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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2003年 8月 2日Landsat5-TM多光谱遥感影像,运用遥感处理软件ERDASImagine8.6,经几何校正分幅裁剪等图

像预处理后,采用监督分类和目视解译相结合对上海市滩涂植被进行解译分析。结合全球定位系统(GPS)样点定位,对分类结

果进行全面的野外核实和修正,同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解译结果进行数据合成,统计出滩涂各类植被的分布区域及面

积等数据。实际调查及其分析统计显示,上海滩涂植物群落总面积为 21302.1hm2,主要植被组成为芦苇、海三棱 草及互花米

草三大群落,滩涂植物群落具有明显的高程梯度分布规律。大尺度的上海市滩涂植被的空间分布现状及其数量调查为上海市滩

涂资源的合理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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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vegetationresourceattheintertidalzoneinShanghaiusingremote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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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studyinvestigatedtheuseofsatelliteremotesensingforthemappingofvegetationintheintertidalzoneofthe

Shanghairegion.ALandsat5-TM multi-spectralsatelliteimage,datedAugust2,2003,wasused.Theimagewasprocessed

usingtheERDASImagine8.6imageprocessingsoftware.A subsetoftheLandsatimagewasgeometricallycorrected.

Informationonthespectralpropertiesofthevegetationwereintegratedwithexpertsystemsknowledgetoproducea

classificationfortheintertidal.vegetation.Anextensivefieldsurveyinsituwasthencarriedouttoverifyandrevisetheresults

oftheimageclassification.TherevisedresultsoftheclassificationwereintegratedusingaGISplatform andthespatial

distributionandquantitiesoftheintertidalplantcommunitieswereanalyz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totalareaofthe

intertidalvegetationintheShanghairegionwas21302.1hm2andthevegetationwasmostlycomposedofPhragmitesaustralis

communities,ScirpusmariquetercommunitiesandSpartinaalternifloracommunities.Therewasadistinctzonationinthe

distributionoftheintertidalvegetationcommunitiesalongagradientofaltitude.Theresultsofthisresearchontheintertidal

vegetationinShanghaiwillprovideasoundbasisforresourcemanagementandplanning,preservationofbiodiversity,

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utilityofwetlandsinthe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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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remotesensing,RS)技术已经成为地表覆被及其组成信息的主要来源[1],并且已经成功应用于植被分类和制图[2～4]。
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ingSystem,GPS),遥感技术现已广

泛应用于海岸带资源调查、资源与环境动态监测以及滩涂植被覆盖情况分析[5～7]。由于遥感卫星对地观测具有独特的宏观、快

速、动态、综合的优势,所以在大尺度的滩涂资源调查中,它具有其它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同时,遥感具有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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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特点,可为上海滩涂资源的宏观定量调查提供了一种方便和重要的现代化方法。然而,由于植物群落中不同物种在影像的

空间分辨率内存在一定的混合像元,这给遥感解译分析带来一定的困难。同时,遥感数据包含其固有的不确定性,对于同种植

被,由于成像数据受到大气含水量云层等多种条件的影响,波谱测定的结果有很大的时空变异性,同类植物不同个体或群体的

反射波谱强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容易造成"同谱异物"或"同物异谱"现象[8]。
滩涂是上海市重要的湿地资源,也是上海宝贵的后备土地资源,具有造地、养殖、减污、蓄水、供饵、旅游等多种资源环境功

能和生态价值。以滩涂盐沼植被为代表的生物群落,还具有水质净化、调节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然而,近年

来由于自然过程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9],长江流域及其河口的自然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河口三角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

转型时期,河口滩涂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正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特别近年来大规模围垦,从高滩围垦转向低滩围垦,长江

口目前的高滩资源所剩无几,湿地的质量也有所下降,上海市滩涂正面临着滩涂资源开发与湿地保护的矛盾日益加剧等严峻的

挑战[10]。
目前,对上海滩涂的系统调查仅见于 20世纪 80年代的全国海岸带调查及 90年代的上海市海岛资源综合调查[11,12],远远

不能适应长江口快速演变的特点,而大尺度的上海市滩涂植被的空间分布现状及其数量调查几乎尚属空白,对于滩涂植被的空

间与时间上的演变研究还鲜见报道。本项研究以TM遥感数据和相关历史资料为基础,结合GPS定点实地验证,在GIS支持下

经要素转绘数据合成,分析滩涂各类植被群落组成及空间分布特征、面积和演替规律等信息,为上海市滩涂资源的合理规划、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

上海市位于 30º23'～ 31º52'N,121º6'～ 122º5'E之间,扼居长江河口,南濒杭州湾,东临东海,地处我国素有黄金海岸之美

誉的东部沿海的中部,江海岸线总长约 542km,其中大陆岸线 258km,岛屿岸线 284km。长江口是一个典型的淤泥质河口,其滩

坡十分平缓,平均滩坡在 2‰以下,因此具有广阔的潮间带和潮下带湿地。平缓的滩坡也使潮滩成为巨大的粗糙面,减缓了水动

力作用,在一定高程上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和扩散,而后者又对水动力作用有显著的削弱作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育条件造就

了上海潮滩,孕育着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特殊的资源组合类型。上海滩涂土地资源十分丰富,吴淞高程 2m以上的中高潮滩

面积为 266km2,0m以上滩涂面积近 896km2,-5m以上的滩涂面积达 2699km2,这给上海城市飞跃发展带来了得天独厚的后

备土地资源。
上海的潮滩湿地,包括沿江沿海滩涂湿地和河口沙洲岛屿湿地两种类型。沿江滩涂湿地主要分布在长江口南岸(西起浏河

口,东至芦潮港),以南汇边滩为主。长江口的沙洲岛屿,有露出水面成陆并被人类开发定居的沙岛,如崇明岛、长兴岛和横沙岛;
还有已露出水面并发育有植被但尚未被开发居住的沙岛如九段沙、青草沙等。主要的沙洲岛屿湿地有崇明岛东滩和北部滩涂、
横沙岛西部滩涂、长兴岛北部滩涂及九段沙 (图 1)。近 40a来,长江口滩涂是不断淤涨的,崇明东滩、横沙浅滩、九段沙及南汇边

滩是淤涨最明显的几个区域。

图 1 长江口滩涂湿地分布图

Fig.1 TheDistributionofintertidalwetlandsattheYangtze

Estuary

2 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的技术路线见图 2。

2.1 遥感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数据源为 2003年 8月 2日低潮位时段 Landsat-

TM 卫星多光谱遥感影像。卫星图像仅是某一瞬间地面实况的

反映,而滩涂植被的季相变化大,因此选择植物生长旺季 8月的

遥感影像,其光谱信息明显,易于判读。

2.2 遥感图像预处理及解译

采 用 2002年 海 图(比 例 尺 为 1:12万)选 择 地 面 控 制 点 对

遥感影像进行统一配准几何校正。同时结合上海地形图,运用目

标区域 AOI工具分幅裁减选出大堤外的滩涂部分,以便提高解

译的精确性和目的性,进行单独解译和分类。

TM 遥 感 影 像 提 供 了 植 物 的 生 长 状 态 和 分 布 状 况 等 信 息,
将 TM 遥感图 像 的 4、3、2波 段 进 行 标 准 组 合 假 彩 色 合 成,此 时

潮滩植被显示为红色,裸露滩地为青色,水体为浅蓝色。不同植

被群落的光谱信息在 TM5(短波红外波段)、TM4(近红外波段)、TM3(红光波段)的灰度值差别较大且 3个波段均含有较大的

信息量,这 3个波段的线性组合能保证一定的分类精度。参照 2003～2004年在崇明东滩所设潮滩样线的植被光谱信息[13],结

合以往的资料数据,选择分类特征、建立解译标志,根据不同地物光谱信息建立分类模型对遥感影像进行初步分类解译,初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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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出上海的滩涂组成如海水、浅滩、光滩、人工堤坝、芦苇群落、海三棱 草群落、互花米草群落等不同地物信息。由于滩涂植被

在被解译区域中光谱信息比较单纯,与之相混淆的其它地面信息少,因此,在遥感影像分辨率范围内,滩涂植被信息可准确提取

出来,其波谱特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滩涂植被种类间的再分类上[14]。

图 2 上海滩涂植被资源研究技术路线

Fig.2 FlowchartforthestudyonthevegetationresourceattheintertidalzoneinShanghai

由 于光学遥感 (TM 影像)存在着同物异谱和异物同谱的现象,因此存在一定的误分现象,因而必须在计算机监督分类的

基础上,通过目视解译加以修正,并辅以大量的实地考证。直接采用目标区域 (AOI)工具结合目视解译、对分类有误的像素进

行人工重新赋值,将同物异谱、异物同谱现象进行有效的剔除更正。

2.3 分类精度评价

精度评价方法是采纳最常用的基于误差矩阵(ErrorMatrix)的方法[15]。采用分层随机采样法,对所有的分类影像和经过修

正后的分类结果都进行了评价,并且通过全面野外考察进行检验和修正。分析评价显示,初步分类影像精度在 65%左右,而经

过实地考察,数据修正处理后的最终分类结果精度可达到 80%以上,能较好满足规划部门对植被分类的精度要求。

2.4 野外实地调查

初 步解译完成之后,2004年 11月(此时芦苇与互花米草、海三棱 草季相差异非常明显)对上海所有滩涂进行实地验证。
现场调查内容包括:核对检验分类结果;了解记录植物的群落空间结构、分布格局,发育状况及植被长势等信息。主要方法是用

GPS精确定位样点,观测调查内容。共设样点 134个,其中长江口南岸 21个,崇明岛 35个,长兴岛 29个,横沙岛 22个,九段沙

17个;在崇明东滩设置 2条典型样带[13],样带植物群落随高程梯度变化比较明显。根据实地调查对解译分类结果进行修正,得

到最终解译分类结果。

2.5 数据合成分析

在 上述基础上,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处理软件 ARC/VIEW3.2,经数据合成和要素转绘等步骤,得到上海滩涂植被类

型分布现状图,并统计出各区域、各类滩涂植被的面积以及上海市滩涂植被总面积。

3 结果与分析

上海地区滩涂由于其冲淤速度的差别、围垦及人为活动影响,其滩涂植被空间分布和数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滩面的高

程决定着水淹程度、风浪大小、土壤条件和地形冲淤程度,这些因子直接影响着各种潮滩植被的生存条件,滩涂植物群落和生长

状况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梯度分布规律,具有由光滩-海三棱 草或 草群落-芦苇(或互花米草)高程梯度分布的普遍

特征[16]。

上海滩涂植被资源较为丰富,遥感分析解译结果显示,吴淞高程 2m线以上滩涂植被总面积为 21302.1hm2。其主要优势种

为 以 芦 苇(Phragmitesaustralis)等 禾 本 科 植 物 和 海 三 棱 草(Scirpusmariqueter)等 莎 草 科 植 物 为 主,人 工 引 种 的 互 花 米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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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tinaalterniflora)也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芦苇群落面积为 11015.82hm2,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51.7%;海三棱 草群落

面积为 5703.03hm2,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26.8%;互花米草群落面积为 4553.37hm2,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21.4%;其他植物群

落面积为 29.88hm2(表 1)。

表 1 上海各类滩涂植被分布数量表(2003年)

Table1 ThedistributionandquantityoftheintertidalvegetationinShanghai(2003)
区域

Region

滩涂植被总面积 Total
areaofvegetation(hm2)

植物群落组成(hm2)
Compositionofplantcommunity

海三棱 草

Scirpusmariqueter

互花米草 Spartina
alterniflora

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

其它

Others
金山-奉贤 Jinshan-Fenxian 594.45 0 405.09 189.36 0

南汇 Nanhui 5230.8 1000.26 2069.01 2131.65 29.88

浦东新区、宝山 PudongandBaoshan 384.75 0 0 384.75 0

长兴岛 ChangxingIsland 2306.52 388.17 71.28 1847.07 0

横沙岛 HengshaIsland 849.78 334.53 0 515.25 0

九段沙 Jiuduansha 3567.42 1440.63 769.05 1357.74 0

崇明东滩 EasternChongming 2751.39 1222.83 910.17 618.39 0

崇明北滩 NorthernChongming 2644.38 136.71 328.77 2178.9 0

崇明西部滩涂 WesternChongming 2664.72 1085.67 0 1579.05 0

崇明南部滩涂 SouthernChongming 307.89 94.23 0 213.66 0

合计 Total 21302.1 5703.03 4553.37 11015.82 29.88

3.1 金山-奉贤边滩

从金山石化到奉贤星火开发区的沿海滩涂,正在经历高强度的围垦及人工吹泥工程。吴淞高程 0m以上的滩涂几乎完全被

围垦,部分区域正在施工。沿岸滩涂植被资源较少,成窄带状分布于圈围大堤外侧,最宽处也不超过 220m,而且由于围垦工程的

影响,植物大多数长势较差。滩涂植物群落主要以互花米草为主,约占 80%以上,但也有芦苇群落和其它群落呈斑块状分布。丁

坝以内尚有部分互花米草和芦苇群落,丁坝外主要以光滩为主。
该 区域(圈围大堤外)滩涂植被总面积为 594.45hm2,其中互花米草群落面积为 405.09hm2,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68.1%;

芦苇群落面积为 189.36hm2,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31.9%,各类滩涂植物群落的分布情况见图 3A。

3.2 南汇边滩

南汇边滩北起浦东国际机场,南至芦潮港汇角。因其界于长江口和杭州湾之间,是长江口与杭州湾两股水流涨潮分流和落

潮合流的缓流地区,同时由于 0m高程促淤堤的促淤作用,滩涂发育较快,每年以 80m以上的速度向海淤积,滩涂植被以相应的

速度向外扩 展。滩 涂 植 被 主 要 以 芦 苇、互 花 米 草 和 海 三 棱 草 群 落 为 主,也 有 零 星 的 碱 蓬(Suaedaglauca)、 草(Scirpus

triqueter)等植物群落分布,各类滩涂植物群落的分布情况见图 3B。
芦潮港南汇嘴东滩的人工半岛圈围造地的 2期工程(临港新城)已圈围的大堤内主要是互花米草群落,夹杂着呈斑块镶嵌

分布的芦苇群落,其中部分区域 2004年已改造成农田。临港新城正在建设之中,靠近大堤的部分圈围土地上植被较稀疏且长势

不佳,裸地面积相对较大,主要是由于从堤外吹入的泥浆而覆盖。大堤外侧为 20～30m宽的互花米草带。
东海农场和朝阳农场是工程促淤较典型的地区,其促淤堤吴淞高程 0m,滩涂植被每年向外扩展约 80m,植被群落大多处于

演替的早期阶段。不同的植被群落呈较典型的带状分布,大堤一侧吴淞高程 3.5m左右高潮滩区域分布为成片的芦苇群落,高

度 2.0～3.0m,盖度达 75%以上。在吴淞高程 2.8m左右区域则分布着成片的互花米草群落,互花米草长势很好,高度达 1.5～

2.0m,盖度达 80%以上。海三棱 草群落出现在吴淞高程小于 2.6m的滩涂,在海三棱 草群落与光滩过渡地带(吴淞高程约

2m左右),海三棱 草呈点丛斑块状分布,斑块直径 0.8～3.0m不等。

3.3 浦东新区-宝山滩涂

该地区是上海市围垦强度最高的地区,吴淞高程 0m线以上部分基本被圈围。零星滩涂植被仅出现于一些河口区域和丁坝

内侧的一些区域。滩涂植被主要以芦苇群落为主,零星分布一些海三棱 草、碱蓬和白茅(Imperatecylindrica)等群落,各类滩

涂植物群落的分布情况见图 3C。
三甲港南侧滩涂已经全被圈围,圈围的土地作为农田、滩涂养殖场、垃圾填埋场等,大堤外侧为防波堤,没有任何滩涂植被

分布。三甲港北侧圈围的土地部分为待建土地,部分已被建成了高尔夫球场,一些河口区域的堤外尚存少量的芦苇和海三棱

草群落,其他区域基本无滩涂植被分布。从外高桥保税区到吴淞口沿岸主要是港口码头,大堤的外侧基本没有滩涂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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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崇明东滩

崇明东滩为国际重要湿地,拥有丰富的滩涂植被资源,生物多样性较高,植被分布最宽处达 2450m。东滩属于淤涨型潮滩,
平 均每年向外淤涨 100m以上。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 32610hm2,核心区包括堤外滩涂面积 24600hm2,其中吴淞高程

0m线以上的滩涂面积 10000hm2。经 过 1998年 和 2001年 的 两 次 围 垦 后,自 奚 家 港 至 北 八 滩 涂 植 被(大 堤 以 外)总 面 积 为

2751.39hm2,其中海三棱 草、 草与糙叶苔草(CarexScabrifolia)群落面积为 1222.83hm2,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44.4%。自

1995年人工引种互花米草以来,互花米草逐渐在东滩定居和扩散,目前与芦苇和海三棱 草群落形成强烈的竞争态势,其群落

面积达到 910.17hm2,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33.1%;芦苇群落面积为 618.39hm2,占总面积的 22.5%。东滩南部芦苇群落受到牛

群放牧等干扰较大,长势不佳,高度为 1.0～1.8m,盖度 30%～40%。崇明东滩各类滩涂植物群落的分布情况见图 3D。
奚家港到团结沙一号丁坝的滩涂相对较宽,植被主要是芦苇群落,宽度约 100～350m,群落局部有伴生的白茅和野灯芯草

(Juncussetchuensis),外侧为海三棱 草群落,宽度约 70～100m。团结沙一号丁坝到二通港东边拐角外的滩涂植被主要是芦苇

群落,宽度约 100～200m,外侧为海三棱 草群落,宽度约 80～200m。从二通港东边拐角到 98大堤的外侧滩涂主要以海三棱

草 群落为主,其中部分地区有低矮的芦苇、糙叶苔草、 草呈斑块状镶嵌分布。98大堤的(121º56'58"E,31º29'56"N)点到(121º

57'16"E,31º30'36"N)点的外侧为海三棱 草群落向北部的互花米草与芦苇群落的过渡带,海三棱 草、芦苇、互花米草、糙叶苔

草等群落呈斑块状镶嵌分布,滩涂植被的宽度约为 2200～2350m。

3.5 崇明南部边滩

崇明南部滩涂西起南门港,东至陈家镇的奚家港。滩涂植被(大堤以外)总面积为 307.89hm2,其中海三棱 草群落面积为

94.23hm2,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30.6%;芦苇群落面积为 213.66hm2,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69.4%。滩涂植被主要分布在东西

两端,西端地区大堤外芦苇滩上种植了大片垂柳和水杉防护林带,宽度约 50～70m,其外侧为芦苇群落,宽度约 80～120m。中部

地区滩涂相对较窄,有的地方甚至没有植被分布。滩涂植被主要为芦苇群落,局部地区外侧有较窄的海三棱 草群落。东端地区

自堡镇港到奚家港滩涂较窄,滩涂植被以芦苇群落为主,宽度约 100～250m。外侧分布有海三棱 草群落,宽度约 30～100m。各

类滩涂植物群落的分布情况见图 3E。

3.6 崇明西部滩涂

崇明西部滩涂北起永隆沙,南至南门港,滩涂植被总面积为 2664.72hm2,其中海三棱 草群落面积为 1085.67hm2,占滩涂

植 被总面积的 40.7%;芦苇群落面积为 1579.05hm2(其中种植水杉和垂柳的芦苇地面积为 270.18hm2),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59.3%。各类滩涂植物群落的分布情况见图 3F。
永隆沙到界河港的滩涂很少,植被主要是芦苇和海三棱 草群落,局部地区出现白茅群落等。新海农场西边及北边的植被

主要是芦苇群落,群落中有伴生的酸模叶蓼(Polygonumlapathifolium)宽度约 500～1000m。跃进农场大堤外滩涂植被主要是

芦苇群落,宽度约为 200～450m,外侧滩涂宽窄变化较大,范围从 400m到 800m,分布有海三棱 草群落。绿华镇滩涂植被以芦

苇群落为主,其中北侧靠近大堤的滩涂有芦苇与白茅群落和种植的水杉防护林,宽度约为 30～50m,外侧芦苇带与西南端的沙

洲已经相连,沙洲中央的植被为芦苇群落,周边为海三棱 草群落,宽度约 150～200m。东风西沙已经圈围,堤外滩涂的植被为

单一的芦苇群落,其中北侧较宽,约 100～350m,其余宽度较窄,一般 50～80m。

3.7 崇明北滩

崇明北滩东起北八 ,西至兴隆沙西端,包括黄瓜一沙和黄瓜二沙。滩涂植被(大堤以外)总面积为 2644.38hm2,其中海三

棱 草群落面积为 136.71hm2,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5.2%;互花米草群落面积为 328.77hm2,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12.4%;芦

苇群落面积为 2178.9hm2,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82.4%,各类滩涂植物群落的分布情况见图 3G。
北八 与北六 之间滩涂植被分布较宽,主要植被为芦苇、互花米草、海三棱 草三大植物群落,三大群落依次分布于不同

的 高程,空间上呈带状分布。吴淞高程 2.6m左右主要分布海三棱 草群落,分布带较窄约 50～60m。高程 3.5m左右主要为芦

苇群落,其分布带相当广阔,宽达 300～500m。互花米草也有相当大面积的分布,其分布宽度可达 400～700m,在芦苇群落或海

三棱 草群落与互花米草的过渡地带,互花米草呈丛生斑块状分布,属于蔓延扩散的早期阶段。
黄瓜一沙已部分圈围,堤内主要是芦苇群落,长势较好,高度 2.5～3.5m,盖度达 70%,堤外仅有少量的芦苇分布,高度 1.5

～2.5m。黄瓜二沙为新生的沙洲,其植被种类比较单一,主要为人工引种的互花米草群落。兴隆沙周缘堤外滩涂较窄,主要植被

为芦苇群落,群落中混杂有白茅、野灯芯草等群落。

3.8 长兴、横沙、九段沙

长兴、横沙、九段沙为典型的河口沙洲岛屿湿地,其中长兴岛和横沙岛的滩涂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大,而九段沙为新生的河口

沙洲,人为干扰较少。2003年 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将九段沙连同江亚南沙在内,定为上海市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是迄

今上海市面积最大的、自然状态保持最完整的河口潮滩湿地自然保护区之一。长兴岛、横沙岛和九段沙各类滩涂植物群落的分

196210期 黄华梅 等:上海滩涂植被资源遥感分析



布情况见图 3H。
长兴岛的主要滩涂植被分布于西北角的青草沙,中央沙以及长兴岛的北部边滩,岛东南包括中船集团造船基地在内的滩涂

基本已被圈围,大堤外仅见零星的海三棱 草和芦苇群落,且长势不佳。长兴岛滩涂植被总面积为 2306.52hm2,主要为芦苇群

落,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80%。海三棱 草及 草群落也有较大面积的分布,占总面积的 16%以上。互花米草仅在长兴岛的西

北角有片状分布。
横沙岛的滩涂及其滩涂面积相对较小,主要分布在岛的东侧和南侧,北侧相对较少,西侧已经全部圈围。滩涂植被总面积为

849.78hm2,主要是芦苇群落,长势良好,高度一般高达 3.0m,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60.6%。其次是海三棱 草群落,占滩涂植

被总面积的 39.4%,主要分布于堤外吴淞高程 2.2m处,带状分布于中潮滩上,宽度 20～100m。还有部分白茅、 草群落分布在

岛的东北侧和东侧的滩涂上,呈斑块状与芦苇和海三棱 草群落镶嵌分布。
九 段 沙 包 括 上 沙、中 沙 和 下 沙,3个 沙 洲 上 的 植 被 大 部 分 为 天 然 植 被,现 共 有 高 等 植 物 15种[17]。滩 涂 植 被 总 面 积 为

3567.42hm2,其中海三棱 草及 草群落面积为 1440.33hm2,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40.4%,芦苇群落面积为 1357.74hm2,占滩

涂植被总面积的 38.1%,互花米草群落面积为 769.05hm2,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 21.6%。海三棱 草群落是九段沙分布面积最

大的植被类型,其分布面积已经超过崇明东滩,成为我国这一特有种的最大分布区域。

4 结语

上海地区滩涂多为淤涨型潮滩,具有时空动态迁移等特点。潮间带湿地生态系统为典型的开放系统,具有对干扰的高度敏

感性[18],生态系统比较脆弱。滩涂植被是潮间带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种环境资源价值和生物多样性功能,生

物和土地资源也均有很大的潜在利用前景。植被资源虽为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但上海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已使滩涂湿地

的质量有所下降,滩涂植被面积和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减少,上海滩涂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面临诸多的问题和挑战。本文关于

上海滩涂植被资源的大范围的定量研究,特别是滩涂植被资源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规律的研究,为上海滩涂资源的可持续开

发、利用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本文运用遥感图像解译与野外全面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是定量研究大尺度滩涂植被资源的一种有效手段,具有宏观、快速、

准确、直观等优势。由于 TM空间分辨率为 30m,理论上小于 900m2的斑块多与周围地物构成混合像元,而在群落交错带,植物

群落呈斑块状分布,存在一定数量的混合像元,从而影响分类精度。然而,上海地区滩涂植被面积一般较大,而且植物种类比较

单一,单种优势群落面积较大,不同植被群落的光谱信息在 TM5、TM4、TM3差别明显,波段组合后不同的植被类型的差异较

大,因而可以保证一定的分类精度。这一方法的先进性、科学性 ,计算的精确性和结果显示的直观性,都比传统方法具有更大的

优势。
许多研究表明[8,13],随着群落类型和季相不同,波谱特征的差异程度各异,而本项研究只是在 2003年生长旺季的 8月份进

行。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将应用多季相、多时相的以及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如 SPOT等),以实现对上海地区滩涂植被资源高精度

鉴别以及对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规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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