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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编写划界案提交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训练手册大纲
*
 

 
 

1.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与共同协调员哈拉尔·布雷克和加洛·卡雷拉协作，正

在草拟关于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第七十六条和附件二编

写划界案提交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训练手册大纲。担任委员会成员的这两名协调

员拟出手册的总纲，并在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基础上，从委员会内部和外部邀请一

些合格专家参加手册的编写工作。手册中的一些模块由这两名协调员本人编订。 

2. 拟订训练手册，是为了协助沿海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编制关于扩展到从测

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数据和其他材料。因此，

手册将极其有助于发展中沿海国建立能力，以履行其向委员会提交划界案的义

务。 

3. 训练手册将用于根据委员会编制的大纲（CLCS/24）举办的课程，目标是： 

• 使沿海国技术人员充分了解在确定200海里以外的本国大陆架外部界限

方面必须遵循的所有程序，以便这些界限具有确定性和拘束力 

• 简要说明编写划界案需要哪些技术和科学数据 

• 使沿海国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更加了解需要如何利用各领域的专门知

识，以满足《海洋法公约》第七十六条和《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

（CLCS/11 和 Add.1）的技术和科学要求 

• 通过实习，训练沿海国技术人员编写一份大陆架外部界限划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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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希望国家技术人员通过课程所取得的经验将使国家政府可以： 

• 根据其向委员会提交划界案的时限，评估本国情况的复杂性和费用 

• 决定国内所需要的机构框架，以组织和编写提交委员会的划界案 

• 评估划界案中有多少工作可以由本国人员完成，有多少其他专门知识和

技能仍需从外部引进 

5.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正在编写训练手册，依据的是委员会第八届会议在 2000

年 9 月 1 日通过的五天训练课程大纲（CLCS/24）。该课程提供划定 200 海里以外

大陆架外部界限以及编写沿海国提交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划界案方面的训练。 

6. 训练手册是根据《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编写的综合文件。手册包括导言

和三十个模块，模块中包括讲座和实验。 

 训练手册导言阐述手册的缘由、框架和目标。 

模块 1： 第七十六条的简介（第一部分）。该模块回顾大陆架法律制度在国际法

中的起源和发展，阐述大陆架的法律地位和《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国家权利和义

务，并简要介绍大陆边、大陆架、大陆坡和海隆的科学概念。 

模块 2： 第七十六条的简介（第二部分）。该模块评述第七十六条第 1 至 3 款，

描述为执行第七十六条而必须确定的基本地形（例如大陆坡脚），介绍四项规则

及其适用，说明根据《公约》规定对各类海底隆起进行分类的后果，评述第七十

六条第 4 至 10 款，并介绍从属权利检验。 

模块 3：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的简介。该模块介绍《委员会科学和

技术准则》的宗旨，综述准则的内容，描述并详细说明第七十六条规定的大地测

量、地质、地球物理和水文学方法。使用这些方法，是为了根据大陆坡脚的确定、

沉积厚度和海底隆起类型等标准，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 

模块 4： 委员会工作方式。该模块介绍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在审议划界案和编

写小组委员会对委员会的建议和委员会对沿海国的建议时遵循的内部流程，说明

沿海国在委员会提出建议后可以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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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5： 提交委员会的划界案的数据要求。该模块说明提交委员会的划界案的结

构，以及可用于支持划界案的大地测量、地质、地球物理和水文测量数据及资料。 

模块 6： 划界示范。这是在实验室进行的实习，目的是演示第七十六条规定的四

项规则的适用。这是一次动手练习，以确保对第七十六条的一般原则有充分理解。 

模块 7： 大地测量法一。该模块阐述单位定义、参考系和坐标变换，说明数据来

源和定位法，并强调进行误差估计的必要性。 

模块 8： 大地测量法二。该模块介绍基线的大地测量定义，说明第七十六条使用

的两种确定距离的方法：弧线包络法和轨迹平行法及其置信区。 

模块 9： 水文测量法一。该模块说明数据来源，介绍单波束、多波束回声测深，

干扰声纳测深，地震测深等水文回声测量法。 

模块 10：水文测量法二。该模块说明低潮线和潮汐基准面转换的概念，介绍海图

的编绘和海洋制图学，说明各种等值线绘制法，特别是 2 500 米等深线的划定，

并描述等深线和海岸线的分形特性。 

模块 11：大地测量和水文测量实验室。这是在实验室进行的实习，目的是确定根

据大地测量法和水文测量法得出的各种外部界限及其误差评估。该模块含括等值

线绘制法和置信区的确定等专题。 

模块 12：最大坡度变化一。该模块说明数据来源，介绍二维和三维数字测深模型

及其误差估计。 

模块 13：最大坡度变化二。该模块阐述测深剖面和测深面滤波和圆滑的定义，介

绍各种方法及在应用上的优缺点。 

模块 14：最大坡度变化三。该模块阐述高阶分析导数和数字导数的定义，介绍大

陆坡脚的二维和三维估计的性质和价值及其误差估计。 

模块 15：排除一般规则的相反证据一。该模块介绍将世界各地的大陆边分成会聚

型、离散型和剪切型等三种主要类型的科学分类法，并较详尽地描述三种会聚型

大陆边：增生型、弱增生或非增生型和消亡型。 

模块 16：排除一般规则的相反证据二。该模块较详细地介绍剪切型大陆边以及断

裂非火山边和断裂火山边等离散型大陆边，评述第七十六条第 4 款(b)项，并就

利用排除一般规则的相反证据、确定大陆坡脚的问题，介绍相关的地质和地球物

理证据。模块 15 和 16 对不同类型大陆边的描述也考虑到适用于模块 19 和 27 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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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17：排除一般规则的相反证据三。该模块讨论如何在会聚型、离散型和剪切

型等不同类型大陆边根据排除一般规则的相反证据确定大陆坡脚，并说明会对每

一具体情况的支持证据作出的考虑和讨论。 

模块 18：大陆坡脚实验室。该模块以实习的形式总结各项原则，练习内容是根据

最大坡度变化和排除一般规则的相反证据确定大陆坡脚。 

模块 19：沉积厚度一。该模块通过对沉积过程和大陆边沉积学的简介提出问题，

给出沉积厚度定义和说明基本要求，介绍相关地球物理技术和资料，例如地震反

射和折射，以及重力和磁力数据，重点说明数据解释和测绘的作用，并讨论最低

限度的数据收集范围的问题。 

模块 20：沉积厚度二。该模块说明进行深度转换和确定沉积厚度的程序，回顾地

震速度的理论和应用、地震数据的深度转换以及重力和磁力数据的反演，并演示

如何最适当地选定 1％的最外定点。 

模块 21：沉积厚度三。该模块分析各种海底地形和声波基底面的沉积分布误差估

计，讨论对数据准确性的分析、误差幅度的计算以及变换为地图等问题。 

模块 22：项目规划一。该模块讨论汇集所有现有数据的需要和程序，以及可能发

现需要新数据的情况和不同的数据类型，并建议测量工作的规划方法。 

模块 23：项目规划二。该模块分析所需服务、数据的取得和处理，讨论内部设备

和训练的分析程序、招标程序以及项目管理和监测。 

模块 24：沉积厚度实验室。这是一次实习，目的是复习整个沉积厚度公式，包括

制订规划，以最适当方式获取新数据，用以确定沉积厚度并选取最外定点。练习

内容包括地震解释、基底的界定、深度转换剖面图和对其不确定性/不准确性的

分析，以及根据剖面分析和计算确定沉积厚度公式线及其置信区。 

模块 25：国家桌面研究一。该模块演示如何搜寻和收集现有数据，讨论测深图、

大陆坡脚草图、2 500 米等深线图和沉积厚度图等基本地图的绘制。 

模块 26：国家桌面研究二。该模块说明以何种程序来确定是否及何时需要新数据

以及数据的类型，并说明在确定有此需要后，采用何种程序确定费用估计数，以

及如何编写提交国家的建议。 

模块 27：海底隆起。该模块评述第七十六条第 3和第 6 款，介绍海底隆起的类型，

阐述按照第七十六条将海底隆起定性为海底高地、海底洋脊和洋脊的后果。 

模块 28：划定外部界限。该模块评述第七十六条第 4、第 5和第 7 款，描述公式

线和制约线，讨论划定最大距离 60 海里线，以确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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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29：划界案大纲。该模块介绍一国从答复是否具有划定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

外部界限的权利的初步问题到确定外部界限的流程，指出进行国家桌面研究并汇

编科学和技术数据可以是一个战略行动计划，说明委员会协助沿海国的作用，并

强调有必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模块 30：编写划界案。该模块将桌面研究的结束作为编写划界案的开始，强调精

心规划桌面研究，以其作为编写提交委员会的划界案的第一步的好处，突出说明

以执行摘要、主要案文和佐证数据为基础的结构存在何种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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