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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万里海疆上散布着五彩斑斓、大小不同、形态各异、成因有别、区位独特、数以万计的岛礁，
它们显示出多资源、多领域、多要素和多层次为特点的复杂系统。
对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家对其日益关注与加强，海洋岛礁的综合开发利用，领海基点，乃至海
防建设等方面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已如所知，海岛作为国家的领土，对其历经多年的开发、调查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科学成果。
就此，面对国家需求“数字海洋”的尽早实现而进行的海岛综合管理技术与信息系统的建设，旨在基
于海洋科学、信息科学与计算机技术，以海岛资源与环境为目标，用以解决海岛综合管理的技术、方
法、机制及其相应的问题。
国家对海岛综合管理技术与信息系统建设极为关注，国家海洋局主管部门作了相应的导向与基础工作
。
作为海陆兼备的重要疆土，海岛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联合国海洋公约法》设专章论述海岛在海洋权益中的法律地位，海岛海洋权益价值越显突出。
一个岛屿可拥有43万km的管辖海域，因而，海岛是一国海洋事业的重要战略前沿和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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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中国海岛信息系统战略的视角，着眼“数字海岛”发展中的前沿支持技术，就数以万计的海
岛所涉及的海量内容，结合多源空间遥感信息，对海岛体系进行科学分类与分析，并对相关的信息系
统建设方面进行阐述，以示例展示实现“中国数字海岛”目标，对我国海岛经济建设、环境保护与军
事上的需求等，具有重要的科学与实际意义。
    本书可供国家策略、国土、海洋、环境、遥感、地质、地理、水产、港工、军事以及相关专业研究
人员与海域管理部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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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中国海岛空间分布及其特征第一节 海岛基本概念海岛的定义人们向以格陵兰岛为界，
比该岛面积大的定义为洲或大陆，反则，面积小的定义为岛。
但是，至今海岛的具体定义并未统一。
从1930年海牙国际法编纂会议规定，“岛屿是一块永久地高于高潮水位的陆地区域”，到1956年，国
际法委员会对海岛定义的报告，即1958年《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10条第1款所规定的“岛屿是四面环
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及至1973年国际海底委员会上，岛屿的定义乃有争议。
此后，于1982年发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
成的陆地区域”，被很多国家所接受。
我国于1988年开展全国海岛综合调查，鉴于当时调查技术、时间等条件，限于对500 m2岛屿实施调查
，所发布的《海洋学术语海洋地质学》标准规定中，关于海岛系指“散布于海洋中面积不小于500 m2
的小块陆地”，这是当时客观需求，主观界定的结果。
时至今天，技术手段的发展，国家的需求，经费的保障等，无论从地学意义上还是从法学意义上，重
新认知并界定海洋岛礁的含义，具有重要的科学与实际意义。
海岛命名 我国一向多以“岛”为通名，并依次将屿、礁、山、沙、甸、坨等为通名，而将成群分布的
海岛主要称之为“群岛”、“岛群”或“列岛”。
海岛的类型　按成因可分为大陆岛、海洋岛和冲积岛三类；按物质组成分为基岩岛、沙泥岛和珊瑚岛
三类；按离大陆海岸线距离远近分为陆连岛、沿岸岛、近岸岛和远岸岛四类；按所处位置分为河口岛
、湾内岛、海内岛和海外岛四类；还可划分为有淡水岛、无淡水岛或有居民岛、无居民岛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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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海岛管理信息系统基础:海岛体系遥感信息服务平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海岛管理信息系统基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