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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严格围填海管控,迅速、准确和及时掌握用海情况,文章在明确围填海疑点疑区类型的基

础上,概述其监测技术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围填海疑点疑区的监测内容主要包括用海位置、面
积、方式和类型等;主要利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和地面核查等技术手段;监测流程主要包括数据

收集和处理、遥感变化图斑提取、疑点疑区图斑筛选以及疑点疑区核查4个步骤;监测成果可制作

围填海疑点疑区核查报告和图集,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执法和管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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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strictlycontrolreclamation,andquickly,accuratelyandtimelygraspthesit-

uationofseause,thispapersummarizedthemonitoringtechniquesandmethodsonthebasisof
definingthetypesofsuspectedreclamationareas.Theresultsshowedthat:themonitoringcon-

tentsofsuspectedreclamationareasmainlyincludedthelocation,area,modeandtypeofseaus-
age;mainlyusingsatelliteremotesensing,aerialremotesensingandgroundverification;monito-

ringprocessmainlyincludeddatacollectionandprocessing,remotesensingchangepatchextrac-
tion,suspectedareaverified.Themonitoringresultscanbeusedtoproducetheverificationreport

andAtlasofthesuspectedareasofreclamationandprovidethelawenforcementand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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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2006年以来,原国家海洋局在全国11个沿

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启动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

管理系统建设,并逐步开展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工

作。该系统利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和地面监测等

多种技术手段,实现对我国近岸和其他海域开发利

用活动的立体和动态监视监测,全面掌握海域资

源、海域使用和海域管理等状况[1],为我国海洋综合

管理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2]。

作为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工作的重点之一,围填

海疑点疑区监测对全国疑似违法违规用海行为进

行监测,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

护 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国发〔2018〕24号)重
要精神的具体手段。随着国家日益加强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目前已开始实施最严格的围填海管

控。开展围填海疑点疑区监测,可迅速、准确和及

时掌握用海情况,遏制违法违规用海行为,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更好地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围填海疑点疑区的监测内容

围填海疑点疑区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发现的

新围填海,经与海域使用管理数据对比分析,筛查

出的疑似违法违规用海。重点监测内容是用海的

位置、面积、方式和类型等,以整体掌握用海信息。

在此基础上,对各疑点疑区进行核查,确属违法违

规用海的,及时交由执法部门处理。

按违法违规情况,围填海疑点疑区可分为未批

先用、超面积围填和擅自改变用海方式3个类型。

其中:未批先用是在监测时段结束时,用海者未申

报用海,或已申报用海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未

予受理,或申报用海未经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即开始填海、围海或构筑物用海的;超面积围填是

在监测时段结束时,用海区域已由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但部分填海、围海或构筑物用海区域超出

审批范围的;擅自改变用海方式是在监测时段结束

时,用海区域已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但已批

用海方式与实际用海方式不符的。

按用海情况,围填海疑点疑区可分为新建、外
扩和内增3个类型。其中:新建是监测中发现的疑

点疑区,不与前期已发现的疑点疑区邻接,而是在

新的海域出现填海、围海或构筑物用海的;外扩是

监测中发现的疑点疑区,与前期已发现的疑点疑区

邻接的;内增是监测中发现的疑点疑区,在前期已

发现的疑点疑区内继续施工的。

2 监测方法

围填海疑点疑区监测可充分利用卫星遥感、航
空遥感和地面核查等技术手段,掌握其用海位置、

面积、方式和类型等详细信息。

利用卫星遥感影像覆盖面积广和频率高等特

点,可采用国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对全国海域使

用情况进行全面筛查,及时发现围填海疑点疑区,

系统掌握海域使用动态。利用无人机空间分辨率

高、机动灵活和可云下飞行等特点,可根据实际用

海情况,监测用海热点和开发利用频繁的海域,实
现对单个或较集中的围填海疑点疑区的整体掌握。

利用RTK、数据采集终端、全站仪、数码相机和摄录

望远镜等设备,可对围填海疑点疑区进行现场测量

和拍摄,获取第一手资料,详细掌握具体施工情况。

3 监测流程

围填海疑点疑区监测是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应
用地理空间分析和数据统计等技术方法,实时和动

态掌握用海情况的综合性工作。应首先通过卫星

遥感开展大面积普查,再通过航空遥感和地面核查

等对监测结果进行核查,监测流程包括4个步骤。

3.1 数据收集和处理

收集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前、后2期影像对比应

分辨率一致,并完成融合、增强、匀色和正射处理。

海域使用权属、海洋功能区划、区域用海规划、

海域管理岸线、海洋保护区、生态红线和基础地理

信息等其他数据均应转换为统一的矢量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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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遥感变化图斑提取

应用前、后2个时相的遥感影像,参考海域管理

岸线数据,根据影像特征,采用人工解译和自动变

化检测相结合的技术手段,提取监测时段监测区内

新增的填海、围海和构筑物用海以及用海方式存在

变化的图斑;建立属性数据表,添加坐标、面积、所

属行政区划和周边用海项目等属性信息。

3.3 疑点疑区图斑筛选

将新发现的遥感变化图斑与海域使用管理数

据叠加对比,从用海的位置、面积、类型和用海重叠

性等多方面,判断新增遥感变化图斑是否属于疑点

疑区;提取未经批准、擅自改变用海方式、超面积和

超界址、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或区域用海规划以及

区域用海规划已批但规划范围内单体用海项目未

批等情况的疑点疑区图斑,并计算图斑面积,制作

疑点疑区核查目录。

3.4 疑点疑区核查

现场核查主要开展实地测量,并对实际用海者

和周边用海情况进行调查,经内业处理后计算实际

用海面积,填写疑点疑区核查表,制作适当比例尺

的用海现状图。现场核查的具体内容包括:确定疑

点疑区图斑涉及海域的精确范围和坐标;调查基本

情况,拍摄实地照片,核实实际占用海域的情况;查

看是否符合最新的海洋功能区划和区域用海规划;

查看海域是否已确权,核实是否属于临时性用海等。

根据核查需求和实际情况,对面积较大或不适

宜进入开展现场核查的情况,通过无人机遥感获取

高精度和大范围的现场影像,并通过影像数据对疑

点疑区进行核查。无人机遥感影像的分辨率不低

于0.5m、定位精度不低于1m。

4 监测成果及其应用

整理围填海疑点疑区监测成果,提交现场核查

记录表和疑点疑区核查表,并综合分析各疑点疑区

用海的位置、现状、面积、变化趋势以及周边用海信

息等,制作疑点疑区核查报告和图集。

经监测发现的围填海疑点疑区,应及时向海洋

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便于有的放矢地开展执法工

作。同时,还可将监测成果录入海域管理系统和数

据采集终端,在与遥感影像数据和海域使用审批数

据叠加后进行综合分析,并应用于现场调查等工

作中。

5 结语

通过围填海疑点疑区监测工作,可及时掌握围

填海的变化情况,切实维护海域使用管理秩序,提

高海域管理能力,减少各类违法违规用海对海洋生

态环境的破坏。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由于围填

海疑点疑区的前期筛查主要通过卫星遥感影像开

展,存在潮位、水位和养殖池海水干涸等原因造成

的遥感误判,这就需要不断积累相关知识,科学和

合理地判读影像。同时,在现场核查的过程中存在

部分应属于海域管理范畴的区域被纳入土地、林业

或水利等的管理范畴,随着国家机构改革的深入实

施,今后将逐步解决该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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