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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目前我国海洋环境监测站位编码不统一、不唯一和不稳定等问题,提高监测数据应用

水平和海洋信息化能力,文章参考我国渔区编码规则,基于海洋环境监测站位的地理坐标设计站

位代码,并以山东省海域为例具体说明。海洋环境监测站位代码由监测区、监测小区和监测点3个

部分组成8位阿拉伯数字,将海域按经、纬度各30'划分监测区并顺序编码0000~9999(第1~

4位),将每个监测区按经、纬度各3'划分监测小区并顺序编码00~99(第5~6位),将每个监测小

区按经、纬度各0.3'划分监测点并顺序编码00~99(第7~8位)。该代码设计规则仅与监测站位

的地理坐标相关,具有统一性、唯一性和稳定性,且容量较大,可满足我国海洋环境趋势性监测和

绝大部分海洋环境业务化监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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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present,thereareproblemsofnon-unity,non-uniquenessandinstabilityintherules

ofmarinemonitoringstationcode.AccordingtothecoderulesofChinasfishingarea,thispaper

designedthelocationcodebasedonthegeographicalcoordinatesofthemarinemonitoringsta-

tions,whichcouldimprovetheapplicationlevelofmonitoringdataandthecapacityofmarinein-

formation,andtheseaareaofShandongprovincewastakenascasestudy.Thestationcodewas

composedofmonitoringzonecode,monitoringcellcodeandmonitoringsitecodewith8digitsof

Arabicnumerals.Themonitoringseaareawasdividedintoseveralmonitoringzonesby30'in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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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udeandlatitude,theneachmonitoringzonewasdividedintomonitoringblocksby3'inlongi-

tudeandlatitude,andeachmonitoringblockwasdividedintogridsby0.3'inlongitudeandlati-

tude.Theserialnumberswere0000~9999formonitoringzones(1stto4th),and00~99formo-

nitoringblocks(5thto6th)andmonitoringgrids(7thto8th).Andthenumberswerecodedfrom

westtoeast,andfromnorthtosouth.Thecodedesignruleswereonlyrelatedtothegeographical

coordinatesofmonitoringstationswithunity,uniqueness,stability,andlargecapacity.Andthusit

couldmeettheneedsofthetrendmonitoringandmostoftheoperationalmonitoringformarine

environmentinChina.

Keywords:Marineenvironmentalmonitoring,Monitoringstation,Monitoringdata,Bigmarineda-

ta,Marineinformatization

0 引言

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省、市、县4级海洋环境

监测网络[1],对海量监测数据的集成、管理、共享、分

析和应用成为大数据时代的重要任务,而为众多的

监测站位设计规律性代码是标志、识别和处理多源

数据以及建设海洋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的前提和

支撑。

由于我国目前尚无海洋环境监测站位编码的

国家或行业标准,不同的海洋环境监测机构、监测

任务和监测海区皆可采取独立的站位编码规则。

现行海洋环境监测站位编码多采用由小至大的“数

字顺序性编码”或“字母+数字顺序性编码”[2],监测

站位一旦调整,其中某个代码删减或增加,其后代

码将随之改变,导致出现“同站不同号”或“同号不

同站”的情况。此外,我国以渔区为基础对渔业环

境监测站位编码[3-4],解决了站位编码不唯一的问

题,但仍存在编码长度不同和站位间距过大等不

足。因此,设计具有唯一性和辨识度高的海洋环境

监测站位命名规则,可更高效地实现站位基本信息

和监测数据的管理与共享,促进海洋环境监测工作

水平的提升。

1 代码设计规则

海洋环境监测站位代码采用组合代码的形式,

由监测区、监测小区和监测点3个部分组成,为8位

阿拉伯数字。其中,第1~4位数字为监测站位所在

监测区代码(0000~9999),第5~6位数字为监测站

位所在监测小区代码(00~99),第7~8位数字为监

测站位所在监测点代码(00~99)。

(1)将拟开展海洋环境监测的海域划分为若干

个方格状的监测区,每个监测区的经、纬度各为

30',自北至南、由西至东顺序编码为0000~9999。

(2)将每个监测区按经、纬度各3'划分为10个×

10个的网格,每个网格作为1个监测小区,由北至

南、由西至东顺序编码为00~99。

(3)将每个监测小区按经、纬度各0.3'(18″)划

分为10个×10个的网格,每个网格的中间点即监

测点,每个监测小区可设置100个监测点,由北至

南、由西至东顺序编号为00~99。

2 编码示例

以我国山东省海域的海洋环境监测站位为例。

对该海域按经、纬度各30'划分监测区,其编码借鉴

我国渔区编码。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我国渔区编

码为1~4位数字[4],本研究中的监测区编码统一为

4位数字(图1)。

图1 山东省海域监测区编码

将监测区0062(30'×30')平均划分为100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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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小区(3'×3')(图2)。

图2 监测小区编码

A点和B点分别为监测区0062、监测小区73
的监测点12和14,其编码分别为00627312和

00627314,其地理坐标分别为37°38'33″N、119°39'

45″E和37°38'33″N、119°40'21″E(图3)。

图3 监测点编码

3 结语

目前我国已建立4级海洋环境监测网络,监测

范围覆盖全部海域,应建立统一的海洋环境监测区

划分和监测站位编码系统,提升海洋环境监测的信

息化能力。

根据站位管理属性和序号、站位所在海域和行

政区域以及监测任务和类别,目前我国海洋环境监

测站位代码由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合而成。

根据不同监测任务和时间,各级环境监测机构采用

独立的站位编码方法,无法保证站位编码的唯一性

和稳定性,即相同坐标点的代码可能随监测单位、

监测类型和站位数量的改变而改变,尤其在站位数

量改变时要重新排列序号。采用本研究提出的代

码设计规则,可对全国海洋环境监测站位统一编

码,每个监测站位的代码代表固定的地理坐标,且

仅与地理坐标相关,不因监测单位、监测类型和站

位数量的改变而改变。

8位数字的监测站位编码容量很大,可满足约

2000万km2海面的海洋环境监测站位编码需要。

值得说明的是,监测站位的最小间距为经、纬度各

0.3',但随着纬度的逐渐增加,监测站位经度方向的

间距逐渐变小。如,南海5°N附近海域的监测站位

经度方向的最小间距约为0.553km,辽东湾40°N
附近海域的监测站位经度方向的最小间距约为

0.425km;每100km2海面可设置监测站位的最大

数量,在南海海域约为320个,在渤海海域则约为

550个。根 据 我 国 相 关 环 境 监 测 与 评 价 技 术 规

程[5-6],每50km2海面设置监测站位不少于7个,

海水浴场每2~5km 沙滩设置监测断面不少于

2个。本研究设置监测站位的间距能满足我国海洋

环境趋势性监测以及海水增养殖区、生态监控区、

赤潮监控区和海水浴场等绝大部分海洋环境业务

化监测的需要,但不适用于入海排污口和入海江河

等需精确布设监测站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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