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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连市围填海区域动态演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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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遥感和ＧＩＳ技术，以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数据和２０１４年Ｌａｎｄｓａｔ

ＯＬＩ数据共４期的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完成了对大连市海岸线变迁及围填海区域演变信息的

提取，分析了大连市围填海区域的动态演化特征，并探讨了围填海区域变化的驱动因素。研

究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大连市海岸线长度以及围填海面积逐年增加，２００５年以后进入快速

增长时期，但增速呈由快变慢的趋势；围填海活动主要集中在瓦房店和市辖区岸段；人工岸线

增加，岸线年均长度变化强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普兰店岸段、庄河岸段、瓦房店岸段、市辖区岸

段；从驱动因素上看，围填海面积变化是主要是社会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与养殖业、工业以

及港口物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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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大连市是三面环海的半岛城市，是东北地区

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最大的港口城市。随着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大连市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

出，面对日益严重的“土地赤字”问题，围填海成

为缓解用地紧张的重要途径。围填海是指通过

人类在海岸线外进行围海和填海活动，使指定海

域失去海洋属性，从而对其进行有效利用的方

式［１］；大规模的围填海工程使得海岸带发生巨大

变化，直接改变潮间带滩涂资源量及海岸带环

境，引起海岸带多种资源与生态过程的改变，影

响沿海人民的生存与发展［２－３］。因此，及时准确

地监测沿海地区围填海变化情况，对于研究围填

海活动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推进沿海地区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围填海区域变化及其

驱动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国外部分学者分别

对英国东部海岸、土耳其东部地区海岸带、阿联

酋阿布扎比海岸带、尼罗河三角洲、韩国 Ｇｏｍｓｏ

湾淤泥质海岸、印度卡纳塔克海岸、埃及尼罗河

三角洲东北部海岸进行了研究［４－８］。国内学者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渤海湾西北岸、辽宁省、厦门

市、深圳湾、胶州湾等地区的围填海情况进行了

监测研究［９－１３］。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发现，现有

研究多是从省区的层面研究海岸带的变化，对微

观海域面积的研究较少，缺乏对大连市近年来的

围填海面积变化的研究；解译方法较为单一，对

用地类型分辨较为模糊。因此，本研究以大连市

为研究对象，结合遥感影像和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实时

影像，采用半自动－交互式目视判读方法进行解

译，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大连市围填海动态变化进

行监测研究，以期为大连市海洋资源合理利用、

环境保护、城市规划等科学决策提供相关依据。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区与数据源

大连市东临黄海，西邻渤海，南与山东半岛

隔海相望，北与东北内陆相连，处于１２１°４４′Ｅ—

１２１°４９′Ｅ、３９°０１′Ｎ—３９°０４′Ｎ。海岸线范围为瓦

房店市浮渡河口至庄河市南尖镇，海岸类型为基

岩海岸、沙砾质海岸、岬湾沙砾海岸、岬湾淤泥海

岸。近年来，随着大连海洋经济的快速持续发

展，沿海地区的土地资源紧缺，大连岸段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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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基本上源于围填海工程。本研究采用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ＴＭ 影像（３０ｍ）、２０１４

年ＯＬＩ影像（３０ｍ）共４个时期覆盖全区的１６景

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以及大连政区图、地形图、海图、大

连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大连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海洋功能区划通知》

［大政办（２００６）１６５号］和历年统计年鉴为数据来

源。由于围填海区域的岸线一般为人工岸线，成

像季节对研究影响不大，因此选取的１６景影像

成像时间均为９－１０月，且均为无云的高质量

影像。

２２　数据处理

综合研究区的海岸类型和各种海岸线提取

方法的利弊，本研究选取人工目视解译法，遥感

影像目视解译法提取海岸线的误差可控制在

３０ｍ内，面积量算误差为６ｋｍ２
［２１］，因此采用此

法勾出各时相海岸线可行。本研究对围填海区

域的提取主要是在ＧＩＳ技术的支撑下，并参照其

他辅助数据采用半自动－交互式目视判读解译。

围填海区域的提取具体实施步骤为：在ＲＳ影像

处理技术的支持下对１６景影像分别做快速大气

校正，以便对地物光谱特征的识别。ＴＭ 影像选

取５、４、３波段，ＯＬＩ数据选取６、５、４波段进行彩

色合成，这样的组合有利于陆地／水体的目视判

读。对已得到的全部影像分幅做几何校正和地

形校正，之后对每一时相的四景影像进行镶嵌，

形成一幅覆盖大连全域的影像文件，并且坐标统

一为 ＷＧＳ８４坐标系统 ＵＴＭ－５１Ｎ投影。最后

以２０００年镶嵌完整的影像作为基准影像对其他

时相影像做配准，对配准后的各个时相的影像，

在参考大连行政区划图以及海图的基础上进行

裁剪，确定研究区域界限。本研究将盐田和养殖

池视为不透水构筑物，以盐田和养殖池围堤向海

测的平均大潮高潮时水陆分界的痕迹线作为人

工岸线［２０］，且不考虑防波堤和岛屿构成的岸线。

利用处理后３０ｍ分辨率的影像进行海岸线的目

视解译，并勾勒出各个时相大连海岸线。在ＧＩＳ

和Ｅｘｃｅｌ等软件的支持下，完成围填海面积变化

的定量分析、空间分析以及表达。

３　围填海动态变化结果分析

依据大连行政区划，将大连海岸分为４个岸

段，即瓦房店岸段（包括长兴岛临港工业区）、普

兰店岸段、市辖区岸段（包括中山区、西岗区、沙

河口区、甘井子区、旅顺口区、金州新区）、庄河岸

段。根据遥感影像提取结果，分别统计了各个岸

段以及整体岸段的海岸线长度和围填海面积的

变化量（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大连市海岸线长度和围填海面积变化量

区域
长度变化量／ｋｍ 面积变化量／ｋｍ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瓦房店 ２７．６０ ５２．６８ ６．００ ８６．２８ ３６．３４ ８１．４１ ７５．５８ １９３．３３

市辖区 ２５．７６ ９．８７ ８．２２ ４３．８５ ３０．３１ ３０．６４ ２３．６７ ８４．６２

庄　河 ７．９７ ５５．６２ ５．４３ ６９．０２ ６．０９ ６４．５１ １１．５８ ８２．１８

普兰店 ０．００ ９．７５ １３．２１ ２２．９６ ０．６２ １１．６５ １４．６７ ２６．９４

大连市 ６１．３４ １２７．９２ ３２．８６ ２２２．１２ ７３．３６ １８８．２１ １２５．５０ ３８７．０７

３１　大连市海岸线长度的时空变化特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大连海岸线长度呈持续增

加的趋势，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１７．５ｋｍ增加到２０１４

年的１４３９．６ｋｍ，共增加２２２．１ｋｍ，年均增加

１５．６ｋｍ。其中，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间是大连海岸线

增长最为剧烈的时期，共增加了１２７．９ｋｍ，占总

增加长度的５８％；其次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间，增加

６１．３ｋｍ，占总增加长度的２８％；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海岸线长度增加最小，占总增加长度的１４％。由

表１可以看出，４个岸段不同时期的海岸线长度

均呈持续增加趋势；瓦房店岸段的岸线长度增加

主要集中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１０年间，２０１０年

以来，此岸段的岸线长度增量较小，仅占１４年间

的７％；市辖区岸段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岸线长度增量

最大，接下来的９年变化较小年均且变化程度相

当；庄河岸段的岸线长度增加主要发生在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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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间；普兰店岸段的岸线长度增量发生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的两个时段内且

各占一半，而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间普兰店岸段的海

岸线长度无变化。

根据大连市乡镇街道的行政界线，将大连海

岸线更加细致地分为各个乡镇街道岸段（将大连

金州湾国际机场所形成的岸线合并到金州城区

岸段内）。根据式（１）
［２２］来计算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各

个岸段的海岸线变化强度，并制作海岸线变化强

度空间分布图（图１），以更加客观的分析各岸段

的海岸线的变化强度以及空间分布特征。

犔ＣＩ犻犼 ＝
犔犼－犔犻
犔犻（犼－犻）

×１００％ （１）

式中：犔ＣＩ犻犼为第犻年至第犼年海岸线长度变化强度

（ｌｅｎｇｔｈ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犔犻 为第犻年海岸线的

长度；犔犼为第犼年海岸线长度。

图１　大连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各岸段海岸线

变化强度空间分布

从空间上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大连市海岸

线长度年均变化强度为１．３０％。各岸段的海岸

线年均长度变化强度由大到小依次呈现普兰店、

庄河、瓦房店、市辖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变化强度

分别为２．４９％、２．４１％、１．６５％、０．５５％。

３２　大连市围填海区域的时空变化特征

从时间方面看（表１和图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大连围填海面积共增加了３８７．０７ｋｍ２，年均增长

２７．６４ｋｍ２，总体呈先升后降的趋势。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年为围填海面积迅速增加时期，约为前后两

个时期增加面积的总和，占１４年间总增加面积

的４７％；这一时期，围填海活动主要集中在瓦房

店和庄河岸段，分别占总增量的４３％、３４％。其

次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间，占增加面积的３４％，这一

时期围填海面积增加主要集中在瓦房店岸段，占

总增量的６２％，其他岸段均有较少分布。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围填海增加面积最小，占１４年间总增加

面积的１９％，围填海活动主要集中在瓦房店和市

辖区岸段，分别占总增加量的５０％、４１％。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大连各岸段围填海

面积变化情况

从空间方面看，各岸段围填海特征主要有：

瓦房店岸段３个时期围填海分布较集中，主要分

布在两个岸段，即李官镇至永宁镇岸段（包括李

官镇、土城乡、永宁镇海域）和长兴岛至复州湾镇

岸段（包括长兴岛、西中岛、交流岛乡、谢屯镇、复

州湾镇海域）。市辖区围填海主要分布在金州区

的三十里堡街道、金州城区岸段、大连开发区岸

段，大连市内的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两侧、凌水

街道岸段和中山区北部海域也有围填海工程分

布。庄河岸段围填海分布较均匀，相对来说大郑

镇岸段、庄河城区西部岸段、鞍子山乡岸段、栗子

房镇岸段围填海面积较大一些。普兰店各岸段

围填海分布也是较均匀，相对来说皮口镇岸段分

布较多一些。

４　２０００年以来大连市围填海面积变化

原因分析

参照《海域使用分类体系》，将围填海的利用

类型分为５类，即养圈用海、工业用地、港口用

地、城市生活及服务业用地、其他用地（包括旅游

用地，房地产开发用地，用途不明用地）。根据解

译结果（图３），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养圈海是最大

的利用类型，占总围填海面积的６７．３６％。由于

工业用地、港口用地、城市生活及服务业用地以

及其他用地属于填海造地区域，固填海造地占１４

年间总围填海面积的３２．６４％。养殖用海主要分

布在瓦房店岸段（西杨乡、仙浴镇湾、三台子－金

州葫芦套屯盐田养殖功能区），市辖区岸段（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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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大连市围填海利用类型

街道－大魏家街道），普兰店岸段（杨树房镇），庄

河岸段（碧流河口－庄河达拉腰子养殖综合功能

区，青堆子湾养殖功能区）；填海造地中的工业用

地所占比例较大且分布广泛，主要是临港工业区

拓展以及国有废弃盐田上工业区的建设等；其次

为港口用地，主要有旅顺新港扩建工程，大窑湾

港、庄河港等港口建设等；再次为其他用地，其主

要是用来房地产开发和旅游业建设，例如金渤海

岸的房地产用地，金石国际运动中心的旅游用海

等；所占比例最小的是城市生活及服务业用地，

主要有凌水湾高新园区总部经济基地、大连金州

湾国际机场、小窑湾航运综合服务区、东港城市

公共服务区的建设等；１４年间填海造地工程大量

分布在市辖区岸段和瓦房店岸段。

基于 ＧＩＳ数据分析工具，提取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变化的区域，将变化区域与２０１４年影像叠加，

并结合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大连海洋功能区划》以及

实地调查解译围填海区域的利用类型以及空间

分布情况（图４）。

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大连市主要填海区域及具体利用类型

近年来，大连着力发展海洋经济，沿海经济

带的经济水平大大加强，在海洋与渔业强市战略

推动下，２０１３年大连市实现海洋经济总产值

２６５２亿元
［２３］４年实现２９９０亿元的海洋经济总

产值。在经济因素和城市发展的驱动下，海洋渔

业，沿海工业不断发展，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不断

扩张。海水养殖产量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１８．６万ｔ增

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１４１．５６万ｔ，由此反映出此期间

养殖池的修建，养殖业的大力发展，势必导致海

域面积的减少，围海利用的面积大量增加。例

如，在瓦房店、庄河岸段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参养

殖活动，使得养殖池面积大大增加。大连市ＧＤＰ

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１１０．８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

７６５０．８亿元，港口吞吐量从２０００年的９６９９万ｔ

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４．１亿ｔ，人口从２０００年的

５５１．５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５９１．４万人。临港

工业的建设、港口物流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迅速

增加都将导致沿海地区土地资源的稀缺，使得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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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造地活动大规模进行，进而导致填海面积的不

断增加。

由此可见，近年来大连围填海的动态演变主

要由经济因素和建设用地需求的驱动，其中养殖

业的发展、工业的建设、港口物流业的发展是使

海域范围向海扩张的主要动因。

５　结论

本研 究 利 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

ＯＬＩ影像数据，参考其他辅助资料，基于遥感和

ＧＩＳ技术，利用目视解译法，对围填海区域的用地

类型进行了解译，获取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大连围

填海时空变化情况，统计了各个类型的面积分布

情况，并分析了围填海动态演变的主要驱动因

素。主要结论有：海岸线变化方面，近年来大连

海岸 线 长 度 总 体 呈 增 长 趋 势，共 增 加 了

２２２．１ｋｍ；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间是大连海岸线长度

增长相当于前后两个时期增加量的总和，由大到

小依次呈现出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的时间分布特征；各岸段海岸线长

度年均变化强度由大到小依次呈现普兰店、庄

河、瓦房店、市辖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在围填海

面积变化方面，近年来大连围填海面积共增加了

３８７．０７ｋｍ２，围填海活动前两个时期呈快速增长

的趋势，后一时期有所减慢；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为围

填海面积迅速增加时期。围填海活动主要分布

在瓦房店和市辖区岸段；用地类型方面，大连围

填海的主要用地类型为养殖用海、工业用地和港

口用地；大连围填海的动态演变主要由经济因素

和社会因素驱动；养殖业的兴起，工业的发展，港

口的建设导致围填海工程大量进行是驱动海域

面积变化的直接因素。本研究仅对大连近年来

海岸线以及围填海的动态演变情况做了初步的

分析，如何结合海洋功能区划、主体功能区划分

结果，生态保护区划分等结果进行适宜性评价，

明确围填海区域用地类型的合理性，提出具体的

改进建议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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