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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宗海图的绘制水平和质量在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与海洋资源管理工作中极其重要。文章总结

宗海图绘制工作的经验以及常见的质量问题,提出项目用海工程概况分析是项目海域使用可行性

分析的重要依据,更是宗海图绘制的前置条件;通过项目工程资料概况分析,项目符合性分析,现

状用海资料、周边确权资料收集和分析3个方面,凝练宗海图编绘前期分析的主要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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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我国海域使用论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为

宗海图成果图件,宗海图和海域使用权密切相关,

在海域使用论证方面也有重要意义,是我国海域使

用管理的重要基础信息资料[1]。为切实规范和推进

宗海图编绘技术工作,提升宗海图编绘技术工作质

量,自然资源部相关部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且基于原有的宗海图相关资料文件编制了《宗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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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绘技术规范》(HY/T251—2018),对我国海域管

理打下了坚实根基。

目前,随着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的施行,宗海图

的整体质量不断提升,宗海图的绘制技术、软件应用、

制图自动化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硕果颇丰,制图技术日

臻成熟。然而,在宗海图绘制工作中仍然存在部分问

题,比如因用海分析不足或不当造成的用海界定不

准、权属重叠、相关资料图件坐标转换有误等[2],这些

将直接影响宗海图的整体质量水平和行政许可审批

工作。如何在项目用海分析到位的基础上编绘准确、

科学、符合要求的宗海图,值得思考和探讨。

宗海图编绘主要是基于《海籍调查规范》(HY/

T124—2009)和《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

251—2018)两个行业标准进行,在绘制宗海图工作

中这两个标准有重要的意义[3]。然而,仅靠宗海图

编绘技术标准是不够的,海域使用宗海图编绘工作

不仅是简单的制图工作,而且是基于海域使用论证

后编绘而成的图件成果集成,更是海域使用论证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宗海图编绘时应更注重

结合海域使用论证,同步进行前期用海分析。

宗海图是海域使用论证的图件成果集成,而海

域使用论证也对应指导着宗海图编绘工作,尤其是

海域使用论证中的项目用海分析与宗海图编绘前

期工作密切相关。本研究试图凝练出能影响宗海

图整体质量水准的宗海图编绘前期分析方法,以期

提升宗海图整体质量,为海域使用管理和用海审批

的进一步规范化提供技术支撑,对逐步提高我国海

域使用论证研究报告编制质量和有效保障我国海

域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参考意义。

1 海域使用论证中宗海图编绘现状与问题

1.1 海域使用论证和宗海图的关系

宗海图是海域使用论证的图件成果集成,而海

域使用论证也对应指导着宗海图的绘制工作。一

般来说,宗海图编绘工作不能孤立于海域使用论证

(除非一些简单的项目用海申请、申报普通的项目

用海续期等情况),而是须从用海论证的前期便介

入宗海图绘图人员,跟随论证主编一同对用海项目

做前期的分析以及中后期的论证后,同步完成宗海

图编绘工作。如果宗海图编绘人员不了解项目用

海情况,则可能对宗海图绘制中的关键因素把握不

准,而留下严重的问题和隐患;如果宗海图编绘人

员或相关制图人员一开始未能参与用海前期分析

工作,论证项目也有可能因为用海范围与各类规划

及周边项目的影响范围把握不准,难以推进工作。

因此,作为宗海图编绘者,必须厘清海域使用论证

和宗海图编绘的关系,并尽早介入海域使用论证前

期工作,同步开展宗海图编绘前期工作。

1.2 海域使用项目中宗海图常见质量问题

1.2.1 项目工程资料分析不足

项目的用海分析相关资料主要包括工程设计

资料、所处相关规划资料、相关规划政策符合性、地
理底图信息等。

首先,前期项目工程资料没有收集齐全,包括

项目最新确定的平面布置图、结构断面图、其他工

可图件、港口规划图件、土地规划图件、其他区域用

海用地规划图件、海洋生态红线图等,并未全部收

集和叠加本项目工程来分析,即直接从事下面的宗

海图绘制工作;其次,各类图件的坐标系未能统一,

尤其是项目工程平面布置图上的坐标系,有时出现

坐标系混乱、手误挪移、绘图过程中错标坐标系等

常见的坐标系统不统一情况。

1.2.2 项目用海分析不足

项目前期并未收集齐全项目本身以及周边的所

有用海权属信息[4],不考虑周边用海环境情况便直接

绘制宗海图。有时候业主委托单位并非熟悉海域管

理和海域权属的相关知识,未能及时提供宗海图绘制

单位所有的海域权属信息,宗海图单位有的未做详细

现状调查,仅用现有的缺失的资料即刻作图。

1.2.3 用海分析不足造成的后果

如果项目工程资料分析不足,则会造成宗海图整

体方向偏离实际用海需求,有的项目在分析阶段早已

在顶层设计中有误,突破各种规划和红线,甚至违法违

规,则后续的工作将功亏一篑,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如果项目用海分析不足,则会造成本宗海自身

与之前申请的权属范围重叠或者偏差很大,也可能

造成本项目与相邻项目的权属重叠冲突,造成一系

列纠纷问题。

2 宗海图编绘前期分析方法

作为宗海图编绘的第一个阶段,对项目用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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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是验证该项目可行性的前提条件,即项目用海

是否合法、合规、合理,这个过程是海域使用论证工

作的重要前置工作,也是宗海图编绘的首要工作内

容。这个过程最好是论证主编与宗海图编绘人员

协同进行。分析人员可按照项目的海域实际情况

参考资料、工程建设项目的最终设计规划方案、工

程建设项目相邻用海的权属和界址参考资料[5],做

尽可能详细的用海分析,为后续根据海籍调查规

范、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界定宗海奠定基础。

关于宗海图编绘前期的分析方法,主要分3个

方面,这3个方面可较紧密对应海域使用论证中的

“项目用海基本情况”“项目与相关规划符合性分

析”“海域开发利用协调分析”“项目用海合理性分

析”[6]等相关章节。

2.1 项目工程资料概况分析

首先,要对项目有整体的把握,必须明确建设

项目的主体建设工程内容,平面布置,主要工程结

构、尺度,项目主要工程施工工艺与管理方法。这些

将对后续宗海界定起到决定性作用,包括项目用海类

型、用海方式、用海范围等的界定。比如,项目虽能明

确是码头建设用海,但仍需要明确其施工工艺及断面

水工结构,以此判定其构筑物是否透水,透水构筑物

与非透水构筑物在用海方式上则大不相同,这对后续

的论证影响范围和性质都会有较大的差异。

在消化各类项目工程图件中,坐标系的统一是

重点。对于坐标系的分析问题,应在作图全过程贯

穿始终,从早期的项目用海范围与各类相关规划、

工程图件、海洋区划规划图件、相邻项目用海用地

图件的叠置分析,便应全程统一坐标系统[7]。在论

证前期,即使用海申请单位提供的项目用海相关图

件并未标志坐标系,也可根据一些技巧快速识别图

件所用的坐标系,而后再进一步验证。例如,通过

参照物识别———图件中的地形、特征点与现有的相

关资料数据(省政府公布海岸线、海洋功能区划图

件、已配准纠正的遥感影像图等)相叠加分析,看其误

差程度,如比较吻合,平面精度误差在0.2~0.5m,

则可初步判定其原图图件应为 WGS-84坐标系或

CGCS2000坐标系[8];如差距达到80~100m,则原

图图件可能为西安80坐标系或者北京54坐标系。

2.2 项目符合性分析

项目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很有可能依附于

某个相关港口总体规划、港区建设总体规划、土地

开发用地总体规划、城市规划等,如交通运输用海,

要通过收集数据分析本港口项目与其他相关港口

规划的整体符合性,包括项目选址、建设规划内容、

范围和建筑面积等是否完全符合其他的相关港口

规划。用海方面,则需更加关注项目是否完全符合

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区红线、区

域用海总体规划等。毫无疑问,项目与各类区划和

规划等的符合性分析是属于海域论证的前期工作,

更是宗海图编绘的前置工作。宗海图绘图人一般

都能熟练运用GIS软件,建议在早期便对项目初步

界定的范围线(界址线)提取并与相关规划图件进

行叠置分析,可较快速准确地得出符合性的结论,

其后才可进行下一步宗海图绘制工作。

2.3 现状用海资料、周边确权资料收集和分析

2.3.1 现状用海资料分析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中,有项目周边的现状分析

的章节,此部分内容也与宗海图编绘紧密相关,需

要一开始就收集齐全项目占用海岸线的情况、项目

周边及相邻用海的权属资料,并尽早做叠置分析,

在权属资料直接存在坐标系统不统一的情形下,要

进行坐标系统一工作再做叠置分析[9],为后续的宗

海图绘制工作打下重要基础。

2.3.2 周边确权资料收集和分析

此项任务其实也就是海域权属核查,包括调查本

宗海的注册申请人或海域使用权所有人、用海类型、

用海方式、坐落地理位置、与宗海相邻近的宗海的实

际位置和宗海界址相互关系等,即包括本项目的旧项

目的用海权属资料、周边及相邻用海权属资料。

绘图前开展海域使用权属核查具有必要性。

权属界线问题应该在较早期的用海分析中解决,在

前期的资料收集中,本项目以及相邻项目的权属资

料,需要尽早获取并进行详细的分析,同时还应该

详细核实收集的基础地理信息准确性,为其后的信

息应用和共享提供支持。在此过程中也需要将相

关资料标准化处理,且转换为统一坐标系。若早期

已经分析清楚,即提前必须做足用海权属纠纷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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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措施,便不会出现后续的权属界线重叠的问题了。

3 典型码头用海项目宗海图案例

项目位于我国某省某海域,属于改扩建工程,

原码头为5000t泊位,现需要改造成10000t泊

位,因此码头泊位长度加长,并补充申请航道用海

等,确保满足实际需求。新建项目工程平面图件齐

全,包 括 平 面 布 置 图、结 构 断 面 图 等,图 件 为

CGCS2000坐标系。而旧项目工程平面图图纸缺

失,仅有的旧的宗海图坐标系为北京54坐标系。项

目未做过与海洋功能区划和生态红线的符合性分

析,仅确定符合港口规划和城市规划。

通过上述宗海图编绘前期分析方法,可得出此

项宗海图绘制前期工作重点。

(1)通过工程图件以及工程可行性报告中的描

述确定项目用海的位置、范围、用海类型、用海方式

等,能明确大致的用海范围,为后续的范围线提取

奠定基础。

(2)在项目前期的用海分析中,明确了必须验

证项目是符合各类规划和国家政策支持导向的,否

则项目的宗海图以及海域使用论证会从根本上被

“一票否决”。因此,本项目须先把项目用海范围大

致提取出来,叠加至重要的区域用海规划和相关规

划,尤其是海洋中的海洋功能区划以及海洋生态红

线中,看是否符合相关规划,再做下一步分析和绘

图。一般是先把项目初步用海范围提取出来矢量

数据,转换为符合规范要求的坐标系,再用地理信

息系统相关软件把项目用海范围线叠置于配准了

地理信息的海洋功能区划以及海洋生态红线图等,

即可判读出项目用海范围的符合性情况。

虽然本项目工程图纸坐标系均为符合作图要

求的CGCS2000坐标系,但仍需通过现场勘测验证

其准确性;旧宗海图为北京54坐标系,则必须通过

坐标系转换,获得统一的坐标系才可叠置新用海范

围作图。坐标系统转换需要测量若干控制点作为

转换依据和参数,同时转换成果必须达到宗海图成

图的界址点精度要求。经过坐标系统工作之后,可

判定项目本身的旧工程与新申请工程的关系是否

存在重叠、与周边用海项目范围是否存在重叠,而

后开展下一步的论证协调工作。

4 结语

宗海图是海域使用权证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海洋资源管理领域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宗海界址的

准确性、可靠性直接关系到宗海图的质量,宗海图

作为海域使用权证和不动产证书的附图资料具有

法定权威性。

项目用海工程概况分析是项目海域使用可行

性分析的重要依据,同时这个阶段的分析也是宗海

图绘制的前置和前提依据。宗海图是海域使用论

证的图件成果集成,而海域使用论证也对应指导着

宗海图的绘制工作。作为宗海图编绘者,必须厘清

海域使用论证和宗海图编绘的关系,并建议尽早掌

握整个项目用海情况的整体脉络。

综上,海域使用项目宗海图编绘的重点工作应

在项目用海前期分析上,只要做好充分、科学的项

目用海前期分析工作,则可对后续宗海图的高质量

编绘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林霞,王鹏,闫吉顺,等.基于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的制图关键

技术[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8,35(3):23-25.

[2] 贾凯,马军,陈兆林,等.宗海图编绘的几个关键问题探讨[J].

海洋开发与管理,2015,32(4):20-22.

[3] 乌立国,孙钦帮,王阳,等.宗海图编绘要素在AutoCAD中的实

现技术方法探讨[J].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17(9):71-72.

[4] 国家海洋局.海籍调查规范:HY/T124-2009[S].北京:中国

标准出版社,2009.

[5] 自然资源部.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251-2018[S].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9.

[6] 海域管理培训教材编委会.海域使用论证技术方法[M].北京:

海洋出版社,2014.

[7] 王增军,韦江玲,王丹,等.宗海图成果质量提高探析:以广西沿

海钦州、北海、防城港市为例[J].北京测绘,2019(7):10-14.

[8] 魏子卿.2000中国大地坐标系及其与 WGS84的比较[J].大地

测量与地球动力学,2008(5):5-9.

[9] 袁道伟,张燕,于永海,等.海域管理中的宗海图编绘[J].海洋

开发与管理,2018,35(2):6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