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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型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
———以平潭岛为例

江源通１，２，田　 野３，郑拴宁１，∗

１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城市环境与健康重点实验室，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３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９４

摘要：在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生态安全严重威胁着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这一时代背景下，构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是实现区域和

城市生态安全的基本保障和重要途径。 结合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规划，从城市生态安全角度出发，在对平潭岛生态环境本底条

件的调研基础上，选取与平潭岛的城市生态安全关系密切的 ６ 个关键生态因子进行深入分析，并通过层次分析法和 ＧＩＳ 空间叠

置法综合多要素分析了平潭岛的生态敏感性，最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面向新一轮大规模城市开发热潮的平潭岛城市生态安全

格局。 研究成果可为平潭岛的城市开发建设提供决策支持，对维护平潭岛城市生态安全、促进平潭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对其它海岛型城市的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平潭综合实验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海岛；城市化；大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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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ｎ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ｏｕｌｄ ｈｅｌｐ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ｂ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ｏｔｈｅｒ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ｉｌｏｔ Ｚｏｎ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世界范围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生态安全已经成为迫切

的社会需求，同时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和政治的高度［１⁃２］。 当今，城市化发展迅速，２０１４ 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

已由 １９５０ 年的 ３０％增加到 ５４％［３］，预计 ２０３０ 年全球城市化率将达到 ６０％，其中我国拥有最高的城市化率和

最大的人口总量［４⁃５］。 城市化进程在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物质和舒适便利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由于高强度的

人类活动和不合理土地利用方式使我国面临严重的城市生态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资源供给短缺、
自然灾害等带来的威胁［６⁃７］。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构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被认为是实现区域和城市生态安全

的基本保障和重要途径［８⁃９］，不同学者在生态安全格局的理论基础、构建方法、研究范围和尺度等方面进行了

相关研究［１０⁃１３］，其中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成为了生态学、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等领域共同关

注的热点［２，１４⁃１５］。
平潭综合实验区主岛———平潭岛（以下简称平潭岛）作为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一个海岛型城市，是首个

全面探索两岸交流合作新模式的综合实验区，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福建省于 ２００９ 年在此设立平潭综合实

验区，由此兴起了新一轮大规模城市建设热潮［１６⁃１７］。 但同时，平潭岛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也面临着日益凸显

的生态安全问题，如物种单一性，大风天气，淡水资源匮乏，土壤盐碱化、风沙侵蚀等［１８］。 如何协调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以应对当前的城市生态安全挑战已成为平潭岛紧迫而现实的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对

该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进行探讨，以揭示生态安全保障下的城市发展方向，并为城市规划提供决策支持，对实

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１　 研究区域概况

平潭岛位于福建省东部海域（图 １），东临台湾海峡，西隔海坛海峡，地貌类型以海积平原为主，多花岗岩

陵地，海岸蜿蜒曲折，是福建省第一大岛、全国第五大岛［１６，１９⁃２０］。 该区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均温

１９．５℃，年降雨量 １１９６．２ｍｍ，年 ７ 级以上台风 １２５ｄ，７—９ 月常受台风影响［１９，２１］。 该区自 ２００９ 年被确立为综

合实验区以来，城市开发热潮方兴未艾。 与此同时，平潭岛作为海岛型城市的典型区域，兼具海岛生态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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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性，其生态脆弱性在这一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也日渐严峻，主要表现在淡水资源匮乏、防护林带受损、风
沙侵蚀、土壤盐碱化等。 目前，该区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关键性阶段，而多年的实践表明海岛开发对生态环境

的损失程度和速度是惊人的，如不加强海岛生态的保护，很容易导致难以估量的损失［２２］。 因此，为了尽可能

把城市建设给平潭岛生态环境带来的胁迫程度降到最低，避免城市未来因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而发展受限，本
文对平潭岛的生态安全格局进行探讨与构建，以期实现该区的可持续发展。

图 １　 平潭岛地理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２　 研究方法与步骤

２．１　 平潭岛生态敏感性要素分析

平潭岛是我国首个全面探索两岸交流合作新模式的

综合实验区，是两岸同胞的共有家园，其开发建设需以生

态文明为前提，坚持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协调可持

续发展，进而打造成一个宜居宜业的生态岛城。 本研究在

考虑平潭岛开发建设的整体生态功能时，结合平潭综合实

验区总体规划方案（２０１１—２０３０），充分尊重平潭岛现有生

态及地貌，重点考虑各种自然保护区的要求以及对维护城

市生态安全起重要作用的生态环境关键要素。 最终，通过

文献分析、专家咨询及实地调研，选取了饮用水水源地、沿
海防护林带、风景名胜区及森林公园、自然山体、耕地、海
岸线资源这 ６ 个与平潭岛的城市生态安全关系密切的生

态因子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１）饮用水水源地

城市饮用水源地是城市居民生命线的关键支撑系统，
对其周边的环境保护和人类活动强度有更高的要求。 平

潭作为一个海岛型城市，淡水资源匮乏，三十六脚湖作为

平潭唯一的一座中型水库，是平潭最重要的一个水源地，
也是目前城市用水的主要来源，此外，六桥水库、玉井水库

和三桥水库分别是敖东镇、澳前镇和苏澳镇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 因此，对这 ４ 个主要饮用水源地保护是平

潭开发建设中需重点关注的生态因子，本文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

规划方案将这些水源地划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表 １）。

表 １　 平潭岛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名称
Ｎａｍｅ

一级保护区范围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ｓｅｒｖｅ

二级保护区范围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ｒｅｓｅｒｖｅ

三十六脚湖 Ｔｈｉｒｔｙ⁃ｓｉｘ ｆｅｅｔ ｌａｋｅ 湖区沿岸 １６ｍ 高程以下陆域一级取水口半
径 １００ｍ 内陆域

一级保护区范围外整个汇水陆域

六桥水库 Ｌｉｕｑｉａｏ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库区及沿岸外 ５０ｍ 缓冲区 一级保护区范围外整个汇水陆域

玉井水库 Ｙｕｊｉ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库区及沿岸外延至海拔 ２５ｍ 等高线范围 一级保护区范围外整个汇水陆域

三桥水库 Ｓａｎｑｉａｏ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库区及沿岸外 １００ｍ 缓冲区 一级保护区范围外整个汇水陆域

（２）沿海防护林带

平潭由于其地理区位，大风环境不可避免，受冷高压（冬半年）和副热带高压（夏半年）两大天气系统影

响，平潭综合实验区主导风向轴比较明显，夏季为 ＳＳＷ（西南偏南向，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其余季节为 ＮＮＥ（东北

偏北向，ｎｏｒｔｈ⁃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２３］。 另外，由于平潭岛境内地势南北较高，多为起伏的丘陵与低山，中部较低，为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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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该地势特点基本与平潭综合实验区主岛的主导风向一致，主岛风环境进一步恶化，形成了长江澳风口、
流西风口、流东风口、燕下埔风口和远中埔风口这五大非常明显的风口，对平潭生态安全威胁较大，因此，必须

加强防护林建设和保护，重点保护长江澳、流水半岛、燕下埔和远中洋地区等的防风固沙林基干林带，禁止在

基干林带内进行开发建设以及破坏防护林的活动，其中长江澳风口地带设置大于 ３０００ｍ 防风林带；流东、流
西风口地带设置大于 ３００ｍ 防风林带；燕下浦风口地带设置大于 ５００ｍ 防风林带；远中洋风口地带设置大于

２００ｍ 防风林带。
（３）风景名胜区及森林公园

植被是影响生态敏感性最重要的生态因子之一，风景名胜区及森林公园内含有丰富的植被资源，对维系

城市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森林公园作为为数不多的生态富足区，具有生态、旅游等多重价

值，生态屏障功能不言而喻，一旦遭到破坏，将直接威胁自身及周边地区的环境、景观、经济、文化、健康等生态

安全。 因此，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在实施严格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利用，禁止在保护区内开展与资源保

护无关的建设活动，禁止从事破坏森林景观和非法侵占林地的活动。 本文根据平潭规划局提供的资料提取了

风景名胜区及森林公园作为敏感性研究范围。
（４）自然山体

平潭岛上包括青峰山、龙头山、君山、王爷山、南寨山、将军山、牛寨山等自然山体林地，作为一种重要生态

斑块，具有蓄水保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项生态功能，有利于维护海岛生态安全，因此

必须最大化的保留和加强自然山体林地，严禁毁林毁山的粗放式城市开发与建设。 根据平潭的地貌类型特点

及有关技术要求，高程大于 ５０ｍ、坡度大于 ２５°的用地主要为平潭的自然山地，适宜作为生态林地使用，不适

宜开发建设。 因此，本文利用 ３０ｍ ＤＥＭ 数据对平潭综合实验区进行高程和坡度分析而后提取了自然山体的

范围。
（５）耕地

耕地作为国家严令保护的土地资源，是一种丧失后不易恢复的土质肥沃的农业基础资源和重要生态资

源。 平潭大开发时代的到来势必会对耕地产生影响，因此需合理规划建设用地，加强对现有耕地的保护，以发

挥耕地的生产、生态、景观和隔离的综合功能。 本文在相关资料的辅助下对平潭地区 ２０１５ 年空间分辨率１．５ｍ
的 ＳＰＯＴ ６ 遥感影像进行解译与分析，最终提取出了耕地范围。

（６）海岸线资源

海岸线具有独特的地理、形态和动态特征，是指示海陆分界的地理要素［２４］。 在我国，３ 万 ｋｍ 多的海岸线

存在不同程度的海岸侵蚀问题，如平潭地区的流水海岸主要受自然侵蚀作用以 １—５ｍ ／ ａ 的速度后退［２５］。 另

外，受人类活动的干扰，海岸线剧烈变化，对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的影响巨大［２６］。 因此，加强海岸线资源的

合理规划、利用和保护，并通过设置退缩线控制海岸线近缘区域保护范围，有利于防止或减轻海岸线的侵蚀和

破坏、保护海岸生态功能和景观、保障海岸带生态安全。 本文根据平潭综合实验区的海岸线利用规划（港口

工业、城市生活、旅游休闲、预留发展及自然生态等岸线类型）并以 ２００ｍ 退缩线为界提取了平潭海岸线资源

保护范围。
２．２　 平潭岛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方法

本文通过层次分析法和 ＧＩＳ 的空间叠加分析法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对平潭生态敏感性进行综合评价，模型

具体计算公式为：

ＥＳＩ ＝ ∑
６

ｉ ＝ １
Ｗｉ Ｆ ｉ （１）

式中，ＥＳＩ 为生态敏感性综合指数， Ｗｉ 为 ｉ 因子的生态敏感性权重值， Ｆ ｉ 为 ｉ 因子的生态敏感性等级值。
２．２．１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通过政府资料收集、现场调研、遥感影像解译与分析、专家评议等方法，深入分析各生态敏感因子建立了

平潭岛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表 ２），并对各指标进行等级划分（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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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平潭岛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目标层 Ａ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ｇｏａｌ （Ａ）

准则层 Ｂ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Ｂ）

平潭岛生态敏感性评价 Ａ 饮用水水源地 Ｂ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Ａ） 沿海防护林带 Ｂ２

风景名胜区及森林公园 Ｂ３

自然山体 Ｂ４

耕地 Ｂ５

海岸线资源 Ｂ６

表 ３　 平潭岛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等级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生态敏感因子 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

高敏感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较高敏感
Ｈｉｇｈ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中敏感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较低敏感
Ｌｏｗ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低敏感
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饮用水水源地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 — 其他

沿海防护林带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ｈｅｌｔｅｒｂｅｌｔ 防风固沙基干林带 — — — 其他

风景名胜区及森林公园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ｓ

风景名胜核心区、
国家级森林公园

省级森林公园、
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
外围保护带

— 其他

自然山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自然山体林地 — — — 其他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耕地 — — — 其他

海岸线资源 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自然生态岸线 旅游休闲岸线 — — 其他

赋值 Ｆｉ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Ｆｉ ９ ７ ５ ３ ０

２．２．２　 指标权重确定

由于平潭岛生态安全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各个因素的作用和贡献不同，因此就要求对评价指标的权重进

行计算。
首先，在所构建的层次结构基础上，根据 ＡＨＰ 中 １—９ 标度法（如表 ４）对每一层的因素分别进行两两比

较进而构建判断矩阵（表 ５）。

表 ４　 ＡＨＰ 法的标度法则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ＡＨＰ ｍｅｔｈｏｄ

标度 Ｓｃａｌｅ 含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

１ 两个因子进行比较，具有同等重要性

３ 两个因子进行比较，一个因子比另一个因子稍微重要

５ 两个因子进行比较，一个因子比另一个因子明显重要

７ 两个因子进行比较，一个因子比另一个因子强烈重要

９ 两个因子进行比较，一个因子比另一个因子极端重要

２、４、６、８ 上述两个相邻判断因子的中间值

倒数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因子 ｉ 与 ｊ 比较的判断 ａｉｊ，则因子 ｊ 与 ｉ 比较的判断 ａ ｊｉ ＝ １ ／ ａｉｊ

接着，进行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层次单排序的过程是指首先计算评判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λｍａｘ，然
后将与 λｍａｘ相对应的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的 Ｗ 值即为同一层因素对于上一层某因素的权重值。
本文采用方根法计算指标的权重（表 ６）。
２．２．３　 综合评价结果等级划分

在进行生态敏感性分级时，考虑覆盖有自然山体林地的自然风景区保证最高生态敏感性，不具有所选取

的生态敏感因子的地区为低敏感区。 因此，设定高敏感区阈值为 ２．６１， 设定低敏感区阈值为 ０．３６，其他 ３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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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距划分。 具体分级如表 ７ 所示：

表 ５　 Ａ—Ｂ 的评判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Ａ—Ｂ

Ａ—Ｂ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Ｂ６

Ｂ１ １ ２ ２ ３ ５ ４

Ｂ２ １ ／ ２ １ ２ ３ ５ ４

Ｂ３ １ ／ ２ １ ／ ２ １ ２ ４ ３

Ｂ４ １ ／ ３ １ ／ ３ １ ／ ２ １ ３ ２

Ｂ５ １ ／ ５ １ ／ ５ １ ／ ４ １ ／ ３ １ １ ／ ３

Ｂ６ １ ／ ４ １ ／ ４ １ ／ ３ １ ／ ２ ３ １

　 　 注： Ａ：目标层，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ｇｏａｌ； Ｂ：准则层，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Ｂ１：饮用水水源地，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２：沿海防护林带，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ｈｅｌｔｅｒｂｅｌｔ；

Ｂ３：风景名胜区及森林公园，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ｓ； Ｂ４：自然山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Ｂ５：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Ｂ６：海岸线资源，

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表 ６　 评价指标的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Ｂ１ ０．３３ Ｂ３ ０．１８ Ｂ５ ０．０４

Ｂ２ ０．２６ Ｂ４ ０．１１ Ｂ６ ０．０８

　 　 λｍａｘ ＝ ６．１９２２， ＣＩ ＝ ０．０３８４， ＲＩ ＝ １．２４， ＣＲ ＝ ０．０３１０＜０．１， 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表 ７　 平潭岛生态敏感性分区

Ｔａｂｌｅ 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ｚ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生态敏感性分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ｚｏｎｉｎｇ

生态敏感性综合指数 ＥＳ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ＥＳＩ）

生态敏感性分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ｚｏｎｉｎｇ

生态敏感性综合指数 ＥＳ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ＥＳＩ）

高敏感区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ａ ＥＳＩ≥２．６１ 较低敏感区 Ｌｏｗ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ａ ０．４５≤ＥＳＩ＜１．１１

较高敏感区 Ｈｉｇｈ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ａ １．８６≤ＥＳＩ＜２．６１ 低敏感区 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ａ ＥＳＩ＜０．３６

中敏感区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ａ １．１１≤ＥＳＩ＜１．８６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平潭岛生态敏感性特点分析

本文结合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规划方案（２０１１—２０３０），并充分尊重平潭岛现有生态及地貌，选取了与平

潭岛城市生态安全密切相关的生态因子对平潭岛生态敏感性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了平潭岛开展城市建设的综

合生态敏感性分区图（图 ２）及各分区面积比（表 ８）。

表 ８　 不同敏感分区的面积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８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生态敏感性分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ｚｏｎｉｎｇ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生态敏感性分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ｚｏｎｉｎｇ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低敏感区 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ａ １２０．９１ ４２．６３ 较高敏感区 Ｈｉｇｈ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ａ １９．４７ ６．８６

较低敏感区 Ｌｏｗ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ａ ８２．３０ ２９．０１ 高敏感区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ａ ２６．８４ ９．４６

中敏感区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ａ ３４．１３ １２．０３

从以上可以看出：（１）平潭岛的高生态敏感区主要包括城市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长江

澳风口林带、远中洋风口林带、龙风头海滨岸线资源及君山风景区山体林地等，面积为 ２６．８４ｋｍ２，所占比例为

９．４６％。 这些高敏感区作为维系平潭岛城市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平潭岛大开发建设过程中应优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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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保护对象。 （２）平潭岛的较高敏感区主要分布在流水半岛防风地带、燕下埔防风地带、坛南湾海滨岸

线资源以及重要风景名胜区（如王爷山景区、君山景区、将军山景区、石牌洋景区等）的核心保护区或滨海地

带，面积为 １９．４７ｋｍ２，所占比例为 ６．８６％。 这些较高敏感区作为维系平潭岛城市生态安全的重要补充，无论是

在维护主岛风安全亦或是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等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在城市开发建设中也要加以保护从而

促进整个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 （３）平潭岛的中敏感区主要位于风景名胜保护区、滨海度假区、自然生态岸

线资源以及龙头山、垄底山、青峰山、牛寨山等自然山体，面积为 ３４．１３ｋｍ２，所占比例为 １２．０３％。 （４）平潭岛

的较低敏感区主要分布着大量的农业用地，面积为 ８２．３０ｋｍ２，所占比例为 ２９．０１％，它作为一种丧失后不易恢

复的土质肥沃的重要农业基础资源，是人类获取食物的重要基地，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国家关于

严格保护耕地的国策，依照平潭实验区的发展规划，注意对优质农田的保护。
３．２　 平潭岛生态安全格局分析

根据所选取的生态因子对平潭岛生态敏感性进行综合分析的结果，结合平潭实验区的总体发展规划，从
城市生态安全的角度，构建了快速城市化进程驱动下的平潭岛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图 ３）。 这一格局主要由生

态安全屏障环、生态水系统、生态保育区、生态海岸带、城市建设区、生态提升区组成。

图 ２　 平潭岛生态敏感性等级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图 ３　 平潭岛城市生态安全格局规划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ｐｌａｎ ｏｆ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１）生态安全屏障环

为减弱平潭岛常年东北强风的影响，结合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规划，将城市发展建设重心往西（海坛海

峡）拓展，最大化的保留和加强主岛东部沿海的自然山体林地和防风基干林带，在大范围内形成北、东、南保

护的生态安全屏障环。 首先，重点加强主岛东海岸的五大风口地区的防风林带建设和保护，继续推进沙荒地

风口造林、沿海基干林带加宽与断带补齐；其次，加强现有的十八村森林公园、海岛森林公园等防风林和青峰

山、龙头山、君山、将军山等自然山体林地的保护，从而与五大风口地区的防风林组合形成山林相接、林山互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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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林防风体系，并制定明确的红线管控范围，从而维护海岛生态安全，保持生物多样性。
（２）生态水系统

加强三十六脚湖、三桥水库、玉井水库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进一步保障居民的饮水安全。 在水

源保护区范围内加强外围保护地带绿化，严格禁止改、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活动，严格控

制区域内的污染物排放。 在此基础上，充分保留现有的河道，并利用现有的地面库、鱼塘等形成不同的调蓄湖

面，各调蓄湖间通过人工河道联接，进而形成集蓄、滞、排为一体的海岛生态水网体系。
（３）生态保育区

平潭岛周围分布的大面积的自然山体林地及自然风景区对整个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极大的促进作

用，因此必须严格执行有关政策、法规，保护君山⁃虎头山⁃羊来山、龙头山⁃垄底山⁃青峰山、王爷山、将军山、牛
寨山、南寨山⁃西楼山、牛鼻山⁃少雄山等山体绿地，建设生态林地和林地保护区。 对一些重要山体的保护应严

格控制山体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建筑高度，保护观山节点与山体之间的视线廊道。 按“显山露水”，加大山体植

被覆盖率，强化其蓄水保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４）生态海岸带

海岸带是陆地和海洋的交接地带，具有重要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由于海水的侵蚀和人类活动的影

响，我国的海岸带生态系统退化严重。 平潭岛作为一个海岛型城市，海岸带的资源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 因

此，依据平潭实验区的海岸线规划，重点保护山岐澳⁃金井作业区海岸线、牛寨山海岸线、龙凤头沙滩⁃澳前海

岸线、石牌洋⁃君山北部岸线、将军山海岸线、海坛湾岸段、坛南湾岸段、将军山⁃山岐澳岸段等海岸带资源，从
而促使海岸带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５）城市建设区

在绿色生态屏障环的遮挡保护下，以分布在海岛中西部的海砂冲积平原、海滩地为载体，结合平潭实验区

“组团开发、弹性发展”的原则，构筑面向海坛海峡敞开的城市组团结构，引领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促进生态

型滨海城市的建设。
（６）生态提升区

该区主要分布着大量的农业用地，它作为国家严令保护的土地资源，是一种丧失后不易恢复的土质肥沃

的农业基础资源和重要生态资源。 平潭大开发时代的到来势必会对耕地产生影响，因此需合理规划建设用

地，加强对现有耕地的保护，以发挥耕地的生产、生态、景观和隔离的综合功能。

４　 结语

平潭岛作为一个极具生态敏感性的海岛型城市，山、海、田、林、城等 ５ 种基质构成了平潭岛的生态空间背

景，如何实现各基质间的动态平衡和协调，维护城市的生态安全，是平潭岛大开发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一个严

峻挑战。 本文结合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规划方案（２０１１—２０３０），充分尊重平潭岛现有生态及地貌，重点考虑

各种自然保护区的要求以及对维护城市生态安全起重要作用的生态环境关键要素，开展了平潭岛的生态敏感

性综合分析，并构建了与之相适应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旨在维持平潭岛的生态安全和景观多样性，促进平潭

岛的可持续发展。 其研究成果可为平潭岛的开发建设提供决策支持，对促进平潭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

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此外，由于数据的不足，本文对平潭岛生态敏感性要素的分析尚不充分，如缺少对社会

人文要素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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