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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海洋”浙江省节点成果与应用


茅克勤，车助镁
（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７）

　　摘　　　要：根据国家海洋局 “数字海洋”的总体目标和总体框架，结合浙江省的实际情

况，浙江省 “数字海洋”建设的重点先期放在 “数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建设上，基于国家 “数

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进行统筹规划和标准统一。充分利用 “９０８专项”成果和浙江省在海域管

理、环境保护、海岛和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等各个领域积累的丰富信息资源，建立面向海洋经

济、海洋开发管理和海洋决策支持的海洋信息基础平台和省级海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形成业务

化海洋信息综合应用服务能力，为浙江省的海洋管理、海洋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公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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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海洋”是以海洋客观现象为研究对

象，以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为依

托，以海洋空间数据基础设施 （ＭＳＤＩ）为基础，

以最新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

统。其具体构成包括数据 （空间数据和非空间

数据）、操作平台和应用模型３个部分
［１］。

浙江 省 作 为 海 洋 大 省，大 陆 岸 线 长 约

２２００ｋｍ，所辖海域总面积２６万ｋｍ２ 余，海岛

总数约占全国的４４％，拥有辽阔的海域国土和

丰富的海洋资源。它地处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

洲，经济区位优越，经济发展迅速，人均 ＧＤＰ

已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随着东海油气田

开发、大型临海工业基地 （核电能源工业和石

化工业等）、杭州湾大桥及全省海岛联体工程等

经济建设项目的深入开展，海洋经济将成为浙

江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２］。

经济发展的同时，争抢海洋资源的现象日

益严重，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受到巨大威胁。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必须科学地管理海洋，保证

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尤其是建立在

大量消耗能源和自然资源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

模式，会导致环境质量下降、污染加剧和海洋

灾害频发，严重影响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数字海洋”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海洋环境信息收

集、处理、监测、规划、决策分析等信息化、

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系统管理平台，服务于

全省的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２００３年国务院批准并实施 “我国近海海洋

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 （９０８专项）中，专门设

立了 “数字海洋信息基 础框架构 建”项目

（９０８－０３项目）
［３］，而浙江省承担了 “浙江省数

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构建”项目 （Ｚｊ９０８－０３项

目）。通过浙江省 “数字海洋”工程的实施，建

立了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海洋信息应用为驱

动的海洋信息流通体系，展现了浙江省近海的

真实形态，最大限度地了解海洋并充分有效地

利用海洋信息资源，可以盘活海洋信息资源，

加速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推动海洋科学技术

发展，为海洋管理和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４］。

１　项目建设成果

１１　海洋数据库

１１１　基础陆域数据库

建立了浙江省沿海范围１万比例尺、５万比

例尺和２５万比例尺３种空间尺度的陆图数据库。

数据空间坐标系采用 ＷＧＳ８４坐标系，高斯投

影，高程系采用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为浙江省

测绘部门所能提供的最新数据。数据范围基本

覆盖了浙江省沿海、主要河口及岛屿位置。

 基金项目：浙江省 “数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构建项目 （ＺＪ９０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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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系统架构

　　陆域数据库包括１万比例尺陆图１００５幅，

５万比例尺陆图１０４幅，２５万比例尺陆图１２幅，

数据量总计为２．７Ｇ。

１１２　基础海域数据库

建立了浙江省海域５万比例尺海图数据库。

数据空间坐标系采用 ＷＧＳ８４坐标系，高斯投

影，高程系采用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深度系采

用理论最低潮面。

数据为矢量格式，以ｓｈａｐｅ格式存储。５万

比例尺海图１６５幅，数据量总计为０．１３Ｇ。

１１３　遥感数据库

建立了浙江省沿海范围基于２．５ｍ分辨率

ＳＰＯＴ遥感影像和０．３ｍ分辨率航空遥感影像的

多尺度遥感数据库。为提高放大时的显示效率，

对两种影像数据分别进行５万比例尺、１万比例

尺地形图的标准分幅，建立了影像金字塔。

该数据库包括：２．５ｍ 分辨率ＳＰＯＴ影像

１５１幅，数据量为３１Ｇ；０．３ｍ分辨率航空影像

１２１幅，数据量为５８．５Ｇ；矢量标注图层１５１

幅，数据量为０．３Ｇ。数据量总计为８９．８Ｇ。

１１４　海洋灾害数据库

浙江省 “数字海洋”建立的灾害数据库包

括风暴潮灾害数据库、赤潮灾害数据库，分别

服务于风暴潮灾害预警预报及辅助决策信息系

统、赤潮灾害监测与管理信息系统。

１１５　海洋管理数据库

浙江省 “数字海洋”建立的海洋管理数据

库包括海域使用管理数据库、海洋环境监测信

息管理数据库和海洋功能区划数据库，分别服

务于海域管理信息系统、海洋环境监测信息管

理系统和节点主页。

１２　海洋信息系统

１２１　海域管理信息系统

利用 ＧＩＳ技术可以方便地把图形数据和属

性数据无缝地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 ＧＩＳ不但

具备数据库查询、检索、统计功能，而且可以

对几何图形进行空间分析，基于地理位置对图

形和属性数据进行快速查询与地理定位，实现

图形和属性的双向查询和同步更新。

１２２　海洋环境监测信息管理系统

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技术，结合

浙江省海洋环境监测的业务需求，构建了浙江

省海洋环境监测信息数据库；结合实际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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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输入、信息查询、结果可视化表达等使

用要求，开发了具有自主产权的浙江省海洋环

境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了基于专网的浙江

省海洋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平台。

１２３　近海溢油事故应急辅助决策信息系统

建立了三维风海流、潮流和斜压耦合、三

维溢油漂移模型和其他污染扩散模型。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可视化和互

联网等技术，搭建了具有完备接口和远程访问

功能的长江口、杭州湾及毗邻水域涉海污染事

故应急辅助决策系统，实现了海洋环境要素和

海洋污染扩散等数值模拟结果的可视化显示，

为海域污染事故的快速应急决策提供参考。

１２４　赤潮灾害监测与管理信息系统

以赤潮监控区监测业务化应用的数字化信

息管理为具体内容，建立了赤潮灾害综合管理

信息库为赤潮灾害管理提供了网络化和信息化

管理平台；以基础海洋空间信息为背景，实现

了赤潮监测信息和灾害信息的数据归档和可视

化查询等功能，为赤潮灾害的应急处理提供科

学辅助决策信息。

１２５　风暴潮灾害预警预报及辅助决策信息系统

整合了现有信息资源，构建了风暴潮减灾

综合数据库，集成了风暴潮数值预报模型，为

全省风暴潮减灾网络单位提供自然、社会、经

济等方面减灾信息，提高减灾抗灾综合能力。

１２６　数字海洋公众信息服务与发布系统

建立了基于政府外网的浙江省数字海洋公

众信息服务与发布系统，为公众提供力所能及

的海洋信息服务。利用Ｆｌａｓｈ与 ＷｅｂＧＩＳ技术结

合，把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无缝地结合起来，

实现图形和属性的双向查询和同步更新，并且

具有良好的用户体验效果。

２　应用情况

建立了完整的网络体系，“数字海洋”建立

物理网络依托了专网，实现了资源共享，并保

证了数据传输安全。

２１　应用环境

服务端。① 数据库服务器：用于管理和提供

“数字海洋”各个地方特色系统数据库服务以及网

络地图服务。② 业务系统服务器：用于提供地方

特色系统ＭＩＳ管理服务。通过调取数据库及地图

服务器完成任务响应。③ 数据交换服务器：提供

国家数字海洋集成框架服务，提供国家下发的八大

系统业务服务，与国家节点进行数据交换服务。

④ 备用服务器：提供对数据交换服务器的备用功

能，用于存放日常备用的数据和服务。

客户端。客户端分别分布于浙江省海洋监

测预报中心海域监管室业务工作室和浙江省海

洋与渔业局的行政处室桌面。

２２　运行情况

９０８－０３项目 “数字海洋”浙江省节点自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开始试运行，运行情况均由专

人进行记录。目前，系统运行平台稳定，人员

维护与测试到位，各特色系统均已应用于浙江

省海洋与渔业局各相关处室的日常工作中。

３　主要经验及建议

统一的领导和协调工作是项目有效执行的

保证；国家９０８－０３项目组技术支持十分重要；

项目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确保项目高质量完

成；软件测试提升了项目研究成果。

（１）在省级节点建设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专网

共享和系统扩展的方式，探索建立市、县级节点。

（２）对 “９０８专项”调查和评价的数据进行

入库。目前由于数据尚未下发，无法入库，仅

完成了数据库表结构设计。

（３）在经费保证的情况下，对３个Ｃ／Ｓ系

统进行改造，使之能更好地嵌入到国家数字海

洋集成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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