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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海南岛地处我国的南端，岛屿四面环水。由于自然因素及人为因素的影响，海南岛整个

海岸线每年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些地方海岸线由于没有切实的受到保护，海蚀风蚀及人为

破坏海岸线的保护卫士---红树林等，使得海岸线不断向陆地推移，造成陆地面积不断减少，

而在一些河流入海口，由于岛内水土流失严重，河流搬运大量的泥沙堆积在入海口，造成海

岸淤积⋯⋯。针对这些问题，作者在琼海幅生态调查的基础上，利用 1991 年左右和 2001

年左右两个时像的 Landsat-TM 数据对海南西南部海岸线的变迁进行研究。 

海南岛海岸线全长 1528．4 km，本次研究区海岸线长 1086 km，占整个海南岛海岸线长

度的 69%。绝大部分为沙质海岸，还有红树林海岸、珊瑚礁海峰和岩峰等，主要的港口有八

所港、感城港、三亚港和榆林港。其范围如图 1∶  

 

图 1  工作区范围示意图 

1  数据准备与数据处理 

海岸线研究数据源为：1991 年左右的 Landsat-TM 数据和 2001 年左右的 Landsat-TM 数

据，其分辨率均为 30m，两个时相的数据间隔为 10 年，以体现出变化特征。数据波段组合

采用 5、4、3 组合，即 R、G、B。 

利用 ENVI、ERMAPPER 等图形图像处理软件，分别对两期 TM 数据进行了几何纠正、辐射

纠正和配准，其目的是为了消除几何畸变和辐射畸变。  

遥感影像由于时间、季节不同，人为活动造成地物景观的变化，几景图像无论在色调、

纹理乃至地物内容上都会有变化，采用数字镶嵌方法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难题，通过对图像进

行色调匹配、选择最佳拼接点、图像灰度值拉伸、弱化等处理，把几景影像镶嵌在一起。 

经过上述处理后，再把图像进行假彩色合成，制作两期1∶10万的影像图用来解译分析。 

2  海岸线变迁遥感解译与生态问题分析 

利用 ENVI、Photoshop 等图像处理软件，结合两期遥感影像，采用目视判读分类后再进

行变化比较。该方法为当前遥感动态监测中的通常做法。它首先运用根据建立的统一解译标



志的分类体系对多时相遥感数据组中的每一时相遥感影像进行单独分类解译,然后通过对各

解译结果进行比较来直接提取变化信息。同时，在此基础上，结合室内解译出的重点变化区

域和典型的区域，如昌化江入海口、榆林港、新村港和小海等存在红树林的港口、影像上出

现白色受侵蚀的海岸线等进行野外调查验证和采样。 

通过对两个时像海岸线的解译，结合以往资料、现地调查、验证采样及对比分析，海南

岛西南部海岸线变迁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海岸侵蚀  从研究区的卫星遥感影像图上判断，海南岛东、南、西部等海岸线呈弧形，

表明存在着一定的海岸侵蚀现象，以莺歌海和亚龙湾岬角为分界点，海岸线的侵蚀分为三个

不同的方向：莺歌海以西的海岸向东北方向侵蚀，莺歌海与亚龙湾岬角的南部海岸线向北方

向侵蚀、亚龙湾岬角以东的海岸线向西北方向侵蚀。通过对研究区 1991 年和 2001 年海岸线

的对比，海岸线遭受侵蚀严重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河流入海口处，如万泉河河流入海、陵水河

河流入海口和宁远河河流入海口等。 

研究区海岸线遭受侵蚀的主要原因有:（1）工作区绝大部分为沙质开阔海岸，结构松散，

海浪和洋流作用强烈，而人为又保护不力，海岸极易被海水侵蚀；（2）人工挖掘沙堤也可以

显著地加速海岸侵蚀。靠海侧的沙堤和沙丘是抵御波浪侵蚀的天然屏障，一旦它们遭受破坏,

将会加剧海岸的侵蚀；（3）海岸植被破坏，人工采砂和人工养殖等也加速了海岸的侵蚀。由

于海水污染和人为破坏，造成珊瑚礁和红树林的减少，使海岸失去了天然的保护屏障；（4）

当由于修建水库等造成泥沙来源减少时或海岸的沉积物来源不足,海岸将会发生侵蚀。宁远

河就是典型的一例，由于宁远河上游修建水库，使宁远河带入河口的泥沙量明显减少，因而

造成了海岸侵蚀。 

万泉河河流入海口沙堤坝形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图 2 ），1991 北沙堤长 1.6 公里，宽

1.2 公里，南沙堤宽 1.2 公里，至 2001 年，北部沙堤已完全消失，河口由原来 180m 宽变成

510m 宽，南部沙堤宽度变为 480m，比 1991 年净减 720m，同时由于受到海水的侵蚀，沙堤

头向东偏移 360m；宁远河河流入海口处发生侵蚀现象，河口地貌发生巨大的变化（图 3）：

通过两期影像对比发现， 1991 至 2001 年期间，海岸向内地侵蚀了 300m，年均侵蚀 30m；

河漫滩被海水淹没 1.4 km2。 

 
 

 

 

 

 

 

 

图 2  海南岛万泉河河流入海口不同时期海岸线对比图 

 

 

 

 

 

 

 

 

图 3  宁远河河流入海口不同时期海岸线变迁对比图 

海岸淤积  在一些地方,由于海岸的淤积也造成海岸线的变迁，河流搬运大量的泥沙进



入海岸带,以沿岸流的方式加入海滩,河流泥沙量的变化将引起附近海滩泥沙的收支平衡。当

河流汇水盆地的土壤侵蚀引起泥沙来源增加时,海岸将会发生堆积。通过卫星影像的对比可

以看出：近十年来工作区海水的淤积主要表现在昌化江、望楼河和陵水河，这些河流在其上

游带来一定数量的泥沙，又由于受到潮汐、波浪等的作用，形成海岸堆积地貌。昌化江河流

入海口海岸线向海中凸进，十年时间，昌化江河流入海口因泥沙淤积，比 1991 年年增加 11.8 

km2沙滩（图 4）。 
 

 

 

红树林的破坏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河口地带的植物群落，它们耐海水浸

泡、抗台风海浪侵袭，在维护和改善海湾、河口地区生态环境，抵御海潮、风浪等自然灾害

和防治近海海洋污染及保护沿海湿地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还是海

岸线的“保护卫士”，在我国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海南岛等地海岸线红树林分布比较

广泛， 但是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海南岛的红树林由于人们盲目开垦沿海滩涂而

减少了 50％－70％，使得一些港口、河道入海口由于失去红树林的保护，海岸线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 

研究区沿海分布有品种丰富，面积较大的红树林带，在港湾和河口等地多见，其生长的

地质环境为砂、亚砂土、砾石等松散堆积层，再加之较为平静的港湾沉积或河口淤积的泥质

成分，共同构成了红树林生长所必需的沙泥质环境，其生长地段一般位于高潮线与低潮线之

间。工作区新英港、望楼港、榆林港、新村港以及小海分布红树林，从 1991 年影像图上测

算，新英港（图 5）、榆林港、新村港以及小海等港湾分布红树林面积有 9.7 km2,而 2001 年

卫星影像量算工作区红树林面积有 2.9 km2,也即是在近十年内，红树林遭受破坏而萎缩了

70%，（表 1）。 

当地人为了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不惜破坏大片红树林，建立人工养殖区如虾池。虾池一般

修在沿海藻泽地段，以利于开挖和补充海水，而其中的许多虾池占用了大片红树林生长区（图

6、7）。通过对两个时相卫星影像的比较发现，这些养虾、养鱼池的地方，原来都生长着茂

密的红树林。此外由于旅游业的发展，人工捕捞，海水污染等都造成了红树林的退化，进而

引起海岸线的变迁。 

图 4  昌化江河流入海口处泥沙淤积（左 2001 年影像右 1991 年影像） 



 

 

表 1 工作区红树林现状及演变 

地名 2001 年面积（Km2） 1991 年面积（Km2） 减少面积（Km2） 

新英港 1.95 8.18 6.23 

榆林港 0.27 0.38 0.11 

新村港 0.51 0.92 0.41 

 小海 0.13 0.21 0.08 

 

 

 

3  结论 

研究区内海岸线的构成有多种类型。它的变迁即取决于自身的基础条件，也受到外界不

同因素的影响。 

根据结果显示，海南西南部由于受自身基础条件比较差，加之人为保护不力，局部地方

海岸带侵蚀，泥沙淤积比较明显。宁远河和万泉河河口由于相泥沙的补给量不足，造成河口

海岸带的侵蚀严重；昌化江和望楼河河口由于从上游带来大量泥沙，河口出现泥沙淤积现象

等，使得海岸线变迁比较明显。 

另外，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人为的破坏如在海岸带挖砂采砂，保护海岸植被的破坏、

红树林的退化、海水的污染等也是造成海南西南部海岸线变迁重要原因。新英港、榆林港、

新村港以及小海等港湾分布红树林面积在近十年内萎缩了近 70%，其中一些港口的红树林几

乎消失殆尽。而在一些海岸带，人为肆意的采砂，建立养殖区，而又不注重保护，海岸带植

图 5   秀英港红树林退化（左：1991 年影像图，右：2001 年影像图） 

图 6  红树林生存受到威胁                      图 7  红树林中的开辟的鱼塘 



被不断遭受破坏等，都使得海岸线变迁严重。 

总之，要解决海岸线的变迁问题，必须结合其内外条件进行保护和治理，重点保护珊瑚

礁和红树林，保护海岸植被，严禁在侵蚀发生区采沙和破坏岸坡。同时规范红树林区养殖捕

捞业、旅游业的发展，控制污染，大力营造人工红树林，退耕、退养使其恢复原有的面貌。

对万泉河流入海口等处出现的海岸侵蚀现象应该加大重视力度，保护“世界河流入海口自然

环境保存得最完美的处女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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