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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地关系视角的鄱阳湖水陆交错带范围划分

马宏智，钟业喜∗，欧明辉，肖泽平，冯兴华
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２

摘要：水陆交错带是典型的过渡性地理空间，是地理学研究的关键样带，承载着特殊且复杂的人地关系。 根据鄱阳湖过水性、吞
吐型、季节性特点，考虑行政区划完整性与尺度效应，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长时间序列水位变化数据，利用非监督分类、目
视解译、调查验证等方法，从自然和行政区划两个维度划分了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的地域范围，阐述了其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基本

特征，分析了其理论基础、现实意义及科学内涵。 研究表明：（１）鄱阳湖水陆交错带最大自然范围约为 ２５０８．０８ ｋｍ２，行政范围涉

及 １１ 个县（市、区）７８ 个乡镇单元，包含行政村 ９７４ 个；（２）其景观要素变化多样，经济发展主要以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为主，
人口分布呈现带状特征，与交错带范围高度吻合；（３）自然基础、尺度效应和内涵特征是其范围划分的理论基础，探究其人与环

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机理与规律是重要现实意义；（４）未来可以从景观格局变化、人地关系分解、社会生活变迁等方面开展进一

步研究，以揭示该区域特殊人地关系变化。
关键词：水陆交错带；区域范围；水位；鄱阳湖

Ｓｃｏｐ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ｔｏｎｅ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ｌ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Ａ Ｈｏｎｇｚｈｉ， ＺＨＯＮＧ Ｙｅｘｉ∗， ＯＵ Ｍｉｎｇｈｕｉ， ＸＩＡＯ Ｚｅｐｉｎｇ， ＦＥＮＧ Ｘｉｎｇｈｕ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３３００２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ｔｏｎｅ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ｔｏｎｅ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ｌ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ｗａｔ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ａｔａ， 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ｔｏｎｅ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ｉｎ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ｔｏｎｅ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ｉｓ ２５０８． ０８ ｋｍ２ ． Ａｓ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ｔｓ ｒａｎｇｅ ａｌｓ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ｎｇ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７８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ｕｎｉｔｓ ｉｎ １１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９７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４０ ａｒｅ ｉｎ Ｊｉｕｊ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 ２０ ａｒｅ ｉｎ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１８ ａｒｅ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ｒａｏ Ｃｉｔｙ． （２）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ｖａｒｉｅｄ，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ｉｅｓ， ｇｒａｓｓ ｂｅａｃｈｅｓ， ｓｏｆｔ ｍｕｄ， ｈａｒｄ ｍｕｄ，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ｙ ｂ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ｂ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ｔｏｎ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Ｌｕｓｈａｎ Ｃｉｔｙ， Ｄｕｃｈ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Ｐｏ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ｂｕｉｌｔ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ｌ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ａｗ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ｈｕｍａｎ⁃ｌ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ｌｓｏ，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 ｃａｎ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ｌ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ｉ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ｎｅｗ ｉｄｅａ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ｔｏｎ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ｑｕａｔｉｃ⁃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ｔｏｎ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ａｎｇｅ；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最核心的研究内容，反映了地理学对于“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恒久关注［１］。 人类不

能离开环境而生存和发展，环境演变也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人类改变地球的速

度远远超过了人类认识地球的速度
［２］。 因此，人地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过去的被动适应型，经过能动改

造型的过渡，逐步向主动控制型转变，人类开始进入“人类世”（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３］。 人类社会发展始终与环境

风险、资源短缺等问题密切相关，这也是地球进入“人类世”的标志［４］。 近一万年以来，人类活动不断改变着

大气、地质、水文、生物圈和其他地球系统过程，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要实现“人类世”的可持续发

展，核心和关键是协调好人地关系［５］。
过渡性地理空间是介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复合地带，凸显人地关系中地域系统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其

中，水陆交错带是过渡性地理空间的典型代表，是湖河流域中高质量发展和治理的关键地带［６］，然而现有研

究主要集中在自然地理［７］、生态环境［８］ 和景观变化［９］ 等方面。 例如，李青山等［１０—１１］ 对漓江水陆交错带多种

植物根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了特殊空间对植物生境的影响；汪朝辉等［８］利用遥感影像数据分析了洞庭湖

水陆交错带景观格局的变化，评估了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政策措施的积极成效。 然而，鲜
有学者从“自然⁃社会⁃经济”综合角度来研究这一特殊区域的人地关系，因此人文地理学者对水陆交错带的理

解与研究亟需深化。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和世界重要候鸟保护地，其人地关系协调维系着流域内及整个长江中下游的

水生态安全，其独特地域单元对于江西乃至国家建设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生态、文明和谐

的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鄱阳湖区域特征是典型的水陆相生态系统，其水陆交错带是指最高洪

水位以下，最低水位以上部分。 ２００９ 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获批成为国家战略［１２］，规划将该经济区划

分为湖体核心保护区、滨湖控制开发带和高效集约发展区，简称“两区一带”。 该区域是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

保障区、全国重要的鱼类种质资源库和淡水渔业基地、国际重要湿地修复示范保护区。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则是该区域的最核心部分，是一个典型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１３］。 科学划分其

范围对政府管理、区域社会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目前对水陆交错带过渡性地理空间边界

的划分依旧存在诸多问题。 从主观上看，各学科对水陆交错带的定义存在不同的理解［１４］；从客观上看，水陆

交错带是从水体到陆地的自然过渡地带，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有多种不同划分方式。 鉴此，本研究基于鄱阳

湖区域的自然基础和内涵特征，同时考虑自然、社会和经济多个维度，划分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的边界范围，既
是对过渡性地理空间研究的理论补充，又是对开展特殊、复杂区域人地关系系统研究的实践探索；此外也是对

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的积极响应，为下一步开展过渡性地理空间、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提供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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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

鄱阳湖，古时候称为彭蠡泽，位于江西省北部，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的一个过水性、吞吐

型、季节性重要湖泊。 其水系由赣江、修河、信江、饶河、抚河等五条河流构成，水流自南向北从湖口县汇入长

江［１５］。 鄱阳湖在调节长江水位、涵养水源、改善当地气候和维护周围地区生态平衡等方面都起着巨大的

作用［１６］。
鄱阳湖区域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年平均降水量 １６８０ ｍｍ，年平均气温为 １７．５℃，有明显的枯水期和丰

水期。 丰水期降雨量大，五河来水较多，汇集到湖中，湖泊水位上涨较快；枯水期湖泊水位较低，有大量草滩

外露［１７—１８］。
鄱阳湖区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围绕生态保护展开。 产业主要以低碳环保型为

主，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是重要导向。 湖区沿岸有大量的传统渔民和渔村，渔业旅游文化资源较为丰富。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鄱阳湖水位数据来源于江西省水利厅江河水情（ｈｔｔｐ： ／ ／ ｓｌｔ． ｊｉａｎｇｘｉ．ｇｏｖ．ｃｎ ／ ｃｏｌ ／ ｃｏｌ２８２２４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高水位以鄱阳湖吴淞高程湖口水位 ２２．４８ ｍ 为界，低水位以吴淞高程星子水位 ５．３ ｍ 为界。 高水位遥感数据

来源于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 ２０２０ 年江西省鄱阳湖地区 ＧＦ⁃ ３ 卫星遥感数据集和欧洲航天局（ＥＳＡ）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１ 卫星数据；低水位遥感数据来源于美国地质勘探局（ＵＳＧＳ）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表 １）。 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

江西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ｈｔｔｐ： ／ ／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ｔｉａｎｄｉｔｕ．ｇｏｖ．ｃｎ）。 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江
西省统计年鉴、南昌市、九江市和上饶市统计年鉴。 人口格网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ｎ．ｏｒｇ ／ ｗｐｐ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

表 １　 主要卫星数据参数及鄱阳湖水位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ｄａｔａ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序号
Ｏｒｄｅｒ

影像获取日期
Ｄａｔｅ

卫星 ／ 传感器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 Ｓｅｎｓｏｒｓ

鄱阳湖水位 ／ ｍ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１ ２０２０⁃０７⁃０８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１ ／ ＳＡＲ —

２ ２０２０⁃０７⁃１２ ＧＦ⁃３ ／ ＳＡＲ ２２．４８

３ ２０２０⁃０７⁃１４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１ ／ ＳＡＲ —

４ ２００４⁃０２⁃１５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 ／ ＴＭ ５．３

２．２　 划分原则

以水位变化为基础，确保区域划分的科学性。 学术界对水陆交错带的划分有多种方法，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以城市规划的生态廊道和土地利用现状划定［１９］；第二，运用缓冲带法来确定水陆交错带的宽度［２０］；第
三，利用退圩还湖生态工程界限来划分［２１］。 现有的划分方法，过多的考虑了人为因素，对自然本底的研究不

足。 由于鄱阳湖水位变化的特殊性，本文水陆交错带的划分，遵循湖泊水位的高低变化，确定其边界范围，更
大程度确保了其科学性。

以研究角度为依据，兼顾自然界线与行政界线。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内涵丰富，研究主题多样。 从自然科

学角度来看，以样带、样点为尺度居多，更多考虑其自然区划要素；从人文社会角度来看，要考虑经济、产业等

数据的采集与统计，则需要兼顾行政区划的界线，将自然与行政两者分别划分，有利于开展多角度的综合

研究。
以乡镇尺度为基础，保持行政区划的完整性。 由于从县域单元尺度来看，有诸多地域不在水陆交错带范

围之内，聚落尺度又难以识别准确的边界，折中考虑以乡镇尺度为基础，划分其行政边界，一定程度上可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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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研究区的完整性和深入研究的便捷性。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自然范围

根据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的内涵：是指最高水位与最低水位线之间的部分。 首先，查阅鄱阳湖水文站历史

观测数据，确定历年最高水位 ２２．４８ ｍ，出现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历年最低水位为 ５．２２ ｍ，出现在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４ 日。 基于遥感数据的可得性，获取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高分 ３ 号卫星影像和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 卫

星影像（实际水位 ５．３ ｍ）。 其次，对遥感影像进行几何纠正、正射校正、彩色合成，参照鄱阳湖圩堤图，通过非

监督分类、目视判读等方法，实现鄱阳湖水陆交错带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提取与遥感制图。
根据最高水位线，鄱阳湖与赣、抚、信、饶、修五河的分界点分别是铁河闸（赣江西支）、茶叶港（赣江北

支）、荷杨村（赣江中支）、五州尾（赣江南支）、东方村熊家（抚河西支）、东升星圩（抚河东支）、下泗潭（信江西

支）、东风村藜蒿洲（信江东支）、蔡家湾乐安河口（乐安河）、杨家嘴昌江口（昌江）、宋家圩（修河）；鄱阳湖与

长江分界点为石钟山水文站（图 １）。
按最高水位计算，鄱阳湖水域面积约 ３０５８．９８ ｋｍ２；最低水位计算，其水域面积约 ５５０．９０ ｋｍ２，两者相差近

６ 倍。 由于鄱阳湖水位处在动态变化中，依照上述计算，鄱阳湖水陆交错带自然范围的最大面积为：最高水位

面积－最低水位面积，约等于 ２５０８．０８ ｋｍ２。

图 １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范围

Ｆｉｇ．１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ｔｏｎｅ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３．２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行政范围

鄱阳湖是一个吞吐型、季节性的浅淡水湖，水位变化很大。 以鄱阳湖最高水位线（吴淞高程湖口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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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８ ｍ）为界线，水域面积为 ３０５８．９８ ｋｍ２，地理坐标范围为 １１５°５１′１１″—１１６°４５′２″Ｅ，２８°２５′１５″—２９°４４′５２″Ｎ，
水域、湖滩洲地分别隶属于湖口县、都昌县、鄱阳县、余干县、进贤县、南昌县、新建区、永修县、共青城市、庐山

市及濂溪区 １１ 个滨湖县（市、区），见图 １。
从乡镇尺度来看，以最高水位线涉及区域为界，共涉及南昌、九江、上饶三市 １１ 个滨湖县（市、区）的７８ 个

乡镇单元。 其中九江市 ４０ 个，南昌市 ２０ 个，上饶市 １８ 个。 基于研究尺度与社会经济数据的匹配性，取最高

水位所涉及乡镇的全域为鄱阳湖水陆交错带行政范围（表 ２）。

表 ２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行政范围涉及乡镇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ｔｏｎｅ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地级市
Ｃｉｔｙ

县（市、区）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乡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九江市 都昌县（１６） 南峰镇、苏山乡、大沙镇、和合乡、万户镇、大树乡、芗溪乡、都昌镇、阳峰乡

狮山乡、周溪镇、西源乡、三汊港镇、北山乡、左里镇、多宝乡

庐山市（８） 南康镇、沙湖山管理处、温泉镇、星子镇、白鹿镇、蓼南乡、海会镇、蛟塘镇

濂溪区（５） 威家镇、虞家河乡、姑塘镇、新港镇、高垅乡

湖口县（４） 双钟镇、南北港水产场、城山镇、舜德乡

永修县（４） 恒丰企业集团、吴城镇、三角乡、九合乡

共青城市（３） 茶山街道、江益镇、苏家垱乡

南昌市 南昌县（８） 南昌市五星垦殖场、蒋巷镇、昌东镇、泾口乡、塘南镇、幽兰镇、南新乡、塔城乡

进贤县（６） 三里乡、前坊镇、七里乡、架桥镇、罗溪镇、三阳集乡

新建区（６） 昌邑乡、铁河乡、南矶乡、恒湖垦殖场、朱港实业有限公司、成新实业有限公司

上饶市 鄱阳县（１２） 双港镇、鸦鹊湖乡、乐丰镇、白沙洲乡、饶丰镇、莲湖乡、珠湖乡、珠湖农场、鄱阳镇

柘港乡、银宝湖乡、游城乡

余干县（６） 康山乡、瑞洪镇、石口镇、东塘乡、康山垦总场、信丰垦殖场

３．３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人口、景观和经济特征

３．３．１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人口密度

根据行政村居民点统计数据，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现有行政村 ９７４ 个，主要沿湖岸线呈“带状”分布，与水

陆交错带范围高度一致（图 ２）。 从人口分布来看，水陆交错带西南和东北方向较为集中。 从县区尺度来看，
庐山市、都昌县、鄱阳县和新建区人口密度较高。 具体到乡镇，新港镇、双钟镇、南康镇、都昌镇、茶山街道、鄱
阳镇、昌东镇和瑞洪镇人口密度较大，人类居住较为集中，人口密度最高达到 １２００ 人 ／ ｋｍ２。 从农村居民点来

看，其人口密度较低，多数为 ６０—１００ 人 ／ ｋｍ２。
３．３．２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景观要素

受季风气候影响，鄱阳湖降雨季节变化较大，因此不同季节、不同水位下鄱阳湖水陆交错带景观要素及类

型变化多样。 当星子站平均水位超过 １３．３９ ｍ 时，进入丰水期，以水体景观为主；当水位达到 ２２．４８ ｍ 时，鄱阳

湖水陆交错带呈现洪水景观。 当星子水位低于 １０．２２ ｍ 时，进入枯水期；在历史最低水位 ５．３ ｍ 左右时，鄱阳

湖水陆交错带呈现水体、草滩、软泥、硬泥和沙滩等丰富的景观类型（图 ３）。
候鸟景观是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独特的风景。 每年枯水期恰逢冬、春季节，鄱阳湖水陆交错带水位较低，大

量草滩、碟形湖裸露，广袤的湿地为鸟类提供了大量的食物来源，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候鸟保护区。 每年 １０ 月

开始，成千上万只候鸟从西伯利亚、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及日本等地飞来鄱阳湖越冬。 每年在鄱阳湖越冬水鸟

的数量波动比较大，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数量最高，达到 ７０ 多万只，其次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数量为 ６４ 万多只；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数量最低，数量只有 １３ 万多只，其次是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数量为 １７ 万多只。 基于候鸟这一独特的景观资源，２０１９
年江西省举办了以“湿地滋润赣鄱、候鸟联通世界”为主题的国际观鸟周。
３．３．３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经济发展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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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行政村分布及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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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战略。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所涉及的 １１ 个县（市、区）７８ 个乡镇单元全部属于生态经济区范围内部，因
此主要以生态产业为主。

生态农业。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地势低平，土壤肥沃，特别适合发展生态型农业。 建国以来建立了大量的

垦殖场、水产养殖场和生态农场。 如南昌县五星垦殖场、新建区恒丰垦殖场、都昌县南北港水产场和鄱阳县珠

湖农场等，为鄱阳湖区及周边城市提供了大量优质健康的农产品。
生态旅游业。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如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鄱阳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老爷庙、落星墩等。 在丰水期可以看到吴城最美水上公路，枯水期则会迎来越冬的候鸟，吸引

大量游客前来观鸟。 同时因交通便利、且比邻长三角等重要旅游客源地，餐饮、住宿、娱乐设施齐全，生态旅游

服务业发展条件良好。

４　 讨论

４．１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范围划分的理论基础

４．１．１　 自然基础⁃水陆相生态系统

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中、下游交接处的南岸，上承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河来水，下通长

江。 鄱阳湖水位主要受控于五河及长江。 受东亚季风性气候的影响，湖面面积在洪、枯水期相差极大。 鄱阳

湖每年 ４ 月到 ９ 月为丰水期，１０ 月至翌年 ３ 月为枯水期［２２］，呈现“高水为湖、低水似河”和“洪水一片、枯水一

线”的水文景观［２３］。 鄱阳湖区域特征表现出典型的水陆相生态系统：①以鄱阳湖为中心，由水体⁃平原⁃低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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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景观要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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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地构成的环状地貌结构；②地势低平，以鄱阳湖平原为主体［２４—２５］。
４．１．２　 尺度效应⁃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石［２６］。 地理学研究对象格局与过程的发生、时空分布、相互耦

合等特性都是尺度依存的，不同尺度下的人地关系可能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因此尺度大小的选择、向下

或向上转换是研究过程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２７—２８］。 对鄱阳湖而言，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生态经济

区、湖泊整体等较大尺度，同时也有大量研究从地级市、县域行政单元尺度入手，这些尺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植被、土壤、水环境、微生物等主题和领域［２９—３２］。 然而，对鄱阳湖水陆交错带人地关系研究而言，乡镇及聚落

等中微观尺度可以更好地展现该地区人地关系矛盾变化的细节和驱动因素，同时也方便开展精确的调研访

谈，资料分析，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乡镇尺度下的水陆交错带范围划分。
４．１．３　 内涵特性⁃自然与社会的耦合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是指最高洪水位以下，最低水位以上部分。 基于鄱阳湖水位的季节性变化，其主要表

现为水陆交替的自然景观；同时，该部分区域因为历史原因，形成了大量的乡（镇）、村等聚落景观，如吴城镇、
莲湖乡、南矶乡等。 其人地关系主要体现为“人⁃地⁃水”之间的关系，其中突出表现为人水争地而产生的激烈

的人地关系矛盾。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是典型的人地耦合系统，水位的波动变化强烈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当水位上涨时，部分道路、圩堤内的田地则被水淹没，区域交通方式由陆路变成水路；水位下降时，人们又到圩

堤内耕作、养殖。 这种典型的人地系统对于综合研究“自然⁃社会⁃经济”意义重大。
４．２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范围划分的现实意义

作为亚洲最大淡水湖泊湿地和世界上最重要的候鸟越冬地之一，鄱阳湖在维护生物多样性、调蓄长江洪

水、以及保障长江中下游淡水供给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维系区域和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 同时，作为通江湖泊，其人地关系矛盾和冲突不仅对江西，对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均会产生重要影响。 研

究和探索鄱阳湖水陆交错带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机理与规律的前提是要科学界定研究范围，其范围划

分是今后开展相关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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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划分方法的科学性

关于水陆交错带，现有研究比较丰富，但对其范围的划分方法却没有统一标准，而且多数文章在水陆交错

带范围界定时一笔带过，仅做简单的定义，对交错带范围划分细节交代不足［３３—３４］。 还有部分研究利用生态规

划分区［１９］、缓冲带［２０］、工程设施界限［２１］、等来划分水陆交错带范围，其中缓冲带法适合均值平原，没有落差

的情况；规划分区和工程措施则更多的考虑人为因素。 鄱阳湖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典型的过水性、吞吐型湖

泊，湖底地形复杂且与湖岸有相对较大的落差，根据自然水位的波动变化提取其水陆交错带的范围符合实际、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对于其他同类型河流、湖泊水陆交错带划分具有参考价值。
４．４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研究议题展望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是过渡性地理空间的典型区域［３５］。 针对水陆交错带，已经有部分学者做出了卓越的

探索，例如河流水陆交错带土壤、植被等空间分异规律［３６］ 的探讨；另亦有文献关注水陆交错带的土地利用类

型、景观格局［３７］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但在大湖、大河流域，从综合人地关系、社会建构［３８］ 角度出发，探讨人

与自然的矛盾变化、服务地方“自然⁃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仍然不足。 鉴于此，本文从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的

自然与行政区划划分出发，提出以下关于这一典型地域可能需要优先开展的研究议题：
（１）景观格局变化与模拟研究。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是一典型的水陆相复杂生态系统，人与环境相互作用

强烈，其人地关系矛盾和冲突强烈改变着景观格局。 基于水位变化的不确定性特征，利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

数据，识别和提取相同水位条件下、不同季节以及同季节、不同水位的景观要素变化；模拟各水位条件下，景观

格局变化对人类生产生活、动植物栖息的影响。
（２）人地关系分解与演变研究。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复杂多样，需要逐步分解。 可以将鄱阳湖水陆交错带

人地关系分解为人⁃水关系、人⁃鸟关系、人渔关系等多个具体层面，以方便开展更为深入的理论或实证研究。
从历史角度看，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经历了自然发展、围湖造田、退田还湖、生态经济等主要阶段，梳理不同阶段

的人地关系类型变化，并探索其主要驱动因素，提出优化调控的政策建议。
（３）不同主体权力博弈研究。 山水林田湖草都是生命共同体，作为复杂的水陆相生态系统，鄱阳湖水陆

交错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区域。 未来可以从生态文明视角下研究政府、渔民、候鸟保护组织等不同主体

对湖泊治理的权力博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更好的协调不同主体也

是重要的研究议题。 例如，从政治生态学视角探讨鄱阳湖国家公园建设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４）人口社会经济研究。 该区域涉及 ７８ 个乡镇 ９７４ 个行政村 ２００ 多万居民，其中有大量传统渔民。 对其

经济发展、人口变化、文化习俗、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例如长江流域十年禁捕政策的实施，
对渔业、渔民和渔村影响巨大；数万渔民不仅面临洗脚上岸、生计转型等问题，其长期依赖捕鱼为生、渔船为家

的恋地情节该如何安放，尚待地理学者深入思考。

５　 结论

本文基于人地关系视角和鄱阳湖过水性、吞吐型、季节性特征，综合考虑“自然⁃社会⁃经济”因素，对鄱阳

湖水陆交错带范围进行了划分，讨论了其理论基础、现实意义、科学性和研究主题。 第一，根据鄱阳湖水位的

涨落变化，获取历史最高和最低水位，提取了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的自然范围；考虑到研究区域的社会经济匹配

性，划分了水陆交错带乡镇尺度的行政范围。 第二，根据划分好的研究范围，从自然、经济和社会三个角度简

要阐述了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的景观要素、经济产业发展和人口特征。 第三，对鄱阳湖水陆交错带范围的划分

综合考虑了其自然基础、尺度效应和内涵特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本研究是对以往水陆交错带划分方式的

一个补充，同时也为该类型水陆交错带划分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参考，是该区域进一步开展其他相关研究

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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