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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类型划分的计算机系统聚类分析

陈 寿 勤

(广西 计算中心

摘 要

本文介绍如何应 用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中的 聚类 分析方法
,

利用 电子计算机科学

地
、

合理 地解决 农业 区域规划中的土地利用类型划分和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最优化方

案问题
。

文 中以武鸣县的实例作 了引证
。

而 所介绍 的计算机程序设计方法和实际应

用程序其有解决聚类分析问题的通 用性和可移植性
。

一个地区的农业规划 1 作中
,

要根据国家计划和本地 区的农业生产条件
,

经过农作物稗

植结构的最优化过程
,

合理地确定一个地区的农作物各品种种植计划
。

这样做
,

可以在各项

主要生产条件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

达到增产增收的 目的
。

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安排

这个地区各个区域的种植计划
。

过去
,

许多地方的农业计划部门
,

由于计萝分析手段落后
,

往往凭经验甚至照人口或耕地面积
、

历年产量等简单比例摊派农作物种植面积
, 一

「达产量指

标
,

忽视了本地区内土地利用类型上的差异性和相似性
,

即使考虑到了
,

其定性的分析也是

相当粗糙的
,

无法真正做到因地制宜
,

合理安排
。

应用聚类分析方法
,

采用现代化计算工具

—
电子计算机进行土地利用类型的划分研究

,

可以使传统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结合

起来
,

提高农业计划制订工作的科学性
,

提 高农作物种植计划摊派的合理性
。

本文叙述应用电子计算机进冶土地利用类型划分的系统聚类分析方法
,

探讨武鸣县在落

实农作物种植计 划上宜于采取的一些措施
。

系统聚类分析方法

系统聚类分析方法是对事物进行分类的一种有效方法
,

是数理统计方祛中多元分析的一

种
。

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是
:
先将若干个样本各 自为一类

,

计算它们 的距离
,

选择距离最小

的二个样本归为一个新类
,

计算新类与

封 每次合并缩小一个类
,

直到所有样

型
。

其它类的距离
,

选择距离最小的两个类归 为 一 个新

本都划为一个类 为止
,

再根据不同级别划分为若干类

根据
_

L述方法
,

在进行聚类分析时一首先 缝计算样本之间的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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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
n
个样本

,

每个样本测得 m项指标
,

用粼 j 表示 i个样本的第 j 个指标值
,

这样
, n个

样本的观测数据可以排成一个矩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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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个样本与第 j 个样本之间的距离 d ; j 通常采用欧氏距离或绝对距离计算
。

欧 氏距离定义为
:

d , j =

了登
( x ; k 一 二 j 、 )

i 二 1 , 2 ,
· ·

一
, n

k
一 1

x 。、
表示第 i 个样本第 k 个指标的值

,

xj 、
表示第 j 个样本第 k 个指标的值

。

绝对距离定义为
:

竺 l ! 二
。

d i j 共 乙 苍 x i k 一 X j k l
, 1 二 l , 乙 ,

’ `

”
` ’ ,

n

k
一 1 1 ’

蜀 k
的意义同上

。

我们实际应用时
,

就是采用 的这两种距离定义
。

还有用马氏距离
、

明考 斯 基 ( M in k。 -

中如其冬

w s ik ) 距离
、

切比雪夫距离等来定义的
,

在此不赘述
。

为了消除由于数据的量纲和量级对距离计算结果的影响
,

一般在计算 d ; j前
,

要对 数 据

进行标准化处理
。

常用以 下几种方法
:

( 1 ) 标准差标准化

x , ; j 二 ( x , j 一 x j ) / s j

其中
: x , 为第 j个指标的均值

,

i 二 1 , 2 ,

j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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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极差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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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极差正规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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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并计算样本两两之间的距离之后
,

就可得到距离矩阵
,

它是一个对

称阵
,

取其下三角阵
,

记为 D ( O )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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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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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类
,

最初
,

每个样本 为一类
。

的距离
。

{
.

}

O 夕
’

d
p q 二 d q p ,

表示两个样 本 间

第二步
,

选择 D ( O ) 的最小元素
,

设为D p q ,

则将 G p 和 G
。

合并成一新类
,

记为 G
r ,

G
, =

{ G
, ,

G
。

}
。

第三步
,

计算新类 G
r

与其它类的距离
。

新类与其它类的距离计算可有最短距离法
、

最长距离法
、

中间距离法
、

重心法
、

类平均

法
、

可变类平均法
、

可变法
、

离差平方和法等多种方法
。

这些方法可以用一个统 一 公 式 计

算
。

我们实际应用中
,

采用最短距离法和最长距离法
。

采用最短距离法计算时
,

新类G
r

与其它类的距离D
r k
为

:

D
r 、 = m i n

d
i j =

i 〔 G
r ,

j 任 G
、

n l l n m i n d i s ,

i 〔 G
p ,

j 任G
k 〔 G

q ,

n d , j
飞

j 任G k J

= m i n { D
p k ,

D
q k }

将 D ( O ) 中p行
、

q行
, p列

、
q列用上式合并成一个新行新列

。

新行新列 对 应 G
r ,

所

得到的矩阵记作D ( 1 )
。

最长距离法定义为新类G
r

与其它类G
、
的距离用两类之间最远的距离来表示

:

D
r 、 二 m a x { D

p k ,

D
q 、

}

其它方法同最短距离法
。

第四步
,

对 D ( l ) 重复上述对 D ( 0 ) 的两步
,

得 D ( 2 )
,

如此进行下去
,

直到 所 有

的元素成为一类为止
。

如果某一步 D
·

( k ) 中最小元素不止一个
,

则对应这些元素的类可 以同时合并
。

二
、

程序设计的考虑

我们分别用B人 SI C语言和F O R T R A N语言设计了一个聚类分析的通用程序
。

在程序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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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
,

作了如下一些处理 ( 参考程序粗框图 )
:

1
.

为了决定是否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
,

设置字符变量 Y 零
,

若输入的Y $值等于
“ Y ” ,

则

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
,

否则转入下一步
。

2
.

在数据标准化程序段
,

根据输入的E值决定选用何种标准化方法
,

E取值 l ,

2
,

3, 分

别对应于选用标准差标准化
、

极差标准化或极差正规化三种方法
。

各标准多匕处理分别编一子

程序解决
。

3
.

合并出一个新类后
,

计算新类 G
r

与其它类的距离 D
r 、时

,

依所输入的 L $ 值 ( “ S ”
或

“ L ” ) 不同
,

判断应采用何种距离计算法 ( 最短距离法或最长距离法 )
。

程序粗框图见 38 页

三
、

武鸣县土地 利用类型划分及评价

我们应用上述聚类分析方法和通用程序
,

对武 鸣县土地利用类型划分进行了聚类分析
,

并结合实际情况给 出各个类型土地利用的评价
。

乃乃乃乃乃乃乃乃乃乃乃乃乃职职职职职职职 事事事 东东东 状状仙仙仙仙 桥桥桥 、皮皮皮 手手手手手

瑚瑚瑚瑚瑚瑚瑚瑚瑚瑚瑚瑚瑚

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沙协协格格 烟 丘丘丘丘丘丘丘

聚 类 图

在实际进行聚类分析时
,

我们选择影响武鸣县 13 个公社农作物结构的五个因子
:

水田贡

献率
、

水稻贡献率
、

玉米贡献率
、

花生贡献率
、

烤烟贡献率作 为样本指标 ( 见表 2 )
,

各贡

献率是按如下方法计算的
:

贡献率
二 某公社某作物占全县这韭鱼吏量亘分些

该公社耕地 占全县耕地百分 比



广 西 科 学 院 学 报 第 2卷

开开 如如

奋奋命入从 对
.

丫事 石
.

乙李
1

州负负

娘娘入解
,

霏:.,:; 滚言言

打打印和 .牟犷令鹿伏 ...

阁阁件形芳件月月月 阂年雌补难难难 妈机轰矛护叭叭

化化妙理扛礁礁礁 化妙理打确确确 而赶碑续雌雌

针针村礴寿向孙岛̀ 才今 , e)))

拼拼事知离扬畴稀小小

磅磅 今 , 。 , .’4 肉 )))

印印少新姗峰和
·

孙离离

柱柱孙 ;喝才才才 柔躲狱狱粉粉什靳映积积积 拱的即离历
无无

够够舒毒孙
`̀̀̀

川川你 军 ` ,,

偏
一

护勒类设加魔
一 .

一
, 户

泛`

.

事
.

程序粗框图



第 2期 陈寿勤
:

上地利少11类型划分的计算机系统聚类分析

由于不存在量纲和量级 的影响
,

故不需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
,

而直接采用绝对距离公式计算

各公社各因子之间的差异
,

从而得到绝对距离矩阵 (见表 3 )
,

然后用最长距离法进行聚类分

析
,

并作出聚类图 (见 37 页 )
。

由聚类图
,

在最短距离 5
.

50 处划一平行于横坐标的直线
,

可将 13 个

区域划分为 2个土地利用类型
:
专业产烟区和非专业产烟区

,
在最短距离 5

.

0处划一平行于横

坐标的直线
,

又可划分为非产烟区
、

稻烟区和专业产烟区三个土地利用类型
;
在最短距离 2

.

80

处划一平行于横坐标的直线
,

可以将13 个区域划分为稻作区
、

混作区
、

早作区
、

稻烟区和专业

产烟区五个土地利用类型
。

表 2 列出了五个土地利用类型的范围
、

农业生产特点及对各类型

的土地利用评价
。

表 1 武鸡县各乡影响农作物结构主要因素指标

主主共共
水田贡献率率 水稻贡献率率 玉米贡献率率 花生贡献率率 烤烟贡献率率

城城 厢厢 0
。

9 555 1
。

1 222 0
。

5 444 1
.

1 4 }}}
1 0

。

2 999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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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44 0
。

6 444 2
。

4 444

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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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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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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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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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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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 2
。

1 66666

灵灵 马马 1
。

1 333 l
。

0 8 } 1
。

9 777 2
。

0 666 0
。

0 555

仙仙 湖湖 0
。

9 5 J l
。

0 444 0
·

5 1 1 0
·

6 222 O
。

1 444

府府 城城 0
。

9 555 0
。

9 222 0
。

9 333 {{{

ooooooooooo
·

7 9 1 0
·

0 333

陆陆 斡斡 1
。

1 666 1
。

1 999 0
。

5 444 一一 1
。

0 444
{{{{{{{{{{{ 1

·
1 55555

两两 江江 1
。

3 888 1
.

1 5 … 0
.

6 999 1
。

5 222 1
。

0 888

罗罗 波波 1
。

2 111 1
。

3 000 1
。

0 666 1
。

2 333 1
。

3 888

马马 头头 1
。

4 777 1
。

2 888 0
。

555 2
。

4 777 9
。

1 444

城城 厢 镇镇 1
。

555 1
。

6 777 0
。

3 333 1
。

1 7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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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武 鸣 县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划 分 及 评 价

区区域类型型 范 围围围 评 价价

马马仁仁 月卜卜 稻稻 包括城厢
、、

耕地占全县总数 28
.

14 %
,

以水稻稻 今后可适当减少粮粮

产产产 产产 作作 仙 湖
、

府府 生产为主
,

稻 田占耕地 5 1
。

4 %
,

主要要 地
,

扩种甘蔗
,

轮作作

烟烟烟 烟烟 区区 城
、

城厢镇镇 作物有水稻
、

玉米
、

甘蔗
、

花生
、

木木 的春玉米改种花生
,,

专专专 区区 早早 等四个乡乡 薯及少量 烤烟
,

其 贡 献 率 分 别 是是 注意挖掘潜力
,

进一一

业业业业 作作 包 括 宁宁 1
。

0 3
, 0

。

6了
, 1

。

3 7 , 0
。

8 8
, 1

。
1 1 及及 步提高单产

。。

区区区区 区区 武
、

锣抒两两 .0 2
。

是该县水稻
、

甘 蔗
、

花 生
、

木木木

个个个个个乡乡 薯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

耕耕耕耕耕耕地占全县总数 2 1
。

7 9 %
,

以早作作 今后以发展甘蔗
、、

为为为为为为主
,

舍地占耕地 6 3
。

2 %
,

玉米
、

水水 花生为主
,

经济作物物

稻稻稻稻稻稻
、

甘蔗
、

花生
、

木薯的贡献率分别别 与粮食作物并举
,

以以

是是是是是是 2
。

0 9
,

0
。

5 5
,

0
。

9 2 ,

0
。

6 3
,

1
。

1 6 ,,
提高农民收入

。。

早早早早早早作亩产低
,

是黄豆
、

黑豆最主要产产产

区区区区区区
,

其贡献率高达 3
。

1 6
。。。

混混混混混 灵马乡乡 耕地占全县总数 3
.

88 %
,

旱地虽只只 今后可适当扩种甘甘

作作作作作作 占3 3
。

5纬
,

但早地作物的花生
、

玉米米 蔗
。。

区区区区区区 贡献率分别高达 2
.

05
, 1

.

”
,

木薯也也也

达达达达达达 1
.

01
,

水稻及甘蔗贡献 率 分 别 是是是

11111111111
。

07
,

0
.

41
,

水稻
、

花生
、

甘蔗亩产产产

都都都都都都较高
。。。

稻稻稻稻 稻稻 包括陆斡
、、

耕地 占全县总数 42
。

62 %
,

是该县县 今后
,

可适当减少少

烟烟烟烟 烟烟 两
·

江
、

太太 烤烟产区
,

烤烟贡献率为1
.

47
,

其余余 粮地
,

扩种甘蔗
,

轮轮

区区区区 区区 平
、

罗波
、、

作物以水稻种植为主
,

稻 田 占耕 地地 作的春玉米改种花生
,,

双双双双双桥等五个个 62
。

8 %
,

水稻
、

玉米
、

甘蔗
、

花生
、、

注意挖掘潜力
,

进一一

乡乡乡乡乡
。。

木薯的贡献 率 分 别 为 1
。

18
,

0
。

61
,,

步提高单产
。。

ooooooooooo
一

。 o
,

1
.

0 5
, 0

.

2
,

是该县 水 稻
、

花花花

生生生生生生
、

甘蔗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

产产产 产产 产产 马头 乡乡 耕地占全县总数 3
。

5 7 %
,

是该县最最 今后重 点 发 展水水

烟烟烟 烟烟 烟烟烟 有名的烟叶产区
,

其烤烟 不 但 产 量量 稻
、

烤烟
、

花生等作作

专专专 专专 专专专 高
,

而且质量好
,

是高级香烟的原料料 物
,

特别注意提高烤烤

业业业 业业 业业业 烟
。

烤烟贡献率高达 9
.

2 ,

水稻
、

玉玉 烟的种植技术
,

甘蔗蔗

区区区 区区 区区区 米
、

甘蔗
、

花生
、

木薯的贡献率分别别 种植也可适当扩大
。。

为为为为为为 1
。

2 8
, 0

。

5
, 0

。

5 5
, 2

。
5 0 ,

0
。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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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武鸣县各公社影响农作物结构主要因子绝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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