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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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14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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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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specialecosystembetweenterrestrialecosystemandaquaticecosystem,coastal

wetlandsarepreciouswetlandresourceswithimportantecosystemfunctions.Coastalwetland

mappingisofgreatsignificancetotheprotectionandmanagementofnaturalresourcesofcoastal

wetlandsinChina.BasedonSentinel-2multispectralremotesensingimagerywith10mspatial

resolutionfrom2018and2019,coastalwetlandsinthreeprovincesoftheSouthChinaSea(Guang-

dong,GuangxiandHainan)weremapped.Rockyshores,sandybeaches,muddybeaches,intertidal

brinemarshes,mangroves,estuarinewaters,estuarinedeltas/sandbars/sandislands,coastalsalt-

waterlakes,coastalfreshwaterlakesandshallowwaterswereinterpreted,classifiedandanalyzed.

Basedontheclassificationandstatisticsresults,theareaofcoastalwetlandsofthethreeprovinces

is1377140hm2intotal.Thereisa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theareaofcoastalwetland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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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engthofshorelines.Thelongerthecoastline,thelargertheareaofcoastalwetlands,andthe

representativetypesofcoastalwetlandsvaryfromplacetoplaceinthestudyregion.

Keywords:Coastalwetlands,Remotesensing,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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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atET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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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期 董迪,等:广东、广西和海南滨海湿地遥感制图与分析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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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140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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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447.81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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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0年 

除湛江滨海湿地面积达344544.47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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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2.37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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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074.76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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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30.87hm2;其 次 为 防 城 港 和 钦 州,面 积 为

61159.48hm2和55284.41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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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617.71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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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47.79hm2;其 次 为 文 昌 和 乐 东,面 积 为

35068.73hm2和29517.49hm2;最小的是昌江,面
积为5228.83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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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140hm2,其中

广东903447.81hm2、广西253074.76hm2、海
南220617.71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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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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