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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岛是我国国土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具有特殊性质的独立地理单元。海岛进行分类评价对

海岛的开发和保护意义重大。文章选择30个海岛,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3个方面建

立16个指标,通过聚类分析、主坐标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对海岛进行分类,同时研究海岛不同指标

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海岛可以分为经济发展型、环境发展型和传统发展型3类。海岛的经济发

展与社会发展表现出了较强的相关性,环境发展与社会发展表现出了较弱的相关性,经济发展与

环境发展相关性很弱。通过对海岛进行分类评价,一方面可以深层次地了解海岛现状,同时也可

以更好地把握海岛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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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slands,asanimportantlandpartofChina,areindependentgeographicalunitwith
specialproperty.Itisofgreatsignificanceforexploitationandprotectionofislandsthatgivethem
acorrectclassificationevaluation.Inthisstudy,30islandswerechosenwith16differentfactors
includeenvironmentprotection,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torealizetheclassificationof
them.Meanwhiletherelationshipbetweendifferentfactorsthatcangiveadirectionofdeveloping
islands wasexplored.Thestudyshowedthattheislandscouldbeclassifiedbyeconomic
developingislands,environmentdevelopingislandsandtraditionalislands.Theeconomicdevelop-
menthadastrongcorrelationtothesocialdevelopmentandtheenvironmenthadaweakcorrela-

tiontothesocialdevelopment.Theeconomicdevelopmenthadveryfewcorrelationtotheenviron-
ment.Throughtheislandsclassificationandevaluation,ontheonehandthecurrentsitu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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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scouldbedeeplydiscovered,ontheotherh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exploitation

andprotectionofislandscouldbegraspedinabetterfield.

Keywords:Islandclassification,Islandenvironment,Islanddevelopment,Dataanalysis,Principal

componentanalysis

0 引言

海岛是我国国土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

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载体[1]。海岛具有特殊的

地理特性,它四面环水,天然独立,每个海岛都构成

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2]。同时,海岛本身面积

狭小、地域结构简单、生态系统脆弱。我国海岛分

布在从南到北的各个海区,海岛数量众多[3],每个海

岛大小、岸线长度、地理位置、生态类型均不同,同

时由于海岛的地理位置、人口以及历史发展等原

因,每个海岛的自然条件以及开发类型也各不相

同。如不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盲目开发,不仅不利

于我国海岛的经济发展,而且会给海岛及周边海域

带来非常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建立相对完善、科

学、可量化的海岛评价方法对海岛进行评价,对海

岛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海岛的生态环境保护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海岛独立的地理特征,以及自然和社会的

双重属性,因此可以从多个角度对海岛进行评价,

包括海岛的地理特性、地质组成、生态环境,到海岛

的经济发展、开发利用类型以及海岛的历史文化

等,涉及多学科、多专业。目前国内对于海岛的评

价研究则侧重于海岛单一角度,如对海岛的价值体

系研究[1]、生态环境评价研究[2]、海岛的经济或生态

脆弱性研究[4-5],也有海岛保护及分类规划研究[6]、

无居民开发适宜性研究[7]和PSR模型对海岛的生

态评价研究[8]等。在国际上,也有一些针对海岛特

性进行的定量评价研究,如生态系统安全研究[9]、基

于神经网络的海岛评价研究[10]和海洋环境影响因

子研究[11]等。这些方面每一项都可以建立相应的

指标体系对海岛特定的属性进行评价,但是这些体

系大多只是从一个或几个方面对海岛进行研究评

价,而如果需要相对全面、客观地评价海岛生态环

境和发展状况,则需要对评价指标进行关联,使用

综合评价模型对其进行评价。同时,多数评价只是

针对单一海岛,并没有建立不同海岛之间的联系,

尤其是不同海岛之间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之间的

潜在联系。

数据挖掘与分析是从大量数据中发现具有描

述性、可理解、能预测的模型的过程[12]。主要包括

探索性因子分析[13]、频繁模式挖掘[14]、分类和聚类

等[15]。目前,国内外各类数据分析在综合评价体系

已经相对成熟,对资源环境的综合评价方法有几十种

甚至上百种之多,其中利用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的评

价方法就有几十种,如层次分析法(AHP)[16]、灰色

关联分析法(GIA)[17]和熵权法(EA)[18]等,而随着

数据挖掘和分析研究的深入,基于统计分析的综合

评价方法也有很多种,如主成分分析(PCA)[19]、因
子分析(FA)[20]和聚类分析等[21]。这些评价方法也

应用在对不同类型的资源评价过程中,如城市宜居

度分析[22]、决策方法选择[23]和能源效用评价[24]等。
数据分析也是土地利用以及区域发展的研究的主要

手段。在城市功能区划分类[25]、乡村旅游资源分类

评价[26]和区域综合性评价[27]等研究中,均分析了不

同类型的地类的功能划分以及空间特征。

本研究基于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的方法,结合

海岛特殊的自然和社会发展性质,构建了基于自然

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的海岛分类评价体系。

基于海岛的自然和社会属性建立了多重评价指标,

对我国30个海岛进行分类评价。通过聚类、分类以

及主成分分析、主坐标分析等数据分析方法对海岛

进行定量分析,以期建立较完善的海岛分类评价方

法。对海岛的分类评价,既可以发现海岛的发展现

状,探究海岛发展的个性和共性,也可以揭示海岛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可以对海岛规

划、海岛资源的开发利用及保护提供科学、客观的

数据支持及参考借鉴。

1 研究区域情况与数据来源

1.1 实例海岛及选取依据

与人为的城市或者行政区划分不同,海岛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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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水,海洋天然地将海岛划分成为独立的地理单

元。但是由于不同海岛的自然环境、人口规模和区

位因素等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客观、全面、具体

地评价海岛,一方面选择的海岛需要尽可能多地体

现海岛本身属性的差异,如所在省份及海区,近陆

距离、主导产业等;另一方面,为避免因统计数据差

距过大导致难以标准化,选择的海岛面积人口规模

应相对接近,防止选择海岛面积人口规模过大(如,

海南岛)或过小(如,永兴岛)。

根据以上原则,本研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

30个典型的有居民海岛进行评价(表1)。这30个

海岛分布在全国各个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每

一个海岛都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开发利用特征、

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环境,这样可以使分类评价的结

果更具有客观性,同时也能更清楚地体现各评价指

标对海岛分类的影响。

表1 研究的目标海岛基本情况

标准名称
所属省(自治区、

直辖市)
所属市 所属县

东海岛 广东省 湛江市 麻章区

海陵岛 广东省 阳江市 江城区

六横岛 浙江省 舟山市 普陀区

长兴岛 上海市 崇明县

南田岛 浙江省 宁波市 象山县

琅岐岛 福建省 福州市 马尾区

南日岛 福建省 莆田市 秀屿区

桃花岛 浙江省 舟山市 普陀区

梅山岛 浙江省 宁波市 北仑区

广鹿岛 辽宁省 大连市 长海县

涠洲岛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海市 海城区

大嵛山 福建省 宁德市 福鼎市

花岙岛 浙江省 宁波市 象山县

湄洲岛 福建省 莆田市 秀屿区

施公寮岛 广东省 汕尾市 城区

獐子岛 辽宁省 大连市 长海县

鹿西岛 浙江省 温州市 洞头县

大万山岛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北长山岛 山东省 烟台市 长岛县

灵山岛 山东省 青岛市 黄岛区

连岛 江苏省 连云港市 连云区

枸杞岛 浙江省 舟山市 嵊泗县

新埠岛 海南省 海口市

东庠岛 福建省 福州市 平潭县

桂山岛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下大陈岛 浙江省 台州市 椒江区

花鸟山岛 浙江省 舟山市 嵊泗县

刘公岛 山东省 威海市 环翠区

白沙山岛 浙江省 舟山市 普陀区

龙门岛 广西壮族自治区 钦州市 钦南区

1.2 海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海岛作为特殊的地理单元,是一类自然-人工

的复合体。这类单元的资源环境不仅仅受地理位

置和生态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其所属的

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以及民生等社会因素的

影响。基于此,在参照城市分类或其他地理分类评

价研究的基础上[25],结合海岛的实际情况以及指标

的客观性,本研究分别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社会

民生和文化及规划管理等方面选择了16项评价指

标(表2),这些指标对海岛可以进行相对完善的分

类评价。为了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本研究对各个指

标需要通过数字进行描述,即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些

指标进行量化。最终利用通过得到的指标数据化

结果对海岛进行分类评价。

1.3 原始数据的收集

为使海岛数据相对标准统一,本研究以2016年

为时间节点获取原始数据。其中遥感影像是基于

2016年度拍摄的高分1号以及资源3号卫星(分辨

率2m)的影像,获取影像后基于 ArcGIS10.5平台

进行解译,计算海岛的植被、开发利用面积和岸线

长度等,同时对部分设施(如,防灾减灾和文化体育

类)予以标注,从而获得相应的评价指标数据。对

于经济和社会类指标,一方面咨询当地相关行政

部门获取环境、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数据以及经济

统计调查数据;另一方面在2016-2017年进入各

海岛现场进行补充调查。最后,搜集海岛所在县、

乡的统计公报、年鉴及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涉及海

岛的其他公开资料,同时参考2016年国家海洋局

发布的《海岛统计调查公报》[28]以及《2016年中国

海洋环境状况公报》[29],对部分评价指标数据进行

补充计算。

对获取的数据,根据数据的性质、分类和数据

意义等属性信息,对每一项数据进行针对性的数值

量化,得到的最终数据为数值型数据。得到数据以

后,利用R语言平台对数据进行多个类型的数据分

析。将海岛进行分类,并探究影响海岛分类指标之

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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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海岛的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类别 指标含义 数据来源及量化方法

1 单位面积财政收入

2 海岛人均可支配收入
经济发展

- 根据海岛统计调查数据直接量化

-
根据海岛统计调查数据以及县级政府

公报量化

3 植被覆盖率

4 岛陆建设比例

5 自然岸线保有率

6 海岛周边水质指数

生态环境状况

海岛植被面积/海岛总面积 遥感解译以及基于GIS计算

海岛开发利用面积/海岛总面积 遥感解译以及基于GIS计算

海岛自然岸线长度/海岛岸线总长度 遥感解译以及基于GIS计算

海岛周边水质情况,分值越高水质越好 基于公报数据及GIS计算

7 海岛污水处理率

8 海岛自然特征指数

9 防灾减灾设施

10 海岛利用特色指数

11 规划管理

12 对外交通条件

13 医疗卫生指数

14 社保状况指数

15 文化体育指数

16 社会治安指数

社会民生及基础

设施建设

- 海岛所在地相关行政部门提供

反映珍稀濒危物种及栖息地、古树名木、自然和历

史人文遗迹等保护情况,以上情况越多分数越高

基于海岛统计调查以及现场调查结果

赋值

海岛防灾减灾设施完备情况,设施越完备,分值

越高
遥感解译以及现场调查结果量化

反映海岛所获荣誉称号,如“十大美丽海岛”,5A

级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越多分数越高
基于公开资料以及现场调查进行赋值

海岛本身是否有明确的发展规划 基于现场调查结果赋值

反映海岛对外交通的便利程度,越便利分值越高 基于现场调查结果赋值

每千名常住人口公共医疗卫生人员数 海岛所在地相关行政部门提供

岛上居民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覆盖率均值 海岛所在地相关行政部门提供

反映岛上人均拥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面积 遥感解译以及现场调查结果量化

岛上警务机构数量以及岛上治安案件发生情况,

警务数量越多、治安案件越少,分数越高

基于乡镇政府报告以及现场调查结果

赋值

1.4 评价方法的评价体系的建立及数据分析

1.4.1 评价指标的标准化

由于每个评价指标不同,描述评价指标的量纲

也就不同,所以,需要对各评价指标数据进行标准

化,以便消除不同量纲对数据结构的影响。对数据

进行标准化以后,各项指标在相对统一的量纲内,

可以相对准确计算每个目标海岛之间的距离。从

而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标准化的方法如下:

Xis =
Xi-X
Xrms

Xrms =
∑
n

i=1
X2

i

n-1
式中:Xis是为指标统一量纲得到的数值;n 为样本

数;x 为样本均值;Xi 是样本中的具体指标数值;

Xrms是样本均方根。

1.4.2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将对象的集合进行分组为由类似

的对象组成多个类的分析过程[30],通过将海岛进行

聚类分析,可以研究不同海岛之间的指标特征可能

的相似性,从而构建不同海岛的聚类树。本研究采

用层次聚类法[31],将海岛进行聚类,相似程度高的

海岛聚类距离较近,而相似程度低的海岛则距离较

远。这样,通过聚类分析即可判断海岛数据间的相

似程度高低,并且最终得到一个海岛的聚类树。通

过聚类树可以分析海岛在评价指标之间的相似性。

1.4.3 主坐标分析

主坐标分析(PCoA)是一种降维排序方法,通
过一系列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排序从多维数据中

提取最主要的元素和结构[32]。基于距离矩阵来寻

找主坐标。即通过计算各个类簇间的距离,可视化表

征各个海岛的分类情况,本研究利用基于Bray-Curtis
距离来进行PCoA分析,并选取贡献率最大的主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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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进行二维坐标图展示。如果不同海岛间指标特

征越接近,则它们在PCoA图中的距离越接近。

1.4.4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PCA)是一种应用方差分解,对多

维数据进行降维,从而提取出数据中最主要的元素

和结构的方法[33]。利用主成分分析,可以提取出最

大限度反映海岛间差异的2个或者3个特征,并将

特征通过二维或者三维坐标图进行展示,如果海岛

的各个指标数据越相似,则它们在PCA图中的距离

越接近。每个特征与海岛的评价指标均有关联性,提

取关联较大的评价指标,可以分析对海岛分类影响较

大的指标,从而发现不同海岛指标之间的关联性。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海岛最佳类簇数的确定

研究利用CH指数可以确定特定聚类效果最佳

的类簇的数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CHk =
 

Bk

k-1
 

Wk

n-k
式中:n 为样本数;k 为类别数;Bk 为类别间的协方

差矩阵;Wk 为类别内的协方差矩阵。该指数越大,

说明类别间的协方差与类别内部的协方差之间的比

值越大,也就是类别间的差异大于类别内部的差异。

即分类效果最佳。最终得到的分类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海岛聚类数量的CH分析

由图1可见,类别为2或者3时聚类效果最佳。

但是当类簇为2时,聚类结果显示一个类簇仅剩余

梅山岛一个样本,即梅山岛为一类,其余海岛为另

一类。为了更明确地展示所有海岛之间的差异,本

研究选择3为聚类最佳类簇数对海岛进行聚类。

2.2 对目标海岛的聚类分析

利用层次聚类法,由海岛的各项指标的表征计

算各海岛之间在表征的距离,基于距离得到海岛聚

类的效果,并验证聚类分成3类的聚类特征。经过

多种距离计算方式演算,本研究采用最能直观地表

现聚类的效果的方法,即利用离差平方和法(也称

为ward度量)计算不同类之间的距离[34]。聚类结

果如图2所示,在类簇数为3的情况下,30个海岛

被分成了3个主要类别。

图2 海岛聚类分析

对海岛和评价指标进行二维聚类,利用聚类热

图对海岛和评价指标进行双向聚类(图3)对层次聚

类结果进行验证。从结果可以发现,一方面,双向

聚类和层次聚类法的聚类结果相同,层次聚类结果

合理;另一方面,同一指标类别的指标距离接近,说

明同一类别的指标对海岛的描述相对统一,从数据

上反映的指标分类较为合理。

同时,通过聚类热图可以进一步表征这些海岛

以及指标的双重聚类的情况,并更好地解释每一类

海岛的特征。具体海岛分类结果如下。

(1)经济发展型海岛,包括:梅山岛、东海岛、长

兴岛、六横岛、琅岐岛和新埠岛。海岛有经济发展

类的指标高、社会民生基础指标较高,但是环境相

关指标较低等特征,本研究将其称之为经济发展类

海岛。

(2)环境发展型海岛,包括:南田岛、花岙岛、北
长山岛、灵山岛、枸杞岛、桃花岛、桂山岛、大万山

岛、白沙山岛、下大陈岛、刘公岛、涠洲岛、花鸟山

岛、海陵岛、广鹿岛、獐子岛和连岛。该类海岛的环

境相关指标高,社会民生基础指标较1类海岛低,但

较3类海岛高,经济发展类指标较第1类低,但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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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类高,我们将其称为环境发展类海岛。

(3)传统发展型海岛,包括:湄洲岛、龙门岛、大

嵛山、南日岛、施公寮岛、鹿西岛和东庠岛。3类海

岛环境相关指标介于前两者之间,社会民生基础及

经济发展情况较前两者更低的特征,本研究将其称

为传统发展类海岛。

图3 海岛及评价指标双向聚类热图

2.3 主坐标分析对海岛分类结果的验证

30个样本进行主坐标分析的结果如图4所示,

3个类别的海岛基本分布在坐标轴不同的区域,验

证了聚类结果的正确性,3个类别的海岛无明显交

叉,分类结果良好,环境发展型海岛与传统发展型

海岛的距离相对于经济发展型海岛与该两类海岛

的距离近。

2.4 海岛评价指标之间的关联性

首先对分析结果进行碎石检验。结果表明,将评

价指标分为2个或者3个主成分即可解释大部分的

信息。然后,本研究提取了3个主成分进行主成分分

析,并制作了主成分分析表(表3)。主成分分析表主

要表现了对海岛评价指标主成分分析的如下特征。

图4 主坐标分析

可以发现,第一主成分与环境因素(如,岛陆建

设比例、植被覆盖率和自然岸线保有率)有关;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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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与经济发展(如,岛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单

位面积财政收入)有关;第三主成分与海岛基础建

设(如,规划管理、社保和防减灾措施)有关。3个主

成分对数据的解释度共为49%,解释度并不高,但

是主成分的指标出现了比较高的相似性。为了进

一步验证主成分分析结果,将评价指标向量在两个

解释度最高的主成分组成的二维平面中进行投影,

制作主成分方向图(图5),从而研究各个评价指标

的相关性。从图中可以发现,社会民生相关基础指

标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标有较强的正相关,但与环境

的相关性较弱,经济发展相关指标与环境指标相关

度很低。

表3 主成分分析

海岛描述指标
相关系数

第一主成分(PC1) 第二主成分(PC2) 第三主成分(PC3)
公因子方差 成分唯一性

单位面积财政收入 -0.29 0.57 -0.14 0.43 0.57

海岛人均可支配收入 -0.27 0.73 -0.15 0.63 0.37

植被覆盖率 0.89 0.16 -0.18 0.85 0.15

岛陆建设比例 -0.83 -0.27 0.18 0.80 0.20

自然岸线保有率 0.80 -0.12 0.15 0.67 0.33

海岛周边水质指数 0.40 -0.18 -0.02 0.19 0.81

海岛污水处理率 -0.02 0.47 -0.44 -0.41 0.59

海岛自然特征指数 0.18 0.47 0.29 0.33 0.67

防灾减灾设施 -0.33 0.49 0.45 0.56 0.44

海岛利用特色指数 0.48 0.43 0.19 0.45 0.55

规划管理 -0.37 0.25 0.65 0.62 0.38

对外交通条件 -0.29 0.29 -0.48 0.39 0.61

医疗卫生指数 0.67 0.19 0.13 0.50 0.50

社保状况指数 -0.08 0.36 -0.62 0.52 0.48

文化体育指数 0.13 0.51 0.28 0.36 0.64

社会治安指数 0.20 0.31 0.26 0.20 0.80

主成分对数据的解释程度 0.22 0.16 0.11

图5 主成分分析矢量图

注:箭头的数字为评价指标,对应为表2的指标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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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3.1 讨论

海岛作为四面环水且面积较小的地理单元,生

态环境复杂度低、人口相对较少、每个海岛的居民

生活和产业状况相对简单。但是不同海岛区位、气

候、地理、自然和生态类型都不尽相同,同时海岛也

是一类自然 人文复合的地理单元[35],因此对海岛

的评价一方面需要针对海岛本身的特点,对能够描

述海岛的多种指标综合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对海岛

进行分类。另一方面,针对影响海岛的自然因素和

社会因素,若发现不同因素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则

可以客观全面地对海岛进行评价。从评价结果看,

利用聚类方法可以做到将海岛进行分类,且每一类

海岛具有一些相关的指标特性,具体如下。

(1)海岛可以分成3类,即:经济发展型海岛、环

境发展型海岛和传统发展型海岛。

经济发展型海岛:该类型海岛在经济指标上明

显高于其他海岛,这可能与海岛发展类型有关,有

研究表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一个地区

的经济规模产生较大影响[36-37],多数的经济发展型

海岛岛内有较强的第二、第三产业支柱,也有因区

位优势顺应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其他类型的

海岛除旅游业外,岛内基本无第二产业或其他第三

产业,或海岛区位相对偏远,较难获得周边优质的

经济发展资源。

环境发展型海岛:该类海岛的明显特征是相比

于经济发展类海岛,环境指标突出。由于海岛兼具

海陆的生态特征,环境优美,旅游产业一直是海岛

的优势产业[38-39],而本研究中分类得到的环境发展

型海岛大多是以旅游业为主要发展产业,由于产业

的需要优先发展了海岛的环境。部分海岛虽然不

以旅游业为主要产业,但是由于岛内开发利用活动

较少,环境较好,同时经济相关的指标较传统发展

型海岛高,在聚类中更接近环境发展型,因此被归

类到环境发展型海岛。

传统发展型海岛:该类海岛的显著特征是经济

发展相关指标较低,该类型大多数海岛均以传统的

以渔业、养殖业为主的第一产业作为海岛主要产

业。作为渔业,海岛第一产业对海岛开发利用规模

较小,对海岛环境的影响有限。因此本类海岛环境

指数相对较高。但是其环境指标值整体低于环境

发展型海岛,这可能是由于海岛本身经济发展和基

础设施发展较差,且对该类海岛环境保护中投入有

限,所以环境指标较环境发展型海岛低。

(2)在3类海岛的评价指标中,经济水平相关指

标与海岛的社会发展评价指标呈现较强的正相关,

海岛的环境相关评价指标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呈

现较弱的相关性,海岛的经济相关指标和环境相关

指标无明显相关性。

有些研究表明,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导致资源

的巨大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40-41]。由于海岛的生

态结构简单、环境脆弱、经济结构单一,海岛的经济

发展很可能会对海岛环境具有较大影响,但是,从

本研究的结果来看,海岛的经济发展情况并没有与

环境指标显示出较明显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海岛

的经济发展和海岛的环境状况相对独立,这可能有

以下几个原因。①海岛的开发方式不同,部分经济

发展型海岛如梅山岛,其海岛产业以物流、贸易为

主,该类产业对环境的影响较低,因此并未对海岛

的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②有些经济发展较强的

海岛,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进行了生态修复和

环境建设,如长兴岛,在现场对比遥感解译的情况

时,发现许多植被覆盖的区域是生态修复工程区,

这对本研究的环境指标有正向影响。环境指标较

高的经济发展型海岛,其社会民生及基础设施指标

中偏环境的指标如海岛自然特征指数和海岛利用

特征指数等也较高,侧面反映了这些海岛在经济发

展的同时,也在注重并改善海岛本身的生态环境。

与之相对的,在经济发展指标反映较差的传统发展

型海岛,并没有显示出较高的与生态环境相关指标

值。也反映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状况的独立性。

生态修复作为人工的改善环境的方法,在其他类型

地理单元可以明显改善环境[42-43],但是海岛作为特

殊的环境地理单元,其生态修复的效应可能与其他

地区不同。后续研究可以探究海岛生态修复与海

岛环境改善之间的关系。

海岛是地理特点和区位因素都具有独特性的

地理单元。对其进行科学分类,明确其发展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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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研究其发展的成因,对指导海岛地区发展,保护

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海岛的发展,既要做到兼顾海岛的经济和社会

情况,又要保护海岛的生态环境。对于不同类型的

海岛,要结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订海岛发展

的规划和政策,对于经济发展型海岛,需要重点保

护和改善海岛的环境,加强海岛环境监测,加强生

态修复。对于环境发展型海岛,需要划定生态红

线,防止人类活动对海岛环境产生的潜在的压力。

对于传统发展型海岛,则需制订明确的海岛发展规

划,引导海岛产业发展或转型,使海岛经济向多元

化、集约化发展,加强海岛交通及基础设施建设。

3.2 结论

本研究针对海岛的特点建立了一套基于数据

挖掘和数据分析的描述海岛发展和环境的分类体

系。通过30个海岛的数据对体系进行了验证并分

析。结果表明,分类体系相对可行,通过分类体系

也可以发现不同海岛之间发展因素的内在联系。

由于海岛的描述指标众多,且海岛的大小和人口规

模都各不相同,海岛分类体系仍需完善。一方面,

由于数据量越大,其可挖掘的数据越多[44],后续会

将更多海岛纳入分类体系,可以使海岛分类更精

确、结果更明显;另一方面,增加一些更详细的描述

指标,如海岛的生态系统相关指标,或对海岛的某

个学科领域进行细致分类,可以更深层次地发现海

岛发展的内生因素,有利于海岛未来发展规划的制

定和管理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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