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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威海市海洋发展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和评估。

本文件起草单位：威海市海洋发展研究院、威海市海水综合利用产业技术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天

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威海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威海市海洋与渔业监测减灾中心、威

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青岛港怡之航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缵延、王秋萍、邹添、邵化斌、牛余泽、张尊良、姜来想、唐敏、石明、宋

博、于晓明、陈籽言、周冲、蔡德泉、张亢、王春楠、荀春燕、王泓霖、赵祖龙、姜屹倩、初慧、刘智

丽、邓基伟、王义婷、吴双、刘天昊、李洁琳、王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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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使用疑点疑区监测核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域使用疑点疑区监测核查的总体要求、工作流程和资料归档。

本文件适用于管辖海域内的海域使用疑点疑区监测核查和成果提交工作，临时用海疑点疑区监测核

查工作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HY/T 070 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规范

HY/T 123 海域使用分类

HY/T 124 海籍调查规范

CH/T 2009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

GB/T 15968 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域使用 sea area use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持续使用特定海域三个月以上的排他性用海活动。

[来源：HY/T 123-2009,2.1]

3.2

临时用海 temporary sea use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使用特定海域不足三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

3.3

疑点疑区 suspicious sea area

需通过技术手段监测核实的疑似违法违规用海区域。

（以下脚注）

未批先用是在监测时段结束时，用海者未申报用海，或已申报用海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未予受

理，或申报用海未经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即开始填海、围海或构筑物用海的。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bzsb.info/searchStandard.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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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范围围填是在监测时段结束时，用海区域已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但部分填海、围海或构筑

物用海区域超出审批范围的。

擅自改变用途是在监测时段结束时，用海区域已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但已批用海方式与实际

用海方式不符的。

4 总体要求

4.1 测绘基础

4.1.1 坐标系：采用 CGCS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4.1.2 高程基准：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4.1.3 深度基准： 采用理论最低潮面（理论深度基准面）。

4.1.4 地图投影：一般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以与宗海中心相近的 0.5°整数倍经线为中央经

线。

4.1.5 坐标计量单位：采用度分秒格式，秒值保留 3 位小数。

4.1.6 长度计量单位：采用米（m），保留 2 位小数。

4.1.7 面积计量单位：采用平方米（m2）或公顷（ha）。单位为平方米时，结果取整数；单位为

公顷时，保留 4 位小数。

4.2 精度要求

4.2.1 测点对象选取误差或解译误差（+采用的标准）

按照 HY/T 070 有关要求，对于海面以上测点对象，边角清晰的，选取误差不超过±0.02 m，通过

遥感手段测量时，解译误差不超过±0.10 m；边角不清晰的，选取误差不超过±0.50 m，通过遥感手段

测量时，解译误差不超过±0.50m。

4.2.2 测量误差（+采用的标准）

a）平面控制点误差

按照 HY/T 070 有关要求，国家大地网点及各等级的海控点、GPS 网点、导线点均可作为测量的平

面控制基础。

平面控制点的定位中误差近岸区域应不超过±0.05 m，远海区域应不超过±0.10 m。

b）点对象测量误差

按照 HY/T 070 有关要求，直接利用高精度定位设备测量的，其测量中误差近岸区域应不超过±0.10

m，远海区域应不超过±0.20 m；通过遥感手段测量时，影响空间定位误差近岸区域应不超过±0.10 m，

远海区域应不超过±0.20 m。

4.3 技术要求

4.3.1 监测核查单位

开展疑点疑区监测核查任务的单位应取得测绘资质证书，专业类别包含海洋测绘、界线与不动产测

绘。

4.3.2 监测核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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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核查人员应取得测绘职业技能证书，操控小型及以上无人机的监测核查人员应取得相应民用

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

4.3.3 监测核查设备

现场监测核查主要采用 GPS 接收机、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无人机等设备。

a) 卫星遥感影像分辨率不低于 0.10 m，校正精度不超过 1 个像元。

b) 无人机遥感影像要求分辨率不低于 0.05 m，定位精度不低于 0.10 m。

5 工作流程

5.1 数据收集与预处理

5.1.1 卫星影像数据

卫星影像数据应符合 GB/T 15968 遥感影像平面图相关要求，前后两期对比影像分辨率应一致，并

完成融合、增强、匀色及正射处理。

5.1.2 其他数据

其他数据主要包括海域使用权属数据、国土空间规划数据、专项规划数据、海域管理岸线数据、

海洋保护地数据和基础地理数据，所有数据均应转换为统一的矢量数据格式。

5.2 遥感变化图斑提取

应用前后两个时相的遥感影像，结合海域管理岸线，根据影像特征，采用人工解译和自动变化检

测相结合的技术手段，提取监测时段监测区内新增用海存在变化的图斑，并建立属性数据表，添加坐

标、面积、所属行政区划、周边用海项目等属性信息。

5.3 海域使用疑点疑区图斑筛选

将新发现的遥感变化图斑与海域使用权属数据叠加对比，从用海界址、用海面积、用海类型、用

海方式等多个方面判断新增遥感变化图斑是否属于疑点疑区，提取尚未批复、擅自改变用海方式以及

超面积、超界址等情况的海域使用疑点疑区图斑，并计算图斑面积，制作疑点疑区核查目录。

5.4 疑点疑区核查

5.4.1 核查方式

对可以直接进入现场进行核查的海域，参照 CH/T 2009 相关要求，采取常规方式进行核查；对面

积较大或不适宜进入现场进行核查等情况，通过无人机航拍获取高精度、大范围的影像和现场视频，

辅助开展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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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核查内容

a) 根据 HY/T 124 相关规定，测量疑点疑区图斑的精确范围与坐标；

b) 调查基本情况，拍摄实地照片，根据 HY/T 123 相关规定，核实判定实际用海方式，面积计

算方法参照 HY/T 124 8。

c) 核查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

d) 核查是否已确权，核实疑点疑区是否属于临时性用海等。

e) 根据实际用海和周边用海情况，填写疑点疑区现场核查记录表（见附录 A 疑点疑区现场核

查记录表）。

5.5 成果制作

整理、制作疑点疑区监测核查成果，提交疑点疑区现场核查记录表（见附录 A）、疑点疑区核查

表（见附录 B 疑点疑区核查表），并将各疑点疑区所在位置、用海现状、用海面积、周边用海信息

及用海变化趋势等进行综合分析，制作疑点疑区核查图（参见附录 C 疑点疑区核查图）、疑点疑区

核查报告（见附录 D 疑点疑区核查报告）。

6 资料归档

按照档案管理要求对相关资料进行归档，资料目录包括：

a) 疑点疑区核查报告

b) 疑点疑区现场核查记录表

c) 疑点疑区核查表

d) 疑点疑区核查图

e) 现场测量界址点平面位置检查表

f)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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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疑点疑区现场核查记录表

现场核查示意图

疑点疑区编号

疑点疑区编号测量单元

测量单元

实测点编号

实测点编号

用海设施/构筑物

用海设施/构筑物

1

1: 纬度(°′″) ,经度(°′″)

2: 纬度(°′″) ,经度(°′″)

3: 纬度(°′″) ,经度(°′″)

4: 纬度(°′″) ,经度(°′″)

2

3

测量单位 坐标系 CGCS2000

CGCS2000

测量仪器

编号 名称 型号

测量日期

周边用海情况

(可附页)

测绘人： 校对人： 审核人：

填表说明：测量单元，是指宗海内部单位划分（填海、围海、非透水构筑物、透水构筑物、港池等）。

实测点编号是指界址点的实测坐标数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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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疑点疑区核查表

疑点疑区编号 所在区市

是否属于疑点疑区
疑似违规类型

实际用途
疑点疑区位置

是否立案处罚
处罚单位

实际用海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电话

现场核查面积 （公顷） 占用岸线 （米）

用海方式（二级类）
用海类型（二级类）

相邻用海

界址权属确认

东 西 南 北

现场资料说明
（包括照片、录像数量和序号等）

记

事

海域使用进展及实际用途记事：

核查人（签名） 日期

核查结果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日期

备

注

注：项目实际开发利用状况;其他需要记录、说明的情况等

填表人： 校对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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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参考性）

疑点疑区核查图

制图说明：

1．制图表头中应包括该疑点疑区所在市县及疑点疑区编号（编号以大写威海首字母依次编写）。

2．遥感监测图中应包括位置概略图和疑点疑区详图两部分。详图以卫星影像为底图，在遥感监测单宗

图的基础上，添加现场实测数据。

3．新增用海说明应包括现场实测及核实的该疑点疑区面积、违规类型、所属海洋功能区、周边用海情

况等信息，并标注疑点疑区四至坐标。

4. 疑点疑区图集应包括监测区域疑点疑区整体分布图和单个疑点疑区详图。整体分布图中应包含

各疑点疑区所在位置，并根据实际情况添加国土空间规划数据、区域用海规划数据和海域使用权属数据

等，以清晰明了的表明疑点疑区分布。单个疑点疑区图应包括疑点疑区所在行政区域、位置概略图、各

拐点坐标、面积及周边用海现状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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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疑点疑区核查报告大纲

1 前言

1.1 任务由来

1.2 编制依据

1.2.1法律依据

1.2.2技术依据

1.2.3相关资料

2 疑点疑区整体概况

3 疑点疑区统计分析

4 疑点疑区图集

5.结论

5.1遥感监测与现场核查符合性分析

5.2疑点疑区占用岸线和海域状况

5.3疑点疑区与相关规划符合性分析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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