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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强对江苏省海岸带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文章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通过提取瞬时水边线和

推算潮位特征线，分析１９８４—２０１６年江苏省海岸线和沿海滩涂的变迁。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自

然岸线逐渐减少，人工岸线大幅增加，海岸线明显向海推进；淤长岸段主要分布在辐射沙洲北翼的

射阳河口至川东港南，冲刷岸段主要分布在废黄河三角洲的灌河口北至中山河口南和扁担河口北

至双洋河口南，全省海岸淤长长度和平均淤长速率均大幅下降；沿海各地的潮间带平均宽度均有

不同程度的缩短，滩涂围垦强度大是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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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江苏省地处江淮下游和黄海之滨，其海域绝大

部分属南黄 海，仅 有 长 江 口 以 东、启 东 圆 陀 角 至 韩

国济州岛一线以南的海域属东海。据历史记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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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和黄河曾 在 苏 北 地 区 入 海，带 来 巨 量 泥 沙，使 沙

质海岸演变为淤泥质海岸。有很多研究表明，江河

泥沙的输运和沉积是江苏省沿海滩涂资源异常丰富

的重要原因［１－２］。江苏省沿海滩涂为５００　１６７ｈｍ２，

约占全国沿海滩涂的１／４，居全国首位［３］，其中包括

潮上带为３０　７４７ｈｍ２、潮间带为２６７　６６７ｈｍ２和辐射

状沙脊群理论最低潮面以上部分为２０１　７５３ｈｍ２。

江苏省 沿 海 地 区 入 海 河 流 众 多，水 系 纵 横 交

错，带来大量径流和泥沙，在水动力环境的影响下，

缓慢改变入海河口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对海岸线和

沿海滩涂 产 生 重 要 影 响。与 我 国 其 他 沿 海 地 区 相

比，江苏省海 岸 线 变 迁 尤 其 剧 烈，沿 海 滩 涂 一 直 处

于动态变化中。

夏真等［４］以多时相遥感数据为基础，提 出 海 岸

变迁的 研 究 方 法 和 技 术 路 线，并 分 析 大 亚 湾 区 域

１９７３—１９９７年４个时相的海岸线变迁、海岸特征及

其与海岸类型和人类活动的关系；姚晓静等［５］采用

ＧＩＳ和遥感技术提 取 海 南 岛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４个 时

期的海岸线，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陆晓燕等［６］分

析江苏省 海 岸 线 和 沿 海 滩 涂 围 垦 的 变 迁。结 合 已

有研究成果，本研究采用卫星遥感技术分析江苏省

海岸线和沿海滩涂的变迁，可为海岸带的保护和开

发利用提供技术支撑和科学依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源

本研究采用的遥感影像为Ｌａｎｄｓａｔ系列卫星数

据，分辨率为３０ｍ，共４１景（表１）。

表１　数据源

采集年月 数量／景 传感器类型

１９８４年３—１２月 ８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４－ＴＭ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ＴＭ

１９９２年１—１０月 ９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ＴＭ

２０００年４—１２月 ８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ＴＭ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７－ＥＴＭ＋

２００８年１—１２月 ８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ＴＭ

２０１６年１—９月 ８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ＯＬＩ

所有影像均利用已有控制点进行几何校正，使

其校正精度优于１个像元。完成所有影像的几何校

正后，对各期影像进行拼接和裁剪，再利用近红外、

红、绿３个波段组合开展海岸线提取工作。

１．２　提取瞬时水边线

水边线在 影 像 上 表 现 为 某 一 时 刻 海 洋 与 陆 地

的瞬时 交 界 线，是 由 影 像 最 易 识 别 的 海 陆 交 界 标

志。最新研 究 成 果 是 根 据 海 岸 带 不 同 类 型 地 物 在

可见光－近红外波段具有不同反射率的特性，采用

三波段梯度差值水体指数（ＴＧＤＷＩ）突出水体边界

信息，再结合阈值密度分割法分离影像中的水体部

分；在精确分 离 水 体 后，利 用 边 缘 检 测 算 子 提 取 水

体边界，得到栅格水边线；经栅格矢量转换处理，生

成矢量水边线，并在局部区域利用目视解译进行手

工修正，最终完成瞬时水边线的精确提取。

１．３　推算潮位特征线

根据影像的成像时相，利用由影像提取的水边

线离散点，结 合 潮 位 变 化 过 程，可 推 算 水 边 线 离 散

点所处位置的潮位；利用２个时相水边线离散点的

潮位差，可计 算 断 面 坡 度，进 而 推 算 断 面 上 的 平 均

大潮高潮点和低潮点的位置；将高潮点和低潮点分

别连接成线，即可得到平均大潮高潮线和低潮线。

２　海岸线变迁

１９８４—２０１６年江苏 省 海 岸 线 发 生 较 明 显 的 变

化（图１）。

图１　江苏省海岸线

由图１可以看出：自然岸线逐渐减少并破碎化，

人工岸线大幅 增 加（图２）；中 部 盐 城 市 的 海 岸 线 逐

渐顺直且缩短，而南部南通市的海岸线逐渐曲折且

增长；海岸线明显向海推进，海岸带陆地面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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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江苏省海岸线长度

３　海岸冲淤变迁

１９８４—２０１６年江苏省海岸整体向海推进，主要

原因是大 规 模 的 滩 涂 围 垦。淤 长 和 冲 刷 具 有 分 段

性特征：以灌 河 口 和 双 洋 河 口 为 界，灌 河 口 以 北 至

绣针河口和双洋河口以南至连兴河口以淤长为主，

灌河口至双洋河口以冲刷为主。

淤长岸段 主 要 分 布 在 辐 射 沙 洲 北 翼 的 射 阳 河

口至川东港南，累计淤长长度为１２７．６２ｋｍ；平均淤

长长度为２　６５７ｍ，平均淤长速率为８３．０３ｍ／ａ；最大

淤长长度为８　０７８ｍ，位于川东港北。值得注意的是，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全省海岸淤长长度为２７３．９ｋｍ，平 均

淤长速 率 为１２６．２６ｍ／ａ；而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 全 省 海

岸淤 长 长 度 为１１０．１７ｋｍ，平 均 淤 长 速 率 下 降 至

２７．９８ｍ／ａ。

冲刷岸段 主 要 分 布 在 废 黄 河 三 角 洲 的 灌 河 口

北至中山河口南和扁担河口北至双洋河口南，累计

冲刷长度为７１．１７ｋｍ；平均冲刷长度为３４６ｍ，平均

冲刷速率为１０．８１ｍ／ａ；最大冲刷长度为１　３２６ｍ，位

于二罾闸至南八滩闸。

４　潮间带宽度变迁

１９８４—２０１６年江苏 省 沿 海 各 地 的 潮 间 带 平 均

宽度均有不同程度的缩短（图３）。

图３　江苏省沿海各地潮间带平均宽度

由图３可以看出：赣榆区至滨海县以及启东市

的潮间带平均宽度变化较小，缩短８０～９３０ｍ，与该

岸段的稳定－微冲刷特征相关；射阳县至海门市的

潮间带平均宽度变化很大，平均缩短约３　２００ｍ，该

岸段虽以淤 长 为 主，但 由 于 滩 涂 围 垦 强 度 大，潮 间

带宽度反而大幅缩短，其中大丰区和通州区分别缩

短５　８９８ｍ和６　２２０ｍ；２０１６年潮间带平均宽度最

大的是东台市、海安县和如东县，但与１９８４年相比

均缩短约３　０００ｍ。

５　结语

利用卫星遥感数据，结合提取瞬时水边线和推

算潮位特征线的方法，可掌握海岸线和沿海滩涂的

长期变 化 特 征，从 而 辅 助 海 岸 带 的 保 护 和 开 发 利

用。后续研 究 应 综 合 运 用 高 精 度 遥 感 影 像 和 现 场

验证等手段，提高识别的精确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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