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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 年 01 数据，重点分析了广西海岛具代表性 ! 个岛区的基本特征，讨论了广西海岛资源和开发利

用的状况，分析了岛屿变化的原因。

关键词：海岛；遥感；影像特征；广西

中图分类号：02 /3# 文献标识码：4# # # 文章编号：*((* 5 (/(6（’(()）(! 5 ((/7 5 (!

(# 引言

广西海岸带（线）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最西南

端，东与广东省湛江市相连，西与越南相接，海岸蜿

蜒曲折，沿岸岛屿众多（ 约有 "(( 多个）。这些岛屿

不仅是开发海洋资源的桥梁，而且岛屿本身拥有优

良的港口、渔业和旅游等资源，海岛的开发利用对促

进广西沿海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前

人的海岛调查统计数量、面积以及岸线长度不统一，

缺乏准确性。如 *37. 8 *37" 年进行的广西海岸带

调查统计的海岛数为 "’! 个［*］；*373 8 *33’ 年广西

海岛资源综合调查统计为 ")’ 个［’］；刘敬合等［.］人

统计为 !"/ 个。同时，由于河口海岸淤积、人工围

垦、填海、港口建设等原因，岛屿个数、面积、岸线长

度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利用现代遥感技术与实地

调查、校正相结合的方法，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撑下，

快速、有效地对广西海岛进行调查，查清海岛资源的

分布情况与特征，可为地方政府进行海岛资源的开

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目前，国内外利用 01 数据进行海岛资源调查

的实例较多［! 8 /］，本文根据广西海岛的分布特点，重

点分析各岛屿区的影像特征、岛屿数量、面积、岸线

长度以及海岛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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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信息源及其处理

!& !# 遥感信息源

以 ’((. 年 *( 月 9:;<=:> 5 ) 01 数据为主要信

息源，’ 景 01 数据（即北海景与湛江景）覆盖了整个

广西沿海，面积约 ) ((( ?@’。

根据 01 各波段的光谱特征，选择 01/、01)、

01! 波段作为岛屿计算机自动识别的重要波段。

!& "# 研究方法

首先，在 A$BC .& ) 图像处理系统的支持下，进

行 01 各波段岛屿的光谱特征分析，研究岛屿岸线

在不同波段的反射率；然后，进行密度分割或监督

分类等处理，在 1:DECF "& * 系统下进行空间分析和

属性分析，从而达到岛屿计算机自动识别的目的。

*& ’& *# 图像处理。

利用 A$BC 图像处理软件，对 01 各波段数据分

别进行灰度拉伸、数据镶嵌、配准及假彩色合成等处

理。在 *!) 万地形图和影像图上选取控制点，进行

配准和精校正。工作区的 7’ 个控制点全部分布在

陆地或海岛上，在海域中无法找到控制点。校正的

点 位 中 误 差 为( & " 7 个 像 元 ；!方 向 的 平 均 误 差

G!! G H (" !* 个像元；# 方向平均误差 G!# G H (& !.
个像元。形成影像图的比例尺为 *!*( 万。

*& ’& ’# 图形处理。

根据各波段的光谱特征，选择01/、01)、01!
三个波段进行密度分割或监督分类等处理，进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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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识别。先把密度分割或监督分类的结果图像进行

分类转换，即把海岛对应的类转成 #$%& 格式的矢量

文件（ ’ ()* 格式）；再将 ()* 格式的文件转成 +,-%.(/
的矢量文件（ ’ 012 格式）；然后在 3425&6 的数据转

换模块中把 012 格式文件进行数据转换，生成 3427
5&6 格式的面元文件（ ’ /2 格式）。839、83:、83!
三个波段经上述处理后形成 ; 个面元文件，即 <=>’
/2、<=?’ /2 和 <=;’ /2。

>’ ?’ ;" 空间属性分析。

在 3425&6 的空间分析模块中，进行区对区的相

交、合并、判别等运算。区对区的运算按：! @（!">"
!"?"!";）#（!">"!"?）#（!">"!";）#（!"?"!";）

表达 式 进 行，其 中，! 为 岛 屿 区；!">、!"?、!"; 为

839、83:、83! 三个波段经计算机自动提取的表示

海岛的面元文件。

在得到 !（ 即岛屿区）文件后，在 3425&6 的属

性分析模块中，进行岛屿面积和岸线等属性分析，

并输出岛屿的属性，如编号、位置、名称、面积及岸

线长度等。

>’ ?’ !" 海岛的确定及量算方法

关于近海海岛的个数记载不统一，且统计的方

法也不相同，目前尚未见有统一的标准，根据本次调

查的实际情况，拟定海岛统计的方法。

（>）海岛是指散布于海洋中的小块陆地，在大陆

海岸线以外的海域中，四面环水且面积在 :AA B? 以

上的小块陆地。不足 :AA B? 者，如是岩石则称为明

礁，如是沙或沙泥质则称为沙坝、沙岛。

（?）海岛间如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的堤坝或桥梁

相连，不论数量多少，按一个岛统计，其面积为海岛

岸线范围内的面积；如果只有一条堤坝相连，则作

为单个海岛统计。

>’ ?’ :" 成图

本次调查比例尺为>!>A万，成图的比例尺为

>!?: 万。岛屿的解译与识别是利用计算机进行自

动提取的，最小解译图斑可达 A’ > BB?，最小上图图

斑按土地利用调查规定为 ! BB?，未能上图的图斑

以点图元表示。海岛的相关属性则挂接在表示岛屿

的面元或点元上。

?" 海岛影像特征

在单波段 83 图像上，海岛呈灰 C 深灰 C 灰黑

色，与周围色调较均匀、具平滑感的海水影像特征相

比，有突出感，四面环水。部分海岛周边还有白 C 灰

白色沙滩围绕。岛上影纹各异，部分植被发育，有时

还见有农田、房屋等人文活动迹象。礁石有明礁和

暗礁，面积较小，一般呈灰白 C 灰色，颜色比海水浅，

四面环水，表面不光滑，多具粗糙感。明礁的颜色较

暗礁的浅，影像特征较暗礁明显。在假彩色合成图

像上（插页彩片 D），海岛呈多彩色斑块，其四周为深

蓝色海水，边界清晰。海水与海岛陆地分界为海岛

岸线。部分海岛边缘有粉红色、褐红色晕带，为海岛

的浅滩。植被生长较好的海岛呈绿色或黄绿色，植被

生长较差或面积较小的海岛呈白色、粉红色。

利用 #$%& 图像处理系统，对广西沿海 ?: 个岛

屿在各波段上的反射率进行统计，反射率特征如表 >。

表 >" 岛屿反射率特征统计

波段 #$（B.E） #$（B4F） 平均值

83> 9G H; D>

83? :9 9G G!

83; !; G9 :>

83! ?; DH GG

83: ;: H: G!
839 >9 !9 ;;

!’ "" 钦州湾龙门群岛区影像特征分析

钦州湾龙门群岛区地貌类型和地质构造较为复

杂，群岛区岛屿密布，崖峭水深，形成 9A 多条水道，

水动力条件复杂［D］。群岛沿岸潮间带窄，岸线较直，

中等潮间带发育海蚀平台，局部地带为沙泥带或红

树林，潮间带宽阔区为大片红树林带，且岸线弯曲，

岬湾较多。通过遥感解译分析（ 图 >），结合实地调

图 >" 钦州湾龙门群岛区遥感解译图

查认为，群岛区有海岛 ?H? 个，面积 ? :!!’ ;D 1B?，海

岛岸线长 ?!>’ G; IB。由于钦州港的建设，勒沟岛 C
果子山岛 C 鹰岭一带的许多岛屿已被推填相连。

·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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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防城港湾岛屿区影像特征分析

如图 " 所示，防城港湾位于广西沿海西部，湾口

朝南，口门东是企沙半岛，西为白龙半岛，北属丘陵

环绕。北东走向的渔万岛将海湾分为两部分，东部

为暗埠口江水道，西部为防城港。湾内现有海岛 &#
个，面积 " $#’% $( )*"，岸线长度为 +(% "& ,*。海岛

主要分布在海湾的北部，原来最大的渔万岛，随着防

城港港口及防城港市的建设和发展，已与大陆相连

成为半岛。

图 "! 防城港湾岛屿区遥感解译图

!% "! 江平京族三岛—珍珠湾岛屿区影像特征分析

珍珠湾位于广西沿海西部，东邻防城港湾，西靠

北仑河口。整个海湾呈漏斗状，东部是白龙半岛，西

部为京族三岛，北部为丘陵山区。有海岛 -. 个，面

积 " -’$% $( )*"，岸线长度为 $+% ++ ,*。该湾岛屿

大部分分布在白龙半岛的西侧，巫头岛、万尾岛由于

人工围海造地和围海养殖等，已与陆地相连（图 -）。

图 -! 江平京族三岛—珍珠湾岛屿区遥感解译图

!% #! 涠洲岛、斜阳岛区影像特征分析

该岛区远离大陆，由涠洲岛、斜阳岛和猪仔岭岛

- 个海岛组成（图 /），岛屿面积共 " (((% /( )*"，岸

线总长 -’% #& ,*，其中，涠洲岛是广西最大的岛屿，

岸线长 "$% #’ ,*，面积 " /+. )*"；斜阳岛是广西海

最高的岛屿，其岸线长$% (+ ,*，面积’(&% $" )*"；猪仔

岭岛面积较小，为 #% +/ )*"，岸线长度为 #% -& ,*。

图 /! 涠洲岛、斜阳岛区遥感解译图

!% $! 零星岛屿影像特征分析

其它岛屿共 "’. 个，岸线长度共 "’"% +( ,*，面

积 / &$&% &. )*"，这些岛屿沿海岸零星分布，大部分

海岛面积都较小，且大部分无人居住。

-! 应用结果

利用上述方法，对广西沿海岛屿进行调查，调查

结果表明，"##- 年广西沿海岛屿有 ("+ 个，总面积

’/ &&(% &- )*"，岛屿岸线长度为 (/’% +/ ,*，如表 "。

表 "! 广西沿海岸段岛屿分布情况统计

项目
京族三岛

—珍珠 + 湾
防城港湾 钦州湾 大风江

岛屿 0 个 -. &# -&$ /’

岸线长度 0 ,* $+% ++ +(% "& -//% +/ "+% ($

岛屿面积 0 )*" " -’$% $( " $#’% $( $ ’""% +/ ’."% ’+

项目 铁山港（湾）
涠洲岛、

斜阳岛

其它

岛屿
合计

岛屿 0 个 -& - /$ ("+

岸线长度 0 ,* ’.% #’ -’% #& ("% ++ (/’% +/

岛屿面积 0 )*" $.% ’- " (((% /( " #$#% ++ ’/ &&(% &-

! ! 分析得知，岛屿大部分分布在伸入内陆的海湾

中，且相对集中分布在钦州湾内，其岛屿数约占总数

的一半，仅有涠洲岛、斜阳岛和猪仔岭岛远离大陆。在

("+ 个岛屿中，面积最大的是涠洲岛，为 "/% +. ,*"，面

积较大的还有西村岛（’#% #- ,*"）和山心岛（(% /# ,*"），

其余岛屿的面积都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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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通过与前人资料对比分析发现，广西沿海岛屿

面积、个数及岸线长度有增有减，增加的原因主要

有：!海岸淤积形成新的海岛；"入海河口淤积，如

南流江河口冲积明显，河流汊道众多，由河口沙堤逐

渐堆积形成新的河口泥沙岛，在大风江口则由于河

流与海流的相互作用形成了 # 个泥沙岛；#原来被

围垦的海岛，其围堤受海浪冲刷毁坏，还原原有海

岛；$局部地段由围海所修建的断断续续的堤坝形

成人工岛，如南流江口的围海造地工程。减少的原

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围海造地、围海养殖，并岛连

陆所致，其减少海岛数量占减少总数的 $%& ，如近

’% ( 来，防城港渔万岛扩大的面积尤为明显，从 ’)** 年

的 ’’+ $% ,-.扩大到 .%%# 年的 ..+ /’ ,-.，面积扩大

将近一倍，并连了 $ 个小岛。钦州湾东岸中部勒沟

岛 0 果子山岛 0 鹰岭岛一带深水岸段，推岛填海造

地，连接岛屿建 成 钦 州 港 和 钦 州 港 经 济 开 发 区 ；

"局部岸段的冲刷作用，把一些泥沙岛冲毁，如原来

的鹿墩岛，现已消失。

利用遥感技术识别出来的岛屿面积与文献［.］

中记载的面积相比，误差较小。如记载涠洲岛的面

积为 .!+ )$ ,-.，遥感调查的为 .!+ )1 ,-.，其绝对误

差为 %+ %’ ,-.，相对误差为 %+ %!&。

总之，利用遥感技术，结合实地调查与校正，在

计算机技术的支撑下，快速、有效地对广西海岛进行

调查，查清我区海岛资源的分布情况与特征，是一种

快速有效而且经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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