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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数字海洋建设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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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根据深圳市海洋信息资源现状与海洋工作实际需求，提出深圳市 “数字

海洋”建设思路与内容，明确深圳市海洋发展方向，合理规划利用海洋资源，建立面向海

洋执法监察、经济资源、环境保护、综合管理、防灾减灾等方向的应用信息系统，实现对

海洋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与利用，增强深圳市海洋管理和决策支持服务能力，以期达到

深圳市 “海洋强市”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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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地处广东省南部沿海，濒临南海，

位于北回归线以南。陆域位置１１３°４６′Ｅ～

１１４°３７′Ｅ，２２°２７′Ｎ～２２°５２′Ｎ，距 广 州

１６０ｋｍ，距香港、九龙３５ｋｍ，东临大亚湾、

大鹏湾，西连珠江口，北靠东莞、惠州，南

与香港新界接壤，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自

然资源丰富的现代化滨海城市。全市陆地面

积１９５２．３ｋｍ２，海域面积１１４５ｋｍ２，陆地

总面积与海域总面积的比为１∶０．５９。海岸

线总长２６０ｋｍ，平均每平方千米陆地拥有海

岸线１３２ｍ。滩涂面积７０ｋｍ２，大、小岛屿

３９个，岛岸线长２５．２５ｋｍ。

在 《深圳市海洋经济发展 “十一五”规划》

中，明确了海洋产业的定位、发展目标及发展

重点，提出海洋经济要立足于深圳海洋城市的

城市特色和自然属性，科学地把握海洋产业的

协调发展，积极推动亚太物流枢纽城市的建设

和形成［１］。但海洋环境日益恶化、海域发展空

间有限、海洋产业发展面临资源紧缺和区域竞

争加剧等问题在深圳海洋建设中越发凸显，在

深圳开展数字海洋建设，合理规划开发海洋资

源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１

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４．５５７０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１０．４％。同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了山东、浙

江和广东３省海洋经济发展试点规划，标志着

海洋事业在深圳经济建设中越加重要的地位。

１　建设目标与思路

开展深圳市数字海洋建设总体目标是推进

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海洋信息化管理。建

立覆盖深圳 “三湾一口”近岸海域的集海、陆、

空于一体的海洋环境立体监测网络；全面整合

深圳市海洋信息资源，建立深圳市海洋信息基

础服务平台；针对深圳海洋实际业务管理需要，

研发海洋综合应用管理系统，形成深圳市各类

海洋信息的快速处理、应用、共享与服务能力。

以数字海洋的建设带动和推进深圳市海洋信息

化水平和海洋产业的全面发展，为实现深圳市

海洋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保驾护航，为实现深

圳发展 “海洋强市”的目标提供保障与全方位

服务。

目前，我国数字海洋建设模式采用的是信

息基础框架建设，而深圳数字海洋建设思路将

基于国家数字海洋建设模式基础上采用新的建

设模式。深圳由于具有较强的经济基础，海洋

信息化工作领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海洋领

域的技术实力、人才储备等各方面都比较突出，

迫切需要开展数字海洋建设，以进一步提升海

洋开发管理的能力，服务于深圳市的社会经济

发展。基于上述考虑，深圳市委市政府及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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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局的有关领导专家提出了全面开展深圳市

“数字海洋”建设，即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海

洋立体监测、海洋信息平台建设、数字海洋管

理与保障能力建设全面同时进行。这是一种新

的、全面的数字海洋建设模式，不仅为我国全

面开展数字海洋建设提供了探索和参考，也为

我国数字海洋建设在市、县级的推广提供了思

路与模式。深圳市数字海洋建设的成果将直接

为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建设数字海洋提供有益的

经验，并将成为我国数字海洋建设的前沿［２］。

２　建设内容

针对深圳市海洋信息资源现状与海洋工作

的实际需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如下几方面。

２１　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

海洋综合调查是正确认识海洋、合理开发

利用海洋和有效地管理与保护海洋的基础性工

作。全面系统地开展深圳湾、大亚湾、大鹏湾

和珠江口在内的深圳管辖海域及外围部分海域

的物理海洋与海洋气象、海洋底质、海洋地球

物理、海底地形地貌、海洋生物与生态、海洋

化学等调查，查清深圳市海岸线的类型、长度

和海岛 （岛礁）位置、类型、数量和面积等基

本情况，掌握深圳市海洋环境容量、滨海湿地

和珊瑚礁等特色生态系统现状、海洋灾害防治、

海域使用和沿海社会经济等分布状况，为查明

深圳近海海洋环境的基本状况和合理开发利用

海洋资源，进一步深化对海洋环境要素的时空

分布、变化规律、形成机制和制约因素等的认

识，为海洋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海洋环境综合

评价、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防灾减灾、海

洋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提供基本依据。

在综合调查获取的海洋基础资料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 “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及广东、

香港相关的综合评价成果，开展气候变化和海

平面上升对深圳沿海环境和社会发展影响评价、

海岛海岸带开发活动的环境效应评价、海洋灾

害研究与对深圳海域影响评价、滨海湿地生态

系统评价与修复技术研究、滨海旅游区评价与

选划、海洋资源现状及可持续开发研究、深圳

沿海区域经济与产业布局发展研究、海湾环境

质量评价及保护研究等８个专题的海洋环境研

究与资源潜力评价工作，取得与海洋经济发展

及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一批科研成果，为制定

海洋保护规划、海洋综合管理和海洋经济可持

续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２２　海洋立体监测体系

海洋监测是获取海洋环境要素信息的重要

手段，能够实现对海洋水文、气象、水质和生

物等环境要素进行实时、在线和有效的监测预

报，具有功能强大、响应及时以及稳定可靠等

优点。海洋立体监测体系是指从天基、空基、

船基、岸基、平台基等构成的从天空到水下的

全方位多角度对海洋环境的立体监测。由于基

于不同平台所能搭载的仪器不同，获取数据的

种类、数据量、数据精度和数据格式等都不相

同，所能开展的研究与应用目标也不同，因此

必须同时采用多种平台和互相补充开展监测观

测，单一采用一种平台或手段无法实现对海洋

环境的整体监测观测。建设包括海洋综合观测

平台、浮标监测系统、地波雷达监测系统、远

程视频智能监视监控系统、移动应急监测系统、

空基遥感监测地面应用系统等多系统的立体监

测观测体系，旨在收集处理海洋环境监测信息，

为数字海洋提供连续的各类型的监测数据支持，

并为深圳市海洋环境整治、海洋利用规划和海

洋开发等方面提供决策依据。

２３　数据与信息处理平台

数据和信息是数字海洋系统的基础和核心，

建立稳定可靠的数据与信息处理平台，确保数

据来源的正确性、信息处理的规范性和维护更

新的及时性。数据与信息平台建设采用信息资

源规划的方法，按照信息资源统筹管理思想，

分别从概念、逻辑和物理等３个层次上对海洋

信息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搭建完整的数据

处理、管理与应用信息平台。在全面梳理现有

海洋数据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

规范开展数据整合、处理、建库与信息产品开

发工作，开展多个专题的元数据库建设、数据

库建设和数据录入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以数据

库和数据录入管理系统的方式对数据进行管理

和查询检索，提高数据使用和管理效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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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信息化工作的顺利进行。

２４　开展六大专题综合信息系统建设

信息系统是目前管理各种专题业务应用的

最有效方式。通过建设信息系统，不仅能实现

各种业务流转及业务数据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管

理，显著提高办公效率，而且能将各种分析模

型与手段以算法和程序开发的方式集成到信息

系统中，将以往只能靠人脑和手工方式进行的

分析处理以计算机处理代替，提高了数据处理

能力和分析的准确性。针对目前深圳市海洋工

作的具体内容和业务特色，初步设计了６个专

题信息系统建设：海域排污总量监控与环境监

测系统、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系统、海

域利用规划与三维模拟验证系统、海洋实时监

察与快速执法系统、海洋灾害监测预警与灾情

模拟系统、海洋公众信息服务系统。这些信息

系统建设不仅能提高海洋业务管理工作的效率，

而且能为深圳市海洋开发管理提供决策信息。

２５　开展信息共享与应用服务共享建设

开展信息共享与应用服务建设，首先要开

展网络与交换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畅通的数据

交换渠道，实现与国家及广东省的数字海洋专

用网络互连。在网络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开展

信息系统集成整合，利用先进的系统集成技术，

集成整合深圳市目前已有的信息化建设成果和

新开发的系统成果，并实现与广东省和国家的

信息集成，从而达到与广东省和国家数字海洋

系统的数据集成、应用集成和服务集成。目前

采用ＳＯＡ技术架构的系统集成技术具有较强的

可行性和稳定性［３］。

２６　开展数字海洋管理服务保障能力建设

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划和部署，我国的数字

海洋建设已从单纯的科研项目建设，转化为一

项常态化和业务化的工作，也就是说数字海洋

已不再只是作为科学研究或试验型的项目，而

更加注重建设成果在海洋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这就需要开展数字海洋管理服务保障能力建设，

从办公基础设施、软硬件设备、组织机构和人

才队伍等几个方面全方位开展建设，为数字海

洋的建设保驾护航。

３　展望

项目的构想与规划高屋建瓴地体现了 “谋

海济国”的理念，开展深圳市数字海洋建设是

深圳市响应国家海洋战略号召的有力举措和大

胆实践，对深圳市、其他地方乃至全国的数字

海洋事业发展均有着建设性的意义。

２０１１年国家数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构建项

目在天津通过验收，随着数字海洋系统工程建

设的逐步启动，深圳市数字海洋工程建设作为

“数字海洋”系统工程建设的先行者，有着重要

的标志性的示范与引领作用。现今深圳市数字

海洋工程已经进入建设阶段，计划用１０年时间

完成海洋信息化的核心平台建设，全面支撑深

圳市海洋的业务化工作，实现深圳 “海洋强市”

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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