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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介绍宗海图的要素和内容,按照资料收集、数据整理、宗海图设计、宗海图编绘、成图检

查校核和宗海图印制的顺序阐述宗海图的编绘流程;针对目前宗海图编绘中存在的细节问题,提

出统一图例、完善底图要素、放大或分幅编绘复杂用海宗海图和绘图前开展海域使用权属核查的

建议,以期提高宗海图编绘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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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宗海图主要为海域管理服务,通常只表示地

物的平面位置,并以较高的几何精度描绘宗海的

权属关系和分布界线,以宗海要素的形象符号展

现海域使用的客观实际。作为宗海档案的主要附

图,宗海图精确记载宗海位置、界址点线及其与相

邻宗海的关系,是申明海域使用权属的重要依据。

对宗海图的绘制内容和样式等做出明文规定

的首见于《海籍调查规范》[1]中的“宗海图和海籍图

绘制”篇章。2016年国家海洋局制定的《宗海图编

绘技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试行规范》),是目

前专门用于指导宗海图编绘的制图标准,重点针

对宗海图编绘中存在的字体、图幅、图斑色彩和成

图要素等各异的问题予以明确和规范,突出表现

在4个方面:①将界址点测量成果的精度调整为界

址点经纬度坐标“秒”小数点后保留3位,这样才能

满足《海籍调查规范》中“位于人工海岸、构筑物及

其他固定标志物上的宗海界址点或标志点,其测

量精度应优于0.1m”的要求。②坐标系统一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2-3],其是我国

自主建立的地心坐标系,是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

使用的最新一代国家大地坐标系,能够更好地满

足海域管理业务工作需要,其在海洋测绘领域的

推广使用符合我国测绘事业的发展趋势。③根据

用海方式定义几种宗海图斑,统一规范图斑的填

充式样、填充颜色和外轮廓线型等。④目前宗海

图在宗海分宗方面存在主观性强、过于随意的现

象,如填海造地用海应单独分宗编绘,但有些宗海

图将其与其他用海方式宗海合并编绘,《试行规

范》对此予以专门说明和规定。宗地的分宗[4-5]问

题在地籍调查和管理上也有广泛的探讨,值得

借鉴。

2 宗海图的要素和内容

2.1 宗海图要素

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辅助要素共同构成宗

海图的“三要素”。①数学要素包括地图投影、定
向、控制点和坐标网等,是宗海图编绘的控制基

础,是在宗海图上量取点位、高程、长度和面积的

可靠依据,保证宗海图的精确性;②地理要素是宗

海图制图区域最基本的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主

要包括海域、海岛、陆地、海岸线、行政界线和重要

地名等基础地理信息;③辅助要素又称整饰要素,

是为便于读图而提供的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的说明

性内容或工具性图表,主要包括图名、图号、接图

表、分度带、图廓、图例、附图、坡度尺和成图说

明等。

2.2 宗海位置图和宗海界址图

宗海图是记录界址点线、宗海位置及其与相

邻宗海关系的各类图件的总称,主要由宗海位置

图和宗海界址图构成。二者共同要求编绘图廓和

经纬度标记,同时要求包括坐标系、地图投影、高

程基准、比例尺和指北针以及图名、制图日期和测

量(制图)人(单位)等必要的成图要素和制图信

息,但编绘内容各有侧重。

宗海位置图主要描述宗海的位置和范围,并

突出标示1个或1个以上的界址点坐标,侧重于反

映项目用海的平面轮廓、地理位置及其与周边重

要地物的位置关系,编绘重点在于选用合适的地

理底图,用文字清楚表示项目用海位置以及毗邻

陆域和海域要素等。宗海界址图则侧重于反映宗

海及其内部各用海单元的面积和界址范围、用海

方式和用海面积等与用海权属有关的信息,编绘

重点在于宗海界址信息,包括界址点编号和坐标

以及毗邻宗海信息等。

3 编绘方法

宗海图的编绘以宗海为单位,以宗海界址点

的解析坐标为基础,借助计算机辅助制图软件进

行。编绘流程包括资料收集、数据整理、宗海图设

计、宗海图编绘、成图检查校核和宗海图印制。

3.1 资料收集

(1)底图资料。宗海图的底图推荐采用现势

性强的、能反映项目用海区域毗邻海域和陆地要

素的基础地理信息图件,如近期的遥感影像图或

新出版的海图。空间分辨率优于10m的遥感图、

栅格地形图、数字线划地图和海图等均可作为宗

海位置图的底图,宗海界址图的底图则推荐使用

数字线划地图。

(2)基础地理信息资料。主要包括法定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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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陆地和海域行政区划界线、明显标志物以及重

要地名注记等反映项目用海区邻近陆域和海域要

素的资料。跨国项目(如国际光缆等)除以上资料

外,领海外部界线也应作为必要的基础地理信息

资料进行收集。大陆海岸线宜采用省级及以上人

民政府公布的最新海岸线修测成果,海岛海岸线

则应以实测岸线为准,行政区划界线应优先采用

政府官方正式公布的陆地行政区划界线和海域行

政管理界线。

(3)邻近海域用海权属资料。主要包括批复

的用海界址坐标和海域使用权登记相关信息等

资料。

3.2 数据整理

对收集的底图资料进行筛选,择优选用。选

择地形图和海图等栅格图像作为底图时,应适当

进行淡化处理。

整理本宗用海的海籍测量数据,并对收集的

基础地理信息资料和邻近海域用海权属资料进行

有效性和准确性的核实,将可用的资料进行数据

格式标准化和电子化。

3.3 宗海图设计

宗海图设计包括数学要素设计和版式设计。

宗海图数学要素设计的目的是确定编图的基础,

主要包括坐标系、地图投影、高程基准和比例尺等

地图数学要素的设计;宗海图版式设计的目的是

使宗海图清晰、美观和协调,主要包括图幅、图面

配置和图廓等地图版式的设计。

宗海位置图和宗海界址图应各自独立成图,

一般情况下宜采用A4幅面,当宗海范围过大或过

小时可酌情调整图幅尺寸;统一采用 CGCS2000
坐标系统,必要时转换坐标系;地图投影一般采用

高斯-克吕格投影方式,经度跨度大于3°的海底

管线等用海项目一般采用墨卡托投影方式。宗海

位置图比例尺的设计应清晰反映宗海的平面轮廓

以及附近重要的居民点和标志性地物等;宗海界

址图比例尺的设计应清晰反映宗海的形状和各界

址点的分布,一般可设定为1∶5000或更大。

3.4 宗海图编绘

宗海 图 的 编 绘 可 借 鉴 土 地 行 业 宗 地 图 制

图[6-7]的成熟经验,遵循准确、简洁和美观的原则,

以精确的界址点坐标和严谨的成图规范等科学方

法体系为基础,采用统一的符号、色彩和纹理表达

地图要素,以简明清晰的图示方法反映宗海的形

状和界址点分布状况。

可使用 AutoCad[8]或 Arcgis[9]等软件,根据

《试行规范》的要求编绘宗海图,对于长距离海底

电缆管线和跨海桥梁等面积较大的用海项目,应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可采用局部不等比例尺,

并采用移位编绘的方式编绘。

3.5 成图检查校核

根据《试行规范》的要求,重点从成图要素的

完备性、规范性和准确性等方面进行成图检查校

核。具体为从底图的适合性,图面内容的完整性,

整饰的规范性,宗海内部单元界定的准确性,投影

参数、比例尺和图面布局的合理性等方面,对宗海

图的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辅助要素进行形式和

内容的全面检查和校核。

3.6 宗海图印制

经检查校核质量合格的宗海图,付诸印制,注

意应加盖资质单位的印章。

4 建议

宗海图作为海域使用审批和监管的要件,有

必要采用成熟的技术和规范的流程进行编绘。目

前在宗海图编绘中仍有细节值得关注和改进,主

要包括4个方面。

(1)宗海图应编绘统一的图例,以增强图件的

易读性。宗 海 位 置 图 的 图 例 应 重 点 标 示 海 岸

线[10]、宗海和等深线,宗海界址图的图例应重点标

示海岸线、外界址范围、宗海内部单元界址范围和

毗邻宗海界址范围。

(2)工作底图应充分反映毗邻陆域和海域要

素,主要包括海岸线、等深线和水深点等海域要

素,具有标志作用的居民点、地名和交通线等陆地

要素,重要岛屿和礁石等地形要素以及海陆行政

区划和自然保护区等管理要素,以准确反映海域

现状。

(3)对于海底电缆管线等条带状、占用海域跨

度较大或用海平面布局较复杂的用海类型,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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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反映宗海平面布局的基础上,采用重要界址

点局部放大的方式编绘宗海界址图,以同时反映

宗海的形状和界址点分布。对于更复杂的宗海,

应在总体编绘宗海空间布局的基础上,采用分幅

编绘的方式编绘重要宗海界址局部图,以展示宗

海不同界址部位的界址线走向。

(4)为避免相邻宗海之间产生用海权属纠纷,

应在编绘宗海图前详细开展海域使用权属核查,

在宗海界址图上清楚反映本宗海与毗邻宗海的位

置和界址关系。

5 结语

宗海图包括宗海位置图和宗海界址图,作为

宗海档案和海域使用权登记的主要附图,是海域

使用管理的重要依据。本研究结合宗海图编绘和

审图工作经验,在大量收集和研究各种用海类型

宗海图的基础上,详细分析宗海图的编绘要素和

流程,并针对编绘中常出现的细节问题提出改进

建议,以期提高宗海图编绘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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