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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滨海湿地是介于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特殊生态系统，是珍贵的湿地资源，具

有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掌握滨海湿地的分布状况对于我国滨海湿地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意

义重大。文章基于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哨兵２号”卫星１０ｍ分辨率多光谱影像，完成广东、广西和海南

滨海湿地的遥感制图；对岩石海岸、砂石海滩、淤泥质海滩、潮间盐水沼泽、红树林、河口水域、河口

三角洲／沙洲／沙岛、海岸性咸水湖、海岸性淡水湖、浅海水域共１０个亚类建立解译标志，通过目视解

译，对滨海湿地进行分类和统计。研究结果显示：广东、广西和海南滨海湿地面积共计１　３７７　１４０ｈｍ２，

各地滨海湿地面积与岸线长度基本呈正相关，海岸线越长，滨海湿地面积越大，各地典型滨海湿地的

类型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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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滨海湿地 是 一 种 介 于 陆 地 生 态 系 统 和 水 生 生

态系统之间的特殊生态系统［１］，是珍贵的湿地资源，

具有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如调蓄洪水、涵养水源、

调节气候、控制侵蚀、营养循环、固 碳 释 氧 等［２］。随

着城市化进 程 加 快、社 会 经 济 高 速 发 展，大 规 模 的

围垦和填海活动、湿地环境污染等使得滨海湿地面

积大幅减少，湿地生态功能退化乃至丧失［３］。有 研

究显示，与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相 比，中 国 已 经 损 失 了

５３％的 滨 海 湿 地、７３％的 红 树 林 和８０％的 珊 瑚

礁［４］。２０１６年 国 务 院 出 台《湿 地 保 护 修 复 制 度 方

案》，有关部门也相继出台《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

办法》《围填海 管 控 办 法》《关 于 加 强 滨 海 湿 地 管 理

与保护工 作 的 指 导 意 见》等 政 策 措 施。因 此，掌 握

滨海湿地的 分 布 状 况 对 于 我 国 滨 海 湿 地 自 然 资 源

的保护和管理意义重大。

滨海湿地 调 查 存 在 地 处 偏 远、难 以 进 入、地 跨

多区等诸多 问 题，遥 感 技 术 的 覆 盖 范 围 广、实 时 性

强、重复观测、成本低等优势使其在湿地调查、监测

等研 究 中 被 广 泛 应 用。牛 振 国 等［５］基 于１９９９—

２００２年Ｌａｎｄｓａｔ　ＥＴＭ＋遥感影像，通过目视解译提

取全国的湿地分布，其分类体系中滨海湿地类型包

括潮间带／浅滩、潟湖、滨海沼泽以及河口三角洲湿

地。宫鹏等［６］在此基础上提出分类修正方案，其 分

类体系中滨海湿地亚类为潮间带／浅滩／海滩、滨 海

沼泽、河口水域、河口三角洲、沙洲、沙岛以及潟湖，

并基于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前后的Ｌａｎｄｓａｔ遥感影像

完成对应时期中国湿地分布遥感制图，分析湿地变

化因素。牛振国等［７］基于Ｌａｎｄｓａｔ卫星和中巴资源

卫星数 据，通 过 人 工 目 视 解 译，完 成 中 国１９７８—

２００８年４期（基准年为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８年）湿地遥感制图，并讨论湿地变化驱动因子，

但该研究将 人 工 湿 地 和 滨 海 湿 地 合 并 为 一 类 进 行

提取和分 析。侯 西 勇 等［８］基 于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 和

２０１０年Ｌａｎｄｓａｔ卫星遥感数据，通过目视解译提取

中国沿 海 土 地 利 用 数 据，分 析 滨 海 湿 地 的 时 空 变

化，其提取的滨海湿地包括滩涂、河口水域、河口三

角洲、潟湖以及浅海水域。刘润红等［９］对我国 滨 海

湿地遥感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指出滨海湿地遥感

仍存在诸多 问 题，如 研 究 区 地 理 空 间 分 布 不 均，在

大尺度、欠发 达 地 区 的 研 究 较 少，偏 重 于 理 论 而 忽

视应用，在滨海湿地制图等方面缺少系统研究等。

我国南海 区 滨 海 湿 地 遥 感 研 究 一 般 集 中 在 经

济发达的局部区域，例如珠江口、粤港澳大湾区［１０］，

鲜见对广东、广西和海南滨海湿地分布的系统性的

遥感研究；且一 般 使 用 中 等 空 间 分 辨 率Ｌａｎｄｓａｔ卫

星影像［１１－１２］，较 少 使 用 更 高 空 间 分 辨 率 的 卫 星 影

像。本研究基于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哨兵２号”１０ｍ空

间分辨率光学卫星影像，通过人－机交互目视解译

方式，对广东、广西和海南滨海湿地开展遥感制图，

掌握南海区最新的滨海湿地分布现状，为滨海湿地

的管理、保护和修复提供基础数据。

１　研究区

以广东、广 西 和 海 南 海 岸 带 为 研 究 区，滨 海 湿

地解译范围是大陆岸线与－６ｍ等深线之间的水域

及浸淹或浸湿地带。其中，海岸线数据为２００８年广

东、广西和海 南 公 布 的 海 岸 线，等 深 线 来 源 于 电 子

海图数字化处理后获得的矢量数据。

２　数据来源和滨海湿地制图方法

收集覆 盖 广 东、广 西 和 海 南 滨 海 湿 地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年“哨兵２号”多 光 谱 影 像 数 据。该 多 光 谱 成

像仪有１３个多光谱波段，包括１０ｍ空间分辨率蓝

色、绿色、红 色 和 近 红 外 波 段。滨 海 湿 地 遥 感 解 译

以近红外、红 和 绿 波 段 为 最 佳 波 段，同 时 考 虑 其 他

波段组合。另外，还使用“谷歌地球”平台的高空间

分辨率影像数据作为辅助数据进行调查和分析。

分类系统与研究目的、研究尺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分类系统直接影响制图精度［５］。目前对滨海湿地分类

系统的研究尚未统一［１３］，本研究在综合已有研究的基

础上，采用基于遥感的滨海湿地分类系统（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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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基于遥感的滨海湿地分类体系

类型 亚类 解译标志

滨 海 湿

地（近 海

与 海 岸

湿地）

浅海水域 低潮时水深小于６ｍ的永久性水域

岩石海岸 底部基质７５％以上是岩石和砾石

砂石海滩
由砂质或沙石 组 成 的，植 被 盖 度 小 于

３０％的疏松海滩

淤泥质海滩
位于潮 间 带，由 淤 泥 质 组 成 的 泥／沙

海滩，植被盖度小于３０％

潮间盐水沼泽
位于潮间带，常 年 积 水 或 过 湿 的 盐 水

沼泽，植被盖度不低于３０％

红树林 由红树植物为主组成的潮间沼泽

河口水域

从近口段的潮区界（潮差为０）至 口 外

海滨段 的 淡 水 舌 锋 缘 之 间 的 永 久 性

水域

河 口 三 角 洲／

沙洲／沙岛

河口 四 周 冲 积 形 成 的 沙 滩、沙 洲、沙

岛（包 括 水 下 部 分），植 被 盖 度 小

于３０％

海岸性咸水湖

地处海滨区域，有１个 或 多 个 狭 窄 水

道与海相通的 湖 泊，包 括 海 岸 性 微 咸

水、咸水 或 盐 水 湖（咸 淡 属 性 由 调 查

得到）

海岸性淡水湖
起源于潟湖，与 海 隔 离 后 演 化 而 成 的

淡水湖泊（咸淡属性由调查得到）

该系统参考已有的分类体系，对前人的分类系

统进行扩充，重点关注自然滨海湿地。本次滨海湿

地制图以人－机 交 互 目 视 解 译 为 主，在 广 东、广 西

和海南建立不同滨海湿地类型的解译标志，统一在

ＧＩＳ平台进行遥感解译工作。

３　结果与讨论

通过对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 遥 感 影 像 进 行 解 译 与 信

息提取，得出 广 东、广 西 和 海 南 滨 海 湿 地 类 型 分 布

和各滨海湿地类型占比（图１）。

图１　广东、广西和海南滨海湿地类型占比

综 上，广 东、广 西 和 海 南 滨 海 湿 地 面 积 总 计

１　３７７　１４０ｈｍ２。其中，浅海水域作为最典型的湿地

类型，占 比 高 达９３．２８％，基 本 沿 海 岸 线 连 续 分 布；

其次为河口 水 域、淤 泥 质 海 滩 和 红 树 林，占 比 分 别

为２．１５％、１．６１％和１．３８％；其余各滨海湿地 类 型

占比均低于１％，砂石海滩、海岸性咸水湖、潮间盐水

沼泽、河 口 三 角 洲／沙 洲／沙 岛 占 比 分 别 为０．７５％、

０．３７％、０．２７％、０．１９％；岩石海岸占比极小。

３．１　广东

广东滨海 湿 地 类 型 占 比 和 各 市 滨 海 湿 地 面 积

如 图 ２ 和 图 ３ 所 示。广 东 滨 海 湿 地 面 积 总 计

９０３　４４７．８１ｈｍ２。其中，占 比 最 多 的 滨 海 湿 地 类 型

是浅海水域，占整个广东滨海湿地面积的９３．４２％，

主要分布在 伶 仃 洋 海 域、西 江 入 海 口、阳 裕 河 入 海

口、台山南部海域、阳江海域、雷州半岛东部和西北

部；其次 为 河 口 水 域 和 淤 泥 质 海 滩，占 比 分 别 为

２．９１％和１．４９％，河口水域主要分布在广州市南沙

区珠江入海口一带，淤泥质海滩主要分布在南渡河

下游湛江市雷高镇和东里镇一带；其余各滨海湿地

类型占比均低 于１％，红 树 林 和 砂 石 海 滩 占 比 分 别

为０．９４％和０．６２％；潮间盐水沼泽、河口三角洲／沙

洲／沙岛以及岩石海岸占比极小。

图２　广东滨海湿地类型占比

图３　广东各市滨海湿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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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湛江滨海湿地面积达３４４　５４４．４７ｈｍ２ 外，其

余各市滨海湿地面积均低于１３万ｈｍ２，其中湿地面

积较小 的 东 莞、中 山 和 揭 阳 均 不 足１万ｈｍ２，最 小

（东莞）滨海湿地面积仅为２　９４２．３７ｈｍ２。各市滨海

湿地面积与岸线长度基本呈正相关关系，海岸线越

长的市，滨海 湿 地 面 积 越 大；各 市 典 型 的 湿 地 类 型

也不同，如 湛 江 沿 海 地 区 海 岸 线 长 且 多 淤 泥 质 海

滩，广州濒临的珠江口是三角洲网河和残留河口湾

并存的河口，这使得广州的河口水域居多。

３．２　广西

广西滨海湿地类型占比如图４所示。广西滨海

湿地面积总计２５３　０７４．７６ｈｍ２。其中，占比最多的

是 浅 海 水 域，占 整 个 自 治 区 滨 海 湿 地 面 积 的

９４．４２％；其次为红树林和潮间盐水沼泽，占比 分 别

为２．８８％和１．１９％；其余各滨海湿地类型占比均低

于１％，淤泥质 海 滩、河 口 水 域、砂 石 海 滩 和 海 岸 性

咸 水 湖 占 比 分 别 为 ０．６９％、０．３５％、０．２１％
和０．０６％。

图４　广西滨海湿地类型占比

广西滨 海 湿 地 面 积 最 多 的 是 北 海，面 积 达 到

１３６　６３０．８７ｈｍ２；其 次 为 防 城 港 和 钦 州，面 积 为

６１　１５９．４８ｈｍ２和５５　２８４．４１ｈｍ２。各市占比较多的

滨海湿地类型依然是浅海水域。钦州淤泥质海滩、

河口三角洲／沙洲／沙岛、河口水域占比相对其 他 市

较高，北海的 潮 间 盐 水 沼 泽、海 岸 性 咸 水 湖 和 红 树

林占比相对其他市较高。

３．３　海南

海南滨海 湿 地 类 型 占 比 和 各 地 滨 海 湿 地 面 积

如 图 ５ 和 图 ６ 所 示。海 南 滨 海 湿 地 面 积 总 计

２２０　６１７．７１ｈｍ２。其中，占比最多的是浅海水域，占

整个海南滨 海 湿 地 面 积 的９１．４３％；然 后 为 海 岸 性

咸水湖、砂石海滩、红树林、淤泥质海滩、河口水域，

占 比 分 别 为 ２．２４％、１．９１％、１．４９％、１．２８％、

１．１０％；其余各滨海湿地类型占比均低于１％，河口

三角 洲／沙 洲／沙 岛 和 潮 间 盐 水 沼 泽 占 比 分 别 为

０．３５％和０．２０％；岩石海岸占比极小。

图５　海南滨海湿地类型占比

图６　海南各地滨海湿地面积

海南滨海湿地面积最多的地区是东方，面积达

４４　７４７．７９ ｈｍ２；其 次 为 文 昌 和 乐 东，面 积 为

３５　０６８．７３ｈｍ２和２９　５１７．４９ｈｍ２；最小的是昌江，面

积为５　２２８．８３ｈｍ２。海南各地占比较多的滨海湿地

类型依然 是 浅 海 水 域。红 树 林 主 要 在 海 口、文 昌、

儋州。

４　结语

本研究以广东、广 西、海 南 为 研 究 区，基 于“哨

兵２号”１０ｍ分辨率卫星影像数据，提取滨海湿 地

分布现状，为开展 滨 海 湿 地 管 理、保 护 和 修 复 提 供

最新的 本 底 数 据。研 究 结 果 显 示：①广 东、广 西

和 海 南 滨 海 湿 地 面 积 总 计１　３７７　１４０ｈｍ２，其 中

广 东９０３　４４７．８１ｈｍ２、广 西２５３　０７４．７６ｈｍ２、海

南２２０　６１７．７１ｈｍ２；②各 地 滨 海 湿 地 面 积 与 岸 线

长 度 基 本 呈 正 相 关，海 岸 线 越 长，滨 海 湿 地 面 积

越 大，且 各 地 滨 海 湿 地 的 主 要 类 型 也 各 不 相 同。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越来越多高分辨率国产卫

星的发射成 功，优 于１０ｍ空 间 分 辨 率 卫 星 影 像 数

据不断积累，未来可基于更高空间分辨率国产卫星

数据进行南海区乃至全国的滨海湿地分类和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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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主要依赖人工目视解译开展滨海湿地

的提取，未来可在湿地自动提取算法等方面进行进

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１］　李晶，雷茵茹，崔丽娟，等．我国滨海 滩 涂 湿 地 现 状 及 研 究 进 展

［Ｊ］．林业资源管理，２０１８（２）：２４－２８，１３７．

［２］　ＧＨＥＲＭＡＮＤＩ　Ａ，ＶＡＮ　ＤＥＮ　Ｂ　Ｊ　Ｃ，ＢＲＡＮＤＥＲ　Ｌ　Ｍ，ｅｔ　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ｍａｄ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４６（１２）：Ｗ１２５１６．

［３］　雷昆，张 明 祥．中 国 的 湿 地 资 源 及 其 保 护 建 议［Ｊ］．湿 地 科 学，

２００５，３（２）：８１－８６．

［４］　雷光春，张正旺，于秀波，等．中国滨 海 湿 地 保 护 管 理 战 略 研 究

［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

［５］　牛振国，宫鹏，程晓，等．中国湿地初 步 遥 感 制 图 及 相 关 地 理 特

征分 析 ［Ｊ］．中 国 科 学 （Ｄ 辑：地 球 科 学），２００９，３９（２）：

１８８－２０３．

［６］　宫鹏，牛振国，程晓，等．中 国１９９０和２０００基 准 年 湿 地 变 化 遥

感［Ｊ］．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２０１０，４０（６）：７６８－７７５．

［７］　牛振国，张海英，王显威，等．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中国湿地类型变化

［Ｊ］．科学通报，２０１２，５７（１６）：１４００－１４１１．

［８］　侯西勇，徐新良，毋亭，等．中国沿海 湿 地 变 化 特 征 及 情 景 分 析

［Ｊ］．湿地科学，２０１６，１４（５）：５９７－６０６．

［９］　刘润红，梁士楚，赵红艳，等．中 国 滨 海 湿 地 遥 感 研 究 进 展［Ｊ］．

遥感技术与应用，２０１７，３２（６）：９９８－１０１１．

［１０］　赵玉灵．粤港澳大湾区自 然 资 源 遥 感 调 查 与 保 护 建 议［Ｊ］．国

土资源遥感，２０１８，３０（４）：１３９－１４７．

［１１］　李团结，马玉，王迪，等．珠江口 滨 海 湿 地 退 化 现 状、原 因 及 保

护对策［Ｊ］．热带海洋学报，２０１１，３０（４）：７７－８４．

［１２］　周昊昊，杜嘉，南 颖，等．１９８０年 以 来５个 时 期 珠 江 三 角 洲 滨

海湿地景观格局 及 其 变 化 特 征［Ｊ］．湿 地 科 学，２０１９，１７（５）：

５５９－５６６．

［１３］　牟晓杰，刘兴土，阎百兴，等．中国滨海湿地分类系统［Ｊ］．湿地

科学，２０１５，１３（１）：１９－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