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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系统应用　提升海域动态监管信息化水平

秦洁，邓鹏
（南通市海域使用动态监管中心　南通　２２６０００）

摘要：文章在用传统方法监测用海项目的基础上，将各类数据资源进行整合，融合软件功能，

强化系统应用，最大限度地实现海洋信息化，发挥现代海域监管系统在海域管理工作中的支

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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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十八大

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

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海洋强国。海洋工

作与其他工作一样，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为统

领，利用信息化来促进海洋管理、海洋科研和海

洋开发的快速发展，加快海洋信息化建设，是我

们实施陆海统筹、建设海洋经济强国战略目标的

重要保证。

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海洋信息化建设，通

过市对地理信息系统提出了新的需求，建立了包

括外网、内网、专网等在内的多条海洋业务专线

网络和相应的网络设施，建设了国家、省（自治

区、直辖市）、市、县四级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

业务体系。为全面掌握全市用海状况，及时发现

违法用海行为，南通市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将系

统建设和应用相结合，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１　南通市海域使用的管理现状

随着沿海开发的逐渐深入，南通用海项目逐

渐增多，目前我市已围填垦面积达１．９８６万ｈｍ２，

通州湾海域也将进行围垦２．８万ｈｍ２，全市确权

用海面积约１１２４７７ｈｍ２，包括渔业用海、工业用

海、造地工程用海、交通运输用海等，而现阶段的

各项用海数据和监测信息比较分散，难以直观体

现数据信息化管理和应用水平。

在每年用海项目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南通市

有序推进海域监管工作，通过动管系统，实现全

市海域使用动态监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工作。

（１）开展海域动态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视

频监控和现场监测等手段，加强对重大用海项目

和重点工程的跟踪监视监测，及时发现异点异

区，提升项目核查能力；对海岸带修复整治项目

进行监测；开展用海项目竣工验收监测。

（２）制作海域监管产品。通过遥感影像比对

分析各类用海的现状、需求和变化趋势，进行科

学评价，制作专题图谱，编制比对报告，绘制规划

图集，为海域综合管理提供有力保障。

（３）与海监联合执法。积极参与海监执法和

案件会商，配合市海监支队开展用海项目检查，

对疑点疑区等进行检查，出具监视监测报告，提

供精确的技术资料。

南通市里并无海，用海项目主要分布在县

区，海域使用现状不易被及时掌握，再加上随着

通州湾的开发建设，如东与南通滨海园区海域界

线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光靠上述传

统的现场监测、卫星遥感监测等方法，难以快速

及时地获取有效信息，无法在突发事件中给予应

急响应。

２　应用系统的建设

南通市结合本市当地特色，经过反复调查和

研究，开发了几套海域监管工作中实用性很强的

系统。通过融合各类遥感数据、监测数据和实景

数据，运用虚拟现实和互操作等手段，数字化、动

态模拟、可视化的方式监管海域使用情况，直观

显现海域使用情况，为海洋综合管理、海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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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２１　完成南通采砂船实时监控系统

南通市建设了一套海上采砂视频监控系统，

用于测量采砂船航速、航向、经度、纬度、采砂管

道压力的变化。每条采砂船上的终端仪器通过

３Ｇ无线网络，把船舶位置动态数据及视频图像

实时传输到计算机信息中心，使海域执法管理人

员通过计算机网络可清楚地知道各条采砂船在

不同海域的当前采砂作业情况，实现海上采砂动

态监控。

２２　建设南通海域三维立体监管平台

南通海域三维立体监管平台建设整合南通

市各类数据，以三维技术为支撑，以触摸屏、ＰＣ

和移动终端为载体，实现海域管理数据、视频监

控数据、遥感监测数据的三维显示、分析和查询

统计，并可扩展加载海岛海监等其他的业务数

据，构建一个全方位的海域三维立体监管平台。

平台包括海域立体监管综合数据库、三维海域立

体监管理系统、三维海域触摸屏展示子系统和移

动终端海域查询统计子系统，进一步提升了南通

市的海域动态监管水平。

２３　开发南通三维实景监管系统

南通市将南通海域三维平台建设与区域建

设用海后评估工作相结合，根据用海项目情况，

通过３６０°车载系统采集外业数据，将实景数据进

行处理，以三维模式充分展示南通海岸线的开发

利用情况以及我市重大用海项目现状，重点展示

人工岛、如东渔港经济区、通州滨海新区（即南通

滨海新区）、海门滨海新区、大唐电厂等重大用海

项目，对施工进展、项目建设用途、基础设施、企

业入驻、项目投资、产业产值等情况开展分析研

究，反映单位岸线和用海面积投资强度。

２４　建立全市海籍登记管理数据库

为全面掌握南通市填海造地、围海和构筑物

用海现状，确保用海项目权属数据的准确性、完

整性，南通市筛选出工程用海项目，对其进行权

属核查和海籍调查，并建立完成南通用海项目海

籍登记管理数据库。该系统通过将监视监测数

据进行上传，对实际用海情况和确权批复范围进

行对比，直观显现区域用海、工程用海项目的开

发利用率，并及时发现违法用海情况，为海洋行

政执法提供技术支持。

３　系统建设存在的问题

尽管南通市在海洋信息化方面有了一定的

基础，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个系统还是比

较分散，自成一体，不能发挥整体联动的功效，

加之南通市海洋信息系统建设起步比较晚，信息

化程度低、基础较弱，难以适应和满足新形势下

对海洋信息工作的需求，导致海域使用管理、海

洋环境保护、海洋执法等工作不能完全融合，南

通市目前的海洋信息化水平已不能满足社会对

信息化、数字化、共享化和网络化的需求。

３１　对海洋信息化工作认识不够清楚

南通市海洋工作业务涉及面宽，海域情况复

杂，难度较大。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各部门不同

程度地存在对信息化工作认识的不足，对海洋信

息化工作重视不够，使得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

业务能力建设还不够完善，信息化水平明显

偏低。

３２　软件功能欠缺，需要完善

开发系统各自有其不同功能，且存在一些缺

陷。比如采砂监控系统的数据曲线图，需进一步

提高准确性；三维监管平台的移动终端保密性设

计亟须完善；三维实景系统同步了照片和遥感影

像轨迹，但缺少基础矢量数据，直观展示性不够。

３３　各套系统分散，有待整合

目前已经建设完成的几套系统互相独立，使

用不同功能时需打开各自页面，输入不同的用户

名、密码，给技术人员造成操作不便。软件未整

合到一个平台上，其不完善、不统一对海域使用

管理工作造成障碍，离平台服务一体化运行尚有

差距。

３４　长期运行有待保障

近几年来，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市陆续

开发了附加系统，也实现了各自的功能和目标，

但往往使用一段时间后便弃之不用，主要原因有

经费保障不力、与国家海域监视监测管理系统某

版块重复、无专门人员负责运行等，这造成了极

大的资源浪费。

３５　技术人员能力有待提高

海洋信息化建设所需要的专业人才缺乏，既

精通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又熟悉海洋知识的

专业人才和既懂业务、会管理，又懂信息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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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人才匮乏。市级开发的各项附加系统刚

刚起步也未组织系统的培训，导致工作人员对网

络和各项软件的了解相对较少，市县技术人员不

能熟练掌握相应的操作，海域监管业务技能有待

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通市海洋事业

的发展，海洋信息化专业人才队伍亟待加强。

３６　各项工作机制不够完善

南通市海域监管中心在对用海项目进行监

视监测后，为海域管理部门和海监支队提供报告

和图籍，执法、审批流程并不参与，海监也有自身

的监测手段，不参与动管部门的技术工作，各自

开发的系统也没有互相应用，这种情况容易造成

重复建设和信息堵塞，大大增加了信息资源共享

的难度，三者关系有待理顺。

４　完善系统信息化应用的建议

４１　加强组织领导

需要建立海洋信息化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加强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负责各部

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与实施，建立职责明确、分工

协作的工作机制，做到资金、措施和监督到位，进

一步理顺海洋信息化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

海洋信息化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４２　系统功能添加和相互整合

通过数据接口和框架的集成，整合各项系统

到统一的软件平台，修改完善功能模块，将遥感

数据、监视监测数据、基础地理信息等建设成海

域管理数据库，实时调用，并结合视频监控和数

据产品，全面应用到平台上去，满足各级动态监

测和海域管理的要求。在今后的系统建设中，也

要考虑硬件和软件的相互兼容性，满足平台日后

的开发和扩展。

４３　保障系统长期应用

保障资金投入，配备专职人员和设备，并做

好对国家和省系统建设的前期调查，避免重复建

设，结合南通自身实际，加大系统开发深度，利用

各项前沿技术，对系统进行升级和完善，保持长

期运行和持续扩展。

４４　加强业务人员的培训

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邀请高等院校和

科研单位专家来通，对南通市海洋信息发展进行

研究。随着软件系统不断建设、不断升级，要及

时编制使用手册，定时组织市县人员参加各类技

术培训，大力培养精通网络和软硬件的的技术人

员，明确责任人，熟练操作软件系统，并结合自身

工作实际，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形成海洋系统专

业和实用相结合的信息化人才队伍。

４５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建立一套信息共享的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

统一信息规范，为实现信息共享奠定基础。各部

门建立共享联动机制，开放部分功能权限给行政

和执法部门，实现数据共享，保证纵向和横向信

息渠道畅通，提高对海域信息的应急反应能力，

形成统一综合的海洋信息化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１］　杨立平，路宁宁．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Ｊ］．海洋开发与管理，２０１０，２７（５）：３４－３６．

［２］　余钦明．浅谈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在福州海域使用管理中的运用［Ｊ］．海峡科学，２０１３（１０）：３７－３８．

［３］　中国海洋报．让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系统发挥更大作用［Ｎ］．中国海洋报，２０１１－０７－０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