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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领海基点对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意义重大。文章基于外磕脚领海基点的保护实践工作,

从前期准备、现场调查方法、保护范围选划结果3个方面,开展砂质基点领海基点保护范围选划的

案例研究,据此提出砂质基底领海基点保护范围的选划依据和方法。研究表明:砂质基底领海基

点的保护范围选划应依据海岛的特殊属性,由保护对象的边界向外延伸至潮汐水道,并充分体现

地貌整体性和连续性。针对砂质基底领海基点保护,文章建议应加强工程手段实现基底稳定,维

护领海基点安全;加强领海基点外业调查,夯实领海基点地形水文资料基础;加大领海基点巡查力

度,持续推进领海基点实时动态监视监测;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完善领海基点信息管理系统;加大

宣传教育,树立全民海洋海岛意识等保护管理建议,为领海基点的保护管理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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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linepointsoftheterritorialseameansalotofimportancefornationalmarineright

conservation.Thepaperwasaboutthecasestudyofdelimitingthescopeofconservationareaof

sandsubstratabaselinepoints,accordingtothepreparatorypreparation,fieldsurveymethod,re-

sultsofdelimitingconservationarea,basedontheWaikejiaoprotectionpractice.Thedelimiting
basisandmethodwereproposedandempiricalresearchshowedthatthesandsubstratabaseline

pointsoftheterritorialseashoulddelimitthescopeofconservationareaaccordingtotheislands

specialgeographicalattributes;delimitingrangeextendsoutwardtothetidechannelfromthe

boundaryoftheobject,andfullyreflectgeomorphicintegrityandcontinuity.Fortheprotec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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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substratabaselinepointsoftheterritorialsea,thispaperofferedtheoreticalandpracticalex-

plorationfordelimitingthescopeofconservationareaofbaselinepointsoftheterritorialseaand

proposingprotectionand management measures:strengthenengineering meanstorealize

substratestability,maintainthesecurityofbaselinepoint;enhancedfieldsurveyofbaselinepoint

totampfoundationoftopographyandhydrologicaldata;reinforcedinspectionstocontinuously

promotereal-timedynamicmonitoringofbaselinepoint;increasedcommunicationofdifferentde-

partmentstoperfectinformationmanagementsystemofbaselinepoint;strengtheneducationto

establishawarenessofseaandisland.

Keywords:Baselinepointsoftheterritorialsea,Marineright,Delimitingscopeofconservation

area,Seaislandconservationandmanagement,Eco-islandandreef

  领海基点是计算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的

起始点,对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环境和加

强海洋综合管理等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和重大的

现实意义。1996年5月15日,我国政府发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的

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

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国家海洋局于2012年4月

发布《全国海岛保护规划》,同年12月印发《领海基

点保护范围选划与保护办法》,明确要求加强领海

基点海岛的保护工作,修复部分严重受损的领海基

点海岛,开展领海基点、自然保护区和国防等特殊

用途海岛的标志设置工作,加强对海岛上的助航导

航、测量、气象观测、海洋监测和地震监测等公益性

设施的保护措施[1]。

我国已公布94个领海基点,大部分位于无居民

海岛或低潮高地,这些无居民海岛或低潮高地若遭

遇人为破坏或自然侵蚀,造成的海洋权益损失将无

法估量,因此保护好领海基点海岛和领海基点标志

十分迫切且关键[2-5]。

位于江苏省辐射沙洲区域的砂质基底领海基

点情况十分复杂。由于辐射沙脊群区域的水动力

条件多变、悬浮泥沙浓度高、海底地貌独特且潮沟

纵横分布,如果随辐射沙洲外缘并陆和沿潮流方向

演变,原有的沙洲区可能因冲刷而消失,使领海基

点后退,不利于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6]。我国开展

领海基点保护范围选划的历程较短,领海基点的保

护范围很多是指定海岛和海域,没有经过现场实测

和数据计算,制约了对领海基点海岛的充分保护和

合理利用。因此,亟须开展砂质基底领海基点的保

护范围选划研究,为更好地保护管理砂质基底领海

基点海岛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探索[7]。

1 前期准备

外磕脚属于低潮高地,水下滩面水深随涨落潮

变化,沉积物运动剧烈。受沉积物运动的影响,潮
滩地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现场观测是研究地形

地貌演变最直接有效的方法[8]。

开展砂质基底领海基点的保护范围选划,首要

就是做好现场调查,全面系统地查阅资料和相关文

献,确定登岛时间,检定出海测量仪器,培训作业人

员。通过现场调查才能对具体砂质基底领海基点

的保护方式和范围划定做出准确定位,对保护管理

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措施。

现场调查主要是进行领海基点的本底调查,摸
清领海基点周边的自然和环境状况,本次外磕脚领

海基点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①领海基点位置坐标、

领海基点标志、最高点高程、主要构筑物;②周边海域

地形地貌、地质条件;③领海基点所在岛屿的开发利

用状况;④领海基点周边海域水文气象分析。

2 现场调查方法

2.1 静态测量

采用静态测量的方法进行精确测量,测定的坐

标位置即为领海基点的位置。同时,通过现场调查

获得领海基点标志的材质、规格和文字描述内容等。

2.2 地形地貌测量

在外磕脚设置1台临时验潮站进行潮位校正,

尽量观测较长时间的潮位数据。地形测量通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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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和定位GPS实现,地形数据使用单频单波束测深

仪采集。地貌数据使用侧扫声呐获取,在周边区域

测深 走 航 时 同 步 获 取 沿 程 地 貌 信 息。采 用

CGCS2000坐标系和1985国家高程基准。

2.3 水沙动力条件调查

在外磕脚周边海域按等边三角形布设3个连续

观测站。选择大潮期在各连续观测站同步获取水

体的流速流向情况和悬浮泥沙情况。流速流向测

验采用HXH03-1型系列流速流向仪或海流计,

仪器悬挂距船舷不少于1.0m;采用1000mL容积

的横式取样器,在测流期间每小时采取悬移质水

样,采样点位和层次与测流相同,时间与测速同步,

加测测点不取水样;采用抓斗式采样器,在每次全

潮测验时,每条垂线在落潮憩流附近时段取1次底

质颗分样,沙样质量大于0.5kg。

3 保护范围选划结果

通过静态测量方法计算确认的外磕脚领海基

点位置,可作为保护范围选划的依据。因此根据上

述外磕脚所在沙脊周边的地形地貌和潮流特点,充

分考虑台风、地震、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对领海基点

造成的风险,同时兼顾外磕脚领海基点和海洋站的

一体性,保护范围选划首先以海洋站为圆心,以

300m 长为半径划定保护范围圆,以此圆东北和东

南方向的最外围切线作为保护范围的长、短轴方

向,短轴延伸至潮汐水道的位置;结合水下地形,划

定的保护范围呈NE-SW走向,是划定以外磕脚领

海基点为中心,长4400m、宽2560m的长方形,总

面积为1126.4hm2(图1)。

依据现场调查数据,分析核定领海基点位置、

水下地形地貌变化和水动力特征等,划定外磕脚领

海基点保护范围,其走向与水下沙洲走向一致,包

含沙洲地理实体地形的延伸和依托区域,能较好地

防御海域地形变化带来的影响。同时,保护范围的

边界在潮汐水道边缘,与潜在深水航道资源之间保

有一定的安全距离,能有效保护领海基点。

4 保护与管理建议

外磕脚基底属于典型的砂质基点领海基点海

岛。本研究以外磕脚领海基点为例,探索了砂质基

底领海基点的保护与管理工作实践。

图1 外磕脚领海基点保护范围

4.1 加强工程手段实现基底稳定,维护领海基点

安全

对于砂质基底领海基点,应依据其特殊的地理

属性划定保护范围,一般由保护对象的边界向外延

伸至地质地貌要素外缘或潮汐水道,并充分体现地

貌整体性和连续性。对于砂质基底且水动力较强

的领海基点区域,还应充分考虑自然灾害和人为活

动的影响,适时采取稳固性工程建设以及泥沙冲淤

控制技术研发以保障基底的稳定,防止潮流侵蚀。

同时采取严格的环境准入措施,对领海基点及其周

边海域内的重要标志物等实行长期、全面、系统性

的保护。

4.2 加强领海基点外业调查,夯实领海基点地形

水文资料基础

领海基点保护范围的划定以维护领海基点的

稳定和安全为前提,应避免领海基点及其周围环境

被侵蚀、淤积或损害、灭失。外业调查是最全面有

效掌握砂质领海基点资料的方法,难度大、技术要

求高,应着力打造一支高标准严要求、肯吃苦能战

斗的科研技术队伍,对领海基点进行定期调查,建
立领海基点地形水文资料数据库,比对领海基点水

深地形地貌数据、位置、水文潮汐等,评估领海基点

地形地貌的稳定性。

4.3 加大领海基点巡查力度,持续推进领海基点

实时动态监视监测

保护领海基点不能简单依靠划定保护范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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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持续开展对领海基点的巡查和保护范围的监视

监测工作。严格执行领海基点保护范围的有关规

定,继续加大领海基点监管执法力度,落实领海基

点定期巡航执法检查的制度,及时发现、处理各类

危害领海基点的行为,切实保护好领海基点及其周

边海域生态系统,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4.4 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完善领海基点信息管理

系统

领海基点对维护中国海洋权益、巩固海防建设

等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在领

海基点保护的过程中应积极联系沟通有关部门,形

成领海基点保护的协调制度,联合建立领海基点的

管理信息系统,将领海基点的历史资料、调查数据、

开发利用现状等信息纳入其中,建立全国领海基点

信息数据库,以更规范科学的方式加强对领海基点

的管理。

4.5 加大宣传教育,树立全民海洋海岛意识

海洋意识是海洋强国战略制定和实施的重要

精神基础和保障[9]。海洋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好领海

基点保护范围的相关宣教设施建设和宣传教育工

作,增强公众保护领海基点的意识,引导当地渔民

和自觉并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5 展望

目前我国开展领海基点保护范围选划工作的

时间还较短,以往技术路径和保护方法是否最有利

于领海基点保护范围的选划,仍需进一步探讨。此

外,由于实测数据获取困难,本研究数据基础仅来

源于2013年的1次外业调查,未能对长时期、多尺

度的领海基点地形地貌和水动力变化演变等进行

深入的时空特征分析,今后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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