上# 通过分析研究区内不同林种的纹理特征# 筛选出对象特征间相关系数最小# 特征信息量保留最

梁文海等( 基于面向对象方法的
)K!(

影像桉树林信息提取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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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纹理特征! 由表
!

可知"

%

组纹理特征中# 桉树的对比度$

'()*+,-*

%与同质性$

.(/(01)12*3

%均与其他

!

种有林地差异明显& 可作为桉树信息提取的纹理对象特征! 进一步分析& 对比度特征& 桉树最小值为

!$456

& 针叶林和阔叶林的最大值分别为
!$47$

和
!$4!8

' 同质性特征& 桉树最大值为
&4!#

& 针叶林和阔

叶林的最小值分别为
&4!&

和
&4#$

! 而其他纹理特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值域重叠& 不利于目标地类的提

取! 因此在光谱特征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对比度与同质性对象特征& 创建桉树信息提取的知识规则!

!"#

桉树林信息提取

根据研究区地物特征分析与筛选的结果& 选择反射率( 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 对比度和同质性特征

作为桉树林信息提取的对象特征& 经过多次试验& 确定对象特征合适的阈值& 创建知识规则& 实现桉树

林信息的准确提取) 基于面向对象的影像分类方法& 首先对反射率设置阈值区分开水体与非水体& 然后

再利用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从非水体中提取出林地信息& 最后利用
!

个纹理特征值对林种细分& 最终获

得准确的桉树林信息* 在分类过程中构建决策树分类树& 在其对应的层次创建相应的分类规则& 具体设

置见图
6

*

8

结果与分析

$"%

桉树信息提取结果

本研究基于光谱特征与纹理特征通过创建相应的分

类知识规则& 提取研究的桉树信息& 得到平朗乡桉树信

息的空间分布$图
5

%* 分类后合并碎小图斑& 局部手动

编辑修正 & 输出统计
!&#5

年平朗乡桉树种植面积为

8 $5& ./

!

& 主要分布在该乡中南部和东南部& 因为该区

域水热条件良好& 地势平坦& 有利于桉树的速生丰产*

$"!

精度分析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数据与野外实地调查数据&

矢量化出
#6&

个验证样本$其中桉树林
$&

个& 其他
$&

个%& 均匀分布于研究区* 利用验证样本通过混淆矩阵

$表
8

%的方式评价桉树信息提取的精度" 总体精度为

%6489

&

:,;;,

系数达到
&4$8

& 用户精度和生产者精度

分别为
%<469

和
%7469

*

文献+

5

,和+

!!

,的研究区与本研究的研究区具有类

似的地形特点& 且采用的方法都是面向对象分类方法&

对桉树林信息分类提取的精度具有可比性$表
6

%* 由表

!

可知" 文献+

!5

,中桉树林提取的生产者精度和用户精

度均低于
%&9

& 分析发现& 文中涉及的对象特征仅为光

谱特征& 缺乏纹理特征& 且影像空间分辨率为
5 "

* 文

献+

!6

,中精度高于本文精度& 主要原因是参与分类的对

象特征数量多& 但其语义知识规则复杂繁琐& 不利用模

型的鲁棒性*

将提取结果与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数据叠加对比发

现& 错分为桉树的图斑主要是马尾松
!"#$% &'%%(#")#)

的成林或过熟林* 主要是纹理特征差异不明显造成的*

一般情况下& 桉树林的纹理较规则- 粗糙& 而其他树种

人工林纹理细腻& 而马尾松成林或过熟林纹理特征也规

则( 粗糙& 因而容易混淆* 另外桉树幼林也较容易误分

为其他地类& 主要是因为桉树幼林的光谱特征与其他植

被光谱特征相近& 同时纹理规则却相对细腻& 对象特征

图
6

桉树林信息提取规则

=20>+1 6 :)(?@1A01 +>@1- (B 1>',@3;*>- 1C*+,'*2()

图
5

平朗乡
!&#5

年桉树空间分布

=20>+1 5 D;,*2,@ A2-*+2E>*2() (B 1>',@3;*>- 2) F2)0@,)0

G(>)*3 2) !"<5

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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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不显著! 因此" 如何通过桉树林与其他有林地影像特征的微小差异" 精确地识别出桉树林" 以进一

步提高桉树林的提取精度还有待研究! 由此可见"

#$!%

高分数据可作为桉树等速生林识别提取的重要

数据源" 同时基于面向对象的方法可作为桉树林遥感监测的重要思路!

表
!

桉树林信息提取精度分析

&'()* ! +,-./01,- 2'3415 ,. */6')783/0 *534'631,-

实测数据类型
分类数据类型

9

地块
总计

9

地块 错分误差
9:

用户精度
9:

桉树林 其他地物

桉树林
;< =! <> =?@A ?=B"

其他地物
C A= <> =%BC ?<B=

总计
AA <" =">

漏分误差
9: =!BA =<BA

生产者精度
9: ?AB" ?%B"

总精度
9: ?"B!

D'88'

系数
>B<!

表
"

桉树林提取精度对比

&'()* " +,-34'03 ,. */6')783/0 *534'631,-

文献来源 提取方法 数据 生产者精度
9:

制图精度
9:

本研究 面向对象分类
#$!% ?AB"> ?=B">

文献#

%;

$ 面向对象分类
E'81FG7* <?B?; <?B?;

文献#

%A

$ 面向对象分类
E'81FG7* ?CB=< ??B?!

"

讨论

桉树作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经济速生林种之一" 栽植% 速长和砍伐周期交替频繁" 利用遥感影像准

确采集桉树林变化信息" 在大规模工程化应用中" 最基本的要求是简单% 实用和精度可靠! 由于南方地

形复杂" 地势破碎" 基于像素的图像分析方法难以满足林业部门的实际精度要求" 本研究提出的面向对

象方法是在林业部门经过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 操作流程简单实用" 且采集结果经过外业应用证

明" 是比较符合桉树林&变化'信息遥感采集的大规模工程化应用的!

平朗乡地貌以丘陵和平原为主" 地块相对破碎" 树种繁多" 代表了南方大部分桉树林产区的特点"

应用本研究的方法" 可以确保较高的信息采集精度" 可直接应用其他具有类似特点的桉树林产区! 但对

于地势起伏较大的林区" 为确保较高的采集精度" 可在本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引入地理基础数据" 如

HGI

数据" 把林区按照坡度分区" 分别选择各自分区适宜的对象特征以实现桉树&变化'信息遥感监测

的精度!

总之" 经过工程化应用后发现"

#$!%

卫星数据空间分辨率高" 重复获取能力强" 可作县域及以上

区域尺度下林业资源覆盖变化多尺度高精度检测的重要数据源" 基于面向对象的图像分析方法对复杂地

形下桉树信息具有较高的遥感监测精度! 面向对象思想的核心在于影像分割尺度的设置% 对象特征提取

与稳定高效规则集模型的建立! 在不存在通用分割尺度的前提下" 如何设置分割尺度参数" 需要研究(

如何从众多对象特征中快速准确地筛选信息量大% 独立性强的特征" 也值得研究( 如何建立高效的知识

规则模型" 既保证合适的分类精度" 又兼顾模型的鲁棒性" 是面向对象思想推广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

结论

本研究利用国产
#$!%

高分辨率数据" 基于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研究
#$!%

数据对桉树信息的监测能

力! 以广西平朗乡为例" 通过对影像多种特征的分析与提取" 建立桉树林信息提取的知识规则" 实现了

桉树林的准确提取" 得到以下结论)

!

基于面向对象的思想" 利用
#$!%

数据" 通过建立规则集能准确

提取桉树的空间分布信息" 用户精度和生产者精度分别达
?=B":

和
?AB":

" 能够满足林业部门对于快

速% 准确提取林业资源的生产需求!

"#$!%

卫星数据空间分辨率高" 重复获取能力强" 可作为林业资

梁文海等) 基于面向对象方法的
#$!%

影像桉树林信息提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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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覆盖变化多尺度高精度检测的重要数据源!

!

尽管基于面向对象思想的方法可实现对桉树林的准确提

取" 但提取方法复杂" 对于大尺度并行处理# 规模工程化应用的提取流程和方法体系" 还需要进一步

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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