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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调查分析国内外围填海遥感工作的研究进展与北海区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规范需求

的基础上,对北海区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流程进行规范;阐述了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规范应包括

的主要内容;并对其应用和发展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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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investigationofstudiesofreclamationsurveybyremotesensingbothathome
andabroadanddemandanalysisofprocessnormalizationforreclamationsurveybyremote
sensing of North China Sea,theprocessofreclamationsurvey byremotesensing was
standardized.Themaincontentofspecificationforreclamationsurveybyremotesensingwas

presentedandthefutureofitsapplicationanddevelopmentwasforeca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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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沿海地区工业

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的稀缺已经成为制约城

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围填海成为沿海地区利用海

域资源、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

途径。据统计,2002—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围填

海面积达到3333.97km2[1]。对于此现象,国家出

台了一系列制度措施进行管理。2017年,为落实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国家海洋局发布了《海洋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规定》,详细规定了海洋工程

建设活动审批要求;201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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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要求严

格管控围填海活动。但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围

填海项目的监管仍面临许多问题。

开展围填海项目的海域使用动态监测是海洋

管理部门加强围填海管理,规范项目用海和施工过

程,保护海洋环境资源的有效手段。围填海遥感监

测业务工作是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是在实际海区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缺少规

范性操作指引、具体工作要求跟流程描述。作为基

础性工作制定海区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规范势在

必行。因此,结合目前开展的海区围填海遥感监测

工作,深入梳理各业务环节,提出严密可控的业务

流程和规范要求,不仅是海域动态监测任务的基本

要求和必要保障,也对海洋管理部门实施有效的围

填海管理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2019年以来,在自然资源部北海局(以下简

称“北海局”)领导小组和海域海岛管理处的总体管

理统一部署下,组织开展了海区围填海遥感监测业

务。本研究结合业务工作具体实例,分析新增围填

海遥感监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弊端及障碍,探讨

解决思路方法,探索建立较为完善的新增围填海遥

感监测业务规范。从国内外围填海遥感工作研究

进展与海区新增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规范的需求

分析入手,对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流程规范化及其

包括的主要内容等进行重点研究。

1 国内外围填海遥感工作研究进展与海区

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规范的需求分析

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围填海的相关研究

广泛而深入,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围填海对海洋环

境、盐沼表层土壤、水质和渔业损失、沿海土地利用

变化和海岸线资源等方面的影响;围填海对海洋资

源与环境影响评价模型的构建;利用RS和GIS等

技术研究局地尺度围填海时空分布特征等。例如,

Wang等[2]通过分析1973—2017年获得的12幅卫

星影像,发现在这段时间里,柔佛河附近建设用地

面积增加了10倍以上,主要分布在德刚岛和东新加

坡群岛。刘大海等[3]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和方法,

选取经典的因果反馈模型,基于综合影响因素,并

引入“关键节点判别”,探索性地建立了围填海工程

综合影响因果反馈模型,对该模型进行了分析与讨

论。李洋等[4]以钦州保税港为例,采用生态补偿价

值估算法分析评估填海工程对钦州保税港区所在

海域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表明,填海工程对底栖

生物造成的损失最大。简梓红等[5]利用RS和GIS
技术方法,提取珠海市的围填海信息,结果发现

1994—2009年珠海市围填海总面积有110.72km2,

主要集中在珠海市横琴岛沿岸、唐家湾沿岸、黄茅

海沿岸、磨刀门附近、高栏岛附近和淇澳岛。围填

海利用类型主要为城镇建设填海、工业用海、交通

运输用海、农业填海、已围待利用水面和养殖用海

六大类型,利用方式从农业养殖用海转向城镇建设

填海、养殖用海转向工业用海。

总而言之,国内外的围填海研究主要针对局地尺

度的海洋管理或者局部区域的环境变化等[6-15],对业

务性具体工作的精细化研究较少,而围填海遥感监测

业务规范化又是做好围填海管理工作的基础。

根据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的有关工作

部署,北海局自2019年1月起,试点开展围填海遥

感监测工作,通过中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处理、遥感

信息提取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多种技术手段,对北海

区新增围填海情况和围填海疑点疑区情况开展遥

感监测,并利用现场监测或无人机遥感监测核实其

具体用海位置、用海类型、用海面积和用海方式等

内容,分析研究北海区围填海状况,为海域综合管

理提供数据支持。北海局相关业务工作尚处于试

运行阶段。目前《海域卫星遥感动态监测技术规

程》和《海域使用分类遥感判别指南》已经广泛应用

于北海局的围填海遥感监测中,但是在实际海区围

填海工作缺少具体工作要求和流程描述。作为基

础性工作制定海区新增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规范

势在必行。

2 业务流程规范化

2.1 工作流程精细化调优

由于北海局在试点开展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

中存在的对图斑处置信息不明,主观性强与个体差

异,导致流转混乱、处置动态模糊等问题,根据自然

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疑点疑区审查工作要求,结

合现有新增围填海图斑涉及的各类用海情况,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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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情况、用海方式、活动连续性、适用管控政策、

功能区划、红线区等信息,梳理新增围填海情况分

类,明确不同类别围填海图斑下游流转方向,建立

新增围填海图斑处置分类表。

根据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工作开展现状,我们

绘制了当前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流程图,结合新建

处置分类表对现有流程,特别是分类处置流向环节

进行审查和修正,明确图斑分类流向及出口,细化

完善工作流程,绘制修正后的新流程图,编制流程

说明。修正后的流程确保了每步环节前后过程衔

接的有效性,保证无断点;明确出口环节完整性,保

证其对应每一个处置类别,出口无遗漏;建立流程

对问题的判别处置,形成有效回路,保证有闭合;建

立内外业工作在业务流程中的呼应机制,保证内外

业互为指导,互为反馈。

2.2 监测工作规范化要求制定

在总结前期海区遥感监测工作中已经形成的

操作要求及误填、误判等经验的基础上,本研究借

鉴《海域卫星遥感动态监测技术规程》(国海管字

〔2014〕500号)、《海域使用分类遥感判别指南》(国

海管字〔2014〕500号)等现有相关技术规程,梳理目

标判别、要素绘制、属性填报等操作要求,编制操作

指引;明确目标识别情况分类,梳理分类目标特征

及示例影像,减少遥感误判,形成目标识别分类示

例汇编;明确要素图斑绘制要求,规定准确勾绘围

填海轮廓的方法,提出基本拓扑规则;明确属性信

息填报要求,准确描述图斑各项分类指标,形成填

写说明。

结合开展的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现状,理清各

环节数据接口及过程文件和成果资料格式,并结合

实际工作需求,修正数据组织方式及数据结构。主

要包括以下方面:修正前后数据结构不一致造成的

融合障碍;补充缺失的数据项,更加完整全面地记

录用海情况;剔除目前明确无利用价值的数据项,

精简工作内容,提高效率;优化数据项数值类型及

长度设定,加强数据结构设置的合理性;对成果图

件的制图模板进行合理化调优,提高制图操作效

率,提高图件表达的丰富度、加强图件规范化的可

控性。

2.3 质量控制体系构建

本研究首次探索构建了海区围填海遥感监测

业务质量控制体系,并结合优化后的流程及规范要

求,提出明确的数据质量要求和规范、可行的质控

指标,例如数据完整性、逻辑一致性、数据正确性、

定位准确性、时相准确性、显示准确性和组织一致

性等。

2.3.1 数据质量控制要求

2.3.1.1 非空间类数据质量控制要求

非空间类数据包括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产生

的过程文件和成果等,包括各类表格数据、文档数

据、专题成果图、图片和视频信息数据等。

文档类数据质量控制要求:①数据完整性。即

文档数据和表格数据是否完整、无缺失。②数据正

确性。即文档数据和表格数据是否正确,要求表格

中文字描述准确、数据计算结果正确。③组织一致

性。即数据组织管理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数据文件

命名、数据文件格式、数据文件存储目录等符合

要求。

图片、视频数据质量控制要求:①数据完整性。

即图片数据和视频数据是否完整,要求图片资料和

视频资 料 完 整、全 面,可 正 常 打 开、浏 览、查 阅。

②数据正确性。即专题图是否符合规范,要求专题

图成果信息描述准确,主题区域醒目、突出,层次丰

富,清晰易读,制图要素符合方案要求;图片、视频

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图片、视频文字说明描述准确,

分辨率、格式等符合要求。③组织一致性。即图

片、视频组织管理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图片和视频

的文件命名、文件格式和存储目录符合要求。

2.3.1.2 空间类数据质量控制要求

空间类数据主要包括围填海监测成果矢量数

据、疑点疑区矢量数据、影像、其他数据和海域使用

权属功能区划等基础地理信息。

空间类数据质量控制要求:①数据完整性。要

求地理范围覆盖无缺失、数据可正常打开、浏览、查

询。②逻辑一致性。结构设计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空间数据属性结构和空间数据格式符合规范要求;

点、线、面拓扑关系和逻辑关系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不存在悬挂点、伪结点、多边形封闭,只有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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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且不存在空值、不存在线与多边形自相交、不存

在面积负值。③空间定位准确性。数据基准要求,

即空间位置数据基准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坐标系、

投影方式、高程基准和分幅数据符合规范要求;位

置精度要求,即矢量成果与影像是否符合规范,要

求空间分辨率符合规范要求、低精度数据服从高精

度数据、正射影像产品中误差符合相关要求、信息

提取精度符合相关要求。④时相准确性。即空间

数据所包含的时相信息,要求空间数据时相满足监

测业务需求。⑤显示准确性。即数据影像处理等

符合规范,要求融合影像地类特征明显、边界清晰、

影像接边处无明显灰度、色调差异。⑥数据正确

性。即空间数据地理信息符合规范,要求属性字段

的设计、类型、长度、完整性等符合业务需求,元数

据的内容、完整性、格式、结构等符合业务需求。

⑦组织一致性。即数据组织管理符合度,要求数据

文件存储目录和影像数据文件命名符合要求。

2.3.2 数据质量检查方法

质量检查方法主要采取人工检查、自动检查和

人机交互检查3种方式。对历史违规违法围填海区

域及容易误判、错判的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1)人工检查。主要针对文档、报表等内容描

述采用人工核查的方式。

(2)自动检查。基于空间数据的要素属性之

间、图形之间、图形与要素属性存在的逻辑关系和

规律性,通过程序设计质量控制算法,自动化核查

空间数据。

(3)人机交互检查。无法完全进行自动检查

时,可采用人机交互检查方式,先通过程序检查将

有疑点的地方搜索出来,缩小范围或精确定位,再

采用人机交互逐个核查。

3 规范的主要内容

《北海局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规范》是针对北

海区围填海工作制定的具体业务标准,适用于北海

局各机构部门所进行的“围填海遥感监测工作”。

本规范主要包括4个方面内容:围填海遥感监测业

务总则、数据准备、遥感信息分析与核查、数据质量

控制。本研究在海区围填海遥感监测具体业务工

作的基础上,借鉴相关的指南、技术规程和行业标

准,对以上4个部分的主要内容进行概述。

3.1 遥感监测业务总则

《北海局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规范》总则简单

概述了围填海遥感监测工作,并负责说明海区围填

海遥感监测业务规范内涵。总则的主要内容包括:

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监测目的、监测

内容、监测工作程序与技术方法等。

3.2 数据准备

在确定基础资料收集和获取途径的基础上,根

据现行的《海域卫星遥感动态监测技术规程》及实

际海区围填海遥感监测工作所使用的影像数据情

况,制定遥感数据预处理规范。遥感数据预处理方

法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遥感影像预处理的内容,遥

感影像预处理的方法及与方法相对应的技术要求,

影像处理质量指标选取范围等。

3.3 遥感信息分析与核查

3.3.1 监测工作流程规范

根据海区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开展情况,理清

各业务环节,明确流程规范化要求,制定围填海遥

感监测工作程序规范。该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工

作流程规范化要求、业务流转环节说明等。

3.3.2 信息提取规范

在明确海区围填海遥感监测工作所采用的遥

感信息提取技术和方法要求的基础上,制定围填海

要素遥感信息提取规范。这部分的内容主要包括:

遥感信息提取的精度要求,遥感信息提取选择比对

影像要求,符合遥感监测具体工作要求的相对实

用、高效的遥感信息提取的方法,遥感信息拓扑检

查细则等。

3.3.3 专题图制作规范

围填海遥感监测专题图是围填海监测的主要

成果,为管控沿海城市围填海活动,制定有效的管

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制作专题图应采用地图、文

字和图例相结合的形式,明确生动,清晰易读。这

部分的内容主要包括:地图内容、专题图要素、制作

要求、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图例、模板底图、成果格

式等。

3.4 数据质量控制

数据质量控制规范了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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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内容、质量和格式,为海区围填海遥感监测业

务数据库建设提供统一、规范的数据。数据质量控

制必须贯穿于遥感监测资料准备、数据处理、信息

提取等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的全过程。这部分内

容主要包括:质控原则、质控要求、质控流程等。

4 结语

本研究是对北海局承担的围填海遥感监测业

务的工作流程与规范要求的精细化研究,明确了围

填海遥感监测业务的工作细则,为今后的围填海遥

感监测业务常规化运行奠定了基础。本研究首次

提出了围填海遥感监测数据的质量控制要求,探索

建立了海区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质量控制体系,为

围填海遥感监测数据的统一化、规范性组织管理提

供了保障。

随着遥感数据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以及空间地

理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信息提取方法日新

月异,精度逐渐提高,我们进行的围填海遥感监测

业务工作也应该随着遥感数据处理和信息提取方

法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改进。本研究针对围填海遥

感监测具体工作制定规范,也应该根据实际工作需

求而进行调整,保持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规范与时

俱进,兼顾规范的可操作性和可发展性。

总之,海区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规范化提升了

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工作质效,加快了围填海遥感

监测进程,提升了监测成果数据质量,在规范的约

束下,使围填海遥感监测业务更好地为海域使用动

态监视监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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