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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湾—莱州湾地区湿地现状遥感调查

赵玉灵，聂洪峰，杨金中，王 毅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北京# !(((.)）

摘要：应用 /,012,3 4 " 遥感数据和 567 技术对环渤海湾—莱州湾地区湿地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该区湿地类型、面

积和分布现状，并对湿地现状遥感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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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渤海湾西岸是中国典型的淤泥质海岸带，是我

国沿海地质生态环境最敏感、最脆弱的地带之一，它

经受着海洋动力（波浪、潮流、潮汐）、入海河流、气候

及温度等一系列自然因素无限循环的作用，接受着

侵蚀或淤积。近年来，人类活动极大地影响了它的

变化速度和方向。环渤海湾—莱州湾地区是环渤海

经济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该地区有天津新港、黄骅

港及京唐港等重大港口分布，还有天津市、唐山市、

秦皇岛市及东营市等大中城市分布。环渤海湾—莱

州湾地区湿地分布广泛，类型众多，由于自然和人为

因素的影响，该区湿地分布及其面积正在发生变化。

若用常规的调查方法进行湿地调查，不但调查周期

长，而且常有遗漏发生。遥感技术具有宏观性、现势

性和周期性等特点，利用遥感技术对湿地进行调查，

可充分发挥遥感的技术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比较

宏观全面地掌握该区的湿地分布状况。

!# 工作区概况

环渤海湾—莱州湾地区位于我国沿太平洋西岸

的北部内海渤海之滨，是环渤海地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本区地理位置优

越，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寒暑交替，四季

分明。工作区范围位于东经 !!"? @ !’(?，北纬 )"? @
;(?之间，共 > 幅 !!’* 万地形图所覆盖的区域。

’# 调查方法

!& "# 数据源选择

以该区 ’((( 年 * 月 @ > 月 /,012,3 4 " 数据为基

础，采用 8+" 8+; 8+! 进行假彩色合成，生成影像

图。其卫星数据及接收日期如表 ! 所示。

表 !# 遥感数据的轨道号及接收日期

序号 轨道号 A 行号 接收日期 序号 轨道号 A 行号 接收日期

! !’( A ); ’((( 4 (> 4 !’ * !’’ A )’ ’((( 4 (* 4 ’*
’ !’! A )’ ’((( 4 (* 4 (’ > !’’ A )) ’((( 4 (> 4 !(
) !’! A )) ’((( 4 (* 4 (’ " !’’ A ); ’((( 4 (> 4 !(
; !’! A ); ’((( 4 (* 4 !.

!& !# 数据预处理

为了保证影像地图的制图精度，首先，采用仿射

变形纠正的多项式方法进行拟合，改正地形图纸的

变形；然后，利用 B$C6 和 9D6 遥感软件对遥感影像

数据进行几何精纠正、配准和镶嵌，使之具有统一的

地理坐标和大地坐标，并对图像进行增强处理。

!& ## 湿地类型划分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湿地定义是“湿地公约”作出

的，即湿地是指，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的

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

水、咸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 E 的水域。

在借鉴国内外湿地分类基础上，主要根据拉姆

萨尔国际湿地公约对湿地的分类原则，参照“湿地公

约”和“全国湿地资源调查与监测技术规程”规范要

求，结合我国湿地的特点及遥感图像本身的可解译

性，将该区湿地进行三级分类。主要的类型按二级

分类有五大类，即近海及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泊

湿地、沼泽及沼泽化草甸湿地和人工湿地（主要为库

塘）。其中，近海及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

沼泽及沼泽化草甸湿地属于天然湿地。天然湿地即

为景观中诸要素包括生物和非生物要素没有受到或

受人类活动干扰很小，景观中的能流和物质流动关

系 仍属自然生态系统，或人类只是从某种程度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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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生态系统加以改造和管理，而没有改变其系统

类型和景观类型。人工湿地是指受到人类活动强烈

影响的景观。在本次调查中，人工湿地主要为库塘，

其类别划分与解译标志如表 # 所示。

表 #" 区域湿地类型及其影像特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亚类 影像特征

天
然
湿
地

近海及海
岸湿地

近海水域
低潮线到 $ % 水深的区域，主要
为海水。色调深蓝色

淤泥质
海滩

滩面平坦，有潮沟分布，泥沙质为
主。光滑、细腻的蓝绿色影像，有
树枝状、平行状潮沟的暗色影像
和陇坎状沙岗的浅色影像特征

河口及三
角洲湿地

河流的入海口及三角洲，扇形分
布

河流湿地 河流湿地
包括河床和低河漫滩，影像纹理
明显，色调深蓝色及周边的浅色

湖泊湿地 湖泊湿地
包括永久性、季节性的咸水湖和
淡水湖

沼泽及沼
泽化草甸

湿地
沼泽湿地

色调比较暗，地势低洼，植被比较
平坦、杂乱，没有庄稼的行垄分布
特征

人
工
湿
地

库塘

水库 有明显的人工大坝，边界整齐

养殖场
有明显的人工痕迹，界线平直、水
质比较清晰

盐场
有明显的人工痕迹，网格界线平
直

卤水池
有明显的人工痕迹，网格界线平
直，水体色调浅

!& "" 湿地信息提取

在 ’()*+, 软件上对影像进行人机交互解译和

数字化，信息提取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图像增强处理。图像增强处理是对专题信

息实施有针对性增强的方法，达到使有用信息得到

突出，干扰信息得到抑制，影像特征显示更清晰的目

的。在本文中采用的增强方法有反差增强、边缘增

强（高斯边缘锐化等）、彩色增强和多波段增强等。

（#）计算机自动分类。包括监督分类和非监督

分类。对图像进行分类的目的是通过对各类地物的

光谱特征分析选择特征参数，将特征空间划分为互

不重叠的子空间，然后，将影像中的各个像元划分到

各个子空间中去，从而实现分类。该方法可以快速

提取湖泊湿地信息。

（-）机助解译。以 ’()*+, 软件作为专题信息

提取的主要平台，利用专题因子的遥感解译标志，分

别提取专题信息，并通过对图层上点、线、面所赋予

的不同颜色、不同符号和所赋的属性，表示不同地物

类型，包括湿地类型、亚类、代码、名称和所属地区等。

!& #" 湿地面积量算

在 ’()*+, 软件上对影像进行人机交互解译和

数字化，并对解译结果进行 *+, 分析与统计。河流

湿地中河流解译到二级河流以上，河流湿地的面积，

采用单线河与双线河分别计算，河流宽度 . !#/ % 的

按双线河解译，河流宽度 0 !#/ % 的按单线河解译。

双线河的面积则为图上实际提取的面积，单线河的

面积则为图上提取的河流长度 1 !22 %。面状信息

最小图斑为 3 %% 13 %%，成图比例尺为 !!#/ 万。

-" 湿地现状遥感调查结果分析

调查发现，该区湿地资源丰富，类型多种多样，

基本上涵盖了五大类湿地类型。该区海岸线长度为

! /-3& - 4%，湿地总面积为 !/ 2$2& #5 4%#。人工湿

地即水库、养殖场、盐场卤水池面积为 3 566& 56 4%#，占

总湿地面积的--&!-7。天然湿地面积为 !2 28!& -! 4%#，

占总湿地面积的 $$& 687。其中，近海及海岸湿地面

积为 8 88!& # 4%#，占湿地总面积的 /!& $7；近海水

域面积为 / $/!& $3 4%#，滩涂面积为 ! 38!& 8$ 4%#，

河口水域及三角洲湿地为 $38& 62 4%#；河流湿地面

积为 # 2!8& #$ 4%#，占湿地总面积的 !-& 327，其中

单线河湿地面积为 #22& 36 4%#，双线河湿地面积为

! 6!$& 86 4%#；湖泊湿地面积为 #-& 23 4%#，占湿地

总面的 2& !/7；沼泽湿地面积为 #/5& 6! 4%#，占湿

地总面积的 !& 8-7。湿地解译结果如插页彩片 -2
所示。湿地面积统计如表 # 所示。

表 -" 环渤海湾—莱州湾地区湿地类型及统计数据

湿地类别 面积 9 4%# 占总湿地 9 7

天
然
湿
地

近海及海
岸湿地

近海海域
（泥砂）滩涂

河口及三角洲湿地

/ $/!& $3
! 38!& 8$
$38& 62

/!& $2

河流湿地
双线河
单线河

!6!$& 86
#22& 36 !-& 32

湖泊湿地 #-& 23 2& !/
沼泽及沼泽化草甸湿地 #/5& 6! !& 8#
天然湿地合计 !2 28!& -! $$& 68
人工湿地 3 566& 56 --& !-
湿地总计 !/ 2$2& #5

本调查区在地形上具有地势低平，坡度小，由内

陆向海域缓缓倾斜。同时水文条件也由淡水河流型

向咸水海洋型过渡。湿地呈带状分布。天然湿地的

分布规律：草甸、沼泽 : 滩涂 : 近海水域。此外，人

类活动的开发也是由内陆向海岸推进的，分布规律

为：水库、淡水养殖 : 海水养殖、卤水池和盐场的概

势。如插页彩片 -! 所示。

该区人类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沙岛的并陆和海湾

的消亡进程，自然岸线迅速缩短，人工岸线增加。在

黄河三角洲北部，因修堤、固滩、采油和人工养殖等人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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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干扰，人工岸线向海推进，部分地段推进达 %# &’，

许多岛屿并入陆地，海湾被拦截，原来曲折的天然韵

律型海岸被平直的人工海岸取代。海堤、油田、港口

的兴建和养殖业的发展，使一些地段岸滩暂时得以

稳定，却导致邻近岸滩不稳定性增强，改变了三角洲

海岸的发育特征。人类活动使近年来黄河、海河及

滦河等来水、来沙量大幅度减少。随着中、上游水土

保持工作的开展，水库拦截，中、下游引水灌溉，造成

上述河流径流量大为减少，入海泥沙通量也相应降

低。来水、来沙量的季节性变化更加明显，进而影响

河口三角洲的造陆进程。

(! 结语

应用遥感技术对环渤海湾—莱州湾地区湿地进

行调查，充分发挥了遥感的周期短、区域性强、现势

性等优势，快速而准确地查明了该区的湿地分布及

统计面积。对于进一步更新我国东部重要经济区带

基础数据提供了重要信息，对于促进东部重要经济

区带的进一步开发和实施经济圈大开发战略具有重

要意义。

通过对 "### 年的遥感数据解译与分析，该区湿

地资源丰富，湿地类型齐全，天然湿地比重大，占总

湿地面积的 ))* +$,-。湿地的分布特点受自然因素

和人为因素的制约，天然湿地的分布规律为：草甸、

沼泽 . 滩涂 . 近海水域。人工湿地的分布规律为：

水库、淡水养殖 . 海水养殖、卤水池和盐场的概势。

本文只是针对该区的湿地现状做了遥感调查和

数据统计分析，笔者建议该区尤其是环渤海经济区

应该发挥遥感的优势，建立定期进行遥感监测的机

制，每 / 0 或 %# 0 做一次遥感调查，研建相应的信息

管理系统，对于掌握湿地等资源分布特征和演变趋

势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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