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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划定海岛生态保护红线是维护海岛生态安全，协调海岛开发与保护之间矛盾的重要方法。 目前，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在概

念内涵、划定内容、划定方法等方面尚未统一定性，且极易与海洋生态红线的概念混淆，不同类型和形态的海岛红线划定的方法

及原则要求也有所区分，例如，单岛、列岛、群岛、有居民和无居民海岛等。 论述了海岛生态保护红线概念、海岛生态保护红线与

海洋生态红线的区别和联系；结合生态科学、地理科学和管理科学属性，基于发展观点和底线思维阐述了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原则；海岛生态保护红线类型主要包括：海岛重点生态功能区、海岛生态敏感区 ／脆弱区和海岛禁止开发区；筛选出海岛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需要重点考量的指标，提出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技术路线，同时针对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区划面临的若干问题

进行探讨；最后对今后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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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是重要生态功能的贮存库，是维护国家权益的战略前沿，也是人类居住生活的重要载体以及人类开

发海洋的远涉基地和前进支点［１⁃３］。 海岛生态系统集陆地、湿地和海洋三类生态系统特征于一体，因海岛位

置的特殊性、面积的有限性以及空间的隔离性，海岛生态系统容易受到风暴潮、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干扰，且难

以通过自身调节能力恢复，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和脆弱性特征［４⁃５］。 从全球看，全球气候系统正经历着以全球

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以海平面上升、水温升高、海水酸化、极端天气等因素为主要驱动力的气候变化

对本已十分脆弱的海岛生态系统造成威胁［６］。 从国内看，随着海洋强国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海岛

开发强度不断加大给海岛带来了诸如海域污染、红树林和珊瑚礁破坏、生物资源过度开发、淡水资源短缺、生
物栖息地破坏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７］。 据初步估算，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相比，我国滨海湿地累计丧失 ５７％，
红树林面积丧失 ７３％，珊瑚礁面积减少 ８０％，三分之二以上海岸遭侵蚀，砂质海岸侵蚀岸线已逾 ２５００ｋｍ［８］。
据不完全统计，从至今，浙江有 １００ 余座无人居住岛屿因为填海、筑堤、桥梁等工程变成半岛或陆地；广东省至

２０１４ 年因采石等原因海岛消失已达 １０６ 个；福建省无人海岛已消失 １００ 多个；山东省海岛消失了 ５７ 个；辽宁

省海岛消失 ４８ 个；河北省海岛消失 ６０ 个；海南省海岛消失了 ５１ 个……［９］。
在此背景下，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旨在保护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生态系

统，合理开发利用海岛自然资源，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这标志着我国真正针对海岛

生态保护方面的专门法已经诞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国家海洋局发布《全国海岛保护规划》，规定了海岛分类、分
区管理的方法，并根据不同类别和区域的海岛提出具体管控措施。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国家海洋局印发《关于全面

建立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意见》，将特别保护海岛纳入海洋生态红线区，并将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作为

海洋生态红线的管控指标之一，明确了沿海省（区、市）的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控制指标。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该法在海洋生态保护专章中明确提出海岛相关的生态保

护条款。 同年 １２ 月，国家海洋局印发《全国海岛保护工作“十三五”规划》，提出“完成生态红线划定”的具体

目标，明确强化海岛生态空间保护、保护海岛生物多样性、修复海岛生态系统等工作任务。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岛综合管理手段，正成为当今全球海岛保护管理的发展趋

势［１０⁃１１］。 目前，国内学者在生态红线理论［１２⁃１４］、划定技术方法［１５⁃１７］ 及管控措施［１７⁃１８］ 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
但有关海岛生态保护红线的整体性研究却是鲜见。 为此，本文以生态服务功能理论和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为基

础，兼顾海岛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落地”实施，从海岛重要生态功能区评价、海岛生态敏感区 ／脆弱区评价和

海岛禁止开发区评价 ３ 个方面划定海岛生态保护红线，明确限制类和禁止类开发的海岛及空间范围界限，细
化和拓展海岛保护区域和范围，弥补我国海岛保护法律、法规条文规定的缺失。 同时，海岛生态保护红线作为

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将海岛开发利用、环境管理和生态保护等众多领域进行有机整合，协调各主管部门职

责与利益，完善当前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建立起分工明确、协调统一的严格化海岛生态保护体系。

１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的概念和内涵

１．１　 生态保护红线

“红线”一词最早起源于城市规划，在规划单位的建筑用地示意图中，用来表示建筑物占用土地的边界

线［１２］。 随着“红线”概念的不断被解读，“红线”一词逐渐被运用到环境及其他各个领域，并发展出耕地红

线［１９］、水生态红线［２０］、草原生态红线［２１］和海洋生态红线［２２⁃２３］等。 现在，“红线”的内涵日益丰富，从单一的空

间管制发展成面向对象的，蕴含时间、空间、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功能等的综合载体［２０］。 生态红

线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一个由空间红线、面积红线和管理红线三条红线

共同构成的综合管理体系［２４⁃２５］，是立意于生态文明，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工具。 对于生态保护红线的定

义、内涵和划分标准，众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探讨和解读［２３］，但至今尚未统一。 目前国内学者较为普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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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中所提出的概念，“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

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具有

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

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 ［２６］。
１．２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是一个综合的管理体系，是生态红线在海岛管理与保护方面的细化与拓展，其保护对

象以海岛陆地（岛陆）、海岛潮间带和环岛浅海为主。 除了海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特殊用途类海岛保护外，其
他海岛生态功能如产品供给、水土保持、空气质量调节、水源涵养和景观遗迹等因素也纳入到海岛生态保护红

线划分需要考虑的范围内。 结合生态保护红线和海洋生态红线的定义，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可定义为：在海岛

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海岛或区域，是保障和维护海岛生态安全的

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具有重要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景观遗迹保护、空气质量调节、产品供给、海岸

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的海岛或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壤侵蚀、生物多样性与生境、红树林、珊瑚

区、海草床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海岛或区域，旨在为海岛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海岛开发与保护提供合理边

界，实现海岛地区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区并不是绝对不可以进行

任何海岛开发利用活动，只要能在保证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区的保护性质不变，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情

况下，则可以适当开发利用［１３］。
１．３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与海洋生态红线

从资源自然属性角度讲，海岛是一种特殊的海洋资源，属于海洋空间资源，是海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海洋生态红线划定的内容包括海岛主体空间部分。 国家海洋局在《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指南》中也

明确将特殊保护海岛作为海洋生态红线区的主要类型之一。
从生态系统角度讲，海岛是散布在海洋中的陆地，海岛生态系统是由维持海岛存在的岛体、岸线、沙滩、植

被、淡水和周边海域等生物群落和非生物环境组成的有机复合体［３，６，１１］，具有海陆两相、结构独立完整、生态脆

弱、资源独特、动力两重等生态特征，兼有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特征，但又不是二者简单的叠加［２７］。 因此海岛

生态系统与海洋生态系统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海岛生态保护红线与海洋生态红线应属于两套不同的红线制

度。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中特别

指出，“生态空间是指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包括森林、草原、湿
地、河流、湖泊、滩涂、岸线、海洋、荒地、荒漠、戈壁、冰川、高山冻原、无居民海岛等［２６］。”可见，国家层面也是将

海洋与海岛作为两个独立的生态空间进行规定，其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在划分原则、方法、内容和管控要求上均

与海洋生态红线有所区别。
然而，从实际运行操作方面讲，海岛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又需要兼顾海洋生态红线，海洋生态红线决定了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的部分指标，并对海岛生态保护红线起纲领性作用。 考虑到海洋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

冲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区和预留区、海洋自然保护区，以及重要河口生态系统、重要滨海湿地、重要

渔业海域等可能会与区划海岛存在重叠交叉。 据 ２０１６ 海岛统计调查公报显示，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我国已建成

涉及海岛的各类保护区 １８６ 个，涉及海岛约 ２３００ 个，约占海岛总数的 ２０％。 因此，海岛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

需要兼顾海洋生态红线，属于海洋生态红线区范围内的海岛应遵循海洋生态红线的管控要求，并直接划入海

岛生态保护红线区内。 至此，海岛生态保护红线与海洋生态红线的结合构成海洋领域的生态红线。

２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技术方法

２．１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原则［２２⁃２３］

（１）保护优先，生态突出原则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以保障海岛生态安全，有效维持和改善海岛重要生态功能、生态敏感区 ／脆弱区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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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域为目标，重点突出海岛生态保护，对划入海岛生态保护红线的区域优先保护，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区的

管控措施严于其他区划、规划。
（２）区域共轭，系统完整原则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是建立在海岛地理区划基础上的空间管理，需要在充分掌握海岛自然属性、资源以及

环境特点基础上，将区划海岛划分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以保证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
例如，列岛、群岛，往往群岛包括若干个列岛，尽管各级列岛之间都存在特征差异性，但红线区内部则具有相对

一致性。 即每个具体的区划群岛单元都要求是一个连续的海岛地域单元，不能存在着独立于群岛区域之外而

又从属于群岛的单元。
（３）分区划定，分类管控原则

我国海岛类型众多，分布范围广，海岛生态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不同类型海岛需要按照不同生态特征

的海岛保护要求进行分类、分区划定。 在不同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区内制定差别化的管控措施和针对性的管控

制度。
（４）协调统一，兼顾发展原则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应与海洋生态红线、海洋主体功能区划等相关规划内容相协调，与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以及相关部门监管政策机制及管控能力相适应。 同时，在维持海岛生态保护底线和确保一定环境容量的

基础上，预留一定的发展空间，进而确定合理的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区的范围及面积规模。
（５）守住底线，动态调整原则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作为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基准线，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中长期生态环境治理的战

略性布局安排，应保持相对稳定性，不得擅自调整；但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区并非一成不变，红线的范围和面积

随海岛生态环境承载力、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的变化而进行适当的调整。
２．２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分类

生态保护红线的分类因生态空间主体的不同而具有差异。 尚文绣［２０］等通过对水生态系统表象特征和水

生态系统演化过程的关联分析，将水生态保护红线划分为水量红线、空间红线和水质红线；陈凯麒［２８］ 等根据

过程管理将生态红线划分为规划红线、要素控制红线和管理红线；吕红迪［２９］等依据管控强度将城市生态红线

划分为禁止区、限制区、警戒区和引导区。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空间范围是海岛生态功能最重要、生态脆

弱性 ／敏感性最高的海岛或区域。 因此，选择能表征海岛生态系统特征和功能，构建海岛重要生态服务功能价

值、生态敏感性 ／脆弱性和海岛禁止开发区的指标体系，是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关键具体分类及指标体系

见表 １。
（１）海岛重点生态功能区

海岛重点生态功能区在主体功能区中归属于限制类开发区，是指海岛生态系统关系到全国或区域生态安

全， 同时生态系统有所退化，需要限制大规模高强度海岛开发的活动， 以保持并提高海岛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的海岛或区域。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内容，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包括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

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 ４ 个类型。 为体现海岛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价值，参照联合国千年生态评估的分类体系

（ＭＡ），基于供给、调节、文化、支持 ４ 大基本类型，选择建立包括气候调节、水土保持、涵养水分、初级生产等

在内的间接性的服务功能和其他非物质性服务功能作为评价海岛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指标体系。 海岛重点生

态功能区主要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区、水涵养功能区、景观遗迹保护功能区、空气质量调节功能区（森
林生态系统防护区）、产品供给功能区、海岛海岸带防护功能区和海岛滨海旅游区。

（２）海岛生态敏感区 ／脆弱区

海岛生态敏感区 ／脆弱区指生态敏感性较强，系统稳定性较差，对外来抵抗力弱，极易受到人为的不当开

发活动影响而产生负面生态效应，且难以自我修复的海岛或区域［２７］。 在自然状况下，海岛上的各种生态过程

保持相互关联和稳定，而当外界干扰强度大于其稳态阈值时，海岛生态系统可能在不同稳态之间发生跃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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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生态学视域下的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管控类别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区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

重点考量指标
Ｋｅ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文献来源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限 制 类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ｃｌａｓｓ 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区

海岛生物多样性指数、海岛物种数量、海岛生态系统类
型的数量、海岛珍稀、濒危动植物分布、海岛野生动植物
物种数量、海洋自然保护区类型、ＮＤＶＩ

［３⁃４，６，３０⁃３１］

水涵养功能区
重要水源区、降水量、海岛地貌类型、海岛植被类型、
ＮＤＶＩ、海岛土地利用、海岛水系分布

［３０⁃３２］

水土保持功能区
海岛土壤质地、海岛地形起伏度、海岛地貌类型、海岛土
地利用、ＮＤＶＩ ［３０⁃３３］

景观遗迹保护功能区
风景名胜区、海岛地貌景观分布区、海洋公园、海洋自然
保护区、自然与历史遗迹区

［３１］

空气质量调节功能区（森林生态
系统防护区）

ＣＯ２固定量、Ｏ２释放量、Ｏ３释放量、其他有害气体（Ｈ２ Ｓ、
ＳＯ２、ＣＯ）的吸收量、森林覆盖率

［３０⁃３１］

产品供给功能区
各类食品及生产性原材料的产量、各类重要经济资源保
护区

［３０⁃３１］

海岛海岸带防护功能区
海岛海岸带侵蚀速率、海岛海岸带侵蚀程度、海水侵蚀
面积、海岛土地利用、海岛海岸带类型、海洋自然保护区
类型

［３１，３４⁃３５］

海岛滨海旅游区
周边海域海水指数、海岛休闲活动指数、海底观光指数、
海滨观光指数、海水浴场健康指数、离岸距离

［３３］

水土流失敏感区
降水量、海岛土壤质地、海岛地形起伏度、海岛地貌类
型、ＮＤＶＩ ［６，３１⁃３２］

土壤侵蚀敏感区
海岛土壤质地、海岛地形起伏度、海岛地貌类型、ＮＤＶＩ、
海岛土壤可蚀度、海岛地表植被覆盖类型

［６，３１⁃３２，３５］

生物多样性与生境敏感区

海岛生物多样性指数、海岛物种数量、海岛生态系统类
型的数量、海岛珍稀、濒危动植物分布、海岛野生动植物
物种数量、海洋自然保护区类型、典型生境（如滩涂湿
地、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的类型、面积、ＮＤＶＩ

［３⁃４，６，３１］

海岛海岸带侵蚀敏感区
海岛海岸带侵蚀速率、海岛海岸带侵蚀程度、海水侵蚀
面积、海岛海岸带类型

［３１，３４⁃３５］

自然灾害敏感区
各类自然灾害发生概率、自然灾害密度、大于 ２５°坡地
比例

［１２，３２⁃３３］

重要河口区 重要河口区内的海岛 ［３６］

红树林区 红树林区内的海岛 ［３６］

珊瑚区 珊瑚区内的海岛 ［３６］

海草床区 海草床区内的海岛 ［３６］

近海海域重要渔场区
近海周边有重要渔场、近海水域海水质量、近海水域沉
积物

［３２⁃３３］

海岛潮间带滩涂湿地区
底栖生物量、底栖生物多样性、水源净化、Ｏ２释放量、海
岛土壤侵蚀程度

［３２⁃３３］

禁止类 Ｂａｎ ｃｌａｓｓ 海洋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
缓冲区

海洋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的海岛 ［３６］

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区
和预留区

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区和预留区内的海岛 ［３６］

海岛生态修复与保护区 海岛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项目类的海岛 ［３６］

领海基点 领海基点所在海岛 ［３６］

国防用途 国防用途海岛 ［３６］

其他禁止开发区 科学研究实验、航标及测控 ［３６］

变其海岛生态系统结构，造成海岛生态系统退化问题。 所以，海岛生态敏感性 ／脆弱性评价本质内容即在不考

虑人为活动等因素影响的前提下，评价具体的一些海岛生态过程在一定自然状况下产生海岛生态问题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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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其实质是对自然环境状况下潜在的海岛生态问题进行明确的识别，并将其落实到具体的海岛空间区域。
因海岛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的空间重叠性较大，且面临共同的生态问题，海岛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

保护红线的划定可统一归为海岛生态敏感区 ／脆弱区。 海岛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土地，海岛生态敏感区 ／脆弱

区评价与土地承载力评价方法类似。 海岛生态敏感区 ／脆弱区主要包括：水土流失敏感区、土壤侵蚀敏感区、
生物多样性与生境敏感区、海岛海岸带侵蚀敏感区、自然灾害敏感区、红树林区、重要河口区、重要砂质岸线和

沙源保护海域区、珊瑚礁区、海草床区、近海海域重要渔场区及海岛潮间带滩涂湿地区等。
（３）海岛禁止开发区

海岛禁止开发区是指禁止从事任何海岛开发、利用活动，需要特殊保护的重点海岛或区域。 海岛禁止开

发区的划定在兼顾海洋生态红线的基础上，考虑重叠部分的海岛或区域进行划定。 海岛禁止开发区包括：海
洋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区和预留区、海岛生态修复与保护区、领海基点、
国防用途、其他禁止开发区。
２．３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技术方法

目前，我国的生态红线划定并没有统一的方法，国内相关研究大多是按照国家出台的生态红线政策框架

划定空间红线。 例如，蒋大林［１２］、刘雪华［２５］以生态脆弱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作为依据对生态保护区划定

进行探讨；符娜［７］等基于生态空间布局和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研究生态红线的划定；王云才［３８］在对生态红线

划定及生态网络规划进行技术内容与制度落实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以安徽省南漪湖地区为例，探讨了以生态

网络规划成果为基础进行生态红线划定的可行性；黄伟［２２］、曾江宁［２３］、许妍［３９］ 等从生态功能重要性、生态环

境敏感性和生态灾害危险性三方面进行研究，对海洋生态红线空间边界进行了划定；黎斌［４０］等在综合分析生

态用地历史变化过程和生态适宜性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城市生态红线划定方法；王丽

霞［１６］等探索了生态保护红线边界的优化方法，阐明了如何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技术

流程。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综合过程，既要明确当前海岛生态环境问题和海岛的生态服

务需求，还要具体落实到海岛空间上。 其目的在于实现维护海岛生态安全和生态系统保护的完整性和连续

性，满足海岛或区域生态服务需求。 首先，在海岛生态本底调查及数据收集的基础上进行生态环境矛盾分析

诊断和海岛生态服务需求分析，并构建海岛生态系统网格属性数据库。 其次，进行海岛重要生态功能评价、海
岛生态敏感性 ／脆弱性评价及海岛禁止开发区评价，选择科学合理的评价内容和指标，通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和模型计算。 最后，通过实地调研，考察划定海岛或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景观破碎状态和廊道连通

性，参考景观生态学或生态网络理论，注意红线区之间的连接性，避免红线区过于集中或者过于破碎化，对初

步划定结果加以修正，得到最终的海岛生态保护红线空间范围［１３］。 为厘清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思路，提出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路线（图 １）。
（１）基础资料收集。 充分利用 ３Ｓ 技术在空间数据获取和处理方面的优势，直接获取海岛 ＤＥＭ 数据、海

岛土地利用、海岛植被覆盖率等空间数据及其他一些基本的海岛自然环境特征数据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针

对难以获取的一些点数据，如气温、降水量、风力等，则需要设立监测站点进行观测统计。 遥感影像数据应根

据具体精度需要和尺度大小确定，以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ｍ 和 １５ｍ 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数据以及空间分辨率为

２．５ｍ 的 ｓｐｏｔ５数据为主。
（２）现状与问题诊断。 根据获取的基础数据，对区划海岛的开发利用状况及所存在的海岛生态和环境问

题进行诊断分析，识别与筛选重要的海岛重点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系统敏感性 ／脆弱性问题，确定海岛生态保

护红线划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３）海岛重点生态服务功能评价。 根据海岛生态系统服务的表征，选取可量化的指标。 对于已经具备保

护条件和保护需要的海岛或区域可直接划入海岛生态红线范围内，而对于需要通过评价计算的指标，则根据

实地探勘或科学论证情况进行评价估算。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和景观遗迹保护评价分级时，可以根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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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生物多样性指数、海岛物种数量、海岛生态系统类型的数量等及风景名胜区、海岛地貌景观分布区、海洋公

园、海洋自然保护区等情况将重要性分为极重要、重要、比较重要和一般四个等级，分别进行赋值评价。 水涵

养功能区、空气质量调节功能区和产品功能供给区的具体评价方法可参考姚幸颖［３０］等人的做法。
（４）海岛生态脆弱性 ／敏感性评价。 选取海岛生态脆弱性 ／敏感性评价的关键指标，并确定其分级标准。

为提高评估结论的准确性以及与实地的相符性，保证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合理性及实效性，在海岛生态

脆弱性 ／敏感性分级评价方法上采用贝叶斯网络（ＢＮ）模型［３２，４０］，对海岛土地历史变化规律和生态适宜性条

件进行整合，模拟生态用地情况。 另一种分级方法是利用 ＧＩＳ 软件（如 ＡｒｃＧＩＳ 中的自然断裂法），将评价结

果分为若干等级，取其中等级最高的区域划为海岛生态保护红线［１２，３９］。
（５）海岛禁止开发区判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全

国海岛保护规划》，海洋生态红线及其他有关海岛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筛选并判别海岛禁止开发区

范围。
（６）通过叠加分析，确定海岛生态保护红线空间范围。 根据科学评估结果，将评估得到的生态功能极重

要区、生态敏感区 ／脆弱区和禁止开发区进行叠加合并，并与海洋生态红线区进行校验，形成海岛生态保护红

线空间叠加图，最后通过边界处理、现状与规划衔接、跨区域协调、上下对接等步骤，确定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区

范围。
２．４　 不同海岛类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

在进行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时，不同类型的海岛所选用的具体方法和指标因素有所区别，如，台湾、海
南等特大岛，具备国土空间的一般属性，可以参照国家制定生态红线技术方法进行操作。 基于生态系统完整

性原则，海岛周边海域的生态部分同时又需要参照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方法。 而对于小岛和无居民海岛，
属于特殊的生态空间，海岛生态系统特征明显，需要按照海岛生态保护红线的指标和方法实施划定。 保护红

线因海岛类型不同而划定方法有所差异和侧重，具体方法选用参照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不同海岛类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选用参照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划分依据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ｂａｓｉｓｅｓ

海岛类型
Ｉｓ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红线类型 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ｔｙｐｅｓ
生态保护红线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

海洋生态红线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

海岛面积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特大岛 ▲ ▲

大岛 ▲ ▲

中岛 ▲ ▲

小岛 ▲

海岛分布形态 群岛 ▲ ▲ ▲

Ｉｓｌ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列岛 ▲ ▲ ▲

海岛管理属性 有居民海岛 ▲ ▲ ▲

Ｉｓ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无居民海岛 ▲

　 　 表中“▲”表示各类生态红线对于不同海岛类型的适用性

３　 研究展望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尚处于探索研究阶段，缺乏系统深入的海岛生态基础理论研究，如可持续发展理论、生
态承载力理论、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理论、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和景观生态学理论等，需要从交叉学科角度考虑海

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的问题，构建并完善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理论体系。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数据要求高，且海岛数据获取难度系数较大，需要统筹

海岛地区自然与人文环境、资源分布状况、生态系统特征与结构功能等各个方面。 ３Ｓ 技术能够在空间数据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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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和海岛监测方面提供方便，但我国在海岛数据信息库的建设方面尚不完善，海岛信息产品可视化技术开发

的研究将为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区监测与制度实施提供重要支撑。
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重要内容是确定海岛重要生态功能区、海岛生态敏感区 ／脆弱区和海岛禁止开

发区。 由于划定海岛区域尺度大小不一、所处地理位置不同等原因，海岛生态敏感性 ／脆弱性评价的工具和方

法学术界并未达成统一意见，在海岛生态评价指标选取、指标数量、权重确定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

完善。
保障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落地”实施的关键是出台配套管控措施。 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１）研究制定海岛生态保护红线补偿制度以及政绩考核评价制度，加快出台红线责任追究制度；（２）出台相关

法律法规，以强制力保障海岛生态保护红线上升到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层面，进一步推进海岛生态保护红

线尽快“落地”；（３）提高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区项目准入门槛，在红线区域范围内探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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