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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整治修复项目库构建研究


刘明，尤广然，吴英超，张云，孔重人，毕远溥
（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６）

摘要：省级海岛整治修复项目库能够合理规划海岛整治修复项目的有序实施，对海岛生态环

境的改善以及海岛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加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改善海岛生态环境、科学有

序实施海岛整治修复项目为目标，从项目库的筛选、项目库的构建以及重点项目评估等方面

对全省海岛整治修复项目库的建设加以探讨。结果表明，符合要求的４３个海岛整治修复项

目纳入到全省项目库，重点项目评估模型的建立能够有效解决一段时期海岛整治修复项目的

时序规划，项目库系统平台的构建实现了项目的快速查询、查重与归纳统计，实现了全省海岛

整治修复项目的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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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以及《辽宁

省海岛保护规划》实施以来，辽宁省海岛保护方面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

困难和问题，尤其是海岛生态问题依然突出，若不

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有效的整治修复及保护，将会不

断地破坏海岛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不断降低海岛

价值和功能。为此，全省正逐步申请国家海洋局和

财政部以及其他渠道的资金，积极组织开展海岛整

治修复项目。本研究以全省海岛整治修复项目为

研究对象，对海岛整治修复项目库的构建进行探索

研究，为科学有序实施海岛整治修复项目提供技术

支撑，从而达到逐步改善海岛生态环境的目标。

１　海岛整治修复进展

海岛整治修复主要是指结合海岛生态系统

的特点，综合各种物理化学技术手段以及工程技

术措施，使海岛生态环境以及受损的生态系统得

到修复［１］。截至目前，海岛生态修复尚未形成较

完整的理论体系［２］，但各界学者已开始逐步开展

海岛整治修复方面的研究，如毕远溥等［３］对全省

海岛开发与保护情况做了初步研究，史莎娜［４］、

唐伟等［５］从海岛生态修复措施角度进行了探索，

吴姗姗［６］、赵立明［７］从海岛整治修复项目实施情

况开展了相关研讨等，海岛整治修复技术的研究

正逐步成熟，为海岛整治修复项目的实施提供科

学的技术支撑。

在海岛整治修复项目工程实施方面，辽宁省

近两年开展了锦州大笔架山岛，葫芦岛市的觉华

岛、张家山岛，丹东市的大鹿岛、獐岛，大连市的

海洋岛、大王家岛、广鹿岛等海岛整治修复项目，

这些工程项目的实施正逐步显现良好效果，对海

岛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近些

年在项目申报过程中存在弊端，往往在短期内就

要明确整治修复的海岛、开展的修复工程，并提

交项目申报书和实施方案，并未从长远角度合理

有序的安排海岛整治修复项目。因此征集海岛

整治修复项目，构建全省项目库，既能够合理安

排海岛整治修复项目的有序进行，进一步加强对

海岛的整治、修复和保护工作，对海岛的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又能实现全省海岛整治修复

项目的信息化动态管理，为海岛管理部门提供准

确、全面的海岛整治修复项目信息，为海岛的管

理、开发和保护等提供可靠依据和技术支撑。

２　项目库筛选条件

２１　项目筛选原则

项目库的建设主要遵循自然属性为主、社会

 基金项目：国家海洋局“海岛普查项目”辽宁专项；省厅委托课题“辽宁省海岛整治修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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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为辅的原则，统筹兼顾、重点突出的原则，科

学实施，保护与修复并举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

则，力求通过项目库的建设，逐步保护海岛和海

域资源不受损害、生态环境不受危害，修复和保

护一批海岛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建设一批海洋

环境友好型的海岛示范区域，实现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促进海岛和海域经济

可持续发展。

２２　项目支持类型

海岛整治修复项目支持的类型需要符合国

家资金支持的方向。根据国家海洋局《关于开展

海域海岛海岸带整治修复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海办字［２０１０］６４９号）要求，海岛整治修复的

主要对象是岛体、海岸线、沙滩、植被、淡水和周

边海域等，整治修复工作应围绕海岛的生态修

复、形态恢复、基础设施改善、科学示范、名胜古

迹及自然景观维护等主要内容开展。重点支持

的项目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①海岛保

护；②拟开发利用海岛的整治修复；③有居民海

岛整治；④偏远海岛（包括有居民海岛和无居民

海岛）基础设施改善与整治；⑤海岛生态建设实

验基地。

结合辽宁省海岛现状特点以及区位优势，项

目支持类型主要侧重于生态修复类、人居环境改

善类以及生态实验基地建设等方向，其中生态修

复类如海岸整治与修复、岛体整治与修复、生态

系统恢复，人居环境改善类如水资源保护与利

用，污染防治与整治，基础设施改善与修复，可再

生能源开发利用等。

３　项目库构建

３１　项目征集情况

项目的适用性和实用性决定着项目库的效

果。海岛整治修复项目除了需要符合国家资金

支持的方向，更需要地方实施项目的积极性，这

样才能充分发挥海岛整治修复项目的效果。因

此，前期准备和项目的征集是项目库建立的基

础，需要采取现场调研以及座谈讨论等方式开展

技术准备工作，而且还应该根据项目库建立所需

解决的问题和完成的目标有针对性地收集各类

基础资料。

为了更好地征集海岛整治修复项目，省厅组

织课题组在全省开展了项目库建设的调研工作。

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考察、收集信息等方式，听取

地方海洋主管部门及政府相关部门对本地区海

岛整治修复项目的基本情况。同时要求各市

（县）海洋主管部门提出海岛整治修复计划、认真

组织筛选本地区的海岛整治修复项目。项目基

础资料应明确海岛基本情况、海岛开发利用现状

及问题、修复必要性说明以及整治修复工程的内

容、工程位置、工程量、工程预算、工程期限等基

本信息。

３２　项目核查内容

项目核查是全省海岛整治修复项目库构建

的基础保障。根据全省海岛整治修复项目的征

集情况，课题组采取统筹兼顾、重点突出的原则，

对海岛整治修复项目进行符合性及适宜性分析，

核查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内容符合性核查、项目内

容完善程度核查、项目内容规范化核查以及项目

需求排序等。

３３　项目库容量

海岛整治修复项目库容量应当选取每年库

容量的最大值，设计年限也应符合《辽宁省海岛

整治修复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规划期，同时还

要考虑到容差系数解决项目因不可抗力因素无

法实施的情况。根据辽宁省海岛整治修复项目

实施现状，即近两年全省每年实施的项目数量为

３～６个，考虑的年限为６年，容差系数为１．１～

１．３，从而可以计算确定海岛整治修复的项目库

容量为４０～４７个。

３４　项目库建设

综上所述，根据对海岛整治修复项目的筛选

和核查以及项目库容量的计算，最终确定纳入到全

省项目库的数量为４３个。本节以丹东市为例，汇

总丹东市已竣工验收项目、正在实施项目以及纳入

到规划项目库中的项目，其汇总情况见表１。

表１　丹东市海岛整治修复项目汇总

项目名称 代码 项目申报单位
经费预算

／万元
状态

丹东小岛综合

整治项目
ＰＡ

丹东市大孤山

经济区小岛村
３０００ 项目库

丹东獐岛综合

整治修复项目
ＰＢ

东港市北井子

镇獐岛村
３０００ 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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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名称 代码 项目申报单位
经费预算／

万元
状态

丹东大鹿岛应

急供水项目
ＰＣ

东港市孤山镇

大鹿岛村
８００ 项目库

丹东大鹿岛环

岛路建设项目
ＰＤ

东港市孤山镇

大鹿岛村
１７００ 项目库

丹东小岛连岛

坝 拆 除 工 程

项目

ＰＥ
丹东市大孤山

经济区小岛村
３０００ 项目库

丹东大鹿岛整

治修复项目
ＰＦ

东港市海洋与

渔业局
３６０２ 正实施

丹东獐岛整治

修复项目
ＰＧ

东港市海洋与

渔业局
１７７２ 正实施

４　重点项目评估

４１　评估指标

考虑到海岛整治修复工程海岛的特殊性、项

目复杂性、资金安排等项目特点，海岛整治修复

重点项目评估指标体系可划分为总目标层、准则

层和指标层３个等级。总目标层主要明确重点

项目评估的总方向；准则层主要确定重点项目评

估的角度和内容，根据海岛面积大小、人口数量

等自然属性以及工程复杂性、资金安排情况等项

目特点，将其划分为海岛自然属性以及项目属

性；指标层是指标的选择，考虑到海岛整治修复

项目的支持方向、支持力度以及海岛保护规划的

符合度等特征，根据准则层的各自特点进行系统

评价。

４２　评估方法

海岛整治修复项目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经

研究比较之后，其评估方法确定采用综合分析法

中的层次分析法。

４．２．１　权重系数的确定

评估指标的权重系数咨询该领域专家进行

９级打分法，ＡＨＰ法定性等级量化时所采用的１

～９标度，通过建立评估指标的递阶层次结构模

型，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指标权

重的计算可确定最终的权重系数［８］。

４．２．２　评估方法

重点项目评估采用加权评价法，即将指标与

相应的权重相结合并逐级计算，其步骤如下：①

针对项目的特点由狀位专家依次对指标打分即

犢犻犼 ，并根据公式（１）计算得分；② 依据各层指标

权重，根据公式（２）逐层计算各层指标得分，得到

最终评估结果。

犈犼 ＝
狀

犻＝１

犢犻犼／狀 （１）

式中：犈犼为第犼项评价指标的最后分值；犢犻犼为第

犻个专家给第犼项评价指标的分值；狀为专家人

数；犻为其中一位专家。

犫＝狑
Ｔ
×犲 （２）

式中：狑为下一级各指标权重矩阵；犲为下一级各

指标得分矩阵；犫为该级各指标得分向量。

海岛整治修复项目评估指标体系建立见

表２。

表２　海岛整治修复项目评估指标体系

总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系数

项目库

时序评估

海岛自然

属性

项目属性

近岸距离 ０．００７８８７

海岛面积 ０．０２００８９

户籍人口 ０．０５１９３５

岛体性质 ０．０２００８９

支持方向符合度 ０．３５００３４

海岛保护规划符合度 ０．１３８１０７

地区支持力度 ０．３５００３４

申报经费规模 ０．０６１８２５

４３　评估结果

根据重点项目评估模型，项目库中丹东地区

的海岛整治修复项目评估结果见表３。

表３　丹东市海岛整治修复项目时序评估

项目

代码

近岸

距离

海岛

面积

户籍

人口

岛体

性质

支持

方向

海岛

保护

规划

地区

支持

力度

经费

预算

综合

得分
排序

ＰＡ ０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８ １ １ １ ０．８７６ ３

ＰＢ ０．５ ０ ０ ０ ０．８ １ ０．５ １ ０．７６４ ４

ＰＣ １ １ １ ０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２７０．５１６ ６

ＰＤ １ １ １ ０ ０．５ ０．５ ０．２ ０．５７０．４２９ ７

ＰＥ ０ ０．５ ０．５ ０．５ １ ０．５ ０．５ １ ０．７０２ ５

ＰＦ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９８０ １

ＰＧ ０．５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５９０．８７９ ２

根据表３结果可知，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丹

东大鹿岛整治修复项目（ＰＦ）和丹东獐岛整治修

复项目（ＰＧ），实际这两个项目分别为２０１１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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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申报实施的项目，这个结果充分证明了时

序评估的可行性。排名第三的是丹东小岛综合

整治项目（ＰＡ），其结果也说明了该项目是未来可

以考虑实施的重点项目。

５　项目库系统平台建设

海岛整治修复项目库系统平台建设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９．３软件，可以实现全省海岛整治修复项

目的信息化动态管理，为海岛管理部门提供全

面、准确的海岛整治修复项目信息。

数据库包含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属性数据

存储在关系数据库中，而图形以特定格式按文件

方式存储，因此为实现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的双

向查询和检索，需要通过唯一标志符实现数据与

属性数据的关联。因此本数据库的设计，采用以

工程编号作为唯一标志进行空间数据表与属性

数据表的连接，以便从图层获取有关实体的属性

等信息。

（１）属性数据库：根据项目的特点和管理部

门的需要，属性数据库内容共包括项目编号、项

目名称、所在海岛、行政区划、工程内容、工程编

号、施工量、工期（月数）、工期（年份）、经费预算

（申请）、经费预算（地方配套）、项目类型（一级

类）、项目类型（二级类）、类型代码等１４项属性

数据。

（２）空间数据库：根据项目的不同类型，建立

不同的数据层。为保证数据的兼容性和共享性，

数据采用ＡｒｃＧＩＳ的．ｓｈｐ文件格式分层存储，包

含ｄｂｆ、ｓｈｐ、ｓｈｘ３个类型的文件。

（３）数据库功能：系统平台可实现项目数据

动态管理的编辑功能，长度、面积测量的数据计

算与统计功能，用户查询检索的查询功能等。

（４）图件成果：项目库涉及项目规划图、工程

现状图、工程布局图等，不仅可为用户输出全要

素图，也可根据用户需要分层输出各种专题地

图，以显示不同要素和相应位置。

６　结论

本研究以改善辽宁省海岛生态环境为目标，

以海岛整治修复项目为研究对象，对项目库的构

建开展了探索研究：① 针对项目库的筛选条件、

项目库征集、项目的要求、项目库的容量等项目

库构建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最终纳入项

目库的全省海岛修复项目为４３个。② 采用层次

分析法建立了重点项目筛选的评估方法，评估结

果较好反映了近期项目的实施情况，切实解决一

段时期海岛整治修复项目的安排。③ 采用Ａｒｃ

ＧＩＳ９．３软件构建了海岛整治修复项目库系统平

台。通过本研究项目构建的研究，能够科学有序

地实施全省海岛整治修复项目，逐步改善海岛生

态环境，还能实现全省海岛整治修复项目的信息

化动态管理，为海岛管理部门提供全面、准确的

海岛整治修复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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