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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根据生态空间保护需求棳调整产业空间布局方向棳是协调产业开发与生态保护空间关

系及进行区域空间调控的重要内容暎以江苏沿江地区为例棳在提取生态功能保护区和产业分

布空间信息的基础上棳运用矩阵分类和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分布的空间匹配

特点棳总结了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思路暎研究表明椇江苏沿江大部分地区生态保护与产业分

布空间匹配较为协调棳较不协调和不协调的区域面积较小棳主要分布于临近江面的洲滩地区棳
未来需控制该区产业扩张椈风景名胜区暍饮用水源保护区暍重要湿地和森林公园受侵占面积

较多棳未来的产业开发应予以重点避让椈制造业暍交通运输暍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文化暍体育

和娱乐业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占用较多棳未来应优先退出生态功能保护区范围暎
关 键 词椇生态功能保护区椈产业分布椈空间匹配椈江苏沿江地区

文章编号椇棻棸棸棸灢棸椄 棬棽棸棻棻棭棸棽灢棸棽椂椆灢棸椆

棻暋 引言

暋暋沿江地区棳位于水生生态系统与陆地生态系统的结合部棳自然条件变化剧烈棳是容易

出现生态问题的区域椲棻椵暎江苏沿江地区地势平坦暍水土资源丰富暍区位优越棳开发愿望强

烈棳但生态保护要求较为严格棳开发与保护的矛盾突出暎自棽棸棸棾年沿江开发战略实施以

来棳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暎根据卫星遥感影像数据棳棽棸棸棾暙棽棸棸椃年间城镇工矿用地

年均增长棿灡棻棸棩棳对生态系统生态过程的干扰逐渐增强棳区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受

到影响棳已经成为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椲棽椵暎因此棳分析沿江地区产业分布与生态

功能保护区的空间关系棳调整产业空间布局方向棳对于促进沿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暎
暋暋关于如何协调区域开发与保护的空间矛盾暍规范开发秩序棳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棳已

有较多讨论暎区域生态安全暍生态压力评价研究试图通过生态空间需求与生态空间供给之

间匹配关系的分析棳为区域发展方向的调整提供依据椲棾暙 椵暎主体功能区划研究强调在开发

适宜性和现状开发强度评价的基础上棳引导发展要素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暍发展潜力较

大暍现状开发强度不高的地区集聚棳缓解生态条件脆弱暍发展潜力较小地区的环境压力棳
实现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椲椂暙椄椵暎区域空间功能分区研究以地域分异理论为基

础棳利用决策树方法棳通过不同地区关键领域的功能识别暍区域空间功能目标导向和发展

工具确定等步骤棳建立区域空间功能图谱棳并期望以此协调地域空间关键领域的功能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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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椲椆棳棻棸椵暎城市精明增长理念明确提出划定具有重要自然资源保护价值和生态敏感区域作

为城市增长边界棳以此控制城市的无序蔓延棳缓解城市扩展与生态保护的空间冲突椲棻棻暙棻棾椵暎
还有研究通过分析区域层面的生态保护与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相互关系棳提出建设

用地布局的调整方向椲棻棿椵棳但对于建设用地扩展的重要内容暘暘暘产业布局及其与生态功能

保护空间关系协调的研究较少暎因此棳本研究试图从识别生态功能保护区和产业分布的空

间信息出发棳评价生态功能保护区与产业分布的空间匹配状况棳分析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产

业开发占用特点棳探寻生态保护与产业布局空间关系调整的思路棳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

提供指导暎由于产业分布数据空间范围的限制棳案例区仅包括江苏境内长江岸线两侧棿
旊旐的范围棳总面积约 棻棻旊旐棽棳绝大部分为平原地区暎
棽暋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棽灡棻暋数据来源

暋暋江苏沿江地区棻暶 万基础地理数据暍斢斝斚斣棿和 斕斸旑斾旙斸旚灢 融合之后空间分辨率为

棻棸旐的遥感影像暍空间分辨率椆棸旐 的 斈斉斖暍 暥江苏省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区域规划暦试

行版栙暍江苏沿江地区企业分布空间数据栚 棬棻暶棻万棭暎
棽灡棽暋研究方法

暋暋依据生态服务功能保护和产业开发在空间上相互冲突和排斥的基本判断棳利用 斍斏斢
软件分析各项数据棳提取案例区的生态功能保护区和产业分布的空间信息棳分析生态保护

和产业分布的空间匹配状况棳提出产业发展导向和空间布局调整的思路暎
棽灡棽灡棻暋生态功能保护区与产业分布信息提取 暋 棬棻棭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划定暎生态功

能保护区的划定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分异暍区域空间相关为基本原则棳旨在识别具有

水源涵养暍水土保持暍生物多样性维护暍自然与人文景观保护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区

域椲棻 椵暎研究以 暥江苏省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区域规划暦为基础棳依据生态系统及主导生

态服务功能类型差别棳在江苏沿江地区划定自然保护区暍森林公园暍风景名胜区暍饮用水

源保护区暍重要湿地暍重要渔业水域暍清水通道维护区暍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公益林区等椆
类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暎地形暍水系暍植被等自然生态条件的空间分布特征棳是确定各类

生态功能保护区边界的主要依据棳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性暍主导生态服务功能一致性等是边

界确定的准则椲棻 椵棳已建各类保护区的边界以批复范围为准棳其他各类重要生态功能保护

区的边界特征如表棻所示暎
暋暋 棬棽棭产业分布空间信息提取暎利用江苏沿江地区企业分布数据棳根据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标准以及实地调查棳将江苏沿江地区的产业分为椇农林牧渔业棳采矿业棳制造业棳电

力暍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棳建筑业棳交通运输暍仓储和邮政业棳信息传输暍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业棳批发和零售业棳住宿和餐饮业棳金融业棳房地产业棳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棳居

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棳科学研究暍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棳水利暍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棳教育棳卫生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棳文化暍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等棻椆个门类棳椃椃个大类和棽棻棽个中类暎在空间数据的属性表中添加相应的属性字段棳并

赋予对应标识属性值棳为产业类别空间分析提供支撑暎

栙
栚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棶江苏省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区域规划棳棽棸棸椆棶
江苏省测绘局棶江苏沿江地区企业分布调查棳棽棸棸椃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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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棻暋江苏沿江地区各类生态功能保护区面积统计

斣斸斺灡棻暋斄旘斿斸旙旚斸旚旈旙旚旈斻旙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旊旈旑斾旙旓旀斿斻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旀旛旑斻旚旈旓旑旔旘旓旚斿斻旚旈旓旑斸旘斿斸
斸旍旓旑旂旚旇斿斮斸旑旂旚旡斿斠旈旜斿旘旈旑斒旈斸旑旂旙旛斝旘旓旜旈旑斻斿

类型 主导生态服务功能 范围 面积 棬旊旐棽棭比例 棬棩棭
重要湿地

湿地生态系统维护

与洪水调蓄
长江沿江的洲滩湿地 棻椃灡椆椄 棾灡棽

饮用水源保护区 水源水质保护 河流与湖泊取水口周围一二级与准保护区 椆棽灡棻 棽棸灡椃棽
自然保护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

已批复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棳含核心区暍缓冲区

和实验区
椂椂灡椃椃 棻灡棸棻

风景名胜区 自然与人文景观保护
自然与人文景观集中暍环境优美可供人们游览

或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区域
椂棻灡棾椄 棻棾灡椄棸

森林公园 自然与人文景观保护
自然与人文景观集中暍森林景观优美可供人们

游览或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区域
棾棾灡棽椃 椃灡棿椄

生态公益林区 涵养水源
能提供公益性暍社会性产品或服务的其他森

林暍林木和林地地区
棻椆灡棿椂 棿灡棾椄

清水通道维护区 水源水质保护 清水通道的水体及两侧棻棸棸旐陆域部分 棻棻灡棾椂 棽灡
重要渔业水域 渔业繁殖保护

河流与海洋珍稀鱼类种质资源繁殖与保护及其

他渔业资源集中分布的水域
棽灡棸棸 棸灡棿

水源涵养区 涵养水源

海拔棻棸棸旐以上暍植被覆盖良好的丘陵山地棳
其他河流源头汇水区以及湖泊和水库的径流汇

聚区

棸灡棿棻 棸灡棸椆

总计 棿棿棿灡椃椄 棻棸棸灡棸棸
棽灡棽灡棽暋生态保护与产业分布空间匹配分析暋 棬棻棭生态保护与产业分布空间匹配类型划

分暎利用 斄旘斻旂旈旙椆灡棽软件平台棳首先将案例区划分为 棻棻个格网单元 棬棻棸棸棸旐暳棻棸棸棸旐棭棳
运用叠置分析工具 棬旈旑旚斿旘旙斿斻旚棭将生态功能保护区和产业分布数据切分至网格单元棳并计

算各单元内两类区域的面积比例暎其次棳根据各单元生态功能保护区和产业分布的面积比

例进行聚类棳划分生态保护重要性和产业开发密度等级暎第三棳以两者为行和列棳建立互

斥分类矩阵棳根据网格单元生态保护重要性和产业开发密度的组合特点椲棻椂棳棻椃椵棳按照优先

保护生态暍适度控制产业开发密度的准则棳结合专家经验进行江苏沿江地区生态保护和产

业分布空间匹配类型的划分暎
暋暋 棬棽棭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产业占用暎叠置生态功能保护区和产业分布两层空间数据棳
运用斉旞斻斿旍中的数据透视方法生成生态服务功能保护区的产业占用数据汇总表棳以此为基

础分析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产业占用特点棳并从维护区域生态服务功能保护区的主导功能出

发棳评价现状产业空间分布的合理性棳提出未来产业布局调整的方向暎
棾暋结果分析

棾灡棻暋生态功能保护区与产业分布分析

棾灡棻灡棻暋生态功能保护区分布暋如表棻和图棻所示棳江苏沿江地区生态功能保护区总面积

棿棿棿灡椃椄旊旐棽棳约占国土面积的椄灡棸椃棩暎其中棳重要湿地面积 大棳集中在沿江浅水洲滩地

区椈饮用水源保护区次之棳主要分布在沿江集中式取水口周边地区椈自然保护区主要分布

在具有珍稀物种保护功能的沿江洲滩地区棳风景名胜区主要分布于沿江的低丘地区棳森林

公园和生态公益林区则集中于风景名胜区外的低丘地区棳清水通道维护区暍重要渔业水域

和水源涵养区等分布较为零散棳面积较小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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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棻暋江苏沿江地区各类生态功能保护区分布示意图

斊旈旂灡棻暋斣旇斿斾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旊旈旑斾旙旓旀斿斻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旀旛旑斻旚旈旓旑旔旘旓旚斿斻旚旈旓旑斸旘斿斸
斸旍旓旑旂旚旇斿斮斸旑旂旚旡斿斠旈旜斿旘旈旑斒旈斸旑旂旙旛斝旘旓旜旈旑斻斿

图棽暋江苏沿江地区产业门类分布示意图

斊旈旂灡棽暋斣旇斿斾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旊旈旑斾旙旓旀旈旑斾旛旙旚旘旟斸旍旓旑旂旚旇斿斮斸旑旂旚旡斿斠旈旜斿旘旈旑斒旈斸旑旂旙旛斝旘旓旜旈旑斻斿

图棾暋江苏沿江地区生态保护与产业分布空间匹配类型示意图

斊旈旂灡棾暋斣旇斿旙旔斸旚旈斸旍斾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旓旀斿斻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旔旘旓旚斿斻旚旈旓旑斸旘斿斸斸旑斾旈旑斾旛旙旚旘旟旙旔斸旚旈斸旍旐斸旚斻旇旈旑旂旚旟旔斿
斸旍旓旑旂旚旇斿斮斸旑旂旚旡斿斠旈旜斿旘旈旑斒旈斸旑旂旙旛斝旘旓旜旈旑斻斿



暋棽期 陈暋诚 等椇江苏沿江地区生态保护与产业分布空间匹配格局分析 棽椃棾暋暋

表棽暋江苏沿江地区产业门类面积统计

斣斸斺灡棽暋斄旘斿斸旙旚斸旚旈旙旚旈斻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旊旈旑斾旙旓旀旈旑斾旛旙旚旘旟
斸旍旓旑旂旚旇斿斮斸旑旂旚旡斿斠旈旜斿旘旈旑斒旈斸旑旂旙旛斝旘旓旜旈旑斻斿

产业门类
分布面积

棬旊旐棽棭
占全区

比例 棬棩棭
制造业 棽椃棾灡棻棿 棿灡棿椆

交通运输暍仓储和邮政业 棻灡椆棻 棻棸灡棾椂
农林牧渔业 棾棾灡棾棽 椂灡椂

电力暍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棾棾灡棻棽 椂灡椂棻
建筑业 棽椆灡椄棿 灡椆
教育 棽棸灡棾棾 棿灡棸椂

批发和零售业 棻椂灡棻 棾灡棽棽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椄灡椃棿 棻灡椃棿
文化暍体育和娱乐业 椃灡棿椄 棻灡棿椆

采矿业 灡棻棾 棻灡棸棽
科学研究暍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棿灡椃棾 棸灡椆棿

房地产业 棿灡椂棿 棸灡椆棾
水利暍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棽灡椄棽 棸灡椂

住宿和餐饮业 棽灡椄棽 棸灡椂
卫生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棽灡椂棿 棸灡棾

金融业 棻灡棿椆 棸灡棾棸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棻灡棽椄 棸灡棽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棸灡椄椃 棸灡棻椃
信息传输暍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棸灡椃椆 棸灡棻椂

总计 棸棻灡棽棾 棻棸棸灡棸棸

棾灡棻灡棽暋产业分布暋如表棽和

图棽所示棳江苏沿江地区共有

棻椆 个 产 业 门 类棳 总 面 积

棸棻灡棽棾旊旐棽棳约占国土面积的

椆灡棻棸棩暎其中棳制造业用地面

积 多棳主要分布在长江南岸

地区椈交通运输暍仓储和邮政

业用地次之棳集中于长江南岸

的 港 口 码 头 周 边椈 农暍 林暍
牧暍渔业以及电力暍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 业用地 相对较

多棳前者要分布于长江北岸地

区棳后者的分布相对集中于长

江南岸地区椈建筑业和教育业

用地也相对较多棳其他产业用

地 面 积 较 小棳 且 分 布 较 为

零散暎
棾灡棽暋生态保护与产业分布空

间匹配分析

棾灡棽灡棻暋生态保护与产业分布

空间匹配类型暋根据各单元在

分类矩阵中的位置棳分析生态

保护重要性和产业开发密度等

级的组合特点棳将网格单元划

分协调暍较协调暍较协调和协调四种类型暎如表棾和图棾所示棳绝大部分单元的生态保护

重要性与产业开发密度的匹配较为协调棳仅有少部分地区较不协调暎
暋暋不协调区域椇主要分布在临近长江水面的洲滩地区棳其中的生态功能保护区和产业空

间面积占全区的比例都很低暎较不协调区域椇主要分布在不协调区域的周边地区棳生态功

能保护区和产业空间的面积相对较小暎较协调区域椇面积较大棳集中分布在长江南岸的大

部分地区暎协调区域椇面积 大棳主要分布在长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暎
表棾暋江苏沿江地区生态保护与产业分布空间匹配类型区统计

斣斸斺灡棾暋斢旚斸旚旈旙旚旈斻旙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旙旔斸旚旈斸旍旐斸旚斻旇旈旑旂旚旟旔斿旘斿旂旈旓旑旙暞斻旇斸旘斸斻旚斿旘旈旙旚旈斻
斸旍旓旑旂旚旇斿斮斸旑旂旚旡斿斠旈旜斿旘旈旑斒旈斸旑旂旙旛斝旘旓旜旈旑斻斿

类型
匹配类型区 生态功能保护区 产业空间

面积 棬旊旐棽棭占全区比例 棬棩棭面积 棬旊旐棽棭占全区比例 棬棩棭面积 棬旊旐棽棭占全区比例 棬棩棭
协调型 棿椄棻棾灡棸棸 椄椃灡棾棾 棻棿灡椂 棾棿灡椃椃 棽棻灡椆棻 棸灡棽椂

较协调型 椂棿棿灡棸棸 棻棻灡椂椆 棽棿椆灡棾 椂灡棻棸 棽棽椆灡棾椆 棿灡椃椃
较不协调型 棿棽灡棸棸 棸灡椃椂 棾棸灡棾椄 椂灡椄棾 棻棾灡棻 棽灡椂棽
不协调型 棻棽灡棸棸 棸灡棽棽 棻棸灡棽棽 棽灡棾棸 椂灡椃椄 棻灡棾

总计 棻棻灡棸棸 棻棸棸灡棸棸 棿棿棿灡椃椄 棻棸棸灡棸棸 棸棻灡棽棾 棻棸棸灡棸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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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棿暋江苏沿江地区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产业占用面积统计

斣斸斺灡棿暋斄旘斿斸旙旚斸旚旈旙旚旈斻旙旓旀旈旑斾旛旙旚旘旟斻旓旜斿旘旈旑旂旚旇斿斿斻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旀旛旑斻旚旈旓旑旔旘旓旚斿斻旚旈旓旑
斸旘斿斸斸旍旓旑旂旚旇斿斮斸旑旂旚旡斿斠旈旜斿旘旈旑斒旈斸旑旂旙旛斝旘旓旜旈旑斻斿

产
业
门
类

生态功能保护区类型

行业

自然

保护

区

森林

公园

风景

名胜

区

饮用

水源

保护

区

重要

渔业

水域

重要

湿地

清水

通道

维护

区

生态

公益

林区

小计

棬旊旐棽棭
比例

棬棩棭

制造业 棸灡棸棻 棸灡椃棾 棻灡椄椆 棻灡椄椆 棸灡棸棻 棸灡椄椆 棸灡椄棻 棻灡棸棾 椃灡棽椃 棽椆灡棸棿
农林牧渔业 棽灡棻椂 棸灡椃棾 棸灡棸棾 棽灡椂椂 棸灡棸棸 灡椃 棽棽灡棽椃

交通运输暍仓储和邮政业 棸灡棻椂 棸灡棻椂 棽灡棸 棸灡棸棾 棸灡棻棿 棸灡棽棻 棽灡椃 棻棸灡椆椆
文化暍体育和娱乐业 棸灡棾棽 棽灡棽椄 棸灡棻棿 棸灡棸棸 棽灡椃棿 棻棸灡椆棿
电力暍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
棸灡棸椃 棸灡椆棿 棸灡棿椃 棸灡椂椄 棸灡棸 棽灡棽棻 椄灡椄棿

采矿业 棸灡棿 棸灡棸棻 棸灡椂棸 棻灡棻 棿灡椄
建筑业 棸灡棸棽 棸灡棸 棸灡棸椆 棸灡棽椄 棸灡棸棽 棸灡棻 棻灡棸 棿灡棽棻

水利暍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棸灡棸椄 棸灡棾棻 棸灡棸棻 棸灡棸椆 棸灡棻棿 棸灡棸棽 棸灡椂椂 棽灡椂棿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棸灡棾椄 棸灡棸椆 棸灡棸椂 棸灡棸棾 棸灡棸棾 棸灡棸棸 棸灡椆 棽灡棾椄
批发和零售业 棸灡棸椆 棸灡棻棾 棸灡棸棻 棸灡棻棻 棸灡棸棿 棸灡棾椄 棻灡棻
住宿和餐饮业 棸灡棻棿 棸灡棸 棸灡棸棻 棸灡棸棸 棸灡棸棿 棸灡棽棿 棸灡椆

教育 棸灡棻椃 棸灡棸棻 棸灡棻椃 棸灡椃棸
科学研究暍技术服务

和地质勘查业 棸灡棸棽 棸灡棸椃 棸灡棸棻 棸灡棻棸 棸灡棿棻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棸灡棸椂 棸灡棸棸 棸灡棸棻 棸灡棸椄 棸灡棾棸

房地产业 棸灡棸棾 棸灡棸棻 棸灡棸棿 棸灡棻棿
卫生暍社会保障和

社会福利业
棸灡棸棻 棸灡棸棸 棸灡棸棽 棸灡棸椂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棸灡棸棸 棸灡棸棻 棸灡棸棻 棸灡棸棿
信息传输暍计算机

服务软件业
棸灡棸棻 棸灡棸棽

小计 棸灡棸棻 棿灡棸棻 椄灡棸棸 棿灡椆棸 棸灡棸棻 棿灡椂椂 棻灡棾棻 棽灡棻棾 棽灡棸棾 棻棸棸灡棸棸

棾灡棽灡棽暋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产业占用

暋暋 棬棻棭受侵占生态功能保护区类型结构暎受侵占生态功能保护区总面积棽灡棸棾旊旐棽棳
约占全部生态功能保护区的 灡椂棾棩暎其中棳风景名胜区受侵规模 大棳占比约棾棻灡椆椄棩椈
饮用水源保护区暍重要湿地和森林公园受侵规模次之棳占比较高棳分别为棻椆灡椃棩和

棻椂灡棸棻棩椈清水通道维护区和生态公益林区受侵面积相对较小棳占比分别为 椄灡棻 和

灡棽棿棩椈自然保护区和重要渔业水域受侵规模 小棳占比均低于棻灡棸棸棩棶
暋暋 棬棽棭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产业占用结构暎如表棿所示棳从产业门类看棳制造业占用生态

功能保护区的面积 多棳占生态功能保护区受侵总面积的比例 高暎农林牧渔业次之棳比例

相应较高棳对森林公园和重要湿地的占用尤多暎交通运输暍仓储和邮政业棳文化暍体育和娱



暋棽期 陈暋诚 等椇江苏沿江地区生态保护与产业分布空间匹配格局分析 棽椃暋暋

表 暋江苏沿江地区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制造业占用面积统计

斣斸斺灡 暋斄旘斿斸旙旚斸旚旈旙旚旈斻旙旓旀旐斸旑旛旀斸斻旚旛旘旈旑旂斻旓旜斿旘旈旑旂旚旇斿斿斻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旀旛旑斻旚旈旓旑旔旘旓旚斿斻旚旈旓旑斸旘斿斸
斸旍旓旑旂旚旇斿斮斸旑旂旚旡斿斠旈旜斿旘旈旑斒旈斸旑旂旙旛斝旘旓旜旈旑斻斿

制
造
业
门
类

生态功能保护区类型

行业
自然

保护区

森林

公园

风景名

胜区

饮用水

源保护

区

重要渔

业水域

重要

湿地

清水通

道维护

区

生态

公益

林区

小计

棬旊旐棽棭
比例

棬棩棭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棸灡棸棿 棸灡棿棾 棸灡 棸灡棻棻 棸灡棽椂 棸灡棾 棻灡椃棿 棽棾灡椆椄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棸灡棸棻 棸灡棸棾 棸灡棿棸 棸灡棿椆 棸灡棾椃 棸灡棽椆 棻灡椃 棽棻灡椂棾
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
棸灡棾 棸灡棽棻 棸灡棸椂 棸灡棸棿 棸灡棸棾 棸灡棻椃 棸灡椄椂 棻棻灡椄棾

石油加工暍炼焦及

核燃料加工业
棸灡棸棽 棸灡棸 棸灡棸 棸灡棸椄 棸灡棸棽 棸灡棽椄 棸灡棸 椂灡椆

专用设备制造业 棸灡棸棻 棸灡棻棸 棸灡棽椂 棸灡棸棿 棸灡棸棸 棸灡棸椃 棸灡棿椄 椂灡椂棿
金属制品业 棸灡棸棽 棸灡棸椃 棸灡棸棽 棸灡棻椃 棸灡棸棾 棸灡棸棾 棸灡棾 棿灡椄棸

纺织业 棸灡棸棾 棸灡棻棻 棸灡棸棸 棸灡棸 棸灡棸棾 棸灡棽棽 棾灡棸棽
农副食品加工业 棸灡棸椂 棸灡棻棸 棸灡棸棸 棸灡棸棿 棸灡棽棽 棽灡椆椄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棸灡棸椆 棸灡棸 棸灡棸椂 棸灡棸棸 棸灡棽棻 棽灡椄棾
造纸及纸制品业 棸灡棻椂 棸灡棸棿 棸灡棻椆 棽灡椂椄

医药制造业 棸灡棸棿 棸灡棸棿 棸灡棸棽 棸灡棸 棸灡棻椂 棽灡棻椂
黑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
棸灡棻棾 棸灡棻棾 棻灡椄棽

纺织服装暍鞋暍帽制造业 棸灡棸棿 棸灡棸棽 棸灡棸棽 棸灡棸棿 棸灡棻棾 棻灡椃棽
通用设备制造业 棸灡棸棻 棸灡棸 棸灡棸棾 棸灡棸棻 棸灡棻棻 棻灡棿椂
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棸灡棸棽 棸灡棸 棸灡棸椃 棸灡椆棸

通信设备暍计算机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棸灡棸棾 棸灡棸棾 棸灡棸椂 棸灡椃椃

废弃资源和废旧

材料回收加工业
棸灡棸 棸灡棸 棸灡椂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棸灡棸 棸灡棸 棸灡椂棾
塑料制品业 棸灡棸棿 棸灡棸棸 棸灡棸棿 棸灡椄
饮料制造业 棸灡棸棾 棸灡棸棾 棸灡棿棾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棸灡棸棾 棸灡棸棾 棸灡棾椂
仪器仪表及文化暍
办公用机械制造

棸灡棸棽 棸灡棸棸 棸灡棸棽 棸灡棾棸
木材加工及木暍竹暍
藤暍棕暍草制品业

棸灡棸棻 棸灡棸棻 棸灡棸棽 棸灡棽椂
食品制造业 棸灡棸棽 棸灡棸棽 棸灡棽棿

皮革暍毛皮暍羽毛 棬绒棭
及其制品业

棸灡棸棸 棸灡棸棻 棸灡棸棸 棸灡棸棻 棸灡棻
家具制造业 棸灡棸棻 棸灡棸棻 棸灡棻棸

文体用品制造 棸灡棸棻 棸灡棸棻 棸灡棸椄
橡胶制品业 棸灡棸棸 棸灡棸棸 棸灡棸棸 棸灡棸椂

小计 棸灡棸棻 棸灡椃棾 棻灡椄椆 棻灡椄椆 棸灡棸棻 棸灡椄椆 棸灡椄棻 棻灡棸棾 椃灡棽椃 棻棸棸灡棸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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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业以及电力暍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用面积较多椈其中棳交通运输暍仓储和邮政业

对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占用较多棳文化暍体育和娱乐业对风景名胜区的占用较多暎此外棳采

矿业暍建筑业暍水利暍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占用生态功能保护

区较少暎
暋暋 棬棾棭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制造业占用结构暎如表 所示棳从制造业内部行业看棳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占用生态功能保护区 多棳面积比例 高椈其中对风景名胜区暍饮用水源保

护区暍清水通道维护区和生态公益林区的占用较多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次之棳其中对风

景名胜区暍饮用水源保护区暍重要湿地和清水通道维护区的占用较多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的占用面积位居第三棳对森林公园暍生态公益林区的占用较多暎石油加工暍炼焦

及核燃料加工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占用面积相对较多棳其中棳石油加工暍炼焦及核燃料加

工业对生态公益林区的占用较多棳专用设备制造业对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占用较多暎其他制

造业行业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占用较少棳占用面积均少于棸灡棾 旊旐棽暎
棿暋结论与讨论

暋暋本文分析了江苏沿江地区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产业占用特点棳可以为未来的产业开发导

向暍产业空间布局方向的调整提供依据暎
暋暋研究认为棳对于生态保护重要性较强暍现状产业开发密度较高棳生态保护与产业开发

不协调暍较不协调的地区棳未来需要控制人口暍产业开发活动的规模棳重点控制污染排放

压力较大产业的规模扩张棳以缓解生态系统压力棳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椈对于生态保护

重要性较小暍现状产业开发密度较低棳生态保护与产业开发较为协调的地区棳未来可以适

度引导人口集聚暍产业开发规模的扩张棳以加快区域经济的增长暎产业开发对生态功能保

护区的占用改变了地表覆被棳将影响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服务功能的维护与增强棳未来需

要控制并逐步清退产业开发对各类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占用棳优先清退现状占用生态功能保

护区面积较多暍污染排放能力较强的制造业行业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占用暎
暋暋本文仅以网格单元的产业开发密度表征产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棳实质上棳产业开

发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还与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有关棳如何综合考虑产业开发密度和产业的

污染排放强度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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