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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 landsat-7 遥感数据和 GIS技术对环渤海经济区海岸带湿地资源现状进行了调查。

区域湿地类型发育较丰富，包括了近海及海岸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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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五大类，湿地总面积为 29204.542km2 ，其中天然湿地面积为 23671.046km2  ,

占湿地总面积的 81.05%；其中近海及海岸湿地的面积为 17032.076 km2  ,占湿地总面积的

58.32%，占天然湿地总面积的 71.95%；人工湿地面积为 5533.496 km2  ,占湿地总面积的 18.95%；  

关键词：landsat-7, GIS, 湿地 

0  前言 

环渤海经济区陆域包括今天辽宁省的丹东市、东港市、庄河市、长海县、大连市、普兰

店市、盖州市、大石桥市、大洼县、凌海市、锦州市、葫芦岛市、兴城市、绥中县，河北省

的秦皇岛市、抚宁县、昌黎县、乐亭县、唐海县、唐山市、黄骅市、海兴县，天津市，山东

省的无棣县、沾化县、东营市、垦利县、广饶县、寿光市、潍坊市、昌邑市、莱州市、招远

市、龙口市、蓬莱市、烟台市、威海市、荣成市、文登市、海阳市、即墨市、青岛市、胶南

市、日照市。该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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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湿地遥感调查方法 

1.1  遥感数据选择 

本次调查研究采用的遥感数据为 landsat-7 数据，由于研究区覆盖范围较广，我们收集

到的遥感数据的接受时间是 2000-2003 年期间。 
1.2  湿地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在方法上力求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技

术相结合、以遥感解译为主并结合其它研究成果资料、遥感影像解译和实地检查验证相结合

的技术路线。工作过程中，选用该区 landsat-7 数据为基础，采用 741（RGB）进行合成。同

时参考研究区内的 1∶5 万地形图、1∶10 万及 1∶25 万地形图；利用遥感软件 ENVI和 PCI，

对遥感影像数据进行几何精纠正、配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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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 MapGIS 软件上对影像进行常规的人机交互解译和数字化，并对

解译成果进行分析与统计。由于研究区跨越 20 带和 21 带两个带，因此研究区成果图件采用

高斯－克吕格投影，6 度分带-20 带，1954 坐标系。  

1.3  湿地类型划分 

我们在借鉴国内外湿地分类成果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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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湿地分成五大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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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调查中主要为库塘。各种类型湿地解译标志见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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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m 的按双线河解译，河流宽度<1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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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mm×比例尺；面状信息最小

图斑为 4mm×4mm。 

2  湿地现状的遥感调查 

经调查发现该研究区湿地资源丰富，类型多种多样，基本上涵盖了五大类湿地类型。工

作区海岸线（不含岛屿岸线）长为 5476.582 公里；湿地总面积为 29204.542 平方公里。人

工湿地即水库、养殖场、盐场卤水池的面积为 5533.496 平方公里，占总湿地面积的 18.95%。

天然湿地面积为 23671.046 平方公里，总湿地面积的 81.05%。其中，近海及海岸湿地面积

为 17032.076 平方公里，占湿地总面积的 58.32%；近海水域面积为 12068.99 平方公里，滩

涂面积为 3791.134 平方公里，河口水域及三角洲湿地为 1171.952 平方公里；河流湿地面积

为 3162.74 平方公里，占湿地总面积的 10.83%；河流水面面积为 1043.322 平方公里；湖泊

湿地面积为 23.899 平方公里，占湿地总面的 0.08%；湖泊水面面积为 20.813 平方公里；沼

泽湿地面积为 3452.331 平方公里，占湿地总面积的 11.82%。湿地解译详细情况见图 1。湿

地面积统计表见表 2，图 2。 

 
图 1 环渤海经济区海岸带湿地遥感解译图 

表 1  环渤海经济区海岸带湿地类型及统计数据表 

湿地类别 面积（km2） 所占总湿地比例 
近海海域 12068.99 

（泥砂）滩涂 3791.134 
近海 
及海岸
湿地 
 

河口及三角洲湿地 1171.952 

合计 17032.076 

58.32% 

河流湿地 3162.74 河流 
湿地 河流水面面积 1043.322 

10.83% 

湖泊湿地 23.899 湖泊 
湿地 湖泊水面面积 20.813 

0.08% 

天 
然 
湿 
地 

沼泽及沼泽化草甸湿地 3452.331 11.82% 
天然湿地合计 23671.046 81.05% 
人工湿地 5533.496 18.95% 
湿地总计 29204.542  



 
图 2 环渤海经济区海岸带湿地现状统计图 

 

 
图 3 部分湿地分布遥感图 

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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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3 所示。 

3  结语 

    本研究区有多条大河汇入渤海：辽河、滦河、海河、黄河等。渤海湾西岸是中国典型的

淤泥质海岸带，是地质环境、生态环境最敏感、最脆弱的地带，它经受着海洋动力(波浪、

潮流、潮汐)、入海河流、气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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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近年来人类活动又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变化速度和方向。通过对 2000 年-2003 年

的遥感数据解译与分析，研究表明该地区湿地资源丰富，类型多种多样，基本上涵盖了五大

类湿地类型。湿地总面积为 29204.542km2；天然湿地比重大，天然湿地为 17032.076km2  ，

占总湿地面积的 58.32%，人工湿地面积为 5533.496km2，占总湿地面积的 18.95%。湿地带

状分布明显。海岸线长度为 5476.582km。从河流湿地的面积 3162.74 平方公里和河流水面的

面积 1043.322 平方公里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来看，近年来河流径流量是比较小的。 
河湖的变迁与大气环流、降水、上游修建水库以及当地的工业、农业、城镇居民用水有

密切关系。人类活动（修堤、固滩、采油和人工养殖等）是滩涂变迁最为重要的地质营力，

随着海岸线的增进与减退，滩涂的分布范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减少的滩涂面积主要被人工

养殖、盐场等人工湿地所取代。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工湿地面积呈明显增加趋势，这与环

渤海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本文是中国东部重要经济区带基础地质遥感调查与监测项目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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