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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辽宁省庄河市滨海湿地景观格局变化及其 驱 动 力，为 该 市 滨 海 湿 地 的 合 理 利 用 和 生

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决策支持和科学依据。［方法］以庄河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２期 遥 感 影 像 为 基 础 数 据，在 遥

感和ＧＩＳ技术支持下，运用景观格局指数模型来分析 研 究 区 景 观 格 局 的 变 化 特 征 和 该 区 景 观 格 局 变 化 的

驱动因素。［结果］１０ａ间，庄河市滨海湿地的面积减少了７．４４％；景观斑块数（ＮＰ）由２０００年的３　４２５块

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３　５６３块，增 加 了４．０３％；景 观 多 样 性 指 数（Ｈ）由２０００年 的０．６３１　５增 加 到２０１０年 的

０．８５５　４；景观优势度指数（Ｄ）从２０００年的０．８３５　９降低到２０１０年的０．７３６　４；景观均匀度指数（Ｅ）从２０００
年的０．５７８降低到２０１０年的０．５１４。［结论］庄河市滨海湿地的景观破碎化程度在加剧。在自然驱动力和

人文驱动力作用下，湿地面积大幅减少，生态功能不断下降，使得研究区生态环境恶化，从而严重影响庄河

市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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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系指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的沼泽地、湿

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或流动，或淡水、
半咸水体、或微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６ｍ的水域［１］。滨海 湿 地 不 仅 具 有 丰 富 的 物 种 资 源

和矿产资源，而且在控制海岸侵蚀、抵御海洋灾害、美
化环境、维持区域和全球生态平衡以及提供野生动植

物生境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２－７］。近年来随着滨海区

域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滨海湿地成为生态环境

变化最为剧烈的地区，其景观动态变化已成为国内外

学者研究的 热 点 问 题 之 一［８－１３］。我 国 科 研 人 员 和 社

会学工作者对滨海湿地状况进行了大量研究。林和

山等［１４］和叶思源等［１５］对湿地健康评价进行了分析和

研究；陈加兵等［１６］、胡镜荣等［１７］对湿地的可持续利用

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科学合理性建议；张华等［１８］、苏少

川等［１９］和王斌等［２０］对滨海湿地的服务价值进行了系

统研究并得出了研究区具体的服务价值。但是对滨

海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力研究却较为少见。
庄河 市 濒 临 黄 海 北 岸，蕴 藏 着 丰 富 多 样 的 滨 海

湿地资源。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庄河市滨海湿地

正面临着资源过度利用和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生态环

境恶化严重。本研究以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并且

借助ＧＩＳ方法全面分析１０ａ来该区域的土地利用／
景观变化及其驱动力，其目的是为庄河市滨海湿地的

合理利 用 和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提 供 决 策 支 持 和 科 学

依据。

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１．１　庄河市概况

庄河市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南部，大连市东北部，
隶 属 于 辽 宁 省 大 连 市。地 理 范 围 为 北 纬３９°２８′—

４０°１２′，东 经１２２°２９′—１２３°３１′。庄 河 属 千 山 山 脉 南

延部分，为低山丘陵区，地势由南向北逐次升高。全

境总面积 为６．９７×１０５　ｈｍ２，其 中 陆 地 面 积４．０７×
１０５　ｈｍ２，自然海岸线长２８５ｋｍ。庄河市自然资源丰

富，海域属内陆浅海。气候属北温带湿润地区大陆性

季风气候，具有一定的海洋性气候特征。年平均气温

９．１℃，历年平均降雨量为７５７．４ｍｍ。２０１０年庄河

市的总人口达到了约９１．３１万人，土地利用方式以农

业和养殖业为主。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湿地景观分类　在借鉴国内湿地分类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２１－２２］，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参照湿地公

约和全国湿地资源调查将庄河市滨海湿地景观分为

自然湿地景观和人工湿地景观两大类型。其中自然

湿地景观包括河流、滩涂和沼泽等３个景观类型，人

工湿地景观包括水库坑塘、水田和海水养殖等３个景

观类型。

１．２．２　数据源及处理　采用的基础数据包括：１∶５
万地形图和２０００及２０１０年 的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遥 感 数

据，空间分辨率为３０ｍ×３０ｍ；将研究区的１∶５万

地形图进行 扫 描，应 用 ＡｒｃＧＩＳ软 件 进 行 处 理，建 立

统一的投影坐标，利用ＥＮＶＩ　４．８遥感数据处理软件

对２０００和２０１０年 两 个 时 期 的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遥 感 图

像进行几何纠正和配准，将平均误差控制在０．５个象

元内。为了更好的突出地物信息，利用ＲＧＢ（５，４，３）
合成 假 彩 色 图 像。在 ＧＩＳ支 持 下，对 遥 感 数 据 进 行

解译和编制，并对解译结果进行修改、编辑，分别生成

各时期的湿地 景 观 分 布 图（附 图１１），建 立 庄 河 市 滨

海湿地景观空间数据库。然后对两期景观分布图进

行叠加分析，求 出 各 种 利 用 类 型 土 地 之 间 的 转 化 面

积，计算各种土地利用景观类型面积转移概率矩阵，
以揭示湿地面积的变化过程。

１．３　湿地景观格局指数的选取

参照前人同类研究成果［２３－２４］，根据研 究 区 特 点，
选取景观类型面积（ＣＡ）、斑 块 数（ＮＰ）、景 观 多 样 性

指数（Ｈ）、优势度指数（Ｄ）和景观均匀性指数（Ｅ）等

来定量分析研究区景观格局特征及变化。各指标具

体计算公式及其表达含义详见参考文献［２４—２５］。

２　景观格局分析

２．１　各类型滨海湿地面积的变化

从表１可以 看 出，２０００年 庄 河 市 滨 海 湿 地 的 总

面积为１．３１×１０５　ｈｍ２。自然湿地中，滩涂的面积最

大，为 ２．６３×１０４　ｈｍ２，占 滨 海 湿 地 总 面 积 的

２０．０４％，其次为河流，占１４．４８％，沼泽面积最小，占

滨海湿地总 面 积 的８．７８％。人 工 湿 地 中，海 水 养 殖

面积最大，为３．３６×１０４　ｈｍ２，占 滨 海 湿 地 总 面 积 的

２５．６２％，水田面积为２．９７×１０５　ｈｍ２，占２２．６０％，水
库坑塘面积最小，仅占８．４７％。２０１０年庄河 市 滨 海

湿地总面积为１．２２×１０５　ｈｍ２。自然湿地中，仍是滩

涂面积最大，但是占滨海湿地总面积的比例却下降到

了１４．４２％；其次为河流，占１３．６４％，沼泽面积最小，
仅占滨海湿地 总 面 积 的８．７０％。人 工 湿 地 中，海 水

养殖面积 最 大，为５．２０×１０４　ｈｍ２，占 滨 海 湿 地 总 面

积的４１．８０％；水 田 占１４．８４％；水 库 坑 塘 面 积 仅 占

６．６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庄河市滨海湿地总面积呈下降趋

势，由２０００年 的１．３１×１０５　ｈｍ２ 减 少 到２０１０年 的

１．２２×１０５　ｈｍ２，减少幅度为７．４４％。自然湿地中，滩

涂的面积减少幅度最大，１０ａ间减少了８　９０９．１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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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湿地面积的减少，主要是由于过渡开垦造成的；
其 次 为 河 流 及 沼 泽，分 别 减 少 了 ２　５６３．８ 和

１　１９３．４５ｈｍ２。人工湿地中海水养殖的面积增加的幅

度最大，１０ａ间 增 加 了１．８４×１０４　ｈｍ２，而 水 田 和 水

库坑塘的面 积 均 有 所 减 少，并 且 减 少 的 幅 度 分 别 为

３９．１２％和１６．７２％。

表１　庄河市２０００和２０１０年各类型滨海湿地面积及其变化率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２０００年

面积／ｈｍ２ 比例／％
２０１０年

面积／ｈｍ２ 比例／％
面积变化

率／％
沼泽 １．１５×１０４　 ８．７８　 １．０３×１０４　 ８．７０　 １０．３６

自然湿地
滩涂 ２．６３×１０４　 ２０．０４　 １．７４×１０４　 １４．４２　 ３３．８６
河流 １．９０×１０４　 １４．４８　 １．６４×１０４　 １３．６４　 １３．４９
小计 ５．６８×１０４　 ４３．３１　 ４．２２×１０４　 ３６．７６　 ２５．７９

海水养殖 ３．３６×１０４　 ２５．６２　 ５．２０×１０４　 ４１．８０　 ５４．６２

人工湿地
水 田　　 ２．９７×１０４　 ２２．６０　 １．８１×１０４　 １４．８４　 ３９．１２
水库坑塘 １．１１×１０４　 ８．４７　 ９．２６×１０３　 ６．６０　 １６．７２
小 计　　 ７．４４×１０４　 ５６．６９　 ７．９３×１０４　 ６３．２４　 ６．５９

合 计 １．３１×１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２×１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７．４４

２．２　各类型滨海湿地斑块数的变化

从表２可 以 看 出，２０００年 庄 河 市 滨 海 湿 地 斑 块

总数为３　４２５块。自 然 湿 地 中，滩 涂 的 斑 块 数 最 多，
为６８６块，占滨海湿地斑块总数的２０．０３％；其次为河

流，斑块 数 为４９６块；沼 泽 的 斑 块 数 最 少，仅 为３０１
块。人工湿地中，海水养殖的斑块数最多，为８７７块，
占滨海湿地斑块总数的２５．６１％；水田为７７４块；水库

坑塘的斑块 数 最 少，仅 占８．５０％。２０１０年 庄 河 市 滨

海湿地斑块总数为３　５６３块。自然湿地中，滩涂的斑块

数最多，为５１４块，占滨海湿地斑块总数的１４．４３％；其
次为河 流，斑 块 数 为４８６块；沼 泽 的 斑 块 数 最 少，为

３１０块。人 工 湿 地 中，海 水 养 殖 的 斑 块 数 最 多，为

１　４８９块，占滨海湿地斑块 总 数 的４１．７９％；水 田 和 水

库坑塘的斑块数相对较少，分别为５２９和２３５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庄河市滨海湿地斑块数量呈增加

趋势，由２０００年 的３　４２５块 增 加 到２０１０年 的３　５６３
块，说明破碎化程度呈上升趋势。自然湿地滩涂斑块

个数减少最多，１０ａ间减少了１７２块；其次为河流，减
少了１０块；而沼泽的 斑 块 个 数 增 加 了９块。人 工 湿

地中，只有海水养殖的斑块个 数 增 加 了，增 加 的 斑 块

数为６１２块；水田和水 库 坑 塘 的 斑 块 个 数 均 减 少 了，
并且减少的个数分别为２４５和５６块。湿地斑块个数

的增加 主 要 是 受 人 为 因 素 或 自 然 因 素 的 影 响 所 导

致的。

表２　庄河市２０００和２０１０年各类型滨海湿地斑块数量变化

年份
斑块数量／块

沼泽 滩涂 河流 海水养殖 水田 水库坑塘 合计

２０００年 ３０１　 ６８６　 ４９６　 ８７７　 ７７４　 ２９１　 ３　４２５
２０１０年 ３１０　 ５１４　 ４８６　 １４８９　 ５２９　 ２３５　 ３　５６３

２．３　滨海湿地景观多样性指数、优势 度 指 数 和 均 匀

度指数的变化

计算结果 表 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庄 河 市 滨 海 湿 地

的景观优势度指数和景观均匀度指数均呈降低趋势，
其中景观优 势 度 指 数 由２０００年 的０．８３５　９降 低 到

２０１０年 的０．７３６　４，景 观 均 匀 度 指 数 从２０００年 的

０．５７８降低到２０１０年的０．５１　４；而景观多样性指数则

呈上升趋势，从２０００年的０．６３１　５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

０．８５５　４。景观 多 样 性 指 数 的 增 加，说 明 研 究 区 受 到

一定的人为因素的干扰，使各 景 观 类 型 产 生 缩 减、损

耗和分割等空间过程，从而使庄河市整体景观格局的

差异性越来越大。

３　驱动力分析

庄河市作为辽宁省重要的沿海城市，近年来随着

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其滨海湿地的景观格局发生了巨

大变化。庄河滨海湿地的景观 变 化 主 要 受 两 个 方 面

的影响，一是自然因素，二是人为因素。

３．１　自然驱动因子

海岸侵蚀是形成目 前 庄 河 市 滨 海 景 观 格 局 的 重

要原因。海岸侵蚀使大陆海岸线向内陆不断延伸，由
于海岸侵蚀使土地大量流失、海 岸 建 筑 物 破 坏、海 滨

浴场退化、海滩生态环境恶化从而改变了原有的景观

格局。侵蚀下来的泥沙又搬运 到 港 湾 淤 积 而 使 航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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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从而成为一种严重的环境地质灾害。必须引起

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海岸侵蚀。

３．２　人为驱动因子

改革开放以来，庄河市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统计结 果 表 明，２０１０年 庄 河 市 的 生 产 总 值 达

到了５００．７亿元，比２０００年增长了５４１．１０％。经济

的增 长 也 导 致 了 人 口 数 量 的 增 加，２０００年 庄 河 市 的

户籍人口为８９．７６万 人，２０１０年 增 加 到 了９０．５０万

人，增加了０．８２％。经 济 和 人 口 的 增 长 致 使 建 设 用

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从而导致景观格局的变化。除此

之外，港口开发和扩建也是导 致 滨 海 湿 地 丧 失、景 观

格局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以工农业废水、城市

生活污水为主的陆上污染源及以船舶溢油、近海养殖

为主的海上污染源加剧了湿地生态环 境 的 恶 化 和 景

观的破碎化程度。

４　结 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庄 河 市 滨 海 湿 地 面 积 在 不 断 减

少，由２０００年 的１．３１×１０５　ｈｍ２，减 少 到２０１０年 的

１．２２×１０５　ｈｍ２，减 少 了７．４４％；景 观 斑 块 数（ＮＰ）由

２０００年的３　４２５块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３　５６３块，增加了

４．０３％；景观优势度指数和景观均匀度指数呈现上升

趋势，而景观多样性指数呈下降趋势。研究区景观格

局变化主要受自然驱动力和人为驱动力的双重影响；
海岸侵蚀是影响庄河市滨海景观格局 的 一 种 严 重 的

环境地质灾害。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数量

的增加，人类活动对研究区的改造导致了自然湿地的

面积不断减少，随着围垦和水 体 污 染 的 加 剧，滨 海 湿

地的生态功能不断下降，使得 研 究 区 生 态 环 境 恶 化，
从而严重影响庄河市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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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变化 及 环 境 效 应［Ｊ］．地 质 论 评，２０１２，５８（１）：１９０－
２００．

［２５］　翟万林，龙江平，乔吉果，等．长江口滨 海 湿 地 景 观 格 局

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Ｊ］．海洋学研究，２０１０，２８（３）：１７－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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