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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海岛岸线修测及其意义。

翁宇斌，罗美雪，任岳森
．(福建海洋研究所厦门361012)

摘 要：本次国家“908”专项海岛调查中福建省海岛海岸线修测采用了地面调查

结合遥感调查的技术手段，重新统计了福建省海岛的数量，并分析了其变化的原因，精确

掌握了福建省海岛海岸线的长度、海岸线类型及海岛的面积等数据。分析了福建省海岛海

岸变迁的原因以及本次海岛海岸线修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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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仅

在1987年开始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全国海岛资源

综合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福建省沿海面积不小

于500砰的岛屿总数为1 546个，岸线总长度为

2 804．40 km，岛屿总面积为1 400．13姘c1]。
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建设日新月异，海洋开

发利用大大增加，受各种人为开发活动的影响

和海岛的自然变迁，近20年来福建省的海岛数

量发生较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海岛遥感调

查主要是采用TM资源卫星遥感影像计算机自

动识别量算，结合海图和地形图进行综合解译，

获取的海岛岸线数据精度较差。此外，受自然

条件和技术条件限制，80年代的调查海区主要

集中在近海，一些远离大陆海岛的位置和大小

有较大的误差，有些海岛并未被统计进来。

国家于2005年开始开展“我国近海海洋综

合调查与评价专项”(简称“908”专项)，福建

省海岛调查即是“908”专项项目之一。福建省

海岛的海岸类型比较丰富，不少海岸地貌具有

奇特景观，这些典型的滨海旅游资源，许多尚

未被了解和掌握。为此，开展海岛海岸线修测，

不仅可以较为详细地了解福建省海岛的数量、

海岛海岸线的位置变迁、长度变化、海岸类型

分布及海岛面积等基本资料，而且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颁布实施后，可以为海

岛保护和利用提供准确、科学的数据，向国家

和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审批、确权、执

法依据和监督管理信息，维护国家海岛所有权

和海岛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海岛的合理

开发和可持续利用。

I海岛海岸线修测

1．1 修测范围

以全国第一次海岛调查确认的福建省海岛

(面积不小于500 m2以上的海岛)数量1 546个

为对象，其中对102个有居民海岛开展调查；

对福建省I 444个无居民海岛开展的一般性调

查，对于台占岛则不安排进行地面调查。2010

年新补充了面积小于500 m2海岛的遥感调查。

范围从最外界的领海基线向西至大陆海岸线，

南起闽粤海域行政区域界线附近，北到闽浙海

域行政区域界线附近的无居民岛屿。与广东省

之间的调查界线以签订的省际间海域行政区域

界线为准，与浙江省之间的调查界线以福建省

勘界主张线为准，市际问海域行政区域界线在

未最后签订协议前，以省海域勘界办提出的界

线草案为准。

I．2修测时间

2005年全面启动海岛海岸线调查工作，

2008年结束外业调查任务。

1．3修测方法及技术要求

1．3．I调查方法

以实地勘测(对有居民海岛和重要无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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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和遥感调查(对所有岛屿)为主，结合

不同历史时期的陆图、海图、地形图资料对比

和调访手段[2]，精确测定福建省海岛数量、面

积、位置、岸线类型与长度、岸线变迁过程等

基础数据，进行海岸线现状及历史变迁的勘测

填图与验证。

1．3．2 坐标系统与高程系统

平面坐标系统采用WG孓84坐标系，高

斯一克吕格投影，按6度分带。高程基准采用

85国家高程基准[3]。鉴于工作的重点和难度，

本次海岛岸线修测对高程不作具体要求。

1．3．3比例尺

成图比例尺统一采用1：50 000。

1．3．4调查仪器及技术要求

现场岸线特征点位置测量采用DGPS定位

系统，静态定位精度优于1 m。

1．4海岸线修测工作和技术

1．4．1现场测量

调查路线沿海岸线布设，沿程进行观测和

DGPS海岸线特征点测量；岸线测量点有代表

性，能反映海岸类型分布和演变特征；在变化

复杂及有特殊现象的岸段加密观测点[不同岸

线类型交界点、不同沉积物类型及其交界点

(面)、特殊地貌类型及其转折处、岸线变化强

烈区、人为因素对海岸线有特殊影响处等]。

1．4．2遥感测量

遥感调查分为普查和详查。普查采用卫星

遥感手段进行；详查采用航空遥感的手段进行。

影像数据选用最新的高分辨率全色遥感数据和

部分航摄数据。预处理包括辐射校正、几何校

正、信息增强和多源数据融合等手段；综合目

视解译、监督分类及非监督分类等方法，提取

海岛岸线信息[4]。

(1)图像校正。①辐射校正：为区分出相

对不同辐射灰度对应的地物类型，用直方图把

各像元值减去本波段的最小值，改善动态范围

的图像灰度。②几何校正：利用地面控制点进

行精校正并转换成高斯一克吕格投影。首先，

在遥感图像上选取易于辨别、目标清晰、特征

突出的地物如道路交叉口、桥梁端点、河流分

叉处、海堤或码头折角等作为控制点。然后，

用DGPS野外实地定点测量。利用l：10 000地

形图的水系、道路矢量图层，根据选取的控制

点，利用遥感图像处理工具软件进行校正。控

制点的选取应比较均匀地分布于图像的各处，

并有足够多的点数使转换结果的均方误差在土

0．5个像元以内，以保证校正后整幅影像的地理

坐标准确性。权衡图像质量、计算量并考虑后

面的分类主要是借助于图像的亮度特征，因此

选用双线性内插法根据几何映射关系对原始图

像进行重采样[5|。

(2)海岸线修测。海岸线为平均大潮高潮

时水陆分界的痕迹线，海岸类型主要有砂砾质

海岸、淤泥质海岸、基岩海岸及人工海岸。海

岸线不足以在影像上形成纯像元的地物，海岸

类型的判别主要根据陆地地貌类型的判别，不

同的地貌类型，形成不同类型的海岸，根据各

种地貌类型和海水交接线的判别，从而分别出

海岸线的所在，按照海岸线的定义合理确定海

岸线，人工勾绘岸线。然后将遥感修测的岸线

与实际修测的岸线进行拼接形成完整的海岸线。

2福建省海岛数量及变化原因

在进行海岛海岸线修测的同时，对福建省

的海岛数量重新进行了统计。由于海岛的开发

利用，海岛调查海区范围增加以及海岛数量统

计方法的不同，使得福建省海岛数量与之前调

查相比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2．1海岛数量统计方法

(1)福建省“908”专项海岛调查重点调查

大潮高潮时露出海面的陆地面积不小于500 m2

的海岛。对面积小于500 m2的微型岛，主要根

据海图、《福建省海域地名志》和遥感影像图进

行补充。

(2)面积不小于500 m2的海岛主要根据

1994年内部出版的《福建省海岛志》和《全国

海岛名称与代码》(HY／T 119—2008)收录的

1 546个海岛为基础，以2008年福建省政府公布

的大陆海岸线为界，利用“908”海岛调查现场

调查和遥感影像解译成果，对福建省海岛进行

重新统计。增加部分新界定的面积不小于

500 m2的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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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岛界定方法主要根据“908”专项

《海岛界定技术规程》(试行本)的规定：①规

程中尚未明确提及对围垦区内海岛的统计，故

本次福建省“908”海岛调查对围垦区内的海岛

均视为因围填导致海岛属性变化而不予以统计。

②根据规程要求，对于面积不小于500 m2的海

岛，不论其与相邻大陆或海岛相隔多少距离，

均界定为独立统计单元的海岛。

根据该方法，若海岛由多个面积不小于

500 m2的岛屿组成，则将其按独立的单元统计，

独立统计的海岛命名原则以“海岛名一序号”

进行命名，若多个海岛中面积大小存在明显区

别，则根据面积大小排序命名；若海岛面积大

小差别不大，则以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的方式

排序命名。如敖江口的上担岛由两个面积不小

于500 In2的海岛组成，在《福建省海岛志》

(1994年)中将其统计为一个海岛(福建编号

0646)，根据《海岛界定技术规程》，将上担岛

按两个海岛独立统计，自东向西命名为“上担

岛一1”和“上担岛一2”。

2．2海岛数量变化情况

根据上述的海岛界定方法重新对福建省海

岛进行界定、统计，福建省海岛共有2 215个，

其中居民岛98个，无居民海岛2 117个，面积

不小于500 in2的海岛1 321个，面积小于

500 m2的海岛894个。相对于《福建省海岛志》

(1994)和《全国海岛名称与代码》 (HY／T

119—2008)的1 546个海岛，本次面积不小于

500 m2海岛调查的数量变化情况见表1和表2。

表1福建省已收录的l 546个海岛中面积不小于5∞m2的海岛数量变化原因 个

减少的海岛数 保留的海岛数

①因经济发展 ②因经济发展 ③炸岛、挖沙 ④大陆海岸线 ⑤闽粤海域行 对照《全国海 单个 多岛

需要或其他原 需要或其他原 等方式使海岛 管理位置变更 政界线勘定后 岛名称与代码》 海岛 分离。

因造成岛陆相 因造成岛岛相 灭失(一36) 导致原海岛属 变化(-5) 未发现海岛 (1297) (12-I-13)

连(一116) 连(-33) 性变更(一32) (一27)

总计： 一249
’

1 297+13

注：*1994年《福建省海岛志》收录的海岛中有些海岛是一名含多岛，根据《海岛界定技术规程》5．1条款将面积大于500 Ill2的海

岛独立统计，如上担岛分离成2个海岛，共有12个海岛符合分离条件，分离后合计增加13个海岛．

裹2前后两次海岛调查福建省海岛数量变化统计 个

原海岛数量 1 546

减少的海岛 ——249

1990年福建省海岛资源综合调查 因多岛分离增加的海岛 +13

面积不小于500ms的 因岸线重新修测后，原1 546个海岛中部分
一73

海岛 面积小于500 n12的海岛被剔除

。908”海岛调查 新发现的面积不小于500 m2海岛 +84

合计变化 ——225

现海岛数量 1 321

增加原I 546个海岛中面积小于500 m2的海岛 +73

面积小于500m2的 增加面积小于500 m2的海岛 +821

海岛 合计变化 +894

现海岛数量 894

全省海岛数量 2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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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有居民海岛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908”专项海岛调查成果，1994年的

102个有居民海岛中有9个已划入新修测的大陆

海岸线以内，有3个无居民海岛因居民迁入成

为有居民海岛，此外本次新界定的海岛中有2

个是有居民海岛(表3)。

表3福建省有居民海岛变化情况

《福建省海岛志》(1994年)的有居民海岛变化情况

变化类型 无居民海岛因居民迁入 新界定的有居民海岛
大陆海岸线修测后在海岸线以内

成为有居民海岛

数量／个 一9 +3 +2

福鼎市的青屿、上屿和下屿；蕉城区的雷东岛； 霞浦县的大屿；福安市

具体海岛名称 福清市的大板岛和江阴岛I厦门市的丙洲岛； 的牛头屿(当地称虎头 霞浦县的柏屿、虾山岛

龙海市的沙洲岛；云霄县的佳洲岛 鼻)，平潭县的马腿屿

3福建省海岛海岸线长度及类型 会}5戡55 k二。巍纂粪嘉裳嚣2罢
根据本次调查，福建省海岛岸线总长度为 质岸线、淤泥质岸线、生物岸线和红土岸线等

2 502．848 km，其岸线类型可分为自然岸线和 (表4)。

表4福建省海岛岸线类型统计 km

3．1海岛自然岸线及其分布特征

3．1．1基岩岸线

福建省海岛绝大多数为基岩岛，因此海岛

岸线类型中基岩岸线占了绝大部分，其岸线总

长度为1 638．501 km，约占全省海岛岸线总长

度的65．47％。海岛迎风面海岸波浪作用比较强

烈，基岩岸线多于此处岬角发育。

3．1．2砂质岸线

砂质岸线包括了砂砾质岸线，其岸线总长

度为254．819 km，占全省海岛岸线长度的

10．18％。其主要分布在闽江口以南的海坛岛，

以及兴化湾、湄洲湾、厦门湾和东山湾等海湾

内的海岛迎风面，宁德三都澳内也有少量分布。

其岸线形态基本上呈新月形。

3．1．3淤泥质岸线

淤泥质岸线相对较少，岸线总长度为

16．621 km，约占全省海岛岸线长度的0．66％。

主要分布在河口区海岛(如，紫泥岛和乌礁洲

等)及三都澳内等近海湾澳海岛的背风面。近

年来由于养殖等人工开发，有许多淤泥质岸线

被人工岸线所取代。

3．1．4生物岸线

生物岸线基本上以红树林岸线为主。仅在

河口区有零星分布，如九龙江口的紫泥岛等周

边岛屿。岸线总长度为2．936 km。

3．1．5红土岸线

主要是海岛背风面有部分基岩海岸经长期

风化，形成土崖岸。以宁德分布最多。岸线总

长度为31．416 km。

3．2海岛人工岸线及其分布特征

人工岸线主要分布在各海湾内及近海的海

岛上，大部分存在于有居民海岛上。其岸线总

长度为558．555 km，占全省海岛岸线长度的

22．32％。人工岸线形式有路堤、码头驳岸、海

水养殖围堤和人工围堤护岸等。大多为石砌结

构，部分土石结构。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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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开发利用不断增加．人工岸线的长度也在

随之增加。

4福建省海岛面积及变化

由于之前的州矗中对海岛海岸线并投有十

分明确的定义．因此．海岛面积的统计数据并

不十分准确。本扶的海岛海岸线修测．采用了

精度在l m以内的仪器进行地面调查．再结合

最新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使得海岛海岸线位

置及长度精确度大大提高．相应的海岛面积统

计的精确度也太大提高，为将来拇岛的管理、

规划、信息系统建没以及开发利用奠定了很好

的基础。

4．1海岛面积统计

通过本次调查，福建省海岛总面积约为

1 155 821 058 km 2。橱建省海岛血軎l最大的仍

然是海坛岛，其次是东山岛，而本趺诃查巾厦

门岛的面积已经超过了之前排在第三位的金门

岛．成为福建省第三大岛屿．其主要原因是厦

门岛近20年来大规模的填海遗地使得岛屿面积

不断增加。

4．2海岛面积分布特征

从地域分布上看．福州地区海岛总面积最

大，占全省海岛面积的1／3多；莆日地区海岛

总面积最小，仅占全省海岛面积的5 6％。

5福建省海岛岸线变迁特征与评价

s．1 海岛岸线变迁比较

在本趺“908”专项海岛岸线髂涮前，福建

省没有系统地对垒省的海岛岸线进行专门的测

量．因此．海岸线变迁主要收集了之酊不同时

期缩绘的地形田．进行数字化后，再与本次

“908”调查的海岛岸线进行比较分析。由于福

建省海岛数量众多．笔者分别选取丁宁德青山

岛和厦门岛进行海岛岸线变迁的比较分析，以

r两个海岛分别代表了无居民海岛和有居民海

岛的岸线变迁情况。考虐到原有地彤罔海岸线

位置的判别与本狄调查可能存在一定差别．且

早期的测量精度鞍低．因此．无法进行精确的

比较，只能进行趋势性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5．1．1青^岛海岸践变迁比鞋

宁德市青山岛岸线变迁比较采用的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 960年澍绘的

1：2 5 000地形囝，存晒绘局1 983年涮绘的

1，50 000地形阿海岸线，以及奉次。908”

海岛调查修测的海岸线。

根据3次不同时期海岸线比较结果．

1960 1980年问岛屿岸线基本上没有变化，

1980～2007年青山岛南侧有一小段岸线向海推

进t最大推进约300 m，主要是^工围垦彤成新

的梅岸线。分析来看，青山岛海岸线基本上为

基岩岸线，岸线基车保持稳定．而发生淤滞的

岸绂主要是由于周边渔民围填海而造成海岸线

裁弯取直．岸线向外海推进(图1)。

目l青m岛薄岸绒§丘№较

5．1．2厦『1岛海岸践变迁比较分析

厦门岛和鼓浪屿岸线比较采用省渊绘局

1 960年出版的1：so 000地形图海岸线，福建

省省渊绘J-5 1981年测绘的1：50 OOO地形嘲海

岸线和车次“908”涌崔海岸线进行分析。

对比20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厦『】岛的岸

线．岛的南部海岸线变化不大，岛的西部和北

部岸线变化很大。20世纪60年代厦门岛的悔岛

面霉{为11 5 7 km2，到80年代厦门岛的海岛面

积变为127 4 km2．厦f1岛面积增加了

1l 7 km 2，增加的面积都是围海造地遣成的。

这个时期内岸线主要变化表现为贯写海堤的建

造、采渡建造渔港填海、高崎一殿前围海等，

2007年厦门岛的海岛面积约为134 8 km2．

面积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7 4 km2。将2007

年新修测的岸线与历史岸线对比，岛屿西部和

北部海岸有明显的变化。淤涨最大的是贸笃胡

 



岸段．d8牛问海岸线向海推进了约4 800m，两

侧自t渡港匹的扩建岸线向海推进约400～

1 400 m之间．北懈高崎渔港区的扩建和高崎同

际机场的扩建使得岸线向海推进约300～

I 300 m之自I．东倒会J!叠中心岸段岸绒则向海推

进了约900m。

从厦『J岛近jo年的岸线变迁来看．岸线发

生鲥艟淤攮的西鲥及北佣岸段也是厦fl经济扦

发建设豫点的岸段。贸笃湖m于道路的建醋变

成了内挪．东超港及高峰由于港区和机场的填

海造地使得岸线不断向海延伸．娘有的自然岸

线基本消失．为人工岸线所取代，发生蚀迟的

卑段主要是以砂质岸线和红土岸线为主，由于

人f‘采砂世沿海占滩工程的开发建设．使得这

些岸缝发生蚀退。丹简除五通岸段由于修建r

人工护岸岸线稳定．石肖头厦，j火学段的砂

质坩线仍然有部分娃于蚀iI王状态(罔2)。

目2Ⅲ『1岛*≈鲤壹ⅡE较

s．2海岛岸蛀变迁评价

综合来看，福建竹海岛岸线近30年来大部

分处于丰日对稳定状态．对拇岸线形态产生影响

及变化主噩是人工活动起主导作刑．而白然的

淤积和冲科对海岸线的彤响相对较小。簿岸线

变迁较．^=的地方主要集中在经济轻发选的冉居

民岛r．如厦f】岛等岛屿。发q．变迁主要是人

】．岸线增加．自然岸姨减少．岸线藏弯般直．

1q海推进。=笙迁既彳J正而柞Ⅲ也有负血的作片1．

在某些橙蚀岸段修建人上岸线．可以起到保护

海岸的作用．但同时导致谈段岸滩发乍侵蚀，

一些岸滩地貌类型谢失．会对周边生卷环境造

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体上来看，由于经济发

艟需要．人们埘海岛的开发利用也在不断增加．

港u建避、旅游开发等』、工活动仍然会使得人

工岸线坩加．自然岸线减步的现基持续下去．

从保护海岛技其J目边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必

须埘海岛的开发利用进行规划．井干“一定的

控制．以减少由于岸线变迁对海岛及周边生态

环境的负面影响。

6结束语

奉次海岛海岸缦惨铡巾于采用r地呵酒查

结台商丹辨牢遥感影像数据处理等先进的技术

手段-使得海岸线的K度和面积数据的精确度

大大提高．海岛数量的统计及位置的确定更加

准确．岸线修测成果准确反映了福建省海岛海

岸线的实际情况，更新和完善了全省海洋基础

地理信息数据．有利于加强福建省海岛管理、

规埘，开发利用和海岛资源的保护．对加快

“数字海洋”建设进程，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实现建设“海洋经济强行”战略目标其

有重要的：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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