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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岛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受海洋影响强烈、海岛空间有限而生态脆弱性明显，应加强保护。 保护的前提则

需要掌握海岛生态本底现状及未来发展、变化趋势等信息，海岛生态物联网监测则能够为实现这一需求提供重要支撑。 本文在

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概述了海岛生态物联网的概念，即基于物联网技术对海岛生态系统开展自动、实时、长期监测

并获取海岛生物、非生物、生态安全等信息以掌握海岛生态系统在自然和人为活动干扰下的变化规律与机制，评估海岛生态状

况以作出相应决策和开展海岛生态学研究的基础网络体系；结合海岛特点构建了海岛生态物联网概念模型，形成了由生态要素

监测层、数据采集层、存储层、网络传输层、能源保障层、保密层、应用层等 ７ 部分构成的监测体系；海岛生态物联网在前期构建、
监测内容、数据管理、建设及维护、数据应用等方面具有区别于其他物联网的特征。 文章最后以广东典型小海岛———三角岛为

例展示了海岛生态物联网概念模型在具体海岛上的构建应用。 为下一步开展三角岛生态物联网的实践应用及管理提供基础参

考。 本文的探索和示范将为海岛生态监测和生态物联网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并有助于未来海岛生态物联网建设的研究。
关键词：海岛， 海岛生态物联网， 生态监测， 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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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远离大陆，受海风、海浪、盐雾、土壤养分等影响，土壤含盐量较高、水分较低、土层贫瘠，岛上植被以

灌草丛为主，原生植被较少，多为次生植被，植物形态与陆域环境相比差异明显，但却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景观，
如一些隐域性植被海岛矮林。 不少海岛上分布有名贵药用植物、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等，周边海域分布有红树

林、珊瑚礁生态系统、珍稀水生生物等典型生态系统。 对于海岛而言，恶劣的气候环境和贫瘠的土壤大多不利

于植物生长，植物群落结构简单且不稳定，演替缓慢，生态系统结构简单因而脆弱，一旦破坏将难以恢复。 正

因为如此，开展海岛生态学研究对于海岛植被保护与修复具有重要意义。 海岛，尤其是面积较小的海岛，作为

一种特殊而脆弱的生态系统，极易受到干扰和破坏［１⁃３］。 近年来，随着海岛开发活动的不断加剧，海岛自然资

源环境破坏的问题逐渐突出，如陆源污染［４⁃５］、海水养殖，以及外来物种入侵［７⁃８］ 等问题，使得海岛生态环境面

临较大威胁，且有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例如，上世纪 ９０ 年代广东省的内伶仃岛出现的薇甘菊入侵几乎

使岛上的珍稀野生动物灭绝。 因此加强海岛生态监测就显得十分重要。
海岛作为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构建海洋生态文明的蓝色屏障。 党

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生态保护，而生态保护的前提是对生态本底状况、发展变化趋势

等一系列信息具有全面的掌握以此做出环境保护管理的决策依据。 因此，在当今信息化技术飞跃发展的趋势

下，探索一种完善的、基于现代信息技术而进行对海岛生态系统的综合观测将成为一种有效工具和必然趋势。
众所周知，物联网作为互联网技术的重大变革，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然而在海岛上利用互联网技术获得

海岛生态系统长期观测鲜有研究。 人们对于海岛生态物联网是什么？ 有什么用？ 如何构建？ 等一些列问题

并不十分清楚。 因此本文在前人对物联网及其应用研究的有关基础上，以无居民海岛这一典型且极少有人关

注的研究领域作为研究对象，明确阐述了海岛生态物联网的概念，构建了概念模型，并以典型海岛为例示范了

海岛生态物联网概念模型在具体海岛上的构建，为加强海岛生态系统监测及海岛生态物联网的实践应用提供

基础参考。

１　 海岛生态物联网概念与内涵

１．１　 物联网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动了物联网的产生，物联网是互联网向物理世界的延伸，被认为是下一信息时代的

主要部分，也会是现阶段网络发展的方向［９］。 当前国际上较通用的物联网定义为：运用射频识别、全球定位

系统、红外感应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根据约定协议，以通过物品与互联网连接实现信息和通信的交换为手段，
从而实现智能识别、跟踪、定位等功能的一种网络概念［１０］。

物联网是许多领域的巨大整合［１１］，包括传感器网络，嵌入式系统，智能控制，数据处理和融合，任务调度

和分配等。 普遍认为物联网的架构是由数据采集层、数据传输层和应用服务层 ３ 个层次组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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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物联网已广泛应用于各种行业和异构网络中，识别和辨认技术在各种物联网场景中得到应用，例如

门卫，物流，食品安全，移动支付等［１２］。 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１３］、医疗及卫生保健［１４⁃１５］、智能城市［１６］ 和

智能生活［１７⁃１８］以及工业［１９］、制造业［２０］、农业［２１］等领域均已经得到广泛使用。 物联网的应用也极大的推动了

环境监测［２２］研究的进展，以获取实时、长期的环境动态信息。
１．２　 生态物联网

生态物联网（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ＥＩＯＴ）是将网络和感应器嵌入生态应用对象，监测生态信息（水
体、土壤、大气、生物）、社会经济数据和环保数据（污染状况、环境效应、管理策略）等［２３］，其基础和核心仍然

是互联网，是用户端扩展到了生态研究、管理及工程相关的诸多方面，并进行生态信息交换和通信，是生态物

联网与现代生态管理相结合的产物［２４］。
生态环境监测［２５］是物联网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 物联网在生态 ／环境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

（生态）环境因子监测和生物过程，如森林生态因子［２６］、水环境［２７］、农田［２８］、城市环境［２９］、植被［３０］、土壤［３１］、
湖泊碳通量［２５］等的监测；另一类是生物监测物联网，如害虫监测［３２］、动物［２５］ 等。 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鲜

有从生态学角度开展监测要素的系统性监测研究，要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生态物联网还需要一些理论和监测

体系的支撑。
１．３　 海岛生态物联网概念

海岛的地理位置决定其易受台风、地震、海啸等海洋灾害的不利影响，存在灾害多发，抗灾害能力差等弱

点。 例如，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海岛，受台风影响较大，由此造成的海岛环境的自然破坏时有发生［３］。 因此

加强海岛生态系统监控是海岛保护的重要前提。 海岛生态系统的构成与其他生态系统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
海岛四面环海水因此相对独立，形成了特有的海岛生态景观。 海岛与周边海域界限明确，以岛岸线为界限，岛
岸线以上的陆域是海岛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与潮间带及近海两个子系统共同构成了海岛生态系统的

３ 个子系统［３３］。 这些决定了海岛生态系统监测的复杂性。
在海岛生态智能监测方面，已有文献对海岛红树林［３４］、气象［３５］、岛上鼠类［３６］ 等进行物联网的应用研究，

但总体上研究不多。 当前国家对海岛资源环境保护的重视和管理迫切需求系统掌握海岛生态现状及发展变

化等信息。 然而，利用物联网技术开展海岛生态系统的系统性研究较少，且没有完整的海岛生态物联网的概

念。 因此，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明确阐述了海岛生态物联网的概念。
海岛生态物联网（ｉｓ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ＥＩＯＴ）是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海岛生态系统的监测。

它是指通过物联网技术，将海岛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和非生物要素（包括生态安全要素）进行系统的采集、集中

存储并经过岛⁃陆间的传输实现海岛生态信息的共享应用，以便获得海岛生态系统实时、长期的动态变化，掌
握海岛生态系统在长期自然和人为干扰下的变化规律、机制和生态安全状况，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为海

岛生态学等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支撑的基础信息网络。
由于海岛与大陆隔离，要正确认知海岛生态物联网的特征就需要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深刻理解海岛生态

物联网的涵义（如图 １）。 一是从海岛内部信息的获取、传输、存储及应用，可理解为狭义海岛生态物联网，这
部分信息的获取以完全智能化的传感器为手段，在岛内形成信息自动获取、实时传输及岛内第一层次的应用，
这与传统物联网构架是一致的，但应用层相对简单，仅为岛内工作人员，数据并不传输至岛外；二是信息的获

取除了依靠智能化设备外，其他一些需要人工辅助的信息也是海岛生态系统信息的来源，两种来源的信息集

成至海岛控制中心而形成大数据库，这些数据通过岛⁃陆间传输及应用，即构成了广义的海岛生态物联网，其
应用层则面向更广阔的客户端。
１．４　 构建海岛生态物联网的目的和意义

海岛生态监测的目的最终是为海岛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保障海岛生态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通过构建海岛生态物联网，掌握海岛生态系统现状、结构、功能变化规律，一方面为海岛生态学研究提供重要

的平台，同时也为加强海岛的有效保护，促进海岛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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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海岛生态物联网狭义和广义概念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Ａ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ｂ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中国拥有上万个海岛，但这些海岛因为远离大陆、
交通闭塞等原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信息孤岛”，制约

了海岛的管理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 在中国生态系统

研究网络中，海岛生态系统试验站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一

片空白，而海岛生态物联网的建立，将实现对海岛生态

系统长期的生态监测，填补中国生态系统网络建设的空

白。 此外，中国作为海岛大国，历来重视海岛的保护，在
国家构建海洋生态文明、海洋战略安全等时代背景下，
小海岛的保护是南海战略和保障领海安全非常重要的

环节。 海岛生态物联网恰恰能为生态岛礁建设、海岛统

计调查制度、海岛监视监测、海岛生态本底调查等提供

信息获取途径。 因此对海岛生态系统开展长期的生态

监测，无论是对于海岛自身资源环境的保护还是对政府

管理部门决策的制定均有重要意义。

２　 海岛生态物联网概念模型的构建

２．１　 海岛生态物联网组成

海岛生态物联网以海岛生态系统为监测对象，以岛⁃陆传输作为海岛生态系统信息共享应用的关键环节。
综合海岛所处地理位置、环境状况、海岛的战略地位等特征，在参考传统物联网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海

岛的生态物联网组成，即生态监测层、数据采集层、网络传输层、海岛控制层、能源保障层、数据保密层和应用

服务层 ７ 部分（如图 ２）。
其中生态要素层是海岛生态物联网最基本、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回答海岛生态物联网监测什么？ 主要包

括海岛生物要素、非生物和特殊要素的监测；数据采集层，既包含智能监测设备如气象传感器、视频监控传感

器等，又包含需要借助人工调查完成的信息监测如植物多样性、生物入侵等的监测以及其他国内目前还未研

发出相应传感器的关键生物参量如树木径向生长自动观测仪、陆生脊椎动物监测设备等［３７］；与陆地相比，无
居民海岛供电、网络通讯等保障具有较大的难度，因此，能源保障和数据的传输及共享对海岛生态物联网的可

持续运行和数据的岛外传输及共享非常关键。 结合海岛特点，可考虑太阳能发电、海上风电，有条件的地区还

可以通过海底电缆保障用电，而数据的传输不仅要解决岛内各传感器与海岛控制中心之间的网络传输，即岛

内网络传输，更要解决海岛控制中心与大陆控制中心之间的网络传输，即岛⁃陆间数据传输，海岛控制中心既

是岛内传输的终端（存储、分析等），又是岛陆间传输的接口端（数据采集端）；由于一些海岛的特殊性，例如一

些权益类海岛，因此还应当注意增加数据的安全保密层；海岛的应用服务层主要是面向各级政府、海洋主管部

门、执法监督部门、科研机构、海岛开发商、社会大众等，这些机构获取海岛信息后分别制定相应的管理决策、
科学研究目标以及知情海岛的基本现状信息，增强海岛保护与宣传意识。
２．２　 海岛生态物联网概念模型构建流程

海岛生态物联网构建时一般应注意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需详细分析海岛及周边海域状况并据此确定生

态监测指标和相应的设备；其次进行数据信息的自动 ／人工收集并由海岛控制中心汇集后传输至陆地服务器；
最后根据对海岛生态系统监测的评价结果制定海岛管理的决策依据（如图 ３）。 海岛生态物联网构建除了上

述一般流程之外，还应考虑海岛之间的差异性、特殊性，如对于有海岛植被恢复的应当重点增加植被恢复的监

测指标；对于海岛沙滩有破坏趋势的，增加沙滩的动态监测指标；对于海岛有采石滑坡风险的还应当增加地质

安全要素的监测。
２．３　 海岛生态物联网的特点、特征

海岛生态物联网是对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干扰下海岛生态系统响应的综合监测，因此它不仅监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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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海岛生态物联网的概念模型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ＥＩＯＴ）

岛生态系统在自然因子影响下的变化同时还包括海岛及周边海域海域人为活动对海岛生态系统的影响。 由

于海岛长期暴露于海洋环境强烈的影响中，空气湿度大、盐雾多，对于仪器设备防潮、抗风、防腐蚀、使用寿命

等的性能要求高，此外交通不便利导致了维护成本较高。
由于海岛的使用需要按照程序申请用岛、用海，因而海岛生态物理网建设的前期工作复杂、流程长，且涉

及多个管理部门。 获得海岛使用权是构建海岛生态物联网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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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海岛生态物联网构建流程分析

Ｆｉｇ 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ＥＩＯＴ）

海岛生态物联网的保密性要求高。 海岛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象征，不少领海基点所在海岛、国防安全

用岛等涉及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因此海岛物联网的构建应考虑数据保密性。
海岛生态物联网构成与传统物联网相比，测重从生态系统监测出发，强调系统性的监测指标，因此增加了

生态要素层以明确监测指标，此外对于能源保障、网络通讯、数据保密等有特殊要求。
如前所述海岛生态物联网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在一个成熟的海岛生态物联网中同时存在狭义、广义两

种情形，而后者是真正意义上的物联网。
２．４　 海岛生态物联网的应用特色

海岛生态物联网更加强调信息的保密性。 对于前文提及的特殊类海岛的信息应进行保密处理，确保信息

的专网专用，因此数据的使用管理更加严格。
海岛生态物联网的监测包括了各种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等特殊要素，对这些信息的监测将有助于及时掌

握和了解极端天气对海岛生态系统的影响，并能通过预警及时做好防范措施，最大程度降低损失。
海岛生态物联网测重生态因子的监测，更加强调对自然植被的演替、植被恢复效果、入侵物种、动物群落

等的动态、长期跟踪监测，这些对于开展海岛生态学的长期跟踪评估研究十分关键。
与传统的人工调查相比，海岛生态物理网监测科获取大量、实时、长期的海岛资源环境的综合信息，因此

对于海岛管理部门而言将是十分有利的管理手段；
海岛生态物联网获取的信息在社会公共平台共享后，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海岛、认知海岛、保护海岛，对于

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海岛的保护宣传、增强海岛保护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３　 三角岛生态物联网概念模型应用分析

三角岛（地理位置）是隶属于广东省珠海市的众多无居民小岛中的一个，海岛面积虽小（不足 １ 平方千

米），但岛上有沙滩、地下水、植被等资源，是无居民海岛中资源相对丰富的海岛。 因受采石活动影响，海岛原

生植被及地貌遭到严重破坏，是珠江口采石造成破坏的典型海岛，亟需开展海岛生态修复。 ２０１７ 年三角岛已

获得了广东省第一个不动产权属证书，且属于“公益＋旅游”联合用岛创新模式，且目前旅游用岛项目已经开

展前期通电、通讯基础设施建设，为海岛物联网观测基站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基础支撑，是三角岛构建生物物联

网的巨大优势。
应用海岛生态物联网概念模型，结合三角岛资源、环境现状、生态存在的问题及未来旅游开发活动可能存

在的生态环境影响等因素综合考虑，构建了三角岛生态物联网监测指标体系，形成了海岛植被、土壤、气象、沙
滩、淡水、岸线、海岛垃圾等在内的 ２１ 项优先监测内容、 ９５ 个生态监测指标（见表 １），作为生态监测要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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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态监测指标确定了 ３ 大类传感器设备，即生态监测设备、视频监控设备、海洋水文传感器设备；采用

Ｍｉｎｉ⁃ＧＳｅｎｔｒｙ 节点保障数据岛内传输。 由各传感器所获取的数据以及人工录入数据将汇聚至海岛西北部区域

拟建的控制中心，并通过海底光纤、北斗、ＧＰＲＳ 等传输至岛外。 上述几部分组合便构成了三角岛生态物联网

的概念模型，如图 ３。

表 １　 三角岛生态监测要素及数据采集方式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ａｎＪｉａｏ ｉｓｌａｎｄ

监测内容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主要要素、对象
Ｍａ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ｂｊｅｃｔｓ

分布位置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主要监测指标
Ｍａｉ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监测手段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ｅａｎｓ

生物成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１ 海岛自然植被状况

东 北 部、 中 部⁃南 部
近岸

优势种类型、数量；植被类型；群落
结构、高度、边界、主要物种；植被
叶面积指数；

无人机、遥感解译、立体
相机、 视 频 监 控、 人 工
调查

２ 恢复植被状况
３．入侵植被 　 　 　 　
　 　

西北部、中部
全岛

成活率；冠幅年生长量；树高年生
长量；胸径；林下物种、出现时间、
种类、覆盖度；草本蔓延面积变化；
叶片湿度；冠幅温度
种类；分布； 面积； 伴生种、 数量
变化

植被 传 感 器、 视 频 监 控
系统

４ 海岛动物 全岛 种类；数量；活动范围
高清 ／ 红外摄像头、立体
相机

５ 中华白海豚 周边海域 活动时间、范围、数量 视屏监控系统

非生物成分 １ 气象要素 全岛
温度；湿度；风速 ／ 风向；日照时数；
气压；雨量；蒸发量； 气象传感器

Ａｂｉｏ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２ 土壤状况 西北部、中部
土壤水分；温度；盐分；水势；氮、
磷、钾；电导率；重金属

土壤 传 感 器、 人 工 调 查
分析

３ 沙滩状况 西北侧 长度；坡度；面积；形态；上覆垃圾 Ａｒｇｕｓ 监控系统

４ 岸线状况 全岛 类型；长度；分布；自然岸线保有率 视频监控系统

５ 岛上水塘 东、西部 ｐＨ 值；溶解氧；盐度；水位 水质传感器

６ 岛周边海域水文 附近海域 潮位；流速；温度；盐度；波高；波向 水文传感器

７ 码头溢油 西北侧、北部
发生位置；影响范围；发生原因；处
理措施；油膜厚度；恢复历时

视频监控系统

８ 海岛垃圾 海岛东侧湾内 出现时间；产生量；类型；来源 视频监控系统

特殊要素 １ 采石坡面位移 中部 位移大小 位移传感器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２ 采石断面稳定性 东南部 高度变化、形态变化 三维激光扫描仪

３ 水土流失 全岛 位置；范围；上浮植被类型 视屏监控系统

４ 岛上火灾 全岛 发生位置；时间；影响范围
视屏 监 控 系 统、 烟 雾 传
感器

５ 台风 万山群岛海域
发生时间、名称、级别；路径变化；
距离三角岛最近距离

视频监控系统

６ 风暴潮 万山群岛海域 发生时间；频率；近岸潮位变化 视屏监控系统

７ 赤潮 海岛附近海域 发生时间；影响范围； 视屏监控系统

三角岛生态物联网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该岛属于遭受人为破坏严重的海岛，这类

海岛集中分布在珠江口，如小蜘洲、三门岛、牛头岛、二洲岛等，其他海域情况类似的海岛有马鞭洲等，因此构

建海岛生态物联网，通过关注植被的恢复，验证生态学理论在海岛生态恢复、植物群落构建中的应用，对于海

岛植被恢复理论和实践研究均具有探索意义，也是很好的实例验证。 同时对于未来海岛开发建设中不可避免

造成植被破坏的修复也是重要的探索尝试，将为海岛植被的保护与修复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撑，从而对

于推动海岛生态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长期、动态、连续的观测则有助于揭示该岛生态系统的演变规律，
以便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海岛发展策略，为海岛生态建设、生态恢复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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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三角岛是自 ２０１０ 年海岛保护法公布实施以来全国首个“一岛双证”（即旅游用岛不动产权属证书

和公共服务用岛权属证书）的无居民海岛，对于探索旅游开发与公共服务用岛相结合的新型海岛开发模式具

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将是全国第一个开展“公益＋旅游”创新海岛开发模式的有益探索。 此外，三角岛作为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中的重要节点，通过构建三角岛生态物联网，还可为周边海域安全预警提供重要的信息平台，
也将是开启南海生态监视监测与安全预警的重要开端。

图 ４　 三角岛生态物联网监测模型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ＥＩＯＴ） ｏｆ ＳａｎＪｉａｏ ｉｓｌａｎｄ

４　 结论与展望

运用物联网技术，自动监测、存储、传输、评价海岛生态系统的相关信息，为海岛管理部门和研究机构提供

决策依据和科学基础，这便是海岛生态物联网。 海岛生态物联网概念模型由海岛生态监测要素层、数据采集

层（信息录入层）、能源保障层、数据保密层、信息存储层、传输层（岛内传输和岛外传输）、应用层 ７ 个具体部

分构成。 从广义的尺度上理解海岛生态物联网与其他领域物联网的应用是一致的，但在海岛内部的信息获取

则包括智能获取和人工录入相结合的模式，因此自海岛控制中心向岛外传输数据开始才可以算作真正意义上

的物联网应用的范畴，岛内部分信息的获取、传输及存储可以看做是狭义的物联网范畴。
正因为海岛具有区别于农田、山地等陆域生态系统的特殊性，海岛生态物联网具有综合监测、需履行前期

用岛手续、建成及运营成本高、数据保密性强等特点，决定了海岛生态物联网的应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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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侧重性、科研性、管理性等方面的特色。
尽管物联网技术已较为成熟，但关于海岛生态物联网的监测体系及应用和管理等相关研究仍处于摸索阶

段，在诸多方面仍需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如何构建适合海岛特殊地理实体的生态监测指标的评价体系，让生态

监测能够更好的为管理和科研服务；如何有效融合、展示多类型数据信息模块，以一种简单、便捷、高效的形式

展现海岛生态监测的信息；如何进一步完善海岛生态物联网监测指标体系的建设，对模型的应用进行修改与

提升；如何构建全国海岛生态监测网络体系平台、将全国沿海岛屿生态监测网纳入中国生态系统监测网络中；
如何提高智能化监测水平、逐步解决人工录入的问题，将是未来在海岛生态物联网技术研发方面最大的挑战。
笔者下一步将以三角岛为例，通过构建海岛生态物联网，探索海岛生态物理网模型在实践中的应用并据此进

一步完善海岛生态物联网模型构建，为推广海岛生态物联网开展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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