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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渤海海岸带是人-地相互作用的强烈地区,土地利用是人-地作用的重要方式,并通过格

局变化体现。文章利用2000年和2010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利用GIS软件平台,对

环渤海海岸带及所属的38个县区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省际和距海缓冲区分析。结果表明:①地类

面积在省(市)际间分布不均衡,其中林地集中分布在辽宁省,草地集中分布在山东省,河北省城镇

工矿建设用地、天津市水域和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比重大,耕地在三省一市分布较均衡,且为区域基

质地类;②地类面积按照距离海岸线由近到远的次序,分布有差异。其中城市建设用地集中分布

在距海岸线15km区域内,林地占比随离海岸线距离增加逐渐提高,未利用地和水域占比逐渐降

低,其他地类无明显变化;③从地类转移情况看,在2000—2010年期间,地类呈现由草地—耕地—

建设用地的转移路径;其中在15km范围内,水域和耕地成为建设用地的主要转入源;在其他范围

转入源以耕地为主;④从空间热点上看,渤海湾的天津地区是建设用地增加热点地区,而莱州湾西

部是耕地增加热点地区;⑤环渤海海岸线不断向海洋延伸,其中渤海湾延伸最大,其次为莱州湾东

南部和辽东湾的东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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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astalzoneofBohairingisanareawithstronginteractionbetweenhumanand

land,andlanduseisanimportantwayofhumanandearthaction,anditisreflectedbythechange

ofthepattern.BasedontheremotesensingmonitoringdataoflanduseinChinain2000and2010,

theGISandsoftwareplatformwereusedtoanalyzethelandusechangeinthecoastalzoneofBo-

hairingand38counties.Theresultsshowedthat:Thefirst,landareaininterprovincialdistri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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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wasnotbalanced,theforestlandconcentratedinLiaoningprovince,thegrasslandconcentrat-

edinShandongprovince,theratiooflandforurbanindustrialandminingconstructioninHebei

province,watersandurbanindustrialandminingconstructionlandofTianjinwaslarge,andthe

cultivatedlandwasbalancedinthethreeprovincesandonecity,anditwasaregionalmatrixland.

Thesecond,landareavariedaccordingtotheorderthatnearorfarfromcoastline.Amongthem,

urbanconstructionlandconcentratedintheareawithin15kmawayfromthecoastline.Thepro-

portionofwoodlandgraduallyincreasedwiththedistancefromthecoastline,andtheproportion

ofunusedlandandwaterareadecreasedgradually.Therewasnoobviouschangeinotherland

types.Thethird,fromthelandtransfersituation,during2000to2010,thelandtypeshowedthe

transferpathfromgrassland-cultivatedlandtoconstructionland,intherangeof15km,waters

andcultivatedlandbecamethemainsourceofconstructionland.Thefourth,fromtheperspective

ofspacehotspots,theTianjinareaofBohaiBaywasahotspotforconstructionland,whilethe

westernpartofLaizhouBaywasahotspotforincreasingcultivatedland.Thefifth,theBohaiSea

coastlinecontinuestoextendtotheocean,withBohaiBayextendingthemost,followedbythe

southeasternpartofLaizhouBayandtheeasternshoreofLiaodongBay.

Keywords:Landuse,Spatialdistribution,Timechange,CoastalzoneofBohairing,Remote

sensingmonitoring

0 引言

海岸带是海洋和陆地相互作用的地带,即由

陆地向海洋的过渡地带。海岸带以其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组成结构,承载了大量的自然与人文功能,

其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是陆-海环境变化的重要

体现。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计划和海岸带陆-海

交互作用计划是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和国

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BP)共同发起的

两个研究计划,皆在描述和理解发生在人-地系

统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对它们的影响,促进对人

与地球总体系统相互作用的复杂原因的科学理解

和认识[1-3]。海 岸 带 因 其 独 特 的 地 理 位 置 和 在

海-陆交互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使得海岸

带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and-UseandLand-Cover
Change,LUCC)研究日益受到关注[4]。目前,海岸

带LUCC研究涵盖了不同空间尺度和不同海岸带

类型,研究内容也从通过遥感获取精确数据并进

行描述,拓展到理解LUCC的原因和环境效应,以
及预测土地利用模式的数量和空间变化趋势等方

面。本研究区域的环渤海海岸带,是人-地交互

作用强烈地区,通过对LUCC进行分析,有利于明

晰地表覆盖现状及其变化,为科学制订生态保育

对策,优化人-地关系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渤海是中国唯一的内海,由辽东半岛、山东半

岛和华北大平原围合成“C”字形的区域格局[5]。环

渤海地区是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我国经

济向北推进的又一经济发展中心。随着城镇化、工

业化的快速发展,该区域的土地利用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成为21世纪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地区之

一。本研究根据研究需要和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将

环渤海海岸带界定为:陆域以区县级行政区划为边

界,海域为水下10m等深线(根据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系统全国1∶25万地形数据库获取)。研究区包

括三省一市共38个县区,包括辽宁省、河北省、山东

省和天津市(图1)。

2 资料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源以2000年和2010年中国土地利

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为主,辅以该地区主体功能区

规划;研究方法主要依托GIS软件进行空间分析,

空间分析立足于不同空间尺度,包括环渤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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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地理位置

省域尺度和不同缓冲区尺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数量结构

3.1.1 土地利用总体特征

环渤海海岸带土地类型以耕地为主体,占比

56%,与环渤海地区整体态势一致[1];林地和建设用

地合计占1/4,其他地类面积占比小。各地海岸带

土地利用情况有所差异,河北省、山东省耕地占比

高,辽宁省林地占比高,天津市水域、建设用地占比

高(表1和表2)。

表1 2010年不同地区地类面积占比 %

地类 环渤海 辽宁 河北 天津 山东

耕地 56 45 66 47 65
林地 16 34 6 1 3
草地 4 2 4 1 8
水域 7 5 4 24 5

城市建设用地 9 4 12 21 10
农村建设用地 5 5 5 5 6
未利用土地 3 4 3 1 3

表2 2000年不同地区地类面积占比 %

地类 环渤海 辽宁 河北 天津 山东

耕地 56 46 67 51 64
林地 16 34 6 1 3
草地 5 2 4 2 10
水域 7 5 4 26 5

城市建设用地 8 4 11 15 8
农村建设用地 5 5 5 4 6
未利用土地 4 4 4 1 5

  注:2000年与2010年土地面积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填海造陆导

致了海岸线变化.

3.1.2 土地利用省际差异

环渤海海岸带由三省一市构成,其中各省(市)

面积占比由大到小依次排列为辽宁、山东、河北、天

津;各地类面积分布与地域面积大小有关。以相对

比率(表2)比较发现,辽宁省的林地、山东省的草

地、天津市的水域、河北天津的建设用地相对比重

突出。说明在环渤海海岸带尺度内,其林地主要由

辽宁省贡献,草地主要由山东省贡献,城市建设用

地主要由天津市和河北省贡献,水域主要由天津市

贡献,而耕地面积各省、市贡献率趋于一致,与地域

面积占比相近(表3和表4)。

表3 2010年环渤海海岸带地类面积地域分布情况

地类
地类面积/km2 地类面积占比/% 相对比率

环渤海 辽宁 河北 天津 山东 辽宁 河北 天津 山东 辽宁 河北 天津 山东

耕地 34534 11464 7251 2648 13170 33 21 8 38 0.82 1.19 0.85 1.17

林地 9835 8611 632 50 543 88 6 1 6 2.15 0.36 0.06 0.17

草地 2572 552 387 60 1572 21 15 2 61 0.53 0.85 0.26 1.88

水域 4104 1345 475 1356 928 33 12 33 23 0.81 0.65 3.67 0.69

城市建设用地 5706 1113 1331 1165 2098 20 23 20 37 0.48 1.32 2.27 1.13

农村建设用地 3312 1234 553 266 1260 37 17 8 38 0.92 0.94 0.89 1.17

未利用土地 2020 950 361 42 667 47 18 2 33 1.16 1.01 0.23 1.01

总面积 62083 25268 10989 5587 20238 41 18 9 33 1.00 1.00 1.00 1.00

  注:地类面积占比=省域各类土地面积/环渤海对应各类土地面积;相对比率=地类面积占比/省域面积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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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0年环渤海海岸带地类面积地域分布情况

地类
地类面积/km2 地类面积占比/% 相对比率

环渤海 辽宁 河北 天津 山东 辽宁 河北 天津 山东 辽宁 河北 天津 山东

耕地 34720 11532 7344 2792 12872 33 21 8 37 0.82 1.21 0.91 1.15

林地 9916 8606 609 68 538 87 6 1 5 2.15 0.35 0.08 0.17

草地 3124 531 398 90 2032 17 13 3 65 0.42 0.73 0.32 2.02

水域 4223 1309 417 1445 915 31 10 34 22 0.77 0.56 3.86 0.67

城市建设用地 4685 992 1199 829 1552 21 26 18 33 0.52 1.46 1.99 1.03

农村建设用地 3231 1200 553 243 1214 37 17 8 38 0.92 0.98 0.85 1.17

未利用土地 2413 953 385 60 946 39 16 3 39 0.98 0.91 0.28 1.22

总面积 62312 25123 10906 5527 20069 40 18 9 32 1.00 1.00 1.00 1.00

  注:地类面积占比=省域各类土地面积/环渤海对应各类土地面积;相对比率=地类面积占比/省域面积占比.

3.2 空间结构

海岸带地区的土地利用结构除受自然条件和

各省、市政策影响外,还会受到距离海岸带远近的

影响,为此以海岸线为基准,按照由近到远依次建

立了距离海岸线15km、15~30km、>30km3个

圈层缓冲区。结果表明(表5和表6):建设用地集

中分布在距离海岸线15km圈层内,占比达73%,

在其他两个圈层占比分别为10%和17%,其中在第

三圈层比例回升主要受天津市建设用地增加的影

响;林地随着距离海岸线由近到远面积逐渐增加,3
个圈层占比分别为25%、36%、39%;未利用土地和

水域在第一圈层占比大,随距海距离增加呈现递减

趋势;而耕地、草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在各圈层占比

相差不大。

表5 2010年距离海岸线不同缓冲区地类面积统计

地类
面积/km2 面积占比/%

15km 15~30km >30km 15km 15~30km >30km
总面积/km2

耕地 12263 12064 10207 36 35 30 34534

林地 2427 3562 3847 25 36 39 9835

草地 814 912 846 32 35 33 2572

水域 1889 977 1237 46 24 30 4104

城市建设用地 4138 586 982 73 10 17 5706

农村建设用地 1097 1149 1066 33 35 32 3312

未利用土地 1127 545 348 56 27 17 2020

表6 2000年距离海岸线不同缓冲区地类面积统计

地类
面积/km2 面积占比/%

15km 15~30km >30km 15km 15~30km >30km
总面积/km2

耕地 12063 12181 10476 35 35 30 34720

林地 2438 3583 3895 25 36 39 9916

草地 1252 957 914 40 31 29 3124

水域 1858 966 1399 44 23 33 4223

城市建设用地 3537 421 727 76 9 16 4685

农村建设用地 1080 1109 1041 33 34 32 3231

未利用土地 1389 590 433 58 24 18 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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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类面积转移情况

对地类面积转移进行分析有利于深入了解土地

格局的相互作用关系。就环渤海海岸带区域来说,从

2000—2010年期间,耕地转入面积为1449km2,其

中草地转出贡献率最大,为30%;城市建设用地转

入面积为1220km2,其中耕地转出贡献率最大,为

59%;农村建设用地转入面积为1087km2,其中耕

地转出贡献率最大,为95%;总体来说,该区域呈现

出草地及其他类用地向耕地转移、耕地向建设用地

转移的状态(表7和表8)。

按照距离海岸线远近的不同圈层来分析,在

15km范围内,除耕地为建设用地的主要转入源外,

水域也是主要来源,而草地是耕地的主要转入源;

在15~30km和30km以外两个圈层范围内,耕地

均为建设用地的主要转入源,而林地替换了草地成

为耕地的主要转入源。

表7 环渤海海岸带2000—2010年土地转移矩阵分析

地类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城市工矿建设用地 农村建设用地 未利用土地

耕地 31959 385 144 417 716 1029 126

林地 343 9361 26 19 41 23 0

草地 444 17 2386 81 71 8 32

水域 176 13 49 3548 169 7 37

城市建设用地 124 16 14 54 4354 13 13

农村建设用地 98 2 0 2 78 2877 0

未利用土地 264 3 15 44 145 7 1863

表8 环渤海海岸带15km缓冲区2000—2010年土地转移矩阵分析

地类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城市工矿建设用地 农村建设用地 未利用土地

耕地 11049 185 39 169 268 310 38

林地 101 2236 1 1 23 9 0

草地 362 4 720 68 61 2 28

水域 60 1 46 1543 103 3 18

城市建设用地 84 14 13 48 3337 5 10

农村建设用地 25 1 0 0 29 954 0

未利用土地 170 3 12 37 132 4 1033

3.4 空间热点分析

从2000—2010年,城镇工矿建设用地的增加以

天津市最为集中,其他地区相对较少;耕地的增加

以莱州湾地区的东营市、垦利县最为集中(图2)。

3.5 海岸线变化

渤海湾海岸线向内延伸最大,平均在1~2km,

且整体均向内拓展;莱州湾在寿光、潍坊和昌邑县

所对应的区域,海岸线向内延伸约1km;环渤海其

他地区海岸线变化不大(图3)。

4 结论

本研究利用2000年和2010年中国土地利用现

状遥感监测数据,利用GIS软件平台,对环渤海海

岸带及所属的38个县区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省际

和距海缓冲区分析。

(1)地类面积在省(市)际间分布不均衡,其中

林地集中分布在辽宁省,草地集中分布在山东省,

耕地在三省一市分布较均衡,且为区域基质地类。

(2)地类面积按照距离海岸线远近存在空间差

异,其中城市建设用地集中分布在距海岸线15km
区域内,林地占比随离海岸线距离增加逐渐提高,

未利用地和水域占比逐渐降低,其他地类无明显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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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环渤海土地利用变化热点地区

图3 环渤海海岸线变化

(3)从地类转移情况看,在2000—2010年期间,

地类呈现由草地—耕地—建设用地的转移路径。

(4)从空间热点上看,渤海湾的天津地区是建

设用地增加热点地区,而莱州湾西部是耕地增加热

点地区。

(5)环渤海海岸线不断向海洋延伸,其中渤海

湾延伸最大,其次为莱州湾东南部和辽东湾的东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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