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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态功能分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秦皇岛市为例

赵忠宝1 , 田静毅2 , 李克国1 , 耿世刚1

(1.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 ,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 2. 东北大学 秦皇岛分校 ,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 : 生态市建设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主体。为了较好地实施生态市建设 ,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以

生态功能分区与主体功能分区相结合 ,利用 3S 技术 ,在生态环境现状评价等标评价的基础上 ,结合区域资

源分布、社会发展和生态经济发展指标 ,将秦皇岛市分为 3 个主体生态功能区 ,7 个生态功能亚区和 29 个

生态功能小区 ,并提出了每个功能区的主体生态功能和发展方向。最后对落实生态功能分区提出了具体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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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Qinhuangda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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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Ecological city is t he develop ment direction of f uture city. Qinhuangdao City is regionalized in order

to enforce ecological city const ruction preferably and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regional econo2
my. By making use of 3S technology and combining ecological f unction regionalization wit h t he main f unction

regionalization , t he city is divided into 3 main f unction regions , 7 ecological subregions , and 29 ecological

f unction regions. The regionalization work is based on t he assess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 he inte2
gration of the regional resource dist ribution wit h social economical develop ment indicators. The main ecologi2
cal f unction and develop ment direction are p ut forward for every f unction region. At last , t he feasible advises

are p ut fort h in order to realize ecological f unction reg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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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市建设是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良性循

环、协调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 ,是建设生态

文明的具体实践。区域生态功能分区是生态市建设

的一项重要内容。区域生态功能分区是指对未来一

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所做的总

体部署。生态功能分区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区域生态

功能的空间分异规律 ,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国

民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的合理布局以及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以生态功能分区与主体功能分区相结合 ,突

破以往功能分区的局限性 ,使功能分区更加具备使用

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借助 GIS 强大的空间分析功

能 ,以景观生态学原理为指导 ,以小流域为单元 ,以原

有规划为基础 ,对秦皇岛进行生态功能分区与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期为秦皇岛地区经济可持续发

展、区域生态安全与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等方面提供科

学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

秦皇岛市地处河北省东北部 ,北纬 39°24′—

40°37′,东经 118°34′—119°51′。陆域总面积 7 812. 4

km2 ,海岸线长 126. 4 km。市辖山海关、海港、北戴河 3

个区和昌黎、抚宁、卢龙、青龙 4 个县。全市总人口

278. 64 万人。地形总的趋势北高南低 ,北部是高山 ,中

部是丘陵山地 ,南部是冲积平原和渤海。气候类型属

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11 ℃,



年平均降水量 634. 3 mm。境内水系比较丰富 , 流域

面积在 100 km2 以上的较大河流有 23 条。全市平均

森林覆盖率为 40. 40 % ,其中北部山区为 57. 96 %。

2 　生态功能分区的研究方法

2. 1 　数据收集与实地调查

通过走访与区域生态区划相关的各个部门 ,广泛

收集了区域生态区划相关的信息和数据资料 ,相关的

基础图件和成果 ,主要包括照片、航天和航空遥感影

像 ,以及 1 ∶50 000 的地形图、地质地貌、水系、森林

植被分布、水土流失、土壤、气象 ,以及社会、经济统计

数据等。

在对收集资料进行认真研究与分析之后 ,对秦皇

岛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状况、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

发展现状做全面的实地调查 ,在此基础上筛选影响规

划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育的生态影响因子 ,

并形成指标体系。

2. 2 　数据处理与分析

首先对遥感影像和数字化的图件 ,进行影像几何

纠正和坐标配准等处理 ,使之完全配准 ,接着采用计

算机判读解译或人机交互判读 ,获取土地覆盖、植被

指数和植被覆盖度等信息 ,最后将地形地貌、土地利

用、土壤、土壤侵蚀类型与侵蚀程度等非遥感图进行

数字化 ,使用统一的比例尺和坐标系统 ,建立区域生

态分区的生态环境基础数据库。

2. 3 　生态评价

在数据收集与实地调查和数据处理与分析的基

础上 ,对区域生态环境现状、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性

和生态环境敏感性进行了评价 ,分析主要生态环境问

题的现状和趋势 ,明确其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环境敏

感性重要性的区域分异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区域

资源分布利用、社会发展和生态经济发展指标 ,利用

Arcgis 9. 0 ,采用空间叠置法、相关分析法、专家集成

法等方法 ,按生态功能区划的等级体系 ,采用自上而

下的分区方法进行分区 ,最后对各生态功能区命名和

概述。

3 　生态功能分区与管制

根据国家《生态功能区划暂行规程》和《河北省生

态省建设规划纲要》的规定 ,结合秦皇岛市生态系统

的特点及主导生态功能 ,将全市划分为 3 类主体生态

功能区 ,即北部中、低山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 ;中部丘

陵、平原土壤保持与生态建设区 ;南部沿海、中心城市

环境综合整治区。在生态功能分区的基础上 ,进一步

划分 7 个生态功能亚区和 29 个生态功能小区。

Ⅰ北部中、低山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区

Ⅰ1 北部中山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亚区

Ⅰ1 —1都山自然保护区

Ⅰ1 —2马脊梁山土壤保持区

Ⅰ1 —3寿桃山土壤保持区

Ⅰ1 —4秃老岭土壤保持区

Ⅰ1 —5老岭土壤保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Ⅰ2 北部低山、丘陵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亚区

Ⅰ2 —1青龙满族自治县中南部水源涵养与土壤保

持区

Ⅰ2 —2抚宁县北部土壤保持区

Ⅰ2 —3卢龙县北部土壤保持区

Ⅰ2 —4山海关林场保护区

Ⅱ中部丘陵、平原土壤保持与生态建设区

Ⅱ1 中部丘陵生态建设亚区

Ⅱ1 —1卢龙县中部丘陵土壤保持区

Ⅱ1 —2抚宁县中部丘陵土壤保持区

Ⅱ1 —3碣石山保护区

Ⅱ2 山间盆地生态保护和建设亚区

Ⅱ2 —1抚宁县北部盆地保护和建设区

Ⅱ2 —2燕河营盆地保护和建设区

Ⅱ2 —3柳江盆地保护和建设区

Ⅱ3 平原生态建设亚区

Ⅱ3 —1海港区北部生态建设区

Ⅱ3 —2北戴河北部生态建设区

Ⅱ3 —3山海关北部生态建设区

Ⅱ3 —4昌黎县中南部生态建设区

Ⅱ3 —5抚宁县中南部生态建设区

Ⅱ3 —6卢龙县生态建设区

Ⅲ南部沿海、中心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区

Ⅲ1 海岸带保护亚区

Ⅲ1 —1山海关旅游保护区

Ⅲ1 —2海港城市建设区

Ⅲ1 —3北戴河旅游保护区

Ⅲ1 —4南戴河旅游开发区

Ⅲ1 —5抚宁县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区

Ⅲ1 —6昌黎县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区

Ⅲ1 —7黄金海岸自然保护区

Ⅲ2 近海环境保护亚区

Ⅲ2 —1近海环境保护区

3. 1 　生态功能分区

3. 1. 1 　北部中、低山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区 　该区

海拔在 500～1 500 m 之间 ,主要包括青龙满族自治

县的全部 ,抚宁县的驻操营镇、台营镇、大新寨镇、石

门寨镇部分地区 ,卢龙县的刘家营乡、燕河营镇 ,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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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孟姜女镇北部等地区 ,占全市总面积的 58. 09 %。

该区是秦皇岛市的生态屏障 ,主导生态功能为水土保

持、涵养水源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发展方向定位为生态优先 ,保护为主 ,适度发展

低污染或无污染的工业。实施绿色食品战略 ,建设绿

色水果、杂粮、药材、山野菜、食用菌、经济动物等基

地 ,发展特色山地生态农业 ,适度发展生态旅游业。

同时应加强封山育林 ,退耕还林还草 ,荒山绿化 ,水资

源保护 ,矿山生态恢复 ,小流域综合治理和自然保护

区建设等重点生态工程。

3. 1. 2 　中部丘陵、平原土壤保持与生态建设区 　该

区行政上包括卢龙县的 6 镇 5 乡 ,昌黎县大部分地

区 ,抚宁县 5 镇 3 乡 ,秦皇岛市区大部分地区 ,海拔在

0～150 m 之间 ,占全市总面积的 41. 91 %。该区是

秦皇岛市粮食生产基地和农业经济区 ,同时又是工业

较为集中的地区。主导生态功能水土保持、城镇发展

和农业生产。

发展方向定位为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

同步 ,逐步强化生态功能。农业开发以建设稳产、高

效的基本农田为重点 ,发展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和高

效农业 ,加强食品深加工基地建设。加大禽畜养殖基

地建设 ,建设绿色肉、禽、水产品、乳制品生产和深加

工基地。

丘陵地带建设以葡萄、桃子等为主的特色经济林

基地。优化工业布局 ,市区重点建设秦皇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西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秦皇岛出

口加工区、海港区北部工业组团 ;抚宁县重点发展县

城工业区、金属材料工业区、东北部工业带和中南部

工业带 ;昌黎县重点发展黄金海岸生态工业区、东部

工业区、中部工业区、西部工业区 ;卢龙县重点发展县

城工业区和石门工业区。

3. 1. 3 　南部沿海、中心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区 　该区

包括山海关区、海港区、北戴河区、抚宁县和昌黎县的

海岸带和近海。海岸线东起山海关的张庄 ,西至昌黎

县滦河口 ,共 126. 4 km ,距海岸带 22. 224 km 的近海

海域面积约 1 700 km2 ,由海岸带向陆地延伸 2 km

的海岸带面积大约 250 km2 ,占全市陆域面积的 3 %。

主导生态功能滨海湿地保护、海岸带保护和野生鸟

类、鱼类保护。

发展方向定位为开发与保护并重。合理开发滩

涂、近海资源 ,适度发展近海水养殖 ,重点发展远海渔

业 ,实施渔业资源放流和增殖计划 ,建成一批生态渔

业基地。加强港口和港城开发建设 ,大力发展临港物

流产业、食品加工业、玻璃建材业、装备制造业、电子

信息产业和环保产业等。加快发展以北戴河避暑胜

地为品牌的生态旅游业、会展业及其延伸产业。加大

沿海防护林的更新改造力度 ,建设沿海绿色屏障。

3. 2 　生态功能管制

为了更好地实施生态功能分区 ,要对生态功能分

区进行分级管制。根据区域生态环境现状、生态服务

功能重要性和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价的结果 ,结合区域

资源分布利用、社会发展和生态经济发展指标 ,将全

市划分为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集约开发区 ,并

制定不同分区的发展环境政策 ,作为引导和协调全市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基础框架。

3. 2. 1 　禁止开发区 　禁止开发区包括桃林口水库水

源保护区、洋河水库水源保护区、石河水库水源保护

区 ,北戴河鸟类自然保护区、昌黎黄金海岸海洋自然

保护区、柳江盆地地质类型自然保护区、滦河口湿地

自然保护区、老岭森林自然保护、都山森林自然保护

区、黑山森林自然保护区和平市庄森林自然保护区 ,

北戴河风景名胜区、南戴河风景名胜区、山海关风景

区和山海关森林公园等区域。这些区域依法实施保

护 ,禁止任何与保护无关的污染和破坏建设行为 ,允

许发展生态旅游业。

3. 2. 2 　限制开发区 　限制开发区实施严格准入 ,坚

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 ,实施严格的环境准

入政策 ,颁布行业准入目录 ,合理选择发展方向 ,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包括青龙满族自治县生态环境脆弱

区和天然林保护区、南部沿海滩涂和中心城区。

3. 2. 3 　集约开发区 　属于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

以外区域。在主导功能的引导下 ,协调区域健康发

展 ,主要方向是以生态环境优化经济增长 ,通过强化

资源环境管理促进集约发展 ,提高土地等自然资源的

集约开发利用水平 ,增强资源环境对人口经济发展的

承载能力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

4 　对秦皇岛生态功能分区与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4. 1 　加快制定各类相关专项规划

生态功能分区与管制从空间范围 ,从宏观层次为

区域未来的发展描绘了一张蓝图 ,具体怎么去落实 ,

还有一定的难度 ,需要相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 ,更需

要与生态功能分区要求相关的专项规划。为了更好

地配合生态功能分区与管制的实施 ,应加快制定能促

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各类专项

规划。比如全市农业发展规划、工业发展规划、区域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

4. 2 　依法推动生态功能分区实施

抓紧制定、修订与生态功能分区和经济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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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要求不相符的地方政策法规 ,为生态功能分区与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提供法律保障。比如生态补偿

条例 ,能很好地解决北部山区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

盾。同时应加大部门行政执法和部门间联合执法力

度 ,全面推行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4. 3 　加大公众参与力度

区域生态功能分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全市人

民的共同责任 ,应为公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创造条件 ,推动公众广泛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

设。比如实行政府环境行为和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

开化 ,建立和完善有奖举报等激励机制。再比如建立

公众听证制度 ,让公众参与法规政策制定和环境影响

评价 ,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4. 4 　多渠道争取建设资金

吸引资金是落实工程项目 ,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 ,力争中央、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农田基

本建设资金、生态公益林补助资金、水土流失治理资

金、河道整治与小流域治理资金等专项资金。扩大招

商引资 ,争取有一批开发项目在国家和省市政府立

项。同时要广泛吸引民间资金和国际赠、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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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本研究的结果来自盆栽试验 ,而盆栽苗木所

处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林木所处的林分气候条件有较

大的差别 ,即使在试验中尽量保持原土壤条件 ,但是

盆栽苗木的根系状况、土壤温度、空气状况等也会与

林分环境有所不同 ,从而导致不同的生理反应。所以

说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抗蒸腾剂 ,调节植物叶片水分的

散失要针对植物自身的特点和抗蒸腾剂的特性 ,选择

合适的抗蒸腾剂类型和适宜的施用方法。因此 ,今后

对此研究结果和它与林分实际情况的差异还需做大

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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