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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对平均大潮高潮面进行科学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我国海岸线 （岛屿岸线、明礁、灯塔 ）起算面
的定义。引入了三个国标的定义和沿海五省制定的法律条例的规定�结合东海及其岛屿海岸线不同起算面的计算
算例�论证了我国海岸线就是平均大潮高潮面形成的实际痕迹线�并以此作为海陆分界线的科学定位和现实意义�
澄清了在这一领域存在的一些异议和模糊认识。同时�并就这一重要的基准面进行现实的描述�以期服务于当前
我国沿海经济建设、海域使用管理、海岸带开发和有关专项调查以及海洋测绘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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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长期以来�在围绕海岸线 （岛屿岸线、明礁 ）及其
起算面方面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定义和描述�即使在国
家标准已明确定义海岸线就是常年平均大潮高潮面

形成的实际痕迹线并以此作为海陆分界线�仍然还有
不少异议和模糊认识。特别是近几年来�有不少同行
提出以理论最高潮面作为海岸线 （岛屿岸线、明礁、灯
塔 ）的起算面�这是一个关系到基准面统一的大问题�
对海洋测绘和我国海域使用管理产生直接影响。为
理清认识、统一基准、明确定义�有必要就我国的平均
大潮高潮面这一重要的基准面进行阐述。特别是在
当前我国沿海经济建设、海域使用管理、海岸带开发、
海洋工程、海道测量以及有关专项调查中�有必要对
其进行科学的定位和现实的描述。

本文通过对中国沿海三个主要基准面关系的定

位、计算数学模型、中国灯高基准和海岸线的定义�进
一步明确了海岸线是平均大潮高潮时水陆分界的痕

迹线的法律定义。结合对我国东部沿岸及其岛屿采
用不同基准计算的海岸线算例�证明采用平均大潮高
潮面作为我国海岸线的起算面是科学的和现实的�这
对有关法规、条例、标准的制定和修改都具有积极
意义。
2　中国沿海三个基准面的定义

2∙1　平均大潮高潮面的定义
平均大潮高潮面可描述为是半日潮大潮期间高

潮位的平均值。为了减小偶然误差的影响�通常在
朔望日附近取潮差最大的连续三天 （在我国它们大
都发生在朔望之后 ）高潮位计算其平均值�并将其
作为一次大潮的高潮位�然后计算所有大潮高潮位
的平均值。显然�只在半日潮为主的港口需要计算
平均大潮高潮面。与平均大潮高潮面相对应的是平
均大潮低潮面。

平均大潮高潮面的计算数学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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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各参数表示相关分潮的振幅和迟角。

平均大潮升等于大潮平均半潮面加平均大潮差

的一半�是规则半日潮港和不规则半日潮港的潮位
特征值 ［9］。教科书一般定义为：深度基准面至大潮
平均高潮面的高度�一般简称大潮升�也称平均大潮
高潮面 ［1］。平均大潮高潮面 （平均大潮升 ）的计算
主要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正规半日潮
平均大潮升 ＝Ｌ＋12Ｓｇ （2）

式中�Ｌ为平均海面到深度基准面的高度�即理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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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基准面；Ｓｇ为平均大潮差�即大潮平均高潮与平均
大潮低潮高的差值�可用调和常数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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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ＨＭ2 ＋ 1．9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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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平均潮差Ｍ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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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正规半日潮
平均大潮升 ＝ＨＴＬ＋12Ｓｇ （5）

其中�ＨＴＬ为平均半潮面�其计算公式为：

ＨＴＬ＝Ｌ－0．04ＨＫ1＋ＨＯ1
Ｈ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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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Ｍ4ｃｏｓ（2ＫＭ2－ＫＭ4） （6）
2∙2　理论最高潮面的定义

理论深度基准面又称理论上可能最低潮面�基
本计算原理是由 Ｍ2、Ｓ2、Ｎ2、Ｋ2、Ｋ1、Ｏ1、Ｐ1、Ｑ1这8
个分潮叠加计算相对于潮汐振动平均位置 （长期平
均海面 ）可能出现的最低水位�并附加考虑浅海分
潮Ｍ4、ＭＳ4和Ｍ6及长周期分潮Ｓａ和ＳＳａ的贡献。
8个主要分潮叠加后相对于平均海面的潮高可

表示为：

ｈ（ｔ） ＝∑8
ｉ＝1
ｆｉＨｉｃｏｓ（σｉｔ＋Ｖ0ｉ＋ｕｉ－ｇｉ） （7）

其中�基本符号意义同一般的潮汐文献�只是这里下
标分别表示8个主要分潮的分潮号。所对应的为理
论最高潮面。理论最高潮面的计算模型为：
Ｈ＝Ｋ1ｃｏｓφＫ1＋Ｋ2ｃｏｓ（2φＫ1＋ａ4）＋（Ｒ1＋Ｒ2＋Ｒ3）

（8）
　　对该表达式在Ｋ1分潮相角的一个变化周期内
以适当取值间隔对自变量离散化�获得一组函数值�
取最大值即理论最高潮面。这一求极值过程对
应于：

Ｈ＝ｍａｘ［Ｈ（φＫ1） ］ （9）
2∙3　平均海面的定义

在海洋测量工作中�我们经常使用的是平均海
面的中数法定义。即：视潮高为一时间观测序列
ζ（ｔ）（ｔ＝0�1�2�… ）�则定义：

ＭＯ ＝1ｎ∑
ｎ－1

ｔ＝0
ζ（ｔ） （10）

为平均海面。就是将一天24小时整点潮高的算术

平均值称为日平均海面；30天日平均海面的算术平
均值称为月平均海面；12个月平均海面的算术平均
值称为年平均海面；多年年平均海面的算术平均值
称为多年平均海面。当地多年年平均海面的算术平
均值称为当地多年平均海面 ［1］。

以上对中国沿海常用的三个基准面进行了比较

系统的描述�其定义和数学模型参照了 《海洋潮汐
学》等教科书�公式推导略。
3　中国灯高基准面和海岸线的定义

3∙1　学者观点
大陆终止的海岸线是不会为海水淹没的高潮面

在当地的痕迹线。文献 ［9］认为：“平均大潮高潮面
和略最高高潮面是平均大潮低潮面和略最低低潮面

所对应的高潮面。中国1957年以后�无论法定和实
践都已接受了理论最低潮面�所以理所当然的也应
是理论最高潮面 ”�提出了 “一个国家不能既采用理
论最低潮面为深度基准面而同时又保留平均大潮高

潮面或略最高高潮面为灯高基准面 ” ［9］的观点。图
1是王志豪教授于1986年3月撰写的《中国的海平
面与基准面》一书中描述的中国沿海三个基准面的
关系图。

图1　王志豪关于中国沿海三个基准面的关系图
另外�近几年来�有不少海洋测绘的同行也提出

了采用理论最高潮面判定和测定海岸线、明礁并作
为灯塔的高度起算面。
3∙2　国标规范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海道测量规范》
ＧＢ12327-1998中明确规定�海岸线以平均大潮高
潮时所形成的实际痕迹进行测绘。灯塔、灯桩的灯
光中心高度从平均大潮高潮面起算 ［3］。国标 《海图
图式》ＧＢ12319-1998中规定�海岸线是指平均大潮
高潮时水陆分界的痕迹线；明礁是指平均大潮高潮
面时露出的孤立岩石 ［4］。国标 《地形图图式 》
ＧＢ／Ｔ7929-1995规定：海岸线是平均大潮高潮的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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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所形成的水陆分界线。一般可根据当地的海蚀阶
地、海滩堆积物或海滨植被确定 ［5］。

特别是在海岸线、明礁和灯高的起算面判定方
面�1999年12月北京测绘出版社出版的《海洋测绘
词典》中也进行了非常明确的定义：即海岸线
（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是海水面和陆地的交界线�在海图上�有
潮滩的海岸线为多年平均大潮高潮面时的水陆分界

线�常依海滩上的痕迹测绘；明礁 （ｒｏｃｋｕｎ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ａｒｅｒｏｃｋ）是平均大潮高潮面时露出的孤立岩石�其
高程从当地多年平均海面起算；灯高 （ｈｅｉｇｈｔｏｆ
ｌｉｇｈｔ）自平均大潮高潮面至灯光中心的高度 ［8］。图
2是国标规范规定的中国沿海三个基准面的科学定
义关系图。

图2　中国沿海三个基准面的科学定义关系图
3∙3　国家法律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自2002年
1月1日起颁布施行。海域法所称的内水�是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向陆地一侧至海岸线的海

域。也就是从领海宽度的起算线到海陆分界线之间
的海域 ［7］。但未对海岸线作出明确规定。国土资
源部等部委也是沿用 《海域使用管理暂行规定》的
定义。也就是说�没有对海陆分界线作出明确的规
定。全国人大就 《海域使用管理法草案》征求地方
政府和有关部门意见时�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都提出
了要求修改该条款�明确海陆分界线的要求。全国
人大认真研究了反馈意见和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关

于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中的表述�全国人大认为
法律文本中明确海岸线为海陆管理的分界线是切合

实际的�并且可以使法律更具有可操作性。决定在
第二条增加一款�即第二款 “本法所称内水�是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向陆一侧至海岸线的海

域 ”。这里的海岸线应该是指平均大潮的高潮线。
国家测绘局定义的海岸线为多年平均大潮高潮

时的水陆交界线。图3是海岸线、平均大潮高潮面

在测绘垂直基准中的定位�单位为：ｍ。

图3　海岸线、平均大潮高潮面在测绘
垂直基准中的位置图

3∙4　沿海省的规定
沿海五省人大通过的各省 《海域使用管理条

例》中对海岸线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定义�同时也都
指出了国家 《海域使用管理法》中海岸线如何划定
没有明确�国家其他法律、法规也没有规定。

《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于2003年9月26
日由山东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条
例基本明确了海岸线的划定方法。为了确保 《条
例》的出台�又最大限度地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规定�
作为妥协的产物�《条例》第二条规定：海岸线的划
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这一规定尽管含糊�但
毕竟明确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所以�完全可以
将 “国家有关规定 ”理解和界定为涉及海岸线划定
的多项国家标准�因为这些标准是我国目前最明确、
层次最高的国家规定�并且是强制性的�对各部门普
遍适用的国家规定。

《江苏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于2005年5月26
日由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

次会议通过。条例比较原则：海岸线由沿海设区的
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标准划定�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地形图图式》ＧＢ／
Ｔ7929-1995规定�海岸线是平均大潮高潮的痕迹所
形成的水陆分界线。一般可根据当地的海蚀阶地、
海滩堆积物或海滨植被确定。

《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于2006年7月24
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七十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办法也很原则：海陆分界线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执行。
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于2006年5月26
日由福建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条例明确规定了平均大潮高潮线为海陆界线。《条
例》依据国家标准 《地形图图式》ＧＢ／Ｔ7929-199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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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道测量规范》ＧＢ12319-1998的规定�在第二条中
明确了海域的适用范围�即本条例所称海域�是指毗
邻本省陆地的平均大潮高潮时水陆分界痕迹线向海

一侧的内水和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
《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于2007年2月8

日由广东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本条例根据国家 《海域使用管理法》中的有
关规定�按照现行国家标准规定：海岸线是指平均大
潮高潮的痕迹所形成的水陆分界线�该 《条例》将海
域明确界定为 “毗邻本省陆地的平均大潮高潮时水
陆分解痕迹线向海一侧的内水及领海的水面、水体、
海床和底土 ”�从而避免了因管理范围不清引发的
问题。

综上所述�不管是海域划界与使用管理还是海
洋测绘�都应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按照国家标准
《海道测量规范 》ＧＢ12327-1998、《海图图式 》
ＧＢ12319-1998、《地形图图式》ＧＢ／Ｔ7929-1995规
定执行�这已经是多年采用的规范标准�不然容易造
成海域管理上的交叉或真空以及采用基准和成果资

料的混乱。
4　平均大潮高潮面的科学定位和现实描述

通过以上对我国灯高基准面和海岸线的定义方

面的综述�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展开对平均大潮高
潮面的科学定位和现实描述。
4∙1　平均大潮高潮面在海岸带中的定位

人们通常认为�海岸线是海陆分界线。更确切
地说�它是海平面与陆地的交界线。但是�由于种种
原因�尤其是潮汐运动、火山爆发、地震、气候和风浪
的影响�使海水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中�海水面并不
处在一个固定的平面位置上�而是不断升降着的。
这种变化�又随着不同地区的不同地形而有明显的
差别。以潮汐引起的海面升降为例�高潮面和低潮
面与陆地交界线的平面位置�在山区陡岸处比较固
定�在起伏不大的丘陵地区�变化可达几十米、几百
米�而在某些平原地区�如我国苏北沿岸�则可相差
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江苏海岸以淤泥质型海岸为
主�大部分一线海堤在平均大潮高潮位线以下�因此
他们认为海岸线可以看作是一条虚拟的动态线。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以平均海面时的水陆分
界线作为海岸线。但是这条海岸线有一半时间被淹
在水中�与人们把海岸线作为水陆分界线的概念不
相符合。

因此�经过专家科学论证确定：以多年平均大潮
高潮面时的水陆交界线作为海岸线。这样�海岸线

以上大部分时间露出水面�只有在偶然风暴或特大
潮时才被海水淹没。现有的国家标准ＧＢ12327-
1998、ＧＢ12319-1998、ＧＢ／Ｔ7929-1995也是这样规
定的。所以说�海岸线就是平均大潮高潮面所形成
的实际痕迹线�这就是我们对它的科学的定位。图
4是平均大潮高潮面在海岸带中的位置图。

图4　平均大潮高潮面在海岸带中的位置图

表1 东海沿岸主要验潮站理论最高潮面
到平均大潮高潮面差值

单位：ｍ　

站　名
最高
潮面

平均
大潮差

平均
半潮面

平均
大潮升

两面差

吴　淞 3．97 2．891 1．841 3．226 0．74
佘　山 4．56 3．435 2．222 3．938 0．62
南汇咀 5．33 3．931 2．422 4．406 0．92
绿华山 4．91 3．419 2．364 4．090 0．82
岑　港 4．00 2．609 1．911 3．216 0．78
定　海 3．85 2．460 1．981 3．211 0．64
北仑港 3．87 2．045 2．034 3．057 0．81
宁　波 2．71 1．765 1．204 2．087 0．62
西　泽 5．23 4．044 2．854 4．712 0．52
海　门 5．84 4．627 2．979 5．174 0．67
温　州 5．76 4．331 2．747 4．796 0．96
沙　埕 6．83 5．271 3．596 6．256 0．57
三　沙 6．75 5．302 3．799 6．141 0．61
三都澳 8．35 6．580 4．399 7．680 0．67
梅　花 6．94 5．371 3．741 6．406 0．53
平　潭 7．02 5．202 3．721 6．341 0．68
崇　武 6．71 5．209 3．490 6．075 0．64
厦　门 6．18 4．790 3．240 5．545 0．64

东海沿岸验潮站理论最高潮面
到平均大潮高潮面的均值

0．69

　　由表1我们知道�东海沿岸及其附近的理论最
高潮面到平均大潮高潮面的差值约在0∙69ｍ�这个
值对平均大潮高潮面的定位有直接影响。
4∙2　平均大潮高潮面在岛屿上的描述

大家知道�我国大陆海岸线长18000ｋｍ�岛岸线
长15000ｋｍ�岛屿6500多个。单浙江省就有3000
多个�约占全国的一半；而舟山群岛多达133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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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全国的20％。

在对我国18000ｋｍ大陆海岸线科学定位的同
时�我们还需对15000ｋｍ的岛屿岸线进行现实描
述。图5是平均大潮高潮面在岛屿中的位置图。

图5　岛屿地区三个基准面的关系图
我们以浙江舟山群岛中的东福山岛为例�看出

理论最高潮面、平均大潮高潮面和平均海面的关系。
图6以东福山站为例�单位：ｍ。

图6　浙江东福山岛三个基准面的关系图
从图6可以看出�理论最高潮面到平均大潮高

潮面的差值为1∙33ｍ。因此�在描述陡岸大陆海岸
线和岛屿岸线时�应给予数学上的描绘�也就是要有
一个量的概念。

浙江岛屿地区理论最高潮面到平均大潮高潮面

的差值的平均值一般约在 1∙52ｍ左右�最大为
2∙40ｍ左右�最小为0∙90ｍ左右�见表2。

最重要的是东海沿岸及其附近的理论最高潮面

到平均大潮高潮面的差值的平均值0∙69ｍ�与浙江
岛屿地区理论最高潮面到平均大潮高潮面的差值的

平均值1∙52ｍ相差达0∙83ｍ�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也是一个需要深加讨论和研究的问题。因此�我们
在实际量算大陆沿岸海岸线和岛屿海岸线时要特别

注意。下面是一般岛屿不同基准面的岸线计算公
式�谨供参考。从图5看出�岛屿不同基准的岸线计
算模型可写为：

Ｈ－ｈ
Ｈ

＝ ｌ
Ｌ
⇒ ｌ＝Ｈ－ｈ

Ｈ
·Ｌ （11）

式中�Ｈ为岛屿高度；ｈ为理论最高潮面到平均大潮
高潮面的差值；ｌ为理论最高潮面的岛屿岸线长；Ｌ
为平均大潮高潮面的岛屿岸线长。

表2
浙江沿海岛屿地区理论最高潮面

到平均大潮高潮面的差值
单位：ｍ　

站　名
最高
潮面

平均
大潮差

平均
半潮面

平均
大潮升

两面差

马蹟山 5．46 3．526 2．594 4．393 1．07
大洋山 6．03 3．380 2．460 4．090 1．94
小巨山 5．93 3．239 2．447 4．100 1．83
渔腥脑 5．83 3．017 2．346 3．899 1．93
东福山 5．55 3．165 2．634 4．217 1．33
普陀山 5．26 3．166 2．388 4．003 1．26
大浦口 4．65 2．453 2．136 3．363 1．29
马鞍山 5．33 2．493 2．152 3．399 1．93
虎蹲山 4．22 2．153 1．976 3．053 1．17
牛轭港 4．32 2．536 1．797 3．065 1．26
西峰岙 6．12 3．499 2．210 3．940 2．18
虾峙岛 5．07 3．463 2．319 4．032 1．04
悬　山 7．14 4．818 3．221 5．429 1．71
台　门 5．01 3．409 2．268 4．205 0．81
潘家岙 7．66 5．116 3．346 5．618 2．04
南韭山 6．18 3．953 2．607 4．577 1．60

浙江岛屿地区理论最高潮面
到平均大潮高潮面的均值

1．52

表3是浙江舟山群岛中东福山等8个岛屿采用
不同基准计算的岸线结果 （大陆及岛屿岸线的严密
计算可采用解析法或者实际量算求得�这里的估算
只为本文讨论所用 ）。不难看出�岛屿越陡峭�两基
准计算的岸线差值越小�而岛屿越平缓�两基准计算
的岸线差值越大；岛屿上的海堤、沙质岸、人工岸、平
地普通岸线部分不参加计算�主要是自然陡岸、岩石
陡岸等。同时也看出�两基准面的差值 （ｈ）越大�而
计算的岸线差值也越大。
表3

浙江舟山群岛东福山等8个岛屿
采用不同基准计算的岸线结果

单位：ｍ　

岛屿名 Ｈ ｈ Ｌ Ｐ ｌ1 ｌ2 △ｌ
东福山 324 1．3 9260 3000 6260 6234 26
普陀山 286 1．3 30000 10000 20000 19912 88
虾峙岛 207 1．0 55800 8000 47800 47560 240
悬山岛 163 1．7 34200 5000 29200 28894 306
三块岛 22 1．1 430 0 430 409 22
小黄蟒 33 1．1 765 0 765 740 26
大黄蟒 67 1．1 1783 0 1783 1754 29
南韭山 164 1．6 10000 1200 8800 8714 86

采用两个基准面计算的岛屿岸线差值总和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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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仍然依据以上已知岛屿的数据�全部按照
东海沿岸验潮站理论最高潮面到平均大潮高潮面的

均值0∙69ｍ计算�而得出的8个岛屿两个基准面岸
线计算差值总和为429ｍ；如果全部按照浙江岛屿地
区验潮站理论最高潮面到平均大潮高潮面的均值

1∙52ｍ计算�而得出的8个岛屿两个基准面岸线计
算差值总和为945ｍ。即如果这8个岛屿采用理论
最高潮面计算的岛屿岸线长度要比采用平均大潮高

潮面计算的岸线长度短了823ｍ�如果按照大陆两基
准面的差值计算�单就这8个岛屿的岸线也大约短
了429ｍ。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采用理论最高潮面�在这些
海域的所有灯塔、灯桩的灯光中心高度都要减去
1∙52ｍ或者0∙69ｍ�这势必造成海图成果的混乱；在
一定的潮汛情况下�也削弱或降低了这些助航标志
在舰船航行时的使用率。
5　结束语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应该对我国的平均大潮高
潮面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国家
的定义、国标的规定都为各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和条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并对我国的海洋测绘标
准的制定、执行以及今后的修改提供了法律保障。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三部国家标准ＧＢ12327-
1998、ＧＢ12319-1998、ＧＢ／Ｔ7929-1995对我国的海
洋测绘、海洋开发和经济建设所具有的历史性贡献
和现实意义。这就是对它的科学定位。

通过对浙江部分岛屿岸线的计算�两个基准面
的差值对大陆和岛屿海岸线长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

的。一般结论是采用理论最高潮面计算的海岸线一
定小于平均大潮高潮面计算的海岸线长度。而以平
均大潮高潮面作为水陆分界线的定义由来已久、已
成共识�所以�在当前采用平均大潮高潮面是科学
的、成熟的、也是现实的�我国18000ｋｍ的大陆海岸
线和15000ｋｍ的岛屿岸线的地位不容动摇。这就
是对它的现实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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