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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岸线资源是重要而特殊的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在江河沿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

重要的支撑作用。基于遥感解译、部门座谈、实地勘察和采样测试等技术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干支流岸线资源开展 了

系统的调查评估分析。结果表明，岸线资源条件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岸线资源生态敏感程度较高，开发与保护协

调困难，岸线利用对滨岸带水环境和水生态产生影响，局部岸段健康风险突出，滨江湿地呈萎缩、破碎化趋势。从

岸线资源空间管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及 国土空间

规划等战略和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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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资源指占用一定范围水域和陆域空间的水土结合的国土资源[1-4]。长江干流和众多重要支流沿岸广布宝贵的岸线资源，

涉及港口、产业 及城镇和生物、湿地、环境等多方面。作为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和生态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岸线资源影响着

区域生态、生产和生活。开展岸线 资源调查与评估研究，有助于掌握岸线资源本底 状况和岸线利用及其生态环境影响状况，

可以为 修复岸线生态环境和开展岸线范围国土空间规划提供重要依据和支撑。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 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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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指导意见》、党中央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等对长江岸线有序开发、开展岸线等水生 态

空间确权试点和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岸线格 局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查明岸线资源自然条 件和本底状况、开展岸线资源利用

生态环境效应 调查评估，有利于上述战略性工作的开展。但 是，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保护与开发方面面临部分岸段开发强度

过大、开发活动与保护地空间冲 突、岸线开发破坏滨岸湿地、影响滨岸水域生态 环境等问题。在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

背景下，岸线资源本底状况和生态环境影响的调查显得更加紧迫。 

岸线资源是流域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重要 基础和对象之一。自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学术界 和政府部门开始认识到岸线

资源在经济建设中的 关键支撑作用，开展了岸线资源调查评估研究。 国家“八五”重点科技攻关专题“长江产业带建设 的综

合研究”和中科院“九五”重大项目(A)“长江 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首次 比较全面的分析了各类岸线对

长江产业带建设的 影响与作用,重点评价了中深水岸线资源对港口 与重化工业的支撑作用[1]。此后中科院相关研究单位依托国

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长三角地区区域 规划》和沿江各省市相关规划项目，持续开展了江 苏、安徽、江西和湖南等省沿江岸线

资源调查与评 估,为有关省市的长江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特别 是在港口码头选址和开发区建设等方面做出了重 要贡献，并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5-10]。随着 大保护战略的提出，仅仅关注岸线资源的经济价值和功能受到较大局限，岸线的生态

环境价值和 生活游憩景观价值逐步引起关注,并逐步采用高 分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数学模型等各种现代化技术手段
[10-12]

。综

合集成岸线资源自然本底调查、岸 线利用生态影响评估、岸线功能分区，客观评价岸 线保护-开发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深入揭示上下游、左右岸之间的区域关联,是该领域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1 研究方法 

1.1岸线自然本底与利用现状调查 

利用多光谱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面调查、 时空数据库构建等技术手段，实现岸线自然形态、 开发利用现状、生态

系统演变等岸线多源关键要素的监测与表征[8,13-18]。具体包括:①利用无人机搭载 传感器巡测的技术手段，获取岸线陆域范围内

港 口、城镇、过江通道、工业点源、排污口、取水口、主 要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动态信息，反映岸线资源开 发现状;②基于

Landsat-ETM+\Landsat-8 等多源多光谱卫星遥感影像信息提取与反演技术,获取陆域 生态系统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植被长势与

生物或 土壤有机质等关键地表要素的变化信息.以及水体 富营养化等水环境动态信息;③通过地面调查与样 点布设，实现陆域

与水域关键信息的星地同步观测 与分析，为岸线资源评价提供可靠的数据同化支 撑;④综合利用历史资料收集和野外调查测盛

方 法，获取干流河道水下地形信息。对于无历史资料 河段，采用测绘特征断面和散点测算方法,测绘干 流水下地形获取干流

河道水深特征;对于已有水下 地形资料，但年代较久的河段，采用局部复测方法, 修测原有水下地形图。测量中应用全球定位

仪定 位、超声波回声测深仪等技术方法获取水下地形的 特征点（特征断面）三维信息,构建干流河道水下三 维地形空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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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1.2岸线资源分类评价与管控分区 

根据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的类型与空间分异 特征，综合考虑岸线资源的脆弱性与敏感性，制订 岸线资源分类与评价标准,

确定评价单元,根据岸 前水深（含义为离岸距离内水深条件）、航道水域宽 度（含义为岸前航道水域宽度，可满足一定吨位船 

舶航行与掉头需要八岸线稳定性（包括基本稳定或 微冲、冲刷但一般性护岸可治或微淤、大冲大淤等 情况）、后方陆域条件

（包括陆域宽阔平坦、自然条 件制约小,水系密集或城市贴辱，山体或湖泊近岸 或地势低洼的泄洪区域等状况）等岸线开发适

宜性 的关键指标，综合评价岸线开发适宜性[8];选择水源 地与重要水面（水源涵养地、饮用水源地、洪水调蓄 区）、山地（森

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滨江重要湿 地（湿地保护区、河口区、消落带）、生物多样性保护 区（珍稀动物保护区、鱼类产

卵场、候鸟栖息地）、著 名风景旅游区及其他特殊地质地貌植被类型区等 生态敏感性指标，以及陡坡地、地面塌陷、崩塌、

泥 石流、滑坡、洪涝灾害、地震易发区等灾害易损性指 标，建立岸线生态敏感性与易损性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评价岸线生态

环境敏感性（图 1）。 

 

在岸线资源本底调查、利用现状调查、保护- 开发综合评价的基础上，耦合岸线利用现状、开发 适宜性、生态敏感性评估

结果，划定长江岸线资源管控分区；突破传统以开发利用为导向的功能分 区方法，根据保护和管控为导向的功能分区新思 路，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管制方案，在禁止开发岸 线、优化开发岸线、限制开发岸线
[16]
3种岸线资源 空间管控类型划分基础上，对长

江干支流近 18 000 km岸线资源进行空间管控分区划定，并提 出岸线管控建议。 

1.3滨岸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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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长江干流岸线空间格局与利用现状特 征，依据调查岸线长度均匀布设调查样点，同时在 重要岸段如主要支流河口、

中心城市以及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等增设调查点位共计 107处，下游至上 海长江入海口、上游至三峡库区。现场测定 pH、溶 解

氧等基本理化指标，同时采集 2 L水样现场分装预 处理后 24h内带回实验室，其中 1L水样用于叶绿 素、总有机碳、总氮和总

磷等常规水质指标以及溶 解态重金属等浓度的分析，另外 1 L分装样用于浮 游植物种群结构与优势种分析[17]。利用柱状采样 器

采集表层沉积物(0〜10 cm),混匀后装入 5 0 mL离 心管中冷冻保存后回实验室冷冻干燥,用于沉积物 基本理化性质、重金属以

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测定[18]。底栖动物调查利用 D 形抄网采用复合生境法 现场采集每个样点表层泥样，经 60 目尼龙筛网现

场 筛洗后回实验室进行分拣、固定保存后利用镜检法 鉴定至尽可能低的分类单元[19]。 

2 研究结果  

针对长江生态修复的重大科技需求，在中国 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重点项目“长江经 济带岸线资源调查与评估”

(KFJ-STS-ZDTP-Oll) 的支持下,2017~2018 年项目组开展了长江经济带 岸线野外科学考察和现场监测，获取了长江干流 及湘

江、赣江、汉江、嘉陵江、乌江、岷江、金沙江 7 条主要支流岸线自然本底、资源条件、利用现状以 及湿地、滨岸水环境生态

等调查数据，开展了长江 经济带岸线资源条件及生态环境状况的系统评 估，并获得如下结果。 

2.1岸线资源条件评估 

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条件空间差异较大，中上 游优良岸线资源紧缺。2017 年，长江干流岸线资源 开发条件较好的岸段约

占 22.67%,其中 I级岸线 997.90 km，占比 12.62%；II级岸线 794.82 km，占比 10.05%；111 级岸线 6 116.11km，占比 77.33% 

(表 1)。 

表 1 2017年长江干流岸线资源开发适宜性评价结果 

省份 

岸线长度(km) 岸线占比(％) 

I级 II级 III级 I级 II级 III级  

安徽 225.47 136.48 754.61 20.19 12.22 67.58 

湖北 299.21 291.84 1576.34 13.81 13.47 72.73 

湖南 12.30 41.81 101.79 7.89 26.82 65.30 

江苏 377.29 180.14 627.51 31.84 15.20 52.96 

江西 45.64 57.05 143.90 18.51 23.14 58.36 

上海 0 0 497.29 0 0 100.00 

四川 2.34 30.82 464.98 0.47 6.19 93.34 

重庆 35.65 56.68 1949.69 1.75 2.78 95.48 

总计 997.90 794.82 6116.11 12.62 10.05 7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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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下游的岸线资源条件存在区域差异,四川、重庆 优良岸线比例较低,江苏、湖北、安徽等省市优良岸线长度和比例较高。

主要支流岸线开发适宜条件评价结果显示,1级岸线 6 547.70 km，占比 56.96%,II 级 岸线 3 049.49 km，占比 26.53%；III 级

岸线 1 897.34 km,占比 16.51%；其中优良岸线主要分布在湘江、赣 江、汉江等中游支流岸段,金沙江、乌江、岷江优良岸线资

源极度紧缺。同时，上游地区岸线面临地质灾害风险突出,进一步对岸线资源条件造成约束。评价结果显示,长江上游岸线滑坡

灾害危险性高和较 高的分布区域如下:危险性高的岸段主要分布于金 沙江上游攀西段、几乎整个金沙江中游、大渡河下游 汉

源至金河口段、岷江上游茂县至汶川段、三峡库区 丰都至宜昌段;危险性较高岸段主要分布于金沙江 上游滇西北,大渡河中游，

乌江流域。 

2.2岸线生态敏感性评估 

2017 年,长江干流岸线生态敏感岸段占比达 55.90%,长度达 4 421.20 km；其中轻度敏感岸段 长度为 1 371.40 km,占比

17.30%；中度敏感岸段 长度为 1 922.20 km，占比为 24.30% ；重度敏感岸段长度为 1085.40 km，占比为 13.70%；极度敏感 岸

段长度为 42.20 km，占比为 0.50% (表 2)。长 江干流岸线资源开发条件较好的岸段超过 40.00%与生态敏感空间重叠，尤其在

四川、重庆 岸段表现突出，而在上游地区优良岸线资源极其 宝贵，造成开发与保护的矛盾凸显。岸线长度分 析表明，安徽、

湖北生态保护-开发条件空间不协 调岸段达 100.00 km,也导致水生动物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与岸线开发的空间矛盾。综合评估 

分析来看，由于近 50.00%的优良岸线位于生态 敏感区段,导致原本珍稀的长江干流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协调难度较大。长江

7条主要支流岸 线中，不敏感岸段长 7 509.95 km,占岸线总长的 65.79%；敏感岸段长 3 317.97 km，占比 29.07% ； 极度敏

感岸段长 587.42 km,占比 5.15%。合计共有 3 905.39 km位于生态敏感区内，基中有 2 535.18 km位于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 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水库等各类 法定保护区内；

有 1 518.98 km 位于生物多样性 优先保护区内；有 438.65 km 位于水源地一、二 级保护区内，支流空间开发与保护的协调的

难 度也较大。总体岸线应态敏感性较高，三生空间协调难度大。 

表 2 2017年长江干流岸线资源生态敏感性评价结果 

省份 
岸线长度(km) 岸线占比(％) 

不敏感 轻度敏感 中度敏感 重度敏感 极度敏感 不敏感 轻度敏感 中度敏感 重度敏感 极度敏感 

安徽 336.50 372.30 248.60 150.90 8.20 30.10 33.30 22.30 13.50 0.70 

湖北 964.70 457.20 377.00 339.40 29.20 44.50 21.10 17.40 15.70 1.40 

湖南 47.50 30.60 41.80 36.00 0 30.50 19.60 26.80 23.10 0 

江苏 441.10 316.40 351.30 71.40 4.90 37.20 26.70 29.60 6.00 0.40 

江西 54.10 35.6 0 92.70 64.20 0 21.90 14.40 37.60 26.10 0 

上海 254.40 79.10 115.80 48.00 0 51.20 15.90 23.30 9.70 0 

四川 0 0 229.70 268.40 0 0 0 46.10 53.90 0 

重庆 1389.30 80.30 465.40 107.00 0 68.00 3.90 22.80 5.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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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3487.50 1371.40 1922.20 1085.40 42.20 44.10 17.30 24.30 13.70 0.50 

 

2.3岸线利用对滨岸带水质的影响 

长江滨岸带水质受岸线利用影响较大，局部 岸段健康风险突出。岸线利用对长江干流滨岸水质影响显著(图 2)。总氮和悬

浮物浓度在入海口 岸段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1.35 mg/L 和 60.18 mg/L, 明显高于其他岸段浓度。叶绿素平均含量在化工 园区浓

度明显最高，为 0.97μg/L。高镒酸盐指数 在入海口、化工园区平均含量分别为 2.64 mg/L和 1.96 mg/L,明显高于其他岸段。

磷酸盐浓度在城 市岸段和化工园区浓度明显最高,其平均含量分 别为 1.15 mg/L 和 1.95 mg/L。相比较而言，总有机碳浓度在

城市岸段、化工园区、自然岸段明显 高于其他岸段。从空间上长江干流滨江水域水质 从上游至下游总体呈下降趋势。各点位

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在 1.22〜2.67,属于轻度或中等程度污染内梅罗指数。上中游江段从上至下内梅罗指数是缓慢上升趋势，从

扬州夹江口开始，污染指数显著上升，氮磷导养盐含量明显升高，水质由轻度向中度污染趋势转变，并在上海黄浦江口达到高

值。 

长江干流滨岸水域水体 Cr、Ni、Cd、Pb等重金 属的波动较大(图 3),其浓度范围分别为 0.040〜 5.770μg/L、0.001 〜3.410

μg/L、0.003〜1.180μg/L 和 0.060-29.650μg/L,受岸线资源利用影响显著。单 因子评价结果表明长江干流滨岸水域溶解态

重金 属污染指数均小于 1,溶解态重金属总体污染水平 较低。然而个别点位污染指数如在 Pb在黄石市滨 岸水域以及 Zn在江夏

市纸金路滨岸水域污染指数 较高,存在较大的潜在污染风险。受沿江岸线资 源开发利用影响,Pb在部分岸段致癌健康风险评 价

(CR)值大于 10-4,如黄石江滩公园、南京沙洲桥 化工园区、鄂州市葛店开发区、东至县东流港码 头、芜湖市三山区以及岳阳市

山头镇等地滨岸水 域其 CR值较高，存在潜在致癌风险。此外 Cr在安 徽东至化工业园、湘江口、芜湖三山区以及江阴工 业园

滨岸水域也存在较高的致癌风险。生态健康 风险评价结果显示 Cd为长江滨岸带沉积物中主 要超标污染物，从上游至长江口重

金属 Cd的生态 风险指数呈上游到中游上升、中游到下游下降趋 势,均值为 430.600,最大值出现在江西与安徽交界 江段，呈重

度生态风险。 

2.4岸线利用对浮游植物与底栖动物的影响 

长江滨岸带城镇港口密集岸段浮游植物与底 栖动物多样性较低，显示出滨岸城镇港口建设对水域生态的较大影响。长江滨

岸水体浮游植物以 硅藻占优，其次是隐藻，表征水质较高的金藻种 类极少。浮游植物密度和生物量整体偏低，隐藻 在中游生

物量较高，表明有机污染程度较高；浮 游植物多样性整体偏低，指示水质均受到不同程 度污染。大部分点位(71.7%)处于中度

污染状 态,21.2%的点位处于轻度污染状态，而处于重污 染状态的点位占比为 7.1%。从浮游植物评价结 果来看,长江干流滨江

水域水质多处于中度污染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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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滨岸带底栖动物密度和生物量被少数种 类主导，耐污类群摇蚊幼虫优势度较高(图 4)。长江滨岸带底栖动物从宜昌段

至长江口变化规律不 明显,总体上密度以耐污类群摇蚊幼虫占优，底栖 动物多样性不高。各样点底栖动物物种数介于 1〜 13

种，平均值为 5.5 种。Simpson 优势度指数均值 为 0.57,介于 0〜0.87。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均值为 1.15,最大值为

2.18,Pielou均匀度指数均 值为 0.72。4种多样性指数从上游至下游均未呈 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此外城市河段耐污类群寡 毛

纲和摇蚊幼虫密度显著高于湿地生境,其物种 丰富度低。自然岸段和湿地生境底栖动物清洁种 比例与生物多样性均显著高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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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类型岸段，表 明其在维持长江生态系统健康与生物多样性方面 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2.5岸线利用对滨岸湿地的影响 

滨江洪泛湿地受人类活动干扰呈萎缩、破碎 化趋势，影响长江生态廊道联通性。滨江洪泛湿 地成链状分布于长江干流，

在调节泥沙、涵养水 源、降解污染物以及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等多方面 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21]。其高度的生境 异质性

与沿江链状分布格局为迁徙候鸟和珍稀鱼 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和的庇护所，是构建长江 生态廊道的核心物质基础。作为长

江流域生态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滨江洪泛湿地生态系统生物 多样性保护是长江干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完整 性的重要基

础。受人类活动干扰，近年来长江干 流滨江洪泛湿地面临面积萎缩、斑块丧失、景观 格局破碎化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长江

生态系统 结构完整性与廊道连通性（图 5）。 2000年，长江 干流滨江湿地共 665处，到 2015年减少至 537 处。15 a间，江

心洲共消失 128处，减幅高达 19%。沿江省市除上海市外滨江洪泛湿地面积均 呈下降趋势,其中四川省由 3 666hm2下降到 2015 年

的 561 hm
2
，降幅达 85%；其次为江西省，由 3 507hm

2
下降到 1 729hm

2
,降幅为 51%；其他身 份如江苏、重庆等均有较大程度降

幅。上海市滨 江洪泛湿地面积呈增长趋势，由 17 472 hm2增加 到 34 161 hm2。 

江心洲湿地是长江滨江洪泛湿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2000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分布有江心洲湿 地（大于 1km
2
）共 95处，到



 

 9 

2015 年,长江中下游干 流江心洲分布减少至 88处。15 a 间，江心洲共消 失 7 处，占总数的 7.37%。其中，安徽省行政区域内

消失 3 处，湖北省行政区域内消失 4 处。长江中 下游地区,2000 年，常见中下游干流江心洲总面积 为 35 435hm2,到 2015年，

长江中下游干流江心洲 总面积为 33 056 hm2,面积减少 2 379 hm2,占比 6.72%。除江西省、重庆市以外,2000-2015 年间, 其余

省份均出现一定程度江心洲面积减少状况。其中，四川省江心洲面积减少 80 hm2,占全省 2000 年江心洲比例为 44.4%,是降幅最

大的省份。其次 是江苏省，江心洲面积减少 635 hm2,占比 17.1%。 相比于斑块丧失,江心洲面积萎缩更真有普遍性, 且状况更为

严峻。 

 

2.6岸线资源开发与保护冲突评估 

岸线资源管理条块分割导致富间秩序混乱, 开发与保护矛盾突出\昌线资源管理涉及发改、 水利、国土、航道、交通、农

林、环保等诸多部门， “政出多门”“条块管理”导致部分岸段空间秩序混 乱。总体上,长江干流港口工业岸线占用生态岸 线

486.73 km,湖北、江苏、安徽、四川、重庆生态岸 线占用较长，分别达 147.62 km, 95.42 km. 80.34 km、62.79 km、58.64 km,

主要分布在江苏南通和苏 州、安徽芜湖和铜陵、湖北荆州和宜昌、四川泸州 和宜宾。港口-工业岸线占用的各类保护区岸线 

482.74 km,其中核心区岸线 169.92 km,其中湖北、 江苏、重庆、四川占用的核心区岸线分别 46.85 km、 62.82 km、7.36 km

和 17.11 km,主要分布在苏州太 仓段、南通如皋段、铜陵段、九江湖口段、黄石港 段、宜昌段、重庆长寿段、重庆南岸、江北

段以及宜 宾江安段。港口岸线占用的水源地一级、二级保 护区分别为 22.17 km和 64.57 km,工业岸线占用 的水源地一级、二

级保护区范围为 8.59 km和 19.79 km。湖北、重庆、江苏等省市的水源地保护岸线占用较突出。港口码头占用过江通道保护区 

岸线 39.85 km,工业占用 55.46 km，城市生活岸线 与游憩占用 62.41 km,江苏、湖北、重庆等省市的占 用较为突出。 

主要支流开发利用岸线侵占生态敏感区 812.37 km、各类各级保护区 437.38 km、生物多样 性优先保护区 234.51 km 和饮

用水水源地一、二级 保护区 213.51 km。其中岷江开发利用岸线占用的 生态敏感区最长(190.43 km),其次为赣江和汉江，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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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168.33 km和 169.42 km；赣江、汉江岸线开 发占用的保护区较为严重，其次为岷江、嘉陵江、 金沙江、岷江和湘江，岷

江、乌江和湘江岸线开发 侵占的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明显，岷江生物多 样性优先保护区遭侵占尤为严重;赣江、汉江、嘉 陵

江和湘江岸线开发占用的饮用水水源地一、二 级保护区严重。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3.1研究结论 

通过调查评估研究发现长江虽然具有黄金水 道的优势，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有较高的开发价 值，但另一方面长江经济带

岸线有较高的生态敏 感性，因此导致长江岸线开发与保护的矛盾突出， 多年来长江岸线的开发导致的滨岸带水体污染、 生物

多样性降低、洲滩湿地生态功能退化等问题 突显。主要结论如下： 

1）岸线资源条件空间差异较大，干流中上游 和部分支流优良岸线资源紧缺。长江干流一级岸 线长度为 998 km、主要支流

一级岸线长度为 6 548 km,开发条件优良的岸线主要分布在干流下游和 湘江、赣江及汉江中游岸段。 

2）岸线资源整体生态敏感性较高，三生空 间协调难度大，开发与保护存在冲突。长江干流 岸线资源开发条件较好的岸段

超过 40%涉及生 态敏感空间，主要支流超过 30%岸段涉及生态敏 感空间。 

3）岸线利用对滨岸带水质影响较大,局部岸段健康风险突出。叶绿素平均含量在化工园区浓 度为 0.97 ug/L；高镒酸盐指

数在化工园区平均含量 分别为 1.96 mg/L,磷酸盐浓度在城市岸段和化 园区浓度平均含量分别为 1.15 mg/L 和 1.95 mg/L, 明

显高于自然岸线等其他岸段，反映出岸线开发 利用对滨岸水质的影响。 

4）长江滨岸带城镇港口密集岸段浮游植物 与底栖动物多样性较低.显示出滨岸城镇港口建设对水域生态的影响。浮游植物

生物多样性指数 显示长江 71.7%的点位处于中度污染状态。 

5）滨江洪泛湿地受人类活动干扰呈萎缩、破 碎化趋势。2000〜2015年，长注文流滨江湿地从 665处减少至 537处。 

3.2建议 

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干支流岸线的资源条件、 生态环境敏感性以及开发利用现状的综合评估， 可以把长江经济带岸线划分

为禁止开发岸线、优 化开发岸线、限制开发岸线，其中，长江干流三类 岸线长度分别为 5 533、1 859和 516 km,占比分别 为

70.0%,23.5%和 6.5%。主要支流岸线划定禁止 开发岸线、优化开发岸线、限制开发岸线划分长度 分别为 6 343.22 km,2 4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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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和 2 654.75 km, 占比分别为 55.57%,2518%和 23.26%。根据不同 类型管控分区岸线的功能要求和开发保护适宜 性,结合岸

线的开发利用现状和问题分析,提出岸线资源空间准入政策。对于禁止开发岸线:以“保 护优先”为出发点,原则上禁止一切影

响及妨碍生 态环境保护与河道安全的开发利用行为。对于优化开发岸线:以统筹协调为管理重点，集约利用，合理布局,严格执

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条例，以 实现岸线资源的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对于限制 开发岸线:管理重点是严格控制建设项目类型，

或 开发利用强度，强调控制和指导，以实现岸线的可 持续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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