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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渤海沿海地区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境评价研究》共七章，第一章介绍项目总体概况，第二章和第
三章阐述区域资源环境现状、产业发展现状及演变规律，第四章对区域经济和产业系统的资源环境效
率进行了全面评估，第五章对重点产业的中长期环境影响和生态风险进行定量化预测，第六章分析了
区域生态空间约束与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能力，第七章提出了重点产业优化发展的调控方案和对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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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预测 四、大气环境质量预测 第八节生态环境风险预测 一、极端水文气候条件下水系统风险预测 二
、极端不利气象条件下大气环境风险预测 三、海上溢油风险预测 四、区域性生态风险预测 第六章 区
域生态空间约束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 第一节承载力分析理论与技术方法 一、生态控制性分区 二、
水资源承载能力三层次分析法 三、基于二元循环的水环境承载力核算方法 四、基于大尺度水动力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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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利用水平 三、水环境承载力核算结果及其利用水平 四、近岸海域环境承载力及其利用水平 五、
大气环境承载力及其利用水平 第三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分析结果 一、综合承载力现状利用水平 二
、综合承载力利用水平预测 第七章 区域重点产业优化发展的调控建议 第一节重点产业优化发展的调
控思路 第二节区域重点产业优化发展的调控原则 一、保障生态功能不退化 二、保障水资源不超载 三
、保障基于环境保护目标的排放总量不突破 四、保障环境准入要求不降低 第三节促进重点产业布局
优化 第四节深化重点产业结构调整 第五节重点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对策机制 一、推进渤海综合
治理立法和制度建设 二、构建环渤海综合决策机制 三、建立区域“四大”统筹协调机制 四、推进资
源和生态补偿制度实施 第六节区域重点产业“十二五”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一、统筹环渤海区域发展
规划，发挥规划环评作用 二、加强环境基础信息能力建设，支持环境管理决策 三、确保环境保护投
入，加快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四、强化重要生态功能区监管，保护生态系统功能 五、依托科技创新，
提高节能减排环保技术水平 六、运用经济手段，强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 七、建立环境风险预警和
应急体系，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参考文献 附录一 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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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土地资源评价专题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三大类：环渤海沿海地
区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环渤海十三地市地方政府产业用地规划数据。
 （1）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该数据来自国土部门每年进行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时间年度
为1996——2007年。
2002年以前土地利用变更调查采用1984年发布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及含义》（俗称“八大类”）。
从2002年开始，土地利用变更调查采用《全国土地分类（试行）》标准，为使分类标准更具可操作性
，针对全国城镇与村庄地籍调查尚未全面完成的现实情况，国土资源部在这个基础上又制定了《全国
土地分类（过渡期间适用）》的过渡分类标准，沿用至今。
在本项目研究中，为统一数据分类，将2002年以前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转化为《全国土地分类（
过渡期间适用）》标准。
根据《全国土地分类（过渡期间适用）》标准，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包括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
用地三类。
其中，农用地包括耕地、林地、园地、牧草地和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包括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和水利设施用地；未利用地包括荒草地、盐碱地、沼泽地、沙地、裸地、裸岩石、河流
水面、湖泊水面、苇地、滩涂和其他未利用地。
 （2）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 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是土地资源评价研究的基础数据，通过遥感解译
，对环渤海沿海地区，尤其是海岸带地区进行土地利用布局和结构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数据来源。
遥感影像数据包括1995年和2007年两期。
其中1995年的数据为LandsatTM影像数据，下载于马里兰大学和国际科学数据镜像网站，共19景，成像
日期多数为1995年6月，有部分数据为1993年数据，分辨率为28.5m，为通用横轴墨卡托投影
（UniversalTransverse Mercatol Projection，UTM）；2007年的数据为北京一号小卫星影像，成像时间
为2007年2月，分辨率32 m，按省界分为4幅影像，均为Lambert投影。
遥感影像数据的坐标系统统一采用WGS—1984。
 ②遥感数据处理。
遥感数据处理包括几何纠正、镶嵌和裁剪。
 几何纠正：2007年的北京一号小卫星影像已做过正射校正，可作为一幅标准地图，为1995年TM影像的
精校正做参考。
具体步骤如下：a.选取地面控制点：在两期遥感影像上选择明显的、清晰的定位标志，并使控制点均
匀地分布在整幅图像内；b.多项式模型：由于数据量较大，考虑计算速度，本次校正选用的是二次多
项式校正模型；c.重采样：对1995年的原始影像按一定规则进行重采样，采用双线性内插法进行亮度
值的插值计算。
由此得到经过几何校正的1995年遥感影像。
 镶嵌：由于1995年的影像有多幅，根据影像的投影和坐标系统进行镶嵌，得到整个环渤海沿海地区的
遥感影像图。
 裁剪：分别利用1995年研究区边界和2007年研究区边界对两期影像进行裁剪，得到研究区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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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渤海沿海地区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境评价研究》是环渤海分项目成果的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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