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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基于ＲＳ、ＧＩＳ和景观生态学，利用ＬＡＮＤＳＡＴ５ＴＭ影像为主要数

据源，结合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对大连瓦房店市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９年两个时期卫星遥感影像进

行解译分析，得出瓦房店市滨海湿地类型分布图和各类型面积转移矩阵。在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软件支持下，运用景观格局指数模型，从斑块类型水平和景观水平两个方面来分析瓦房店

市滨海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结果显示：① 在整个研究期内，受人为因素影响严重，自然湿

地面积大幅度下降，尤其是临海林地和临海草地降幅最大，分别下降７．４７％和８．８８％。相

比之下，人工湿地面积比例有所增长，是因为大面积的围海养殖造成。１４年间，滨海湿地

面积巨缩，面积比例下降１１．４８％；相反，非湿地面积从４３．３８％上升到５４．８６％，占据研

究区面积一半以上。滨海湿地面积减少，是由于湿地大面积转化为了非湿地。② 湿地受滩

涂围垦养殖、城镇建设的高度干扰，总体景观斑块个数、斑块密度、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

指数都上升，景观蔓延度指数下降，表明景观格局破碎化程度较大，斑块呈现不规则状态，

景观异质性变大。其中，临海林地和沼泽地斑块个数涨幅较大，斑块密度和斑块分维指数

有一定上升，在自然湿地中这两种类型景观破碎化程度最大。坑塘养殖斑块个数增加了

３７块，面积增长１０６４５．２９ｈｍ２，是因为这段时间内大规模发展水产养殖。在人为活动影响

下，水田景观结构变化也较大，由分散的、小面积的水田统一管理为大面积的聚集的水田

景观。与水田相反，整个滨海湿地景观由于高度破碎化，湿地景观由面状、线状向簇状、

散点状和条带状方向变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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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是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

是重要的生存环境和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

生态景观之一 ［１］，同时也是地球上生产力最高

的生态系统，与海洋和森林并称为地球三大生

态系统，被誉为 “地球之肾” “生物基因库”

等。《湿地公约》中将湿地定义为：湿地是指不

管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的沼泽地、

泥炭地、水域地带，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

水、咸水，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６ｍ的海水

水域［２］。湿地蕴含着丰富的物产资源，为人类

提供多种多样的产品，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来源；

湿地可以调节径流、防止海水入侵、保留营养

物质、净化污染、调节气候、维持生物多样性，

是生态安全的保障；湿地复杂的生态系统、丰

富的动植物群落、珍贵的濒危物种等对自然科

学教育和科研工作具有重要价值［３］。

滨海湿地是湿地的重要类型，位于陆地和

海洋交互作用地带，是一个高度动态、复杂且

脆弱的生态区域［４］。滨海湿地景观结构复杂，

生态系统多样，处于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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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区域，在沿海地区人类作用力剧烈影响下，

景观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成为遭受人类活动影

响和破坏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５－６］。近５０年来，

中国湿地发生了严重退化，越来越多的滩涂湿

地因围垦、养殖［７］，使湿地面积不断减缩，景

观破碎化程度显著，系统功能退化日益严重，

影响着沿海地区人类、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和谐

发展。２００３年我国第一次利用 “３Ｓ”技术对全

国湿地景观进行了全面调查［１］，可见对于湿地

的动态变化和景观格局的演变，ＲＳ和ＧＩＳ技术

成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手段，也为湿地资源的保

护、利用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８］。

１　研究区概况

瓦房店市位于中国辽宁省辽东半岛中部

西侧，地处３９°２０′Ｎ～４０°０７′Ｎ，１２１°１３′Ｅ～

１２２°１６′Ｅ，西濒渤海；海岸线长４６１．２ｋｍ，

占大连市海岸线总长度的２４．２％。全境总面

积３７９３．５ｋｍ２，城市建成区面积２６．２ｋｍ２，

全市总人口约１０３万。瓦房店市地势东北高西

南低，千山余脉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形成低山、

丘陵、平原、陆地和滩涂结合的多种地貌类型，

自然构成大体是 “六山一水三分田”。东部山峰

连绵，河流湍急，谷地狭窄；西部丘陵低缓，

溪流短小，谷地开阔；沿海岛屿坨礁密布，海

域滩涂开阔平缓。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平均气温

８．３～１０．３℃，无霜期１６５～１８５ｄ，平均降水量

５４０～７５９ｍｍ。瓦房店市拥有辽阔的海域和滩

涂，具备 发 展 海 洋 经 济。近 海 水 域 总 面 积

２３００ｋｍ２，辖 区 内 有 六 大 海 湾，大 小 岛 屿

２５个，国家级渔港３处，自然港湾５５个，滩涂

总面积１．８１万ｈｍ２，辖区内有著名的复州湾和

长江以北第一大岛—长兴岛。改革开放以来，

瓦房店市的海洋渔业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海水养殖业、海洋捕捞业得到全面发展，

全市海洋渔业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现已

建成海参、车虾、杂色蛤、文蛤、沙蚕等五大

品种养殖基地，海参、车虾、扇贝的苗种生产

是辽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海参养殖已

成为瓦房店市渔业重要的支柱产业和环渤海地

区规模最大的海参养殖基地。

２　数据及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区范围的确定

根据陆健健参照 《湿地公约》结合中国的

实际情况定义的滨海湿地。滨海湿地为：陆缘

为含６０％以上湿生植物的植被区、水缘为海平

面以下６ｍ的近海区域，包括自然的或人工的、

咸水的或淡水的所有富水区域不论区域内的水

是流动的还是静止的、间歇的还是永久的［９］。

本研究结合辽宁省及瓦房店市湿地的分布特点

情况，确定研究区为：包括长兴岛、交流岛及

近海散布的岛、礁、坨［１０］，以沿海一侧瓦房店

市岸线向陆延伸１０～１５ｋｍ不等的范围。此研

究区只包括瓦房店市滨海湿地陆缘范围。１９９５

年研究区总面积为１９０５８５．００ｈｍ２，２００９年研

究区总面积为１９４４３６．９０ｈｍ２。在１４年之间，

研究区总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围海养殖

所造成。

２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ＬＡＮＤＳＡＴ５ＴＭ 影像为主要

数据源。分别选用了１９９５年９月和２００９年９月

２个时期覆盖瓦房店市全市的４景影像。此影像

是来源于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的ＬＡＮＤＳＡＴ

原影像数据，采用ＴＵＭ 投影坐标和 ＷＧＳ８４大

地坐标系。Ｌ１Ｔ数据产品经过系统辐射校正和

地面控制点几何校正，并且通过ＤＥＭ 进行了地

形校正，此产品的大地测量校正依赖于精确的

地面控制点和高精度的ＤＥＭ 数据。此外，研究

还应用瓦房店市土地利用矢量数据对影像进行

遥感判读和解译，生成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９年瓦房店

市滨海湿地景观类型分布图。

２３　滨海湿地类型划分及景观格局指数

２３１　滨海湿地的分类

我国许多学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并根

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自的分类体系［１１］。本

研究结合土地利用类型将瓦房店市滨海湿地

按照三级系统进行分类［１２］。一级分类将研究

区滨海湿地景观分为湿地和非湿地两类；二

级分类按人类活动对湿地的影响度将湿地划

分为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三级分类结合土

地利用类型进行划分。其中，将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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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农用地、特殊用地、裸地、未利用土地

等归并为其他土地［１３］。

２３２　景观格局指数的选取

景观格局指数高度浓缩了景观格局信息，

反映了景观结构组成和空间配置的基本特

征［１４］。目前国内许多学者应用景观格局指数

进行景观格局的演变分析。通常将这些指数

分为斑块水平指数、斑块类型水平指数和景

观水平指数３种类型
［１５］。结合景观生态学的

研究方法和前人的研究［１６－１９］，从斑块类型水

平和景观水平两方面选取生态学意义较明确

的指数来分析瓦房店市滨海湿地景观格局的

变化。① 选取斑块类型指数有：斑块面积指

数 （ＣＡ）、斑块个数指数 （ＮＰ）、斑块密度指

数 （ＰＤ）、最大斑块指数 （ＬＰＩ）、斑块分形指

数 （ＰＡＦＲＡＣ）、形状指数 （ＳＨＡＰＥ＿ＡＭ）；

② 景观水平指数有：斑块面积指数 （ＴＡ）、

斑块个数指数 （ＮＰ）、斑块密度指数 （ＰＤ）、

香农多样性指数 （ＳＨＤＩ）、香农均匀度指数

（ＳＨＥＩ）、蔓延度指数 （ＣＯＮＴＡＧ）。

２４　数据处理

遥感影像源于中国科学数据服务平台，

已经过准确的几何校正和配准，可直接对影

像进行处理。首先，利用遥感图像处理软件

ＥＮＶＩ４．８对影像进行图像镶嵌、图像增强、

图像裁剪等一系列预处理工作。根据研究需

要，选取信息量丰富的５，４，３波段进行假

彩色合成。目前遥感影像解译方法众多，本

研究参考土地利用数据和湿地分类体系，在

ＥＮＶＩ支持下，采用监督分类中的最大似然法

对遥感影像进行分类，对于分类错误的湿地

类型进行修改。然后在 ＡｒｃＧＩＳ９．３中建立瓦

房店市滨海湿地数据库，分别生成１９９５年和

２００９年瓦房店市滨海湿地景观类型分布图。

在此基础上将两个时期滨海湿地分别图进行

空间叠置分析，统计并计算得出湿地与非湿

地景观、湿地与湿地景观之间的面积转移矩

阵。之后，利用景观分析软件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３．３计算各个湿地景观指数。通过上述一系列

数据处理及计算 （图１），揭示出瓦房店市在

１４年间滨海湿地景观格局的变化。

图１　研究技术流程

３　瓦房店市湿地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３１　滨海湿地景观类型面积变化分析

３１１　滨海湿地景观类型面积比重分析

从遥感影像解译后的数据 （表１）可以看出，

１９９５年瓦房店市的湿地总面积１０７９１５．２４ｈｍ２，

占瓦房店市滨海地区总面积的５６．６２％ （总面积

１９０５８５．００ｈｍ２）；而这个数据，到２００９年，瓦

房店市的湿地总面积８７７７６．９ｈｍ２，占瓦房店市

滨海 地 区 总 面 积 的 ４５．１４％ （总 面 积 为

１９４４３６．９０ｈｍ２）。对比这两组数据可发现，总

体来看，瓦房店市的湿地面积及湿地面积比重

是呈现下降趋势，该趋势的出现究其原因，与

大面积的围海造陆及围垦有关。

具体到湿地景观类型变化中，在自然湿地

面积比重变化中，通过图２可以看出，河流湿

地、临海湿地、沼泽地及滩涂的比例都呈现下

降趋势，仅有临海林地面积比重为上升趋势。

在人工湿地面积比重变化中 （图３），水库、坑

塘及养殖区占人工湿地的面积比重均呈现下降，

只有水田面积在增大。这点也印证了前面得出

的围垦造成湿地面积减小的结论。

为了更清楚地看出所有类型土地占研究区

面积比重变化态势，将解译后的数据及占研究

区比重制作成饼状图 （图４）。从图４可以看出，

１９９５年，除了其他用地面积比例最高外，在湿

地比例中，临海草地和临海林地占较大比重，

分别为２０．３９％和２１．１６％，其他的占据一定比

例的是滩涂和坑塘养殖区；而到２００９年，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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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瓦房店市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９年滨海湿地景观类型面积比例

一级类型 二级类型 三级类型
面积／ｈｍ２ 占该类型面积比例／％ 占研究区面积比例／％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９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９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９年

湿地

自然湿地

河流湿地 ９４５．７９ ４５３．７０ １．００ ０．７９ ０．５０ ０．２３

临海草地 ３８８６７．５３ ２２３７７．００ ４１．０６ ３９．１１ ２０．３９ １１．５１

临海林地 ４０３２８．８６ ２６６２２．５９ ４２．６０ ４６．５３ ２１．１６ １３．６９

沼泽地 １９７８．８４ ６９５．１５ ２．０９ １．２２ １．０４ ０．３６

滩涂 １２５４７．７０ ７０６４．２９ １３．２５ １２．３５ ６．５８ ３．６３

小计 ９４６６８．７２ ５７２１２．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６７ ２９．４２

人工湿地

水库 ９５０．３５ １４１７．３８ ７．１７ ４．６４ ０．５０ ０．７３

水田 ２４０７．１１ ８６１２．４４ １８．１７ ２８．１８ １．２６ ４．４３

坑塘养殖 ９８８９．０６ ２０５３４．３５ ７４．６５ ６７．１８ ５．１９ １０．５６

小计 １３２４６．５２ ３０５６４．１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５ １５．７２

非湿地

旱地 ５６９０．７６ １７５５８．００ ６．８８ １６．４６ ２．９９ ９．０３

其他土地 ７６９７９．００ ８９１０２．００ ９３．１２ ８３．５４ ４０．３９ ４５．８３

小计 ８２６６９．７６ １０６６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３．３８ ５４．８６

总计 １９０５８５．００ １９４４３６．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图２　自然湿地面积比重变化

图３　人工湿地面积比重变化

格局则发生较大变化，自然湿地类型面积比例

出现明显下降，临海草地和临海林地所占比重

较大幅度下降，比重下降幅度分别为８．８８％和

７．４７％，其次下降较大的是滩涂，而呈现比重

明显上升的有旱地、坑塘养殖区以及水田。可

见，围垦及大力发展养殖是造成自然湿地 （林

海草地、林地及滩涂）大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

图４　滨海湿地类型占研究区域比重

３１２　滨海湿地景观类型转化分析

从表２湿地景观类型转移矩阵中可以看出，

湿地大面积转移为非湿地，这也是湿地面积巨

减的原因之一。在１４年期间，其中，沼泽地、

临海林地、临海草地转化最为显著，分别有

３３４１．８２ｈｍ２、２４６７．８５ｈｍ２ 和２２９７．８９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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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其他土地。其次是水田和水库。这一期间，

３０８．１１ｈｍ２ 的水田和１３６．９１ｈｍ２ 的水库转化为

其他土地。这大面积转移的主要原因是由人为

对城镇建设的扩展造成的。另外，有部分临海

草地和临海林地转化为了旱地，面积分别为

１４６２．０４ｈｍ２和 １２９２．７６ｈｍ２。说 明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９年期间瓦房店市大力发展农业。但与城镇

建设相比，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增是湿地面积减

少的主要原因。

在湿地转化为非湿地的同时，湿地与湿地

之间有相互转化。从表２中可以看出，自然湿

地面积减少，转化为人工湿地。滩涂、沼泽地

以及河流湿地面积减少最多，主要转移为坑塘

养殖和水田。滩涂转化面积最为显著，面积

５５０８．６４ｈｍ２转化为坑塘养殖。其次转化为坑塘

养殖的是沼泽地 和河流湿地，面 积分 别为

４０１．９３ｈｍ２ 和１０６．６６ｈｍ２，反映出１４年间瓦

房店市对海岸带资源的不断开发，沿海水产养

殖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整个研究时期内，

大量的天然湿地向水田转化，尤其是临海林地

和临海草地。表明这段期间，大面积的自然滨

海湿地资源被开发围垦用于农业发展。

表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瓦房店市滨海湿地景观类型面积转移矩阵 ｈｍ２

湿地类型 河流湿地 临海草地 临海林地 沼泽地 滩涂 水库 坑塘养殖 水田 旱地 其他土地

河流湿地 １４９．５６ ４８．８８ ３１．０５ ２．１６ ８５．５０ ０ １０６．６６ ８７．６６ ０ １０５．５５

临海草地 ５．２７１３２１６．２１ ６３０６．４３ ０ ７．６４ ２９．５５ ４６．２６ ５３８．１０ １４６２．０４ ２２９７．８９

临海林地 １９．８８ ３１９４．１６１２５３７．４２ ０ ２．９７ ２６．１９ ５７．９６ １９４０．４３ １２９２．７６ ２４６７．８５

沼泽地 ２５．４７ １２２．２２ ９５．８５ １５．３０ ２８．６０ ２６．３７ ４０１．９３ ２３４．９５ 　０ ３３４１．８２

滩涂 ０ １．８７ ２．７０ １．５３ ５９４４．２７ ０ ５５０８．６４ ２．４３ ０ ４１．２９

水库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９７．５２ ６２．５５ ８２．３４ ０ １３６．９１

坑塘养殖 ０　 ０ ０ ０　 ２５６．８６ ２０．７０ ７２０７．４９ ３３．２１ ０ ７２．１８

水田 ０　 ３４．９２ ０ ０ ０ ０ ６１．４７ １２９４．８６ １８．６３ ３０８．１１

旱地 ０　 ４１０．９８ ６９８．８１ ０　 ０ 　０ ０ ７５．６０ １６３０．５３ ６３．４８

其他土地 ０　 ５２８８．４６ ６７３２．８４ ０ ０ １１１．９９ ３８３５．８１ ４３１９．９０ １４６４．０７ ４７８２．２１

　　注：行表示发生变化的景观类型，列表示变化方向；同行同列对应数据表示该类型保持不变．

３２　滨海湿地景观空间变化特点分析

３２１　景观空间格局整体变化明显

对比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９年滨海湿地景观类型分

布图，可以看出，１４年前后滨海湿地景观格局

整体变化明显。１９９５年，河流湿地分布与滨海

的河汊地区，面积较大，而到２００９年，则大面

积的河流湿地为坑塘和养殖区所占据；临海草

地和临海林地在１９９５年占据较大的比重，并

且，呈现典型的面状分布，而到２００９年，前期

的草地和林地为旱地和水田及其他土地所取代，

且原有的面状格局被割裂成碎块；坑塘养殖区

在１９９５年分布面积狭小，并且，主要沿着海湾

和河汊分布，而到了２００９年，坑塘和养殖区面

积则增大，分布上则向陆地内部扩展。

３２２　湿地景观格局有由面状、线状向簇状、

散点状和条带状方向变化的趋势

　　１９９５年，瓦房店滨海地区的湿地，尤其是临

海林地和临海草地多呈现典型的面状分布，而

２００９年，由于开垦和农田建设，临海草地和临海

林地的面状格局被打破，林地和草地呈现簇状和

散点状，斑块个数明显增多。坑塘养殖区在１９９５

年，基本上沿着海湾和河汊呈现线状分布形态，

而到２００９年，随着养殖业的发展，围海养殖，线

状的形态逐渐被条带状的形态所取代。

３３　滨海湿地景观指数变化分析

３３１　斑块类型变化特点

通过对滨海湿地景观指数计算得到表３中

各景观类型在斑块类型水平上的变化分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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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中可以看出，自然湿地由于受人为因素干

扰程度最大，景观斑块呈现高度破碎化，而且

几何形状也日益简单化。在研究期内，自然湿

地中沼泽地斑块个数从１９９５年的１６２块上升到

２００９年的 ３４１ 块，斑块密度从 ０．０９ 上升到

０．１８，斑块分维指数从１．４９上升到１．６７，这表

明天然沼泽地景观高度破碎化。由于人类不断

的开发利用，研究区内天然沼泽地面积逐年减

少；形状指数从１．１２上升到１４．８，斑块呈高度

不规则，表明沼泽地受到人为最严重的破坏。

临海林地斑块个数、斑块密度以及斑块分维指

数呈增长变化，最大斑块指数从１．２３５下降为

０．６３，说明这段时期内临海林地景观破碎化程

度较大，城镇建设使得小的斑块逐渐消失，被

建设用地所占据。河流湿地、临海草地和滩涂

各景观指数都有所下降。其中滩涂的斑块面积

不断减少，１４年间减少了５３１１ｈｍ２，这是因为

大面积的滩涂开发为养殖水面；河流湿地斑块

个数减少最多为３５块；临海草地斑块面积减少

较多，从１９９５年的３９１４５ｈｍ２ 降低到２００９年

的２２３４４ｈｍ２。总之，自然湿地面积正在大幅

度下降，湿地景观破碎化程度严重。

表３　瓦房店市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９年滨海湿地景观斑块类型水平指标

景观类型

ＣＡ ＮＰ ＰＤ ＬＰＩ ＰＡＦＲＡＣ ＳＨＡＰＥ＿ＡＭ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９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９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９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９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９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９年

河流湿地 ９５９．１ ５７６．４ ８５ ５０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３ １．７０ １．６３ １．２０ １．１３

临海草地 ３９１４５．０ ２２３４４．０ ６５９ ６２９ ０．３５ ０．３２ １．９５４ ０．９３ １．６６ １．６２ ４．５１ ２．６３

临海林地 ３９７６５．０ ２６５７９．０ ６９５ ９１４ ０．３６ ０．４７ １．２３５ ０．６３ １．６３ １．６８ ３．２ ２．４０

沼泽地 １９３４．０ ８８７５２．０ １６２ ３４１ ０．０９ ０．１８ ０．０５１ ２４．２ １．４９ １．６７ １．１２ １４．８

滩涂 １２４７６．０ ７１６５．０ １２８ １２１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８５５ ０．４８ １．４９ １．５２ ２．２６ ２．００

水库 ９５９．１ ７９２．６ ４９ ９４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１７８ ０．０１ １．３０ １．７７ １．２１ １．０２

坑塘养殖 １００２６．０ １４３３．０ ８４ １２１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９３９ ０．１２ １．４１ １．３５ ２．０６ １．１２

水田 ２５２３．０ ２０４６３．０ １１８ ４６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２９６ ２．４９ １．４８ １．４２ １．７９ ２．９０

　　人工湿地中水田是唯一斑块个数减少的

湿地景观类型。斑块个数从１１８块下降到４６

块，而相对应最大斑块指数却从０．２９６上升

到了２．４９，说明这段时期内人类对于水田的

开发利用采用了大规模且统一的管理方式，

不是小面积的、离散型分布的方式；水田景

观逐渐趋向同一化。水库和坑塘养殖的斑块

个数和斑块密度指数都增大，是由于在人为

的 影 响 下 大 面 积 的 自 然 湿 地 转 化 为 人 工

湿地。　

表４　瓦房店市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９年滨海湿地景观水平指标

ＴＡ ＮＰ ＰＤ ＣＯＮＴＡＧ ＳＨＤＩ ＳＨＥＩ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９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９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９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９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９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９年

１９０５１７．５７１８ １９４４８５ ２７３７ ３１９４ １．４３７ １．６４２ ３７．９９８ ３６．１０２６ １．６１３ １．６７ ０．７００３ ０．７２５２

３３２　景观水平变化特点

随研究区总面积的增加，滨海景观斑块面积

也增加，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间增加了３９６７．４２８２ｈｍ２。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景观斑块个数、景观斑块密度

增大，表明从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之间人类对滨海

湿地地活动影响程度大大增强，导致景观破

坏化相当严重。一般来说，高蔓延度值说明

景观中某种优势斑块类型形成良好的连接性，



第６期 石迎春，等：基于ＲＳ和ＧＩＳ大连瓦房店市滨海湿地景观格局的变化研究 ２５　　　

反之则表明景观是具有多种要素的密集格局，

景观的破坏化程度较高。而表４中蔓延度值

从３７．９９８下降到３６．１０２６，表明研究区滨海

湿地景观中斑块间的连接性降低，各种类型

景观密集，景观破坏化程度高；１４年间，研

究区滨海湿地景观的香农多样性指数 （ＳＨ

ＤＩ）和香农均度指数 （ＳＨＥＩ）增加反映湿地

景观内部异质性增加，优势度降低，说明湿

地景观中没有明显的优势类型且斑块类型在

景观中呈均匀分布，滨海湿地资源由集中分

布变得更加分散，湿地退化程度加大。

４　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不论是１９９５年还是２００９

年，自然湿地中占滨海湿地面积最多的是临海

林地和临海草地，人工湿地在坑塘养殖占有最

大面积。但是从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各湿地景观类

型面积比例的变化明显。临海林地和临海草地

面积比例大幅下降，下降率分别为７．４７％和

８．８８％；坑塘养殖和水田面积比例增加，坑塘

养殖面积比例从５．１９％上升到１０．５６％，增加比

较迅速；研究区中非湿地面积增加显著，增幅

为１１．４６％；此外，自然湿地中沼泽地和滩涂面

积缩减剧烈，在这段时期内沼泽地面积减少

１２８３．６９ｈｍ２，滩涂面积减少５４８３．４１ｈｍ２。由

此看出，人类活动干扰程度的加大，使得大量

滨海湿地转化为非湿地，滨海湿地面积巨缩，

退化严重。同时，城镇建设、滩涂围垦、填海

造地等人类活动使湿地景观格局变化显著，湿

地景观破坏化程度加剧，景观异质性增大，斑

块之间连接性降低，景观分布更加分散，由面

状、线状向簇状、散点状和条带状方向变化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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