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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基础地理特征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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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杭州 310012)

摘 要：我国现有的海岛基础地理数据过于陈旧，失去了时效性，难以满足海

岛开发、保护与管理工作的迫切需求。根据908专项浙江省海岛现场调查和遥感调查资

料，并与历史资料进行比对和印证，对舟山群岛基本地理特征进行了统计和专题图制作，

并对其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历次海岛调查工作所得舟山群岛的海岛数量、面积

和岸线长度均有差异，原因有三：其一，海岛的定义和界定标准不同；其二，调查手段

和资料精度不同；其三，围垦建坝等活动导致海岛合并、灭失或注销。至2008年底，舟

山群岛拥有海岛1 800个(其中有居民岛141个)，总面积1 299．4 km2，岸线总长

2 386．6 km。相对于1994年调查结果，新确认海岛500个(包括微型岛194个)，灭失

海岛83个，净增海岛数41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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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是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划

分领海及其他管辖海域的重要标志。以海岛为

领海基点，其主权国家可以拥有200海里专属

经济区。随着我国《海岛保护法》的颁布实施，

亟须加强海岛调查研究工作，为海岛的开发、

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舟山群岛为我国沿海拥有海岛数量最多的群

岛，西起杭州湾野黄盘岛、东到海礁，北自花鸟

山岛、南至西磨盘礁，东西长182 km，南北宽

169 km，岛屿总数逾千，以主岛舟山岛得名。舟

山市作为我国唯一的海岛型地级市，下辖嵊泗县、

岱山县、定海区、普陀区，地处我国东部黄金海

岸线与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背靠长三角广阔

经济腹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对内是江海联运

枢纽，对外是远东国际航线要冲，是我国海洋经

济建设的重点区域之一(图1)。

迄今，我国已开展多次全国性的海岛普查

和调查研究工作，但不同部门运用不同的资料

或标准进行量算统计，所得舟山群岛的海岛数

量、面积和岸线等基础地理数据并不相同。例

如，1973—1976年开展的全国海岛普查资料显

示，舟山群岛拥有989个海岛[13；1979～1986

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组织开展的第一次海域地名

普查资料显示，舟山群岛拥有1 084个海岛，面

积1 241 km2[22；1989--1994年开展的全国海岛

资源综合调查结果显示，舟山群岛拥有1 383个海

岛，面积1 256．7 km2，岸线长2 443．6“引。近
十几年来，舟山群岛开发强度不断加大，海岛

状况变化很大，上述海岛基础数据已经失去了

时效性，难以全面、真实地反映舟山群岛的

现状。

为此，依据908专项浙江海岛现场调查和

遥感调查数据资料，通过多源数据的比对和印

证，全面更新舟山群岛的基础数据，摸清舟山

群岛的基本状况，以满足舟山市海岛开发、保

护与管理的需求。

1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的基础数据来源予以下3个方面：

一是以908专项获取的2005--2008年期间的高

分辨率遥感影像资料，包括全覆盖的SPOT5卫

星影像、QuickBird卫星影像和大部分区域的航

*资助项目：908专项“中国海岛志”(908一ZC—II—01)“浙江省海岛调查”(zJ908-Ol-02)和。我国海岛调查研究”(908一ZC～l—09)，

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00905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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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舟山群岛分布图

空遥感影像。二是收集比例尺1：1万至1：5万

的最新民用版海图和地形图作为比对和印证的

数据来源。三是利用DGPS对开发强度较大的

海岛进行现场登岛或绕岛调查，获得最新的海

岛位置和岸线数据。

依靠以上基础数据，根据908专项《海岛

调查技术规程》⋯和《海岛界定技术规程》[5]的

要求对海岛进行甄别和确认，绘制形成舟山群

岛的海岛岸线专题图，包括海岛名称、岸线类

型、位置、长度等属性的矢量数据。运用ARC—

GIS专业软件，进行海岛数量、面积、岸线类型

拓扑关系等参数的量算和统计，并依照结果分

析舟山群岛基本地理特征及其变化的情况。

2 结果

2．1海岛数量及分布

从表1中可以看出，舟山群岛海岛的数量

从1976年的989个增加到2008年的1 800个，

数量上几乎翻番；普陀区拥有最多的海岛，达

655．5个，定海区海岛个数最少，有136．5个。

嵊泗、岱山和普陀三县(区)1994年的调查结

果较之1976年分别增加了148、88和163个海

岛，908专项海岛调查结果较之1994年又分别

增加了86、114和101个海岛。定海区海岛数量

在3次调查中变化不大，略有增加。

表1舟山群岛海岛数量

注：舟山本岛由普陀区、定海区共有，分别计0．5个．

舟山市有居民岛141个，面积1 267．4 km2，

岸线总长1 711．4 km(表2)。

表2舟山市有居民岛统计

2．2海岛灭失情况

由于近年来的经济迅速发展、用地需求激

增，围填海活动造成岛屿并人大陆或者多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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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从而导致岛屿灭失的情况十分严重。较之

于1994年调查统计结果，本次调查得出舟山群

岛灭失海岛83个，其中嵊泗县灭失35个，岱山

县灭失31个，普陀区灭失12个，定海区灭失

5个。

2．3海岛面积及分布

根据∞8专项《海岛界定技术规程》[5]，按

照面积大小可将海岛划分为五大类：特大岛

(面积大于或等于2 500 km2)、大岛(面积大于

或等于100 km2、小于2 500 km2)、中岛(面积

大于或等于5 km2、小于100 km2)、小岛(面

积大于或等于500 m2、小于5 km2)和微型岛

(面积小于500 m2)。经统计得到舟山群岛各类

海岛的数量和面积(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舟山群岛中没有特大

岛，大岛和中岛也只有少量的几个，小岛最多，

其次是微型岛，小岛和微型岛加起来占到海岛

总数的98．7％。海岛总面积中最大的是定海区，

最小的是嵊泗县；海岛平均面积和总面积的分

布情况类似，最大的是定海，最小的是嵊泗。

表3舟山群岛海岛面积及分级统计表

合计

2．4海岛岸线及分布

舟山群岛的海岛岸线可分为基岩、砂砾质

和人工岸线三大类。由表4的统计结果可以看

出，舟山群岛岸线的z／3由基岩岸线组成。海

岛岸线最长的是普陀区、而非海岛面积最大的

定海区；有趣的是嵊泗县海岛总面积不到定海

区的20％、而该县海岛岸线长度却大于定海

区。离大陆最近的定海区人工岸线占到了

52．5％，远高出其他县区的20％左右；基岩岸

线占比例最多的是嵊泗县，它是离大陆最远的

县区。

表4舟山群岛海岛岸线长度统计表 km

3讨论

3．1舟山群岛基本地理特征

舟山群岛岛屿绝大部分是由面积500 m2～

5 km2的小岛组成，其次是500 m2以下的微型

岛，和极少数的中、大型岛屿。中、大型岛屿

集中分布在杭州湾以南和象山港以北的近岸海

域。普陀区有着最多的岛屿个数和最长的海岛

岸线总长度，定海区拥有最大的海岛总面积。

如果换算成单位面积的海岛，离大陆越近的县

(区)人工岸线所占的比例越大、海岛岸线越

短；与之对应，离大陆越远的县(区)，基岩岸

线所占比例越大，海岛岸线也相应的越长。

3．2舟山群岛基本地理数据变化原因分析

本次调查的基础地理数据和往年的有很大

的变化，究其原因有如下3点：

1)数据资料的精度和分辨率提高，调查技

术手段更新。本次所使用的基础数据有着比以往

更高的精度、更精细的分辨率，使用的卫星遥感

资料分辨率5 m，甚至是2．5 m，航空遥感资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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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辨率高至亚米级，使一些小岛和微型岛可以

被发现"]。岸线修测使用DGPS平面精度也在亚

米级，可以充分表达出以往达不到的细部岸线特

征呻]。海图和陆图凝结了前人的辛勤和智慧，使

本次调查有的放矢，有录可参。在技术方面，本

次使用GIS软件经过严格的拓扑检验和参数计

算，把人为误差减小到了最低程度。

2)界定标准不一致。以往的海岛调查局限

于面积大于500 m2的海岛，面积小于500 m2的

海岛则界定为明礁(沙)。近年来，依据《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以格陵兰(面积为

217×104 km2)为界，比其面积大的定义为洲或

者大陆，比其面积小的定义为岛。本次调查的

海岛界定标准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3保持一

致，将高潮位得以出露的四面环水的自然陆地

都划属海岛范畴，界定标准更加严谨科学。

3)围填海活动。舟山市是我国近岸唯一的

一个全由海岛组成的地级市，同时也是我国海

洋经济重点发展的区域之一，近年来围填海活

动十分频繁且强度很大。以大、小洋山岛群为

例，从2004--2008年的本次调查的短短4年时

间，填海连岛使得大、小洋山地区海岛灭失14

个，海岛面积增加了近80％。

4 结语

根据908专项浙江海岛现场调查和遥感调

查数据资料，通过ARCGIS软件完成了舟山群

岛专题图制作，摸清了舟山群岛的基本地理特

征和演变情况。本次调查首次将500 m2以下的

微型岛列入海岛名录，调查结果显示，舟山群

岛海岛个数1 800个，总面积1 299．3 km2，岸

线总长2 386．7 km。相对于1994年调查结果，

新确认海岛500个(包括微型岛194个)，灭失

海岛83个，净增加海岛417个。调查结果可以

为舟山市海岛开发、保护与管理工作提供最新

的基本地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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