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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
,

包括内水
、

领海的水面
、

水体
、

海床和底土
,

是 国土的重要组成部分
。

我国 2 001

年 10 月颁布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是海域管理的法律依据
,

对海域利用和管理作出了非常

明确的规定
。

海域管理涉及内容广泛
,

包括海域功能区划
、

资源利用
、

环境保护
、

设施管理

和使用权登记等
。

建立海域信息系统是实现海域信息北高效管理的重要手段
,

《海域使用管

理法》第五条规定
“

国家建立海域使用管理信息系统
,

对海域使用状况实施监视
、

监测
。 ”

刀、法律的高度对海域信息系统建设提出了要求
。

建设海域信息系统同时也是海洋资源管理和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

是科学发展观对海域管理的要求
。

随着政府信息化进程和管理需

求
,

海域信息
、

系统建设 己经成为我国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
。

海域信息系统是海洋管理信息化的重要内容
,

它是以海域为对象
,

以信息技术为依托
,

以海洋数据为基础
,

以海域管理为目标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海域信息系统涉及内容] ”泛
,

包括海洋信息
、

社会经济数据
、

管理模式等
。

海域具有显著的地理空间特征
,

海洋信启
、

是里

要 的地理信息
。

因此
,

海域信息系统的建设必须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 15)
、

遥感(R
em ot e

se lls illg )和全球定位系统(G PS) 等地理信息技术
,

才能有效地建设系统和满足海域管理的要

求
。

海洋是人类探索 自然的前沿阵地
,

也是高科技应用热点领域
。

国际上
,

G IS
、

遥感和

G PS 技术已经广
‘

泛应用于海洋领域
,

如海洋科学研究
、

资源开发
、

环境保护
、

航海
、

救援

和打扮等
。

我国 3 5 在海洋领域的应用也取得了进展
,

特别是在海图制作和海洋渔业管理等

方面
,

积累了一些经验
。

但总的来说
,

我国海域信息系统的建设仍处在起步阶段
,

没有现成

的模式
,

系统的设计和建设需要创新思维
,

不断探索和实践
。

根据信息系统建设的一般规律
,

海域信息系统设计和建设必须 以海域管理业务要求作为

基本出发点
,

按照海域信息内容
、

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
,

结合信息技术特点和发展规律
,

制

定系统建 设的总体规划和设计思路
。

1 海域信息系统规划

海域信息系统建设是一件复杂的系统王程
,

系统建设涉及软硬件选型
、

数据库建设
、

功

能模块
、

数据维护
、

系统运行和管理模式等重要环节和内容
,

系统的总体规划应在需求分析

的基础上
,

集成应用多种信息技术
,

并在高效管理的保障下进行
。

(l) 需求分析

用户 需求调查与分析是海域信息系统规划和建设 的基础
。

国际知名 G IS 咨询专家

To m hlls o n
提 出了 G IS 系统规划的十个步骤¹

,

确定用户需求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

进行海域信息系统需求分析首先要明确海洋行政管理职能
。

根据 《海域使用管理法》
,

海洋行政管理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十一个方面内容
:

一是海域使用 管理规划和审批
; 二是无人

岛规划和管理
; 三是海底电缆管道铺设和管理

;
四是渔业资源管理

; 五是海上交通管理
;
六

是涉海建设项 目的规划和管理
;
七是海洋环境调查监测

、

评估和发布
;
八是海洋资源 的管理

;

九是海洋防灾减灾
;
十是海域行政界线

;
十一是日常行政办公

。

信息系统的建设需要将以上

任务作为内容和日标
。



系统需求分析还应结合具体实际
,

了解 目前的数据状况
,

分析系统的使用对象
、

详细的

功能需求 以及操作方式
,

分析目前的经费情况和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
,

决定整个系统实施方

式和实施计划
。

(2 ) 集成开发
海域信息系统是一类综合信息系统

,

需要应用 G IS
、

遥感
、

G PS 等空间信息技术
,

还需

要应用 O A
、

M IS 和工作流技术等
。

因此
,

集成是系统建设的重要方式
。

为了达到系统的高

度集成
,

系统结构的设计是极其重要的
。

普遍认为
,

B/ S 结构是一种较好的模式
,

也是应用

系统发展的趋势
,

它可以使内部管理系统与外部发布系统一致
,

当然
,

这种模式在内部系统

管理方面相对复杂
。

但 目前我国大多数业务系统仍以 C/ S 结构为主
,

这种结构易于进行系统

和}数据安全方面的管理
。

因此
,

我国目前海域信息系统的建设
,

可以采用先 C/ S 结构
,

再逐

步发展到 B /S 结构的模式
。

系统集成的核心问题是空间信息与业务运行信息的一体化管理º
。

数据库和空间数据引

擎技术是人型 G IS 建设的重要基础
,

也是实现一体化管理的必要条件
。

在海域信息系统建

设中需要采用数据库来存储和管理空间信息 (各类地图和图像 )
、

属性和过程信息
。

北京超

图公司的 SuP er MaP SD X 十空间数据库引擎技术
,

广泛应用于大型 G IS 中
,

为海域信息系统

建 没的提供了关键技术
。

系统集成还体现在功能上
,

特别是 G IS 功能与 M IS 功能的集成
。

通常情况 卜
,

需要 GI S

与 M IS 和
_

[ 作流技术的有机结合
。

在 G IS 软件方面
,

全组件 GI S 技术为与 M is 的高度集成

提供了技术基础
。

目前
,

全组件 GI S 软件技术己经成为各种 G IS 应用系统开发平台软件的

首选
,

采用全纪件 G IS 软件快速开发各种 G IS 应用系统已成为潮流
。

国内的全组件式 G IS

软了
,

卜众日S u p e rM叩 O bj e e ts 等
,

为实现 G I S 与 M I S 的集成开发提供 了基础
。

(3 ) 管理协调

海域信息系统建设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管理与协调
。

科学的管理与协调是保证系统成功建

设的关键因素
。

系统的建设离不开管理
,

系统的运行更加需要管理
,

而机构内部各个部门的

内部协调
,

以及与其它部门的外部协调
,

也尤为重要
。

管理与协调涉及的内容极为复杂
,

海

域信息系统的建设首先必须了解系统所设置的部门
,

以及管理与运行的部 {
’

j
,

然后才能进行

进一步根据机构设置和人员组织方式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协调
。

此外
,

战略 目标
、

数据更新
、

效益费用分析
、

可扩展性
、

可移植性和风险分析和实施计

划等
,

都是海域信息系统规划必须加以研究的内容
。

.

2 海域管理业务和数据分析

海域管理所涉及的业务复杂
,

数据类型多样
,

体现出与其他地理信息系统的不同特点
。

深入分析海域管理业务要求和数据内容
,

是进行海域信息系统设计的重要前提
。

2
.

1 海域管理业务分析

海域管理业务主要包括下面儿个方面
:

(l) 涉海规划区划

涉海规划区划是根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

按照海域的区位
、

自然资源和白然环

境等 自然属性
,

在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和国防安全的前提下
,

保证公共设施用海和重点建设项

日用海
,

划分海区的主导开发功能和兼顾开发功能
,

划分禁止使用海域和 限制使用海域
,

并

作为海域使用审批的重要依据
。

涉海区划规划成果是海域信息系统的重要内容
。

规划区划通

常以比例尺为 1: 5 万和 l : 1万的海岸带地图为基础
,

在建设基础海洋地理信息数据库的基础

上进行
。

(2 )海籍管理

海籍调查是海域管理的基础工作
,

主要包括查清每一宗海的位置
、

界址
、

权属
、

面积和



用途等基本情况
。

海籍管理类似地籍管理
,

需要调查海籍的面积
、

记等
。

与地籍管理比较
,

海籍管理相对简单
,

但在测量
、

标记
、

着很大的差别»
。

四至界线
、

所属和使用登

制图和管理流程上
,

二者有

海籍调查的内容包括海籍的权属调查和海籍测量调查
,

更海籍调查
。

初始海籍调查在海域使用中请批准前进行
,

请批准前进行
。

调查阶段包括初始海籍调查和变

变更海籍调查在海域使用权变更中

海域信息系统的建设必须以海籍图作为基础
,

将海籍管理作为系统的主要功能和 日标
。

(3 )海域使用权管理

海域使用权管理是海域管理的核心业务
,

包括中请审批 (海域使用意向受理
、

使用论证
、

中i青审批
、

审核转报
、

确权发证
、

竣 L验收
、

统计归档
、

公告 )
、

招标拍卖
、

使用权征用
、

使 明权登记
、

年审等业务
。

(4) 海域使用金管理

海域实行有偿使用
,

按照不同的用海类型
、

不同的用海位置分别采用不同的征收标准进

行管理
。

(5 )海底设施管理

海底 设施主要是电缆 L程
,

这项业务包括对海底电缆管道的勘测
、

铺设施土等实施管理
。

(6 )海洋执法监察

海洋执法检察通过海监队伍进行
,

包括接受群众举报
、

登记
、

海域使用权和使用性质的

核实等
。

(7) 海洋环境监测与管理

海洋环境检测和管理也是海域管理的重要方面
,

管理 内容多而复杂
,

主要包括
:

海洋环

境监测点设置
:
海洋环境信息资料的采集

、

录入存储
、

维护和交换
、

发布
;
固定监测点海洋

监测和预报信息 (水文
、

潮高
、

浪高
、

台风 ) 的采集
、

录入存储
、

维护和交换
、

发布
: 入海

排污口
、

海洋污染源
、

海洋环境监测点监测
:
还包括建设项 目海洋环境评价报告和海洋环境

污染事故的调查与处理等
。

(8 )海洋资源信息管理

海洋资源管理是在海洋资源调查的基础上
,

对各种海洋资源信息
,

如水文气象
、

资源环

境现状
、

保护区
、

预留区
、

公共区
、

航道区
、

锚地区
、

渔业
、

航道
、

港 口
、

滩涂
、

苗种
、

矿

产资源等信息的管理
。

(9 )海洋行政管理

海洋行政管理
,

即对有关海洋管理的文件
、

法规
、

政策
、

报告及各种资料进行归档和管

理
,

并对各种涉海事件进行管理
。

2
.

2 海域管理数据

海域管理系统的数据可以分为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两大部分
。

图形数据如海洋基础地形

图
、

遥感影像图
、

海洋功能区划图和海籍图等
。

在系统建设中
,

基础地形图
、

海洋功能区划

图
、

海洋环境资源图和海籍图可以按照统一坐标系分层存放
,

而海洋遥感影像图是按照独立

坐标以三进制对象方式存储在数据库中
。

属性数据包括海域使用权管理
、

使用金管理
、

宗海

属性等数据
。

表 1 为海域管理所涉及的各类空间数据及其分层
。

表 1 海域管理系统空间数据分层

要 素 } 分 层 {

基础地理信息

居民地
、

铁路
、

公路
、

湖泊水库
、

单线河
、

双线河
、

高程点
、

等高线
、

行政

界线
、

海岸线
、

干出线
、

岛屿
、

滩质
、

等深线
、

等深点
、

海部其它要索
、

格

网
、

注记



专专专 海洋环境境 地质地貌
、

气候和陆地水文
、

海洋水文
、

海水化学
、

海洋生物
、

海域环境质质

题题题题 量
、

自然灾害害

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

息息
、、

海洋洋 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用 港口
、

航道和锚地
、

旅游
、

农
、

牧业
、

林木和植被
、、

资资资源源源 工业和城市建 设设

及及及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开开开发发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用 油气HJ
、

固体矿产产

现现现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

海海海海洋生物
、

化学
、

新能能 海水养殖
、

海洋渔业
、

增养殆业
、

禁渔区
、

盐业
、、

源源源源开发利用用 地下卤水资源
、

风能
、

其它海洋能能

自自自自然灾害防护措施施 防护林带
、

地下水
、

海岸防侵蚀
、

风暴潮灾害
、

泄泄

洪洪洪洪洪区区

其其其它它 自然保护区
、

排污区
、

污染防治
、

倾废区
、

保留区区

社社社会经济济 人 日状况
、

城镇结构和分布
、

海洋产业
、

基础设施施

下下于号洋洋 海洋功能区划划 各功能区类型并链接关系数据库库

综综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省省
·

理理 海域使用管理理 海域使用现状
、

海域使用登记记

信信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
海海海洋环境保护护 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护

海域管理数据具有以 巨儿方面特征
:

(1 )空间性

海籍数据是分布在海洋大陆架上的用海单元
,

具有一定的位置
、

面积和权属界址线
,

具

有典兀以的空间特征
。

(2) 多样性

海域管理业务比较复杂
,

涉及到海域使用权管理
、

涉海功能区划管理
、

海籍管理
、

海域

使用金管理
、

海底电缆管道管理和海洋执法管理等业务
,

这些业务形成 了海域管理的业务数

据
。

海域管理业务数据从业务上可以分为基础数据与管理数据两大类
,

基础数据包括海洋基

础地形数据
、

海洋地理数据和海域宗海数据
:
管理数据包括海域使用权中请审批数据

、

海底

光缆管道中请审批数据和海域执法监察数据
。

此外
,

在业务办理中还形成大量的项日过程数

据
。

海域管理数据星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
。

(3 )特殊性

与其它地理信息相比
,

海域数据的获取
,

如海洋测量
、

调查和记录都具有特殊性
。

(4 )动态性

海域使用权在进行不断变更
,

大型的用海工程
,

如建码头
、

海塘和 围海造田等
,

使旧的

宗海在不断消失
,

新滩涂不断被开发利用
,

在海域权使用过程中海域使用权人可以将海域使

用权进行转让
、

抵押等活动
,

这些都使得海域信息处于不断地动态更新中
。

海洋数据非常复杂
,

如洋流
,

具有多维动态性特征
,

对洋流信息的表达目前仍处于研究

乙中
。

海域管理业务所涉及的信息也非常复杂
,

对各种数据的整理
、

规范
、

集成与综合利用

是海域信息系统建设的重要 内容
。

3
.

海域信息系统设计

海域信息系统的设计主要包括系统结构
、

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设计
。

3
.

1 系统结构

功能和数据库设计等
,

以下主要介绍海域管理

根据目前我国海域管理的要求
,

统
,

实现办公流程的信息化管理
。

系统中的所有数据 (图形数据
、

海域信息系统应以工作流为主线
,

结合独立功能的子系

文本数据
、

多媒体数据等 ) 使用大型关系数据库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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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e
r
或者 O ra cl e 进行统一管理

。

从技术上考虑
,

系统可以全部采用 B/ s 结构
,

但是

考虑到管理上的因素
,

可以采用 C/ S 和 B/ S 两种结构相结合的方式
,

对有关图形图像数据的

更新
、

空间数据库管理与维护等比较复杂的工作
,

采用 C/ S 结构的运行模式
,

而对于外部发

布和公文办公可以采用 B/ S 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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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海域信息系统 系统功 能结构

图 1 为海域信息系统基本结构
,

分为表现层
、

业务层和数据层
。

表现层提供用户服务
,

通过可视化用户界面表示信息和收集数据
,

是用户使用系统的接

口
。

业务层是实际业务规则的执行部分
,

通过 GI S 模块
,

以及与其他 CO M 组件集成
,

实现

对于复杂业务的操作
。

数据层使用空间数据引擎 (Su pe rM aP 的 S D X 十引擎 ) 与关系数据库

结合的方式来实现空间数据的集中管理
,

保障公共基础空间数据库业务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

性
。

3
.

2 基本功能

海域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包括
:

空间数据库
:

实现对海岸带地形图
、

海籍图
、

遥感影像数据及专题数据的管理
,

以及实

现空间要素与属性数据的连接
。

实现对这空间数据库要素的件计算
、

查询
、

检索
、

提取
、

合

并
、

更新
、

专题图制作和输出等功能
。



空间操作
:

在 GI S 平台的支持下
,

实现对多源信息的集成
、

宗海的分割与合并
、

宗海

的估价
、

空间信息的叠加和统计等空间操作等空间分析
。

数据管理
:

对全局各种业务流程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
,

包括数据库的建立
、

扩充
、

检索
、

分析
、

统计
、

报表
、

备份等各种管理
。

数据更新
:

根据需要对所建数据库的空间要素和属性数据进行定期
、

不定期和业务性积

累的更新
。

文档管理
:

实现对全局各种业务文档的管理
,

包括文档的建立
、

存档
、

检索
、

调用等各

种管理
。

统计分析
:

对包括空间和属性数据进行各种统计分析
,

按照要求制作和输出统计报表
。

用户管理
:

对用户的各种操作权限进行定制
,

使系统用户按一定的密码登录系统时
,

拥

有一定角色权限
。

4. 宁波海域信息系统建设

宁波是我国重要的港 口城市
,

海岸线漫
一

长
,

港湾曲折
,

岛屿星罗棋布
。

全市海域总面积

为 9 75 8 平方公里
,

岸线总
一

长为 1562 公里
,

其中大陆岸线为 7 88 公里
,

岛屿岸线为 774 公里
。

全市共有大小岛屿 53 1 个
,

面积 52 4. 07 平方公里
。

宁波市海洋资源丰富
,

随着经济的 匕速

发展
,

合理利用和开发海洋
,

科学管理海域
,

是政府主管部门面临的迫切任务
。

’

i
:

波市海洋与渔业局在海洋功能规划的基础上
,

充分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

启动 了宁

波海域信息系统系统项 日
,

旨在通过网络
,

实现全市海洋管理部 门统一管理
,

实现信息集成
、

数据共享和业务流程的融合
。

』

j
!

波市海域信息系统系统由宁波中科数字城市技术有限公司承担¼
,

基于北京超图公司

的全纤}件 su pe rMaP Gl s 平台
,

建设了海域数据库
,

开发满足海域管理的 GI S 功能
,

并集成

业务管理信息系统
,

实现了海域使用权的中请
、

审批
、

交费和发证
,

建立了使用档案
,

对使

盯l青况进行了登记
、

分类
、

归档及统计报告等流程管理
。

系统将各单位所使用海域的海区图

及与之对应的文字和数据记录在数据库
,

提供了图形属性双向杳询和同步更新的功能
,

实现

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有机结合
。

系统设计充分考虑业务需求
,

同时采用支持 C/ S 和 B/ S 的两种结构模式 (如图 2 所示 )o

系统实现流程化管理
,

以组织机构 为基础
,

进行工作和权限的分配
,

使整个组织的工作管理

流程更加清晰完整
,

易于使用
。

图 2 系统结构示意图
70



犷波市海域信息系统系统主要模块与功能
:

(1 )项 目中请审批
:

海域使用权的中请审批是取得海域使用权的主要途径
。

系统按照《浙

江省海域使用权中请审批管理办法》的规定实施
,

实施分级管理
,

逐级报批的方式管理
。

特

殊情况
‘

卜由上级部门直接受理
,

包括以下功能
:

意向受理和登记
、

海域使用权中请表
、

海域

使用论证和海域使用权登记表等
。

(2 )海籍调查
:
包括权属调查和海籍测量

,

初始海籍调查和变更海籍调查两类业务功能
。

(3 )海域使用金管理
:

提供了海域使用金的自动计算
、

征缴提示
、

收缴登记
、

使用金减

免等功能
。

(4 )海底电缆管道管理
:

对海底电缆管道的勘测
、

铺设施工等实施管理
。

主要功能包括
:

调杏勘测 中请材料的登记
、

协调会议和协调意见录入
。

填写调查勘测批准书
、

打印铺设施
_

[

许可证等
。

(5 )海洋资源信息管理
:

包括海洋资源调查资料 的录入
,

水文气象
、

资源环境现状
、

各

类保护区
、

预留区及相关信息的划定功能
。

(6 )海洋环境监测
:

包括海洋环境监测点的比选和设置
;
各固定监测点和临时监测点海

洋环境信息资料的采集和发布
:
全市排污 口

、

海洋污染源
、

海洋环境监测点的可视化显示和

杳询功能
。

(7 )查询分析统计
:

提供多种方式进行各种信息的查询和统计
,

统计的结果可 以直接打

印输出或保存
,

也可 以通过网络 以报表的形式送交有关部门
。

(8) 信息发布
:

实现海域管理信息在本局域网内的发布和 In te rn et 远程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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