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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犚犛的辽宁省海岸线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

动态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柯丽娜１，王权明２

（１．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２．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３）

　　摘　　　要：文章以卫星影像为数据源，结合野外实地调查，通过人工目视解译获取

了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来辽宁省海岸线的变化信息，系统分析了辽宁省海岸线的时空动态演变特

征，并初步探讨其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辽宁省海岸线总体长度变化不大，但略有删

减；人工岸线长度增加明显；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围填海增速较快，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围填海增

速减慢；围填海增长地区差异较大，大连地区围填海增长面积最多，其次为锦州市、盘锦

市、葫芦岛市、丹东市和营口市。

关　键　词：辽宁省；海岸线；动态变化；驱动力

　　就地理学定义而言，海岸线是指海水面与

陆地接触的分界线，它随潮水的涨落而变动位

置，一般指高潮面与陆地的交接线。海岸线的

变化是一个动态、连续的发展过程，是自然、

经济和社会综合作用的反映［１－２］。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辽宁省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各种围 （填）海、围垦种植养殖及

拦海筑堤等行为使得海岸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同时，侵蚀、淤积和海面上升等自然因素也使海

岸带的稳定性明显降低。因此，准确掌握海岸线

的实时数据，及时了解海岸线的动态变化，对于

辽宁省海岸带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对海岸带实

施科学管理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３－５］。

１　研究区域概况

辽宁省地处中纬度，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

气候，是 我 国 沿 海 最 北 部 的 省 份，位 于

１１８°５０′～１２５°４７′Ｅ、３８°４３′～４３°２９′Ｎ 之间。

西南与河北省临界，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毗

邻，东北与吉林省接壤，东南以鸭绿江为界与

朝鲜半岛相望。辽宁省海域广阔，其海岸线东

起鸭绿江口，西至辽冀海域行政区域界线。

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２１　数据来源

数据资料主要包括：①２００５年辽宁省海岸

带ＳＰＯＴ 卫星影像，空间分辨率为５ｍ，共

２０余景。② 辽宁省沿海１∶５万地形图５０幅，

１∶１万地形图１００余幅。③ 辽宁省沿海１９９０

年ＴＭ 影像，空间分辨率为３０ｍ，共４景；

２０００年ＥＴＭ影像，数据空间分辨率为１５ｍ和

３０ｍ两种，共７景；２００５年中巴卫星影像共１４

景。④ 辽宁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

与图件。⑤ 辽宁省海洋功能区划报告与图件。

⑥ 辽宁省级与县市级海域勘界报告与岸线图件。

⑦ 海域勘界等历史岸线测绘数据等。

２２　数据处理

为了使遥感图像的几何精度符合制图要求，

需要利用地面控制点作进一步校正，称为几何

精校正。卫星数字图像几何精校正的实质是通

过象元坐标的解析变换和数字影像灰度值的重

采样形成新的图像，因此几何精校正包括了几何

位置的纠正及灰度变换 （重采样）两大步骤。

在本次研究过程中，采用外业实测控制点

几何精校正方法，利用ＥＲＤＡＳ软件，对应选择

被校正遥感影像上的位置点来进行校正，使控

制点均匀分布在全区，基本上一个图幅大概有

２０到２５个控制点。辽宁省沿岸共采集了２６７个

精校正控制点，校正精度控制在５ｍ以下，所

有影像均校正于基于 ＷＧＳ８４的 ＵＴＭ 投影，便

于与其他数据进行叠加处理及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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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海岸线利用信息提取

３１　海岸线解译

在分析地物不同反射波谱特征的基础

上［５－１０］，对经过处理的各期遥感图像进行人

机交互解译，提取所需海岸线相关信息，如

海岸线位置、类型和围填海面积等，并对各

提取的信息按照一定的标准数据格式进行存

储，统一采用 ＥＳＲＩ的ＳＨＰ文件格式，字段

包括ＩＤ 号、省份、市、岸线类型、岸线长

度、年份、是否人工、围填海面积、周长、

用海类型，岸线解译精度不大于１０ｍ，解译

海岸线类型分为基岩海岸、砂质海岸、泥质

海岸和人工海岸。

３２　遥感提取海岸线质量控制

遥感提取岸线质量精度评估主要采用提取

海岸线与实测岸线点对比的方式进行。在５ｋｍ

以上较长的提取岸段两端均与实测点有５００ｍ

左右的重合岸段，或在显著的海岸折点设立实

测比对点，比测遥感影像解译岸线精度。经比

测遥感解译补充修测岸线转折点精度符合 《海

岸线修测技术规程》要求。

４　海岸线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４１　辽宁省海岸线变化

４１１　总体长度变化不大

本次研究采用了统一的岸线界定原则与

量测标准，根据不同时期遥感影像提取了辽

宁省大陆海岸线长度 （表１），提取结果反映

了全省大陆海岸线总体长度变化不大，但略

有缩减。

表１　遥感影像提取的不同时期辽宁省大陆海岸线长度

年份 大陆岸线长度／ｋｍ 利用影像类型

１９９０ ２２１２ ＴＭ影像４景

２０００ ２１８７ ＥＴＭ影像７景

２００５ ２１１０
ＳＰＯＴ５影像２０景，

中巴卫星影像１４景

４１２　人工岸线变化较大

近年来，由于养殖围填海的增长，致使岸

线人工化进程加快。根据遥感影像提取的２００５

年辽宁省自然岸线长为５３５．４ｋｍ，占全省海岸

线的２５．３７％，人工海岸长为１５７４．７４ｋｍ，占

全省海岸线的７４．６３％，这与２０００年辽宁省海

洋功能区划数据相差较大。２０００年辽宁省自然

岸线长为１３６７．２８ｋｍ，占全省岸线的６２．８％，

人工岸线长度为８０９．９２ｋｍ，占全省海岸线的

３７．２％，由此可见，人工岸线的长度有了明显

增加。

４１３　围填海阶段性增速不同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辽宁省围填海面积共增

加了３７２．３ｋｍ２。其中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辽宁

省围填海面积增加了２６５．８４ｋｍ２，年均增长

量为２６．５８４ｋｍ２；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辽宁省围

填海面积增加了１０６．４６ｋｍ２，年均增长量为

２１．２９ｋｍ２。由此可见，辽宁省围填海速度有

减慢的趋势。

４１４　围填海地区差异

辽宁省有６个沿海城市：大连、丹东、营

口、盘锦、锦州和葫芦岛。其中：大连市的围

填海增长面积最多，为１４７．１３ｋｍ２，占辽宁省

增长总面积的３９．５％；锦州市围填海增长面积

次之，由于港口等设施的建设，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中也出现了围 填海的高潮，增 长面 积为

１０２．０４ｋｍ２，占辽宁省增长总面积的２７．４１％；

其次分别为盘锦市、葫芦岛市、丹东市和营口

市 （表２和图１）。

表２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辽宁沿海各市围填海增加面积

ｋｍ２

行政区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增加面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增加面积

大连市 ７８．７３ ６８．４０

丹东市 ５．２７ ２．６５

营口市 １．０２ １２．６０

盘锦市 ６９．３９ ３．９０

锦州市 ８９．０４ １３．００

葫芦岛市 ２２．３９ ５．９２

合计 ２６５．８４ １０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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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辽宁沿海各市

　　　　 　　围填海面积增幅比较

４２　海岸线变化驱动力分析

实地调研和不同时期遥感影像岸线提取结

果表明：海岸线变化主要原因是由于港口、工

业区建设进行填海造地，泥质海岸与港湾型基

岩岸段工程建设对岸线进行改造等原因造成的。

１９９０年以来，全省大陆海岸区域的盐田、养殖

和工业等围填海扩展迅速。养殖业与盐业围海

扩展较大的区域主要是葫芦岛、凌海、盘锦、

瓦房店、金州和庄河等地。围海使滩涂和海湾

面积缩减，港口、工业区等建设的填海造地使

海湾截弯趋直，导致海岸线缩减。此外，岸线

侵蚀、滩涂於涨等自然因素对海岸线的变化也

有一定影响。

５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应用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ＥＴＭ／中巴资源卫

星／ＳＰＯＴ卫星影像等多时相遥感数据为数据源，

分析了辽宁省海岸１５年来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的

变化特征，基本掌握了辽宁省海岸线长度和变

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辽宁省海岸线总体长

度变化不大，但港口、工业区等围填海造地建

设，使人工岸线长度增加明显，且辽宁省内围

填海增长地区差异较大，大连地区围填海增长

面积最多，其次为锦州市，盘锦市、葫芦岛市、

丹东市和营口市。本研究的结果可为决策部门

开展辽宁省资源及海洋环境保护提供理论参考。

另外，本研究只是对辽宁省海岸线变化的

原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探讨，如何结合社会

经济统计数据和海岸线的变化数据，揭示各个

驱动因素与海岸线变化间的复杂关系则需要进

一步的精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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