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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利用遥感影像的宏观性，基于植被分类资料数据，依据实验区域遥感影像及衍生影像本身特点，实现

大区域样本快速提取。［方法］实验参考１∶１００万植被图、ＷＥＳＴＤＣ中国土地覆盖图，结合实验区域２００１年 ＭＯＤＩＳ
时序ＮＤＶＩ影像的非监督分类结果，利用矢、栅数据的空间特征，将实验影像非监督分类的类型信息关联为随机样
点属性，依据该属性中包含的非监督分类类型数和各类型的样点比例，对比类别间样本可分离性指标、标准差变化，

实现样本纯化。［结果］纯化后的植被样本与ＷＥＳＴＤＣ中植被空间分布基本一致，主要植被类型空间分布精确程度
为８４．８２％。将纯化前后的样本输入最大似然分类器，总体分类精度提高了３２．５２％。［结论］该采样方法适用于宏
观大区域植被样本数据的快速提取。同时，节省了大区域植被类型调查消耗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时间，提高了采样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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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遥感手段提取大区域（国家级、省级）植被
覆盖信息多采用具有高时间分辨率、宽视域、对存储

介质要求相对较低、获取方式更便捷的中低分辨率

遥感影像，如 ＡＶＨＲＲ、ＭＯＤＩＳ等。计算机自动提取
方法以基于像元的非监督分类方法和监督分类方法

为主，非监督分类方法得到的分类结果精度相对较

低，并依赖专家经验进行分类后的类型组合，如

ＧＬＣ２０００［１］、ＤＩＳＣｏｖｅｒ全球 １ｋｍ土地覆盖产品
等［２］；监督分类方法得到的分类结果精度相对较高，

其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数据比修改分类算法本

身对分类结果的影响更为重要。

当前，国内外常采用以下方法对遥感影像监督

分类的植被类型样本进行采集：（１）参考资料数据，
依据专家经验，借助更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解译结

果或者植被图、土地利用图等先验数据。Ｄａｒｒｅｎ
Ｐｏｕｌｉｏｔ等［３］采用ＭＯＤＩＳ数据监测加拿大森林变化，
参考了水文、高程、公路网等数据的同时，部分区域

借鉴Ｇｏｏｇｌｅ数据和ＴＭ等更高分辨率数据采样；Ｉｇｏｒ
Ｋｌｅｉｎ等［４］采用ＭＯＤＩＳ数据对中亚土地覆盖变化检
测，主要依据 ＴＭ影像解译结果进行采样；张永红
等［５］用ＭＯＤＩＳ数据生成全国土地覆盖产品，辅助土
地利用图、植被图和局部区域的ＴＭ、ＳＰＯＴ更高分辨
率影像数据获得训练样本；左玉珊等［６］基于 ＭＯＤＩＳ
影像的京津冀区域土地覆被分类，辅助京津冀区域

土地利用资料、ＴＭ遥感影像、ＤＥＭ高程数据；范应
龙等［７］基于ＴＭ影像通过决策树分类提取热带森林
覆盖变化信息，训练样本采用柬埔寨国家林业局野

外调查数据；张雨等［８］基于ＭＯＤＩＳ数据实现的辽宁
省土地利用分类，通过分析辽宁省林地更新数据和

一类样点数据选取训练样本。（２）结合调查数据的
样本采集方法。刘华等［９］基于四个时相的 ＴＭ影
像，根据外业调查信息以及研究区植被图、湿地分布

图获取的样点数据，提取湿地信息；陈巧等［１０］基于

两期ＴＭ影像，参照研究区森林资源分布图、土地利
用图以及外业调查数据进行训练样区选择，通过监

督分类结果监测天保区植被变化；ＫｕｎＪｉａ等［１１］采

用ＭＯＤＩＳ时序数据与ＴＭ影像融合提取了中国北部

５个县的森林覆盖信息，训练样本的选取借助于样
地调查和Ｇｏｏｇｌｅ数据；竞霞等［１２］采用两期 ＴＭ影像
对密云山区植被分类研究，采用野外调查获得的植

被类型信息选取训练样本。

从国内外研究可知，遥感影像监督分类的样本

选取方式大多凭借专业经验、资料数据或结合调查

数据等目视判读采样，有关大区域遥感快速采样方

法的类似研究比较少。本研究利用遥感影像的宏观

性，基于植被分类资料数据，依据实验区域遥感影像

及衍生影像本身特点，实现了大区域样本快速提取。

本实验的创新体现在将实验区资料数据与遥感影像

相结合，依据统计分析实现植被样本的快速提取。

降低遥感监督分类采样过程中的人为干预，提高大

区域采样效率，增强样本的客观性。实验结果可以

为快速提取实验区植被覆盖信息，提供可靠的样本

数据。

１　实验数据与实验区概况

１．１　实验数据
本实验采用 ２００１年 ２３期时序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ｅｓ１６ＤａｙＬ３Ｇｌｏｂａｌ２５０ｍＳＩＮＧｒｉｄ
（简称ＭＯＤＩＳ１３Ｑ１）数据，每期间隔１６天，属于陆地
专题产品，是ＭＯＤＩＳ的Ｌ３级科学数据集产品之一。
ＭＯＤＩＳ１３Ｑ１产品原始文件包含多个数据层，实验选
取第一层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简称ＮＤＶＩ）数据文件［１３］。

本实验采用２００１年１∶１００万中国植被图矢量
数据，可提供实验区植被分布信息；中国植被区划矢

量数据提供实验区范围；２０００年中国土地覆盖１ｋｍ
栅格数据［１４－１５］（简称ＷＥＳＴＤＣ），可提供实验区非植
被分布信息。其中，ＷＥＳＴＤＣ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数据中

心”（ｈｔｔｐ：／／ｗｅｓｔｄｃ．ｗｅｓｔｇｉｓ．ａｃ．ｃｎ）），该数据借鉴
ＩＧＢＰ分类系统，在保持了中国土地利用数据的总体
精度的同时，补充了中国植被图中对植被类型及植

被季相的信息，更新了中国湿地图，增加了中国冰川

图，融合了ＭＯＤＩＳ２００１年土地覆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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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矢量、栅格数据均具有空间坐标信息，且经

过影像配准，精度限制在一个像元内。

１．２　实验区概况
本研究选取寒温带针叶林区域作为实验区，实

验区处于１２７°２０′Ｅ以西，４９°２０′Ｎ以北的大兴安岭
北部及其支脉伊勒呼里山地，总面积约为 ２１１６００
ｋｍ２。植被覆盖率高，地带性植被为兴安落叶松林，
有少量灌木植被，是我国重要的木材产地。由于该

区域的寒温带气候，形成永久冻土层，水分下渗困

难，形成零星水体，地表积水使湿地广泛发育，其中

草本沼泽分布在海拔９００ｍ以下地带。该区域平坦
谷地区域有农业分布但农业不发达。

２　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在寒温带针叶林区域

内随机布点，生成的样点具有中国植被区划文件的

空间信息，每个样点在实验影像上体现为一个像素，

代表实际地物２５０ｍ×２５０ｍ的样地范围。参考１∶
１００万中国植被图和中国土地覆盖数据，分别赋予
植被类样点的类型属性，包括：乔木、草地、湿地、灌

木、农田；非植被类样点的类型属性，包括：建筑物和

水体。并对各类样本的初始可分离性进行计算。

然后，对实验区２００１年２３期 ＭＯＤＩＳ时序 ＮＤ
ＶＩ影像数据产品，依据不同植被类型的 ＮＤＶＩ特征
向量不同，采用非监督分类迭代算法［１５］得到时序

ＮＤＶＩ数据波段的集群聚类信息。结合该非监督分
类结果，依据矢、栅数据的空间特征，将非监督分类

的类型信息作为各类样本中的样点属性进行关联，

统计各类样本包含的非监督分类类型和样点个数

（ｊ，ＮＲｉ），并将对应类型的样点比例作为权重值
（ＰＲｉ）。权重越大则越能够代表该样本类型，权重越
小则越可能是该类样本中的非纯样点，按照权重大

小降序排列样点（Ｄｅｓｃｅｎｄ（ＰＲｉ））并计算累积百分比
（ＰＲａｃｃ）。其中，ｊ为样点个数、Ｒ为植被类型、ｉ为非
监督分类类型。

大区域植被样本快速提取总体思路，如图 １
所示：

图１　大区域植被类型样本快速提取方法流程

Ｆｉｇ．１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ｑｕｉｃｋ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ｉｎｌａｒｇｅａｒｅａ

将初始７类样本对应的非监督分类的结果，依
据每一类样本中包含的非监督分类类型及样点个

数，绘制分布直方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各类样本非监督分类类型属性特点直方图

Ｆｉｇ．２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ｗｉｔｈ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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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内植被以乔木、草地、
湿地类为主，灌木、农田较少。该区域建筑物在非监

督分类中特征明显，与其他地物很好的区分。水体

零星分布，样点较少。本研究以植被类样本纯化提

取为主，建筑物和水体为非植被类型样本不予讨论。

依据像元类型权重信息和空间信息剔除各类样

本中不合要求的样点，进行样本纯化［１６］。保留权重

大的更有代表性的样点，剔除掉权重比例小于２．０％
的样点，剩余的样点累积百分比为７０％ ±５％，在此
样点比例范围内再结合可分离性指标进行样点的

取舍。

对保留样点的非监督分类类型、权重、累积百分

比进行统计，如表１所示：
最后，从空间信息上判断，地类边界过渡区域的

像元往往都是混合的非纯像元，因此剔除相邻类型

边界１０００ｍ范围内过渡区域内的样点。
表１　纯化后样本中非监督分类类型及保留样点的

权重和累积百分比

Ｔａｂｌｅ１　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ｔｙｐｅｓｗｉｔｈｗｅｉｇｈｔ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ｐｏｉｎｔｓ ％

类型

Ｔｙｐｅ
乔木

Ｔｒｅｅ
草地

Ｇｒａｓｓ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灌木

Ｓｈｒｕｂ
农田

Ｃｒｏｐ
１ ５．３１ ５．８３ ７．００ １２．９６ １０．００
２ ５．１５ ５．７２ ６．４８ １１．１１ ９．０９
３ ４．７７ ５．２１ ５．７２ ８．３３ ７．２７
４ ４．５８ ５．０９ ５．２７ ６．４８ ７．２７
５ ４．４０ ４．５３ ４．５２ ４．６３ ７．２７
６ ４．３５ ４．３６ ４．２９ ４．６３ ７．２７
７ ４．２６ ４．３６ ３．７７ ４．６３ ６．３６
８ ４．１９ ４．３０ ３．３９ ３．７０ ６．３６
９ ３．７２ ４．２４ ３．３１ ３．７０ ５．４５
１０ ３．５５ ３．６２ ３．３１ ３．７０
１１ ３．５０ ３．４５ ３．３１ ２．７８
１２ ３．４６ ３．４０ ３．２４ ２．７８
１３ ３．４６ ３．３４ ３．０１
１４ ２．６６ ３．３４ ２．８６
１５ ２．６０ ３．１７ ２．５６
１６ ２．５４ ３．１１ ２．４８
１７ ２．５３ ２．４８
１８ ２．４４
１９ ２．３８
２０ ２．３６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７２．２１ ６７．０６ ６７．００ ６９．４４ ６６．３６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纯化前后样点可分离性比较

采用ＪｅｆｆｒｉｅｓＭａｔｕｓｉｔａ距离（以下简称ＪＭ距离）
和转换分离度（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以下简称 Ｔ

Ｄ）作为测度指标来检测所选取的任意两个类别训
练样本之间的分离程度。可分离性指标（Ｓｅｐａｒａｂｉｌｉ
ｔｙ）取两者中较小值，即 Ｓｅ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ｉｎ（ＪＭ，Ｔ
Ｄ）。可分离性指标值为０ ２．０，大于１．９说明样
本之间可分离性好，１．９ １．８属于合格样本，小于
１．８需要重新选择样本，小于１考虑将两类样本合
成一类样本。

如表２所示，对于可分离性指标小于１．８的样
本，认为样本中混有其他类型样点，因此，删除此类

样本中权重比例小的干扰样点，再计算可分离性指

标。反复操作以上过程，并比较分析可分离性指标，

决定样点取舍。最终得到具有代表性的植被类型

样本。

表２　纯化前后植被类样本可分离性指标对比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ｅ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ｕｎ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ｓ

地类Ｔｙｐｅｓ
纯化

Ｐｕｒｉｆｙ
乔木

Ｔｒｅｅ
灌木

Ｓｈｒｕｂ
草地

Ｇｒａｓｓ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灌木Ｓｈｒｕｂ 前Ｂｅｆｏｒｅ １．６３１

后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９２
草地Ｇｒａｓｓ 前Ｂｅｆｏｒｅ ０．９０１ １．４８８

后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７０ １．９９７
湿地Ｗｅｔｌａｎｄ 前Ｂｅｆｏｒｅ １．０４９ １．６０７ ０．８６０

后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３３ １．９９８ １．７８０
农田Ｃｒｏｐ 前Ｂｅｆｏｒｅ １．９１５ １．９５９ １．７４１ １．８８７

后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 １．９３８ １．９９５

对比纯化前后的结果可以看出纯化后各类样本

的可分离性指标提高到 １．９以上，可分离性良好。
只有湿地和草地类型可分离性指标值为１．７８，认为
湿地区域覆盖的植被和草地区域覆盖的植被多为草

本植物，受实验中特征影像制约辨识度不高。

３．２　初始样点与纯化后样点的平均值、标准差比较
对比２００１年 ＭＯＤＩＳ全年数据的第 ３３天、第

１４５天、第２５７天、第３５３天的影像，纯化前后的各植
被样本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如表３所示。

通过对比４个时相影像的统计结果可知，纯化
前后平均值的变化无显著规律，纯化后的样本标准

差大多缩小。纯化后的样本数据的分布曲线变窄，

重叠变小，可分性增大，更易于类型间的区分。

３．３　纯化后的植被样本结果分析
３．３．１　纯化后的植被样本精度分析　中国植被图
表明实验区植被覆盖以乔木、草地和湿地为主。植

被覆盖率为乔木 ６７．４０％、草地 １８０４％和湿地
１２．４８％。灌木０．９７％，农田１．０８％两类植被在实
验区域较少分布。

为验证纯化后样本的空间分布状况，统计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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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样本在中国土地覆盖图上分布的混淆矩阵，如表

３、４所示。
表４中乔木、草地纯化后样本与中国土地覆盖

类型中相应植被类型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精确程

度达到８７．５３％和９０．４６％。湿地与草地均以草本
植被覆盖为主，两种植被类型在实验影像上不易区

分，因此样本代表性相对较差。乔木、草地、湿地三

者空间分布的总体精确程度为８４．８２％。

表３　纯化前后样本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Ｔａｂｌｅ３　ＭｅａｎａｎｄＳｔｄｅｖ．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ｕｎ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ｓ

地类

Ｔｙｐｅｓ
纯化

Ｐｕｒｉｆｙ
灰度平均值 Ｍｅａｎｇｒａｙｖａｌｕｅ

Ｂ３３ｄ Ｂ１４５ｄ Ｂ２５７ｄ Ｂ３５３ｄ
灰度标准差 ＧｒａｙＳｔｄｅｖ．

Ｂ３３ｄ Ｂ１４５ｄ Ｂ２５７ｄ Ｂ３５３ｄ
像元数

Ｐｉｘｅｌａｍｏｕｎｔ
保留百分比

Ｒｅｔａｉｎｐｅｒｃｅｎｔ／％
乔木Ｔｒｅｅ 前Ｂｅｆｏｒｅ １６９３．５ ７５０９．６ ５７７６．４ ２２９４．４ １９５７．３ １０３８．６ ８５２．６ １８３２．５ ６６８５

后 Ａｆｔｅｒ １４２４．１ ７６７７．８ ５８７９．９ ２２２９．０ １６４０．６ ７６９．１ ８１２．４ １７０６．８ ３４８９ ５２．１９
灌木Ｓｈｒｕｂ 前Ｂｅｆｏｒｅ １４０６．１ ７２９９．２ ５８７９．９ ２２２９．０ １５１０．１ １１２８．７ ６８７．８ １６９４．７ １０８

后 Ａｆｔｅｒ ８６１．２ ７３６４．６ ４８７７．４ １９３９．８ ７５３．８ １０８０．３ ６２７．８ １１９３．０ ３１ ２８．７０
草地Ｇｒａｓｓ 前Ｂｅｆｏｒｅ ９６０．０ ６７０９．１ ５２５７．３ １８９６．２ １３９１．８ １４５９．９ ９２８．３ １６５３．１ １７６７

后 Ａｆｔｅｒ ３３７．５ ５３７５．８ ４６９２．７ １２０７．７ ４６８．５ １３４０．４ ７５４．２ １１０６．７ ４０９ ２３．１５
湿地Ｗｅｔｌａｎｄ 前Ｂｅｆｏｒｅ １７３２．６ ６７８８．４ ５４４１．０ ２３４８．７ １８４５．６ １４１０．５ ８５４．９ １８８１．０ １３２８

后 Ａｆｔｅｒ １００４．６ ５８６５．５ ５１１９．６ １８４２．５ １０６３．５ １３０６．３ ８０４．９ １５７４．２ ２１２ １５．９６
农田Ｃｒｏｐ 前Ｂｅｆｏｒｅ ５９０．１ ６３００．５ ５３６９．６ １６９４．０ １１６７．８ １６５９．６ １１９７．２ １６３９．９ １１０

后 Ａｆｔｅｒ ２６８．３ ５５０８．８ ５２２５．２ １１９０．６ ４７９．３ １３７４．９ ９４６．０ ９６８．３ ３１ ２８．１８

表４　高覆盖率植被样本与ＷＥＳＴＤＣ中植被类匹配的混淆矩阵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ｉｔｈＷＥＳＴＤＣｂｙ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

地类

Ｔｙｐｅｓ
乔木Ｔｒｅｅ

样点数Ｎｕｍ． 百分比Ｐｅｒｃｅｎｔ／％
草地Ｇｒａｓｓ

样点数Ｎｕｍ． 百分比Ｐｅｒｃｅｎｔ／％
湿地Ｗｅｔｌａｎｄ

样点数Ｎｕｍ． 百分比Ｐｅｒｃｅｎｔ／％
样点总数

Ｔｏｔａｌ
乔木Ｔｒｅｅ ３０５４ ８７．５３ １６ ３．９１ １６ ７．５５ ３０８６
草地Ｇｒａｓｓ ３７７ １０．８１ ３７０ ９０．４６ １３０ ６１．３２ ８７７
湿地Ｗｅｔｌａｎｄ ５１ １．４６ ２０ ４．８９ ６２ ２９．２５ １３３
其他Ｏｔｈｅｒ ７ ０．２０ ３ ０．７３ ３ １．４２ １３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３４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１０

表５　低覆盖率植被样本与ＷＥＳＴＤＣ中植被类型
匹配的混淆矩阵

Ｔａｂｌｅ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ｓｓ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ｉｔｈＷＥＳＴＤＣｂｙ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

地类

Ｔｙｐｅｓ

农田Ｃｒｏｐ
样点数

Ｎｕｍ．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灌木Ｓｈｒｕｂ
样点数

Ｎｕｍ．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样点总数

Ｔｏｔａｌ

农田Ｃｒｏｐ ２８ ９０．３２ １ ３．２３ ２９
灌木Ｓｈｒｕｂ ０ ０．００ ２ ６．４５ ２
其他Ｏｔｈｅｒ ３ ９．６８ ２８ ９０．３２ ３１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６２

表５中农田样本与中国土地覆盖类型中相应植
被类型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精确程度达到

９０３２％，由于实验区灌木分布极少，覆盖率仅为
０９７％，同时中国土地覆盖图与中国植被图中灌木
类空间分布不一致，导致灌木样本以 ＷＥＳＴＤＣ为参
考的空间分布状况精确程度较低。但灌木样本可分

离性指标高于１．９，不影响与其他类型的区分，故认
为灌木样本基本不会影响到各类植被覆盖信息的

表达。

实验样本中的植被空间分布与中国土地覆盖图

中植被的空间分布相似度超过８０％，因此认为纯化
后的样本在该区域具有代表性。

３．３．２　纯化后的植被样本分类结果分析　将纯化
前后的样本，分别输入最大似然分类器，得到实验区

域的分类结果，对比中国植被图图３（ａ）中的植被分
布，如图３所示。

验证样点在中国植被图和中国土地覆盖图中植

被类型相同的区域随机选取。纯化后样本的最大似

然分类结果图３（ｃ），总体精度为７６．７８％；相比未经
过纯化的初始样本最大似然分类结果图３（ｂ），总体
精度４４．２６％，提高了３２．５２％。

由于特征影像、分类器选择会对分类精度造成

影响，验证数据本身也与真实地物存在一定的精度

局限性等，以上因素都可能降低实验影像最终分类

结果的精度。因此，在三者相同的情况下，纯化后的

样本分类结果精度较大提高，纯化后样本的分类结

果与中国植被图中植被分布的总体趋势能够达到基

本一致，认为采样方法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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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ｓ

图３　样本纯化前后分类结果与中国植被图中植被分布的比较分析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ａ）（ｂ）（ｃ）

４　结论
（１）以遥感监督分类方法快速精准的提取大区

域植被覆盖信息为研究背景，本研究结合专家经验

和实验数据同质特征向量的聚类信息，采用统计分

析的方法，实现了针对宏观大区域遥感影像快速提

取植被样本的方法。

（２）实验方法增强了样本的可分离性、缩小了
样本标准差，经验证纯化后样本对实验区域的植被

覆盖信息具有代表性，采样方法可行。所得样本具

有实验影像时效特征，用于遥感监督分类可以缩短

大区域植被变化监测时间间隔。

（３）实验节省了大区域植被类型调查耗费的人
力物力资源和时间，避免了引入多源数据造成的数

据冗余和误差影响，提高了采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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