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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ＧＩＳ空间分析技术、条带分割法以及优势度和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分析了２１
世纪我国海岸带区域 （海岸 线 向 陆３０ｋｍ范 围）土 地 利 用 的 数 量、结 构、空 间 格 局 和 集 约 化

特征。研究表明：２１世纪我国海 岸 带 土 地 利 用 以 耕 地、林 地 和 建 设 用 地 为 主。距 海 远 近 不

同，土地利用的结构特征和空间格局差 异 显 著，水 域 和 建 设 用 地 的 向 海 特 征 最 为 显 著，其 次

是耕地。海岸带土地利用的集约 化 程 度 远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距 离 岸 线１０ｋｍ左 右 是 土 地 利

用程度综合指数的峰值。海岸带土地利用 还 存 在 显 著 的 省 际 差 异，不 同 省 区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的

优势组合差异显著；海岸带土地利用 类 型 的 高 程 分 异 亦 非 常 显 著，耕 地、水 体、建 设 用 地 和

未利用土地集中分布在５０ｍ以下的低海拔区，林地主要分布于中高海拔区，而草地则在 低 海

拔和高海拔区域都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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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海岸带是陆地和海洋之间的过渡地带，是典型的生态交错带和脆弱区，也是开发利用

强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广泛而深刻的人类活动，如土地利用、城市化、滨海旅游、盐业开

发、矿产开采、渔业养殖、围填海等对海岸带及近海区域的环境和生态造成了非常深远的

影响。因此，海岸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的焦点和热点区域。但是，目前对海岸带空间范围

的认定则因学科、研究目的和研究手段等的不同而差异巨大。例如，ＩＧＢＰ主要基于陆海

相互作用研究的需要定义海岸带，其范围较大，大体对应２００ｍ等高线至２００ｍ等深线之

间的区域；各国海岸带 调 查 的 空 间 范 围 多 是 指 向 海２０ｍ等 深 线，向 陆 延 伸１０ｋｍ左 右，
我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展的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即参照这一标准［１］。

　　土地利用是从空间视角反映不同尺度空间区域人类活动的范围、强度及影响作用的一

个最佳出发点，是联系和建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的良好纽带。受自然条件、资

源禀赋和经济活动强度等影响，海岸带土地利用的类型、空间分布和时空演化过程等表现

出了相对独特的一面；与此同时，海岸带土地利用不仅是沿海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和保障，而且也会对海岸带区域陆地、河口及近海环境和生态产生多方面深 刻 的 影

响。故加强海岸带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等方面问题的研究，意义重大。ＵＮＥＰ　ＧＰＡ自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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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８０年代以来即开始通过合理规划和改变人类的土地利用等陆基活动以实现对海岸带和

海洋环境的有效保护［２］。２００４年，国际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 （ＬＯＩＣＺ）研究计划在第一

阶段 任 务 完 成 之 际，在 其 第 二 阶 段 计 划 中，又 与 国 际 全 球 环 境 变 化 人 文 因 素 计 划

（ＩＨＤＰ）相结合，强调对海岸带区域土地利用等人文过程及其环境效应的综合 研 究，以

期进一步深入理解海岸带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的交互影响作用。近年来，国外学者加强了

对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重视，并强调将其作为河口湿地保护、海岸带水环境保护和

海岸带综合管理决策与实践的基本因素予以考虑，例如，Ｄａｖｉｄ　Ｈａｄｌｅｙ综述了 土 地 利 用

与海岸带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农业发展、老龄化、收入与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可再生能源发

展等因素 驱 动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并 进 而 影 响 到 海 岸 带 的 作 用 途 径 与 机 制 等［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等［４］研究了土地利用变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对海岸带湿地演替的影响效应；Ａｎｉｌｋｕｍａｒ等［５］

研究并建立了海岸带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影响效应评估的方法体系；Ｎｉｃｏｌａｓ等［６］利用

ＳＷＡＴ水文模型模拟流域水文过程并评价陆域活动和陆源污染对海岸带水环境的影响等。

　　我国是世界上海岸线最漫长的国家之一，由南向北跨越了３０个纬度以及热带、亚热

带和温带３大气候带；全国１４个省市区位于沿海，由 北 向 南 分 别 是 辽 宁、河 北、天 津、
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香港、澳门、广西、台湾、海南；除此之外，我

国还有６５００多个岛屿［７］。我国海岸带土地利用具有类型多样、空间分异明显、开发优势

突出、动态变化显著等特点［８］，但是，由于沿海地区的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高，土地资源

开发利用中的不合理因素及其所造成的土地资源退化等问题也极为突出。２０世纪８０～９０
年代，吴传钧等［９］老一辈科学家系统地研究了当时我国海岸带区域的土地利用结构、空间

格局等特征。近年来，国内对海岸带土地利用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例如，朱会

义等［１０］研究了环渤海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和驱动力，傅伯杰等［１１］研究了环渤海地区

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可持续性等；Ｄｉｎｇ等［１２］定量化研究了浙江海岸带区域的

土地利用变化特征；金凤君等［１３］讨论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土地利用、食物安全和城市化问

题，并指出了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途径；李加林等［１４］研究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杭州湾南岸

滨海平原的土地利用／覆被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刘高焕等［１５］对黄河三角洲土地利用进行了

动态监测，提出了区域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政策与措施；刘彦随等［１６～１８］研究了中国东南沿

海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的转换程度、时空差异、变化机制、城乡发展态势与土地利用优化等

问题。为充分揭示海岸带区域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特征，尤其是海陆梯度特征，本文将全

国海岸线 （包括台湾、海南两省区的海岸线）向陆一侧３０ｋｍ缓冲区范围作为研究区，基

于遥感信息和ＧＩＳ空间分析技术，分析和总结２１世纪初我国海岸带土地利用的结构特征

和空间格局特征等。研究区总面积约２３．２１万ｋｍ２，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比例约２．４２％。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土地利用数据

　　土地利用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是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

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等多项重大科技项目的支持下经过多年的积累而建立

的全国范围陆地区域多时相１∶１０万比例尺土地利用现状矢量数据集［１９～２４］。该数据集将

全国土地利用划分为６个一级类型、２５个二级类型［２３］。本文基于２００５年时相的土地利用

现状数据［２４］开展研究，该数据是在２０００年土地利 用 现 状 数 据 的 基 础 上 通 过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变化的遥感识别所获得，所采用的遥感信息源包括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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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成像的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影像，ＴＭ数据缺失的区域则用中巴地球资源二号卫星

（ＣＢＥＲＳ－２）数据补充，两期遥感影像几何纠正后的平均误差小于５０ｍ。在遥感解译过

程中，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对解译结果进行了验证和修改，验证结果表明：２００５年土地利

用变化制图中耕地判别准确率达９９％，草地、林地、建设用地准确率达９８％，综合精度

具有９５％以上的定性准确率。本研究利用ＧＩＳ技术，从１４个沿海省市区的数据中切割出

研究区范围的数据用于开展２１世纪初中国海岸带土地利用特征研究。

２．２　条带分割法

　　海陆梯度、高程分异是多种地理要素最基本的空间格局特征之一，为了分析和揭示土

地利用分布的海陆梯度与高程分异特征，对研究区进行了条带分割： （１）基于ＧＩＳ技术

和土地利用现状矢量数据提取全国岸线数据，进而按照２ｋｍ间距进行缓冲区分析，保留

向陆一侧的１５个条带作为研究区；将条带数据与土地利用数据进行空间叠加和统计，即

可获得不同条带的土地利用结构信息。（２）利用基于栅格数据的空间分析技术，提取研究

区１ｋｍ分 辨 率 的 ＤＥＭ 数 据，统 计 不 同 高 程 区 域 的 面 积 比 例，并 确 定 以２．５ｍ、２０ｍ、

５０ｍ、２００ｍ为高程分割标准，将研究区分割为５个高程带，进而，利用ＧＩＳ空间分析技

术统计不同高程带的土地利用结构信息。

２．３　相对优势度

　　土地利用相对优势度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Ｄ）是反映某一特定区域 （例如，全

国）的内部分区 （省、区、市或者一个地理分区，如，海岸带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相对重

要性的量度指标，通常采用比较优势指数公式来表达［１６］，即：

Ｄ＝ＡｉＣＯ
／ＡｉＣＮ

ＡＣＯ／ＡＣＮ
（１）

式中，ＡｉＣＯ为土地利用 类 型ｉ在 海 岸 带 区 域 的 分 布 面 积，ＡｉＣＮ 为 土 地 利 用 类 型ｉ在 全 国

（或沿海省市 区）的 分 布 面 积，ＡＣＯ 为 海 岸 带 区 域 总 国 土 面 积，ＡＣＮ 为 全 国 （或 沿 海 省 市

区）范围总国土面积。相对优势度大于１，表明该土地利用类型在海岸带区域的密度高于

全国 （或沿海省市区）平均，空间分布的向海趋势较为突出，数值越大，则向海特征越显

著；相对优势度小于或等于１，则表明，相对而言，该土地利用类型不具有向海趋势。

２．４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用于定量度量土地利用的集约化水平，按照土地资源在人类行

为因素影响下的状态分为未利用土地级、林草水用地级、农业用地级和城镇聚落用地级共

４个级别，分别赋予１、２、３、４不同的分级指数，进而通过计算，得到ｌ００～４００之间连

续分布的综合指数，数值大小不仅反映土地本身的自然属性，也反映人类因素与自然环境

因素之间相互交织的综合效应［１９］。具体公式如下：

Ｉ＝１００×∑
ｎ

ｉ＝１
Ａｉ×Ｃｉ　　Ｉ∈ ［１００，４００］ （２）

式中，Ｉ为研究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Ａｉ为研究区域内第ｉ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的分

级指数；Ｃｉ为区域内第ｉ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的面积百分比；ｎ为土地利用程度的分级数。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海岸带土地利用的结构特征

　　统计和汇总研究 区 的 土 地 利 用 数 据，得 到 整 体 的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信 息 （表１）。可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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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我国海岸带区域土地利用类型丰富，分布有６个一级类型和２３个二级类型，与全国

陆地区域相比，仅缺少永久性冰川雪地 （４４）和戈壁 （６２）两个二级类型；（２）在６个一

级类型中，耕地分布最为广泛，占研究区总面积的４１．３７％；林地次之，占研究区总面积

的３２．５２％；再次是建设用地，占研究区总面积的１１．７６％；水 域 面 积 列 第４位，占 研 究

表１　海岸带土地利用分类及其面积统计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代码 名称
面积

（Ｋｍ２）
占研究区面积比例 （％）

优势度

Ｄ１：与全国比较 Ｄ２：与沿海省市区比较

优势度对

比关系＊

１１ 水田 ４１１８６　 １７．７４　 ３．６３　 １．４５ Ａ

１２ 旱地 ５４８４４　 ２３．６３　 １．６９　 ０．９２ Ｂ

２１ 有林地 ４９６６１　 ２１．３９　 １．４９　 ０．７４ Ｂ

２２ 灌木林 ５８８７　 ２．５４　 ０．４９　 ０．４４ Ｅ

２３ 疏林地 ９２５９　 ３．９９　 １．０８　 ０．７０ Ｂ

２４ 其他林地 １０６７５　 ４．６０　 １０．１４　 ２．４１ Ａ

３１ 高覆盖度草地 ７１６３　 ３．０９　 ０．２９　 ０．６２ Ｃ

３２ 中覆盖度草地 ４１２１　 １．７８　 ０．１６　 ０．６７ Ｃ

３３ 低覆盖度草地 １２５５　 ０．５４　 ０．０６　 ０．９１ Ｃ

４１ 河渠 ３９６３　 １．７１　 ４．４０　 １．７２ Ａ

４２ 湖泊 ２５８　 ０．１１　 ０．１４　 ０．２１ Ｃ

４３ 水库坑塘 ７３４２　 ３．１６　 ７．５９　 ２．０５ Ａ

４５ 滩涂 ５０８９　 ２．１９　 ３８．４０　 ４．９７ Ａ

４６ 滩地 １７５１　 ０．７５　 １．４８　 １．２５ Ａ

５１ 城镇用地 ８００７　 ３．４５　 ７．７０　 １．９４ Ａ

５２ 农村居民点 １０３７５　 ４．４７　 ３．２４　 １．０４ Ａ

５３ 其他建设用地 ８９０６　 ３．８４　 １９．２９　 ３．９１ Ａ

６１ 沙地 ２４８　 ０．１１　 ０．０２　 １．６０ Ｄ

６３ 盐碱地 ５７８　 ０．２５　 ０．１８　 ２．２７ Ｄ

６４ 沼泽地 １１９１　 ０．５１　 ０．６１　 ２．５８ Ｄ

６５ 裸土地 ９４　 ０．０４　 ０．１３　 ２．５２ Ｄ

６６ 裸岩石砾地 ４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７２ Ｃ

６７ 其他 ２３５　 ０．１０　 ０．１０　 １．３０ Ｄ

１０ 耕地合计 ９６０３０　 ４１．３７　 ２．１９　 １．０９ Ａ

２０ 林地合计 ７５４８３　 ３２．５２　 １．３８　 ０．７７ Ｂ

３０ 草地合计 １２５４０　 ５．４０　 ０．１７　 ０．６６ Ｃ

４０ 水域合计 １８４０４　 ７．９３　 ２．７３　 １．９３ Ａ

５０ 建设用地合计 ２７２８７　 １１．７６　 ５．８１　 １．６７ Ａ

６０ 未利用土地合计 ２３８５　 １．０３　 ０．０５　 ２．０７ Ｄ

＊Ａ：Ｄ１＞Ｄ２＞１ （绝对向海，岸线向陆３０ｋｍ范围内的面积比例＞沿海省市区范围内的面积比例＞全国范围的面积比

例）；Ｂ：Ｄ１＞１＞Ｄ２ （向海分布，但是沿海省市区范围内的向海特征强于 岸 线 向 陆３０ｋｍ范 围）；Ｃ：１＞Ｄ２＞Ｄ１ （绝

对向陆，岸线向陆３０ｋｍ范围内的面积比例＜沿海省市区范围内的面积比例＜全国范围的面积比例）；Ｄ：Ｄ２＞１＞Ｄ１
（相对向海，在全国范围内向陆特征显著，但在沿海省市区范 围 内 则 向 海 特 征 显 著）；Ｅ：１＞Ｄ１＞Ｄ２ （相 对 向 海，沿

海省市区范围内的面积比例＞全国范围的面积比例＞岸线向陆３０ｋｍ范围内的面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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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总面积的７．９３％；草地和未利用土地的分布面积及其所占比例均较小；（３）在２３个二

级类型中，广泛分布的有：旱地＞有林地＞水田＞其他林地＞农村居民点＞疏林地＞其他

建设用地＞城镇用地，这８个类型的分布面积合计占研究区总面积的８３．１１％；（４）耕地

类型中，旱地与水田均大量分布，北旱南水格局突出，但旱地面 积 大 于 水 田 面 积；林 地

中，以有林地为主；草地中，以高覆盖度草地为主；水域中，以水库坑塘、滩涂和河渠为

主；建设用地中，以农村居民点为主；未利用土地中，以沼泽地和盐碱地为主。

３．２　海岸带土地利用的相对优势度

　　如表１，分别以全国和沿海省市区为参照对象，分析岸线向陆３０ｋｍ范围内各土地利

用类型分布面积的优势程度，两个优势度指数与１的对比关系差异比较明显，体现了土地

利用向海分布的相对性；同时，将一级分类与其所包含的二级分类相比较，两个优势度指

数与１的对比关系并非完全一致，体现了土地利用向海分布特征的等级差异。具体而言：
一级分类中，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属于Ａ类，表明它们在岸线向陆３０ｋｍ范围及沿海省

市区范围均具有比较显著的向海分布特征，而且在岸线向陆３０ｋｍ范围内的面积比例最为

显著；林地属于Ｂ类，表明其在沿海省市区范围内的向海分布特征更强于其在岸线向陆

３０ｋｍ范围；草地属于Ｃ类，向陆分布特征显著；未利用土地属于Ｄ类，表现为局部的、
相对的向海特征。与此相应，在二级分类中，水田、其他林地、河渠、水库坑塘、滩涂、
滩地、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其他建设用地属于 Ａ类；旱地、有林地、疏林地属于Ｂ
类；高、中、低覆盖度草地以及湖泊和裸岩石砾地均属于Ｃ类；沙地、盐碱地、沼泽地、
裸土地和其他地类均属于Ｄ类；灌木林属于Ｅ类。

３．３　距海远近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

　　按照２ｋｍ间距将岸线向陆３０ｋｍ范围划分为Ｚ１至Ｚ１５共１５个带状区域，分别计算

“各个带区内的土地利用结构”和 “不 同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在 各 个 带 区 的 面 积 比 例 特 征”，其

中，一级类型的统计结果如图１、图２。

　　由图１、图２，随着与海岸线之间距离的变化，海岸带区域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显著，
具体特征如下：（１）１５个带区均是耕地分布最广泛以及未利用土地面积最少，除了０～
２ｋｍ的带区之外，其他１４个带区内分布面积居第二位的均为林地，居第三位的均为建设

用地；（２）总体上，岸线向陆０～４ｋｍ范围的２个带区内土地利用结构明显不同于其他的

１３个带区，虽然耕地和林地的 绝 对 面 积 及 其 比 例 仍 比 较 大，但 却 远 远 低 于 其 他 的 带 区，
相反，水域 （以滩涂、水库坑塘为主）和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与其他建设用

地均比较突出）的面积及比例却远远高出了其他带区，这充分证明了交通工矿、水 利 设

施、养殖与盐田等人类生产与生活行为更具有趋海特征；（３）随着与海岸线之间距离的增

加，不同条带内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面积及其所占比例的变化趋势差异较大：耕地的面

积及所占比例总体上呈现为首先迅速增加而后缓慢降低的趋势；１５个带区内林地面积波

动不大，但比例则表现为在１～１４带区内持续上升的趋势；草地的面积及比例表现为先平

稳下降而后平稳上升的宽 “Ｕ”型特征；水体的面积及比例表现为先急剧下降而后小幅波

动变化的趋势；建设用地的分布面积在Ｚ１～Ｚ１４之内表现为持续下降的趋势，所占比例

则表现为总体平稳下降并伴随内陆个别条带微弱起伏的特征；各个条带间未利用土地的面

积和比例表现为小幅波动并总体下降的趋势；（４）各土地利用类型逐带区面积比例累积曲

线进一步表明：在离海岸线３０ｋｍ的区域，５０％以上的水域分布在距海６ｋｍ范围，５０％
以上的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分布在距海１０ｋｍ范围，５０％以上的草地分布在距海１２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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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海岸带不同带区内的土地利用结构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ｚｏｎｅｓ

图２　各土地利用类型逐带区面积比例累积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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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５０％以上的耕地分布在距海１４ｋｍ范围，５０％以上的林地分布在距海１６ｋｍ范围，
由此可见，各个一级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的向海特征由强到弱依次为：水体＞建设用地

＞未利用土地＞草地＞耕地＞林地。

３．４　距海远近对土地利用程度的影响

　　分别计算研究区、１５个条带以及全国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其中研究区和全国

范围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分别为２６３．８５和２０１．８６，这表明海岸带区域土地资源的开

发程度和集约化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海岸带区域１５个条带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

指数如图３。最小值为２５６．４４，出现在条带１４；最大值为２７０．１０１４，出现在条带３ （条带

２、条带５分别为２７０．０９９８、２６９．９６５４，均略低于条带３）；各个条带土地利用的集约化水

平均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距离海岸线０～２ｋｍ的Ｚ１带区最易受到风暴潮、台风、海

水入侵、洪水、风沙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因此土地利用程度相对较低，但是，也已经超过

了远居内陆的Ｚ１２～Ｚ１５四个条带 （离海２２～３０ｋｍ的范围）；Ｚ２～Ｚ８共７个条带 （离岸２
～１６ｋｍ的范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均大于研究区的平均值，是海岸带区域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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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最高、人类活动强度最显著的区域；对Ｚ２～Ｚ１５共１４个条带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

数进行线性拟合，总体趋势为下降，线性方程的拟合优度Ｒ２接近０．９６，进行显著性检验，

Ｆ＝２６６．３１４６，ｐ＝０．０００１，模型显著有效。

图３　距海远近对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的影响 （线性拟合不计Ｚ１带区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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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海岸带土地利用的省际差异

　　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及发展现状等因素的差异，海岸带土地

利用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省际差异 （图４）。在离岸３０ｋｍ以内的陆地区域，土地利用结构

的省际差异突出表现为：（１）辽宁、广东 （含港澳）、浙江３省区海岸带土地利用以耕地

—林地—建设用地为主，三类型比例之和分别达８９．０２％、８６．５９％和９１．３４％，但辽宁的

耕地比重更为突出，而浙江和广东的林地比重则略高于耕地；（２）河北海岸带土地利用以

耕地—建设用地为 主，二 者 合 计 占７７．４２％，其 中 耕 地 分 布 最 广 泛，比 例 高 达５３．９３％；
（３）天津、江苏、上海３省区海岸带土地利用以耕地—水体和建设用地为主，三类型比例

之和分别达９７．３１％、９２．６２％和９８．４８％，其 中 江 苏 耕 地 比 重 尤 为 突 出，超 过 了６７％；
（４）山东海岸带土地利用以耕地—建设用地—草地为主，三类型合计占８０．６８％，其中耕

地尤为突 出； （５）福 建 海 岸 带 土 地 利 用 以 林 地—耕 地—草 地 为 主，三 类 型 合 计 占

８５．３７％，其中林地尤为突出；（６）广西、海南、台湾３省区海岸带土地利用以林地—耕

地为主，两个类型的比例之和分别达８４．２４％、８３．７６％和８８．７９％，特别是海南和台湾，
其林地比重均在５５％以上。

３．６　海岸带土地利用的高程分异

　　高程分异是地表水热再分配以及物质迁移的重要影响因素，因而对土地利用分布的影

响也极为深刻。我国海岸带区域的高程分异特征显著，既有广阔而平坦的滩涂，又有起伏

剧烈的高地、丘陵和山地。基于１ｋｍ分辨率的ＤＥＭ统计海岸带不同高程范围的分布面积

及比例，进而将研究区分割为≤２．５ｍ、２．５～２０ｍ、２０～５０ｍ、５０～２００ｍ和＞２００ｍ五

个高程带，其面积比例分别为１１．１８％、１６．３６％、３５．６３％、２０．７７％、１６．０６％。由图５、
图６，不同高程带主导的土地利用类型以及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主导的高程分布区均差异巨

大；低海拔区域耕地占据优势，但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其优势地位则逐渐被林地所取代；
水体与建设用地集中分布于低海拔区域，随着海拔高度的攀升，它们的比例迅速降低；草

地主要分布于中高海拔区域。具体而言，≤２．５ｍ的低海拔区域以耕地、水体和建设用地

为主，三者的面积比例合计达８８．７９％；在２．５～２０ｍ高程区域，更是以耕地和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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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向陆３０ｋｍ范围海岸带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省区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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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二者比例分别达６２．４４％和１６．８４％；而在２０～５０ｍ、５０～２００ｍ以及＞２００ｍ的高

程区域，耕地比例迅速降低至不足９％，而林地的比例 则 大 幅 提 高 至８１％以 上。总 体 而

言，研究区海拔５０ｍ以 下 的 区 域 占 研 究 区 总 面 积 的６３％以 上，在 这 些 区 域 集 中 分 布 了

７９．０９％的耕地、９２．０１％的水体、８５．３８％的建设用地和９７．５２％的 未 利 用 土 地；海 拔 在

２００ｍ以上的区域，林地、草地的比重占据明显的优势，集中分布了研究区４０．７５％的林

地和２５．２４％的草地。

图５　不同高程带的土地利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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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土地利用类型分布的垂直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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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讨论

　　２１世纪初我国海岸带区域土地利用具有多方面的显著特征，主要包括：

　　 （１）海 岸 带 区 域 以 耕 地、林 地 和 建 设 用 地 为 主，三 者 合 计 占 研 究 区 总 面 积 的

８５．６５％；分别以全国及沿海省市区为参照，表明水域和建 设 用 地 的 向 海 特 征 最 为 显 著，
其次是耕地。

　　 （２）距海远近不同，土地利用的数量结构和空间格局显著不同，随着离海距离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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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增加，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分布面积的变化趋势差异较大。总体上，海岸线向陆０～４ｋｍ
的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特征明显不同于距海４～３０ｋｍ的区域，表现在耕地、林地的比例相

对较低，而水域 （尤其是滩涂和水库坑塘）和建设用地 （城镇、农村居民点和其他建设用

地）的比例却相对很高。

　　 （３）海岸带区域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海陆梯度特征

较为显著：由海向陆，随着离岸距离增加，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迅速增 加 并 达 到 峰 值

（离岸２～１０ｋｍ范围是峰值区），而后则总体平稳下降；总体上，向陆２～１６ｋｍ之间的范

围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高于研究区的平均值，是海岸带人类活动强度比较突出的区域。

　　 （４）海岸带土地利用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沿海不同省区海岸带土地利用类型的优

势组合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显著的差异性。

　　 （５）海岸带高程 分 异 对 土 地 利 用 分 布 的 影 响 比 较 显 著，海 拔５０ｍ以 下 是 耕 地、水

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集中分布的区域，低海拔区域耕地占据优势，但是随着海拔的

升高，其优势地位逐渐被林地所取代，草地则在低海拔和高海拔区域较为集中。

　　本文研究还有如下启示：（１）“其他建设用地”的向海特征异常突出，表明沿海地区

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滩涂资源开发和围填海过程，应该加强对其未来发展态势的动态监测，
以便有助于制定相应的控制性和约束性政策措施，从而达到保护天然滩涂及自然岸线的目

的；（２）海岸带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非常突出、人类活动强度居高，同时大量的城镇等用

地类型紧邻水体，水环境所面临的压力和风险巨大，应尤为重视海岸带土地利用结构与布

局的优化，以达到降低人类陆基活动对海岸带和海洋环境负面影响的目的；（３）应该密切

关注海岸带区域林草地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与邻近区域城镇、农村居民点等其他土地利用

类型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和空间格局关系，以促进海岸带区域生态修复和防减灾措施与目

标的制定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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