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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海域动态监视监测

技术支撑体系探析

崔丹丹，谢伟军
（江苏省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中心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３）

　　摘　　　要：自２００６年国家海洋局启动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以来，江苏省按照

“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目标，努力构建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体系，并基于航空遥

感、卫星遥感以及现场监测等手段开展了围填海项目精细化监视监测等，为海域管理和海

监执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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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是全国海洋大省之一，全省海岸线长

９５４ｋｍ，海域面积３．７５万ｋｍ２，沿海堤外滩涂

面积５０万ｈｍ２，海洋资源条件优越，滩涂面积

属全国之冠，区位优势得天独厚。近年来，全

省抢抓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机遇，

按照国家海洋局和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强化海域综合管理，

新一轮沿海开发呈现出跨越发展的良好态势。

江苏借助有力的发展机遇，发挥优势、整合资

源，不断加大海域动态监管力度，围绕 “立体

化监测、精细化服务”率先于全国将动态监测

部署到县级，实现了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

由浅层服务向深层服务、由传统型服务向创新

型服务的三大转变。

１　技术支撑能力建设

１１　三级联动体系

海域的开发利用大多发生在浅海域或海岸

附近地区，位置多在县级，在县 （市、区）建

立海域使用动态监测是及时掌握辖区内海域使

用现状和动态监管的有效途径。江苏按照 “省

级重全局，市级重特色，县级重实用”的思路，

于２００９年６月在盐城大丰召开了县级动态监测

系统建设启动大会，布置海域使用动态监管到

县 （市、区）工作，印发了 《县级体系建设方

案》，这在全国沿海省份属首次。除了配置仪器

设备，人员队伍是海域动态监测体系的组成核

心，全省动态监管中心现有在职人员１０６人；

沿海１４个县 （市、区）政府都批准建立了海域

动态监管机构 （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全省１９

家海域监管机构均达到了五有，即 “有机构，

有人员，有设备，有经费，有事干”，实现了国

家－省－市－县四级海域动态专网连通，开展

了业务化运行。

１２　能力培养

江苏省从提升技术能力出发，联合江苏省

测绘地理信息局举办了首届江苏省海洋测绘技

能比赛，分理论基础知识考试、内业宗海界址

图绘制、外业界址测量３个部分，沿海市、县

海洋主管局组成１８家队伍参赛，这在江苏省乃

至全国都是一次创新性活动，展示了业务实力，

提升了队伍水平。同时，通过与国家级技术单

位和高等院校建立共建关系，召开全省海洋法

律法规、地面测量等多期培训班，有效地提高

了海域动管技术能力。

１３　制度建设

从对建设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的深入研究出

发，编制了江苏省海域使用动态监测体系发展

规划，建立了一系列规范的工作机制和规章制

度，在全国第一个针对地面监测和测量技术标

准出台了 《江苏省海域使用地面监视监测技术

规程》，相继出台了 《关于推进全省海域使用动

态监视监测业务工作的意见》和 《关于对项目

用海全过程实施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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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全省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视频会议

系统建设的通知》等文件，保证了动态监测业

务化运行质量。

２　海域动态监测的技术支撑

２１　精细化监测举足轻重

区域用海作为海域最大的核心用海项目，

无论在地位还是面积上在各类用海活动中都凸

显优势，区域用海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当地

新区开发的形势，关系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

大局。开展区域建设用海项目投资效益评估，

对项目建设用途、企业入驻、产业产值等情况

开展精细化监测，客观反映出江苏省围填海的

现状，对科学制定围填海规划、适时适度调节

近岸区域的用海方向和规模、科学引导近海开

发提供了决策参考。启动执行了项目用海 “放

红线”制度，实行关键环节报告制，从源头上

保障重大用海项目顺利实施。通过现场监测及

视频监控等形式，使海洋管理部门及时掌握项

目进展情况，及时纠正不合理用海现象，确保

海域资源的合理有序开发。

２２　海岸带整治修复反映生态服务效益

在海洋开发利用不断升温的同时，沿海地

区人民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对

清洁的海洋环境、优美的滨海生活空间和亲水

岸线的要求日益提高［１］。坚持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的方针，开展海域海岸带整治修

复是提升海域空间开发和保护质量、维护海域

重要功能的必然选择。江苏在全省开展了６个

（总投资近１亿元）海域和海岸带整治修复项目

的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对岸线利用变化情况、

整治修复进展进行监测，反映了海域海岸带整

治修复的质量，保障了海洋生态服务效益。

２３　决策支持服务作用凸显

江苏省海域动态监视监测为海洋管理部门

提供基础地理、海域管理等信息服务，为海域

的使用与管理提供更广泛的应用与决策支持。

有效开展统一配号、围填海计划台账、海域使

用统计、海洋功能区划修编等业务，实现了与

海域行政管理的紧密结合。整合海岸线演变数

据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共７个时代），生动逼真

地描绘出江苏省４０００年来的海岸线变化趋势，

为科学修复整治岸线提供支持。建立全省地面

监视监测数据中心和遥感解译平台，成为国家

动态监测系统的有力补充，实现了重大用海项

目的电子化管理和动态展示。不断利用海域专

题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与数据挖掘，编制了 《区

域建设用海开发建设情况分析报告》《海域海岸

带整治修复报告》 《遥感解译分析报告》 《海域

使用现状分析报告》等成果，为海洋管理部门

了解和掌握围填海动态变化提供了技术支撑，

专题评价与分析成果的决策支撑作用进一步

凸显。

２４　无人机的使用丰富海域监管手段

江苏省作为国家海洋局海域无人机唯一试

点省份，无人机监测技术的应用成为江苏省海

域监管创新能力的新内容。无人机具有快速便

捷、易获取高分辨率遥感数据等特点，创新了

海域动态监测手段，进一步丰富了江苏省 “３＋

１”立体监管模式。为了做好试点建设工作，江

苏省充分开展无人机选型等前期调研和科学论

证，构建了三维立体监管平台，邀请国内外专

家召开研讨会，完成了连云港全部近岸海域和

海岛、如东６万ｈｍ２ 紫菜养殖海域及通州湾海

门滨海新区等的航拍，采集了海量的海域空间

资源和高分辨率遥感监测数据，顺利通过了国

家海洋局验收。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外数十家主

流媒体对江苏省海域无人机工作进行了集中报

道，扩大了社会影响力。

２５　与海监执法协作实现新跨越

充分发挥海域动管在海监执法中的技术

支撑作用，与海监机构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

现场协作机制和视频会商机制，较好地参与

了联合执法。参加江苏省 “海盾”“碧海”等

专项执法检查，将疑点疑区、遥感影像、监

测报告、测绘成果等信息实施共享，为海监

执法提供精准的信息支撑和科学的技术支撑，

提高海监执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监管中心

编制的 《区域建设用海监测报告》成为海监

部门的执法依据。２０１２年，全省各级监管中

心与海监联合巡查１３２次，参与监测的案件

违法施工面积２００多ｈｍ２；在全省海岛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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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配合海监联合行动。

３　机遇与挑战

３１　重大机遇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

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坚决维护

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和宏伟

目标，国务院批准的新一轮 《全国海洋功能区

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中明确要求，“建立全覆盖、

立体化、高精度的海洋综合管控体系，不断完

善海域管理的体制机制”，李克强总理考察了国

家海域动态监测系统并对海域动态监视监测提

出了殷切的希望，海域动态监管系统作为海洋

综合管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逐步提升。

我们备受鼓舞、深感振奋，这些都为海域监管

工作迈向更高层次提供了强有力的大好机遇。

３２　诸多挑战

海域动管能力和水平与海域管理事业发展

的需求还有差距，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海域动管与海洋经济的发展结合不足，建

设项目的投入和产出未能较好地与经济产值结

合进行深入分析；海域空间资源和海岸线监管

粗放，不合理利用现象时有发生［２］；养殖用海

范围广，监管难度大；专业人员配备不到位，

重审批、轻监管等。

４　对策与建议

为进一步加强江苏省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工

作、推动海洋强省建设，今后一段时期江苏省

将抢抓机遇，海域动态监管队伍通过狠抓 “四

个强化”，提升全省海域动态监管在建设海洋强

省中的贡献度。

４１　树立主动服务意识

强技术。技术是基础，是业务开展的前提

条件。海域审批环节中的技术审核、技术监管、

技术验收等业务离不开现场测量技术，遥感分

析等监测成果离不开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不

断加强技术能力、注重数据质量，才能更好地

发挥技术支撑作用，才能更好地服务管理工作。

４２　拓展技术支撑领域

强创新。创新是灵魂，是业务长期发展的

核心。江苏省海域动态监管工作在全国启动比

较早，目前业务开展也比较成熟，在全国有了

一定的示范和影响，主要经验就是不断地创新，

即业务内容的创新和方式方法的创新。要把创

新驱动作为动态监测的长期任务，坚持解放思

想，把创新管理理念和实践精神贯穿到动态监

管各个环节。

４３　形成海域动态监管合力

强联动。联动是活力，是开展好全省业务

的主要力量。省、市、县三级联动是江苏开展

业务工作的一个成功经验。强化联动机制，在

省级谋划全局、市级上下联动、县级主动配合

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县级独立承担业务的能

力，充分调动和发挥县级支点作用，凝聚全省

各级监管中心力量形成新的合力。

４４　推动动态监测健康发展

强制度。制度是保障，是业务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指引和保证。完善现有制度，建立质量

控制体系，规范监测流程和成果，全面推行年

度业务绩效考核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的

规范和引导作用，为江苏海域动态监测业务健

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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