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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12319—1998《中国海图图式》,与GB12319—1998相比,除结构性调整和编辑性改

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简要说明表示方式,改为表格形式,与符号一一对应;
———增加了卫星定位连续运行站点(见5.2.6);
———修改了局部磁力异常区的表示(见5.5.4);
———修改了冰川的表示(见6.2.9,1998年版的6.2.8);
———增加了树顶高、直升机机场、风力涡轮机、风力发电场、水井、泉、潮面和基准关系示意图、未测

量区、未精测符号、海洋养殖场、发电设施、储油船、锚泊器具、水面管口、水下涡轮机、海洋资料

收集系统、群岛海底中心线、VTS报告线、分道通航制示意图、水上机场、水上飞机锚地、自然

保护区、禁止潜水区、特别敏感区、特别行政区界、同步灯、应急沉船示位标、内河助航标志、桥
涵标、虚拟航标设备等要素符号(见6.2.4、7.2.12、8.19、8.20、8.32、8.33、10.1、11.7、13.3、

13.6.16、13.6.17、14.3、14.4.6、14.4.7、14.5.3、14.5.4、14.5.5、15.2.7、15.5、15.9、16.3.10、

16.3.11、16.4.4、16.4.5、16.4.6、16.6.5、17.12.6、18.11、18.12、18.13、20.5);
———修改了机耕路的表示(见7.2.3);
———明确了露出、干出、水下防波堤的表示(见9.1.2);
———修改了浮码头、泊位编号的表示(见9.2.6、9.2.8);
———修改了潮汐表配置样图表示(见10.2,1998年版的10.1);
———完善了潮流图的表示,增加流速(见10.4,1998年版的10.3);
———修改了已知深度暗礁表示(见13.4.5,1998年版的13.3.5);
———修改了非危险暗礁简要说明(见13.4.6,1998年版的13.3.6);
———修改了关于非危险沉船深度界定标准的简要说明(见13.5.11,1998年版的13.4.11);
———修改了贝类养殖场的表示(见13.6.15,1998年版的13.5.15);
———修改了警戒区的表示(见15.2.6);
———修改了禁区的表示(见16.2);
———修改了国外居民地分类(见第22章);
———修改了图面配置示意图岸线表示,增加对数尺、书号、条形码等要素说明(见附录A);
———修改了附录中部分要素表示。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0年首次发布为GB12319—1990《中国航海图图式》;
———1998年第一次修订时,并入了 GB12317—1990《海图图式》,并将名称修改为《中国海图

图式》;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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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是识别和使用海图的基本依据,也可供编制出版各种专题海图时参考。在使用本文件时,可
根据不同地区特征及用图需要增补符号,并在图廓外指定位置加绘图例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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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海 图 图 式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国海图上表示的各类要素的符号、注记和图廓整饰,以及使用这些符号的方法和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测制、出版各种比例尺海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5863 内河助航标志

GB12320 中国航海图编绘规范

GB/T14477 海图印刷规范

GB24418 中国海区可航行水域桥梁助航标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深度基准 soundingdatum
海图所注水深的深度起算面。
注:中国沿海地区一般采用“理论最低潮面”作为深度基准。

3.2 
高程基准 heightdatum
地面点高程的起算面。
注:中国沿海地区一般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作为高程基准。

3.3 
水深 soundings
自深度基准至水底的垂直距离。
注:水深值以米(m)为单位。

3.4 
干出高度 dryingheight
自深度基准以上的高度。
注:干出高度值以米(m)为单位。

3.5 
灯高 elevationoflight
灯光光源中心的高度。
注:中国沿海地区一般自平均大潮高潮面起算。灯高值以米(m)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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