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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

这些照片反映了在处理海水养殖发展和管理方面应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和制图的多种类型，从左至右包括选址和分区、有害藻华、水产养

殖对环境的影响、水产养殖与渔业的竞争、发展海藻养殖以及近海水产养殖战略规划。背景照片摄于2004年2月22日（费尔南多•加拉提

供），展示了位于南纬41度、西经72度智利南部内海雷隆卡维河口的高科技2000吨生产能力的大西洋鲑养殖场，在其保护的峡湾和通道的

复杂系统内，为水产养殖提供了好的条件。气候温和以及丰富的定期淡水进入代表着养殖外来物种的竞争优势，例如鲑鱼和鳟鱼，使智利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养殖鲑鱼生产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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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文件的编撰

本文件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和制图，以改

善海水养殖的可持续性。在将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方面，我们强调的是以最低成

本和免费从因特网下载数据来实施地理信息系统。我们的做法是通过应用工具的

若干实例，展示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和制图的效用和局限。

本文件是粮农组织水产养殖管理和养护处长期技术活动的产品之一，涉及

改进水产养殖和内陆渔业可持续性的空间工具。本出版物的读者对象为治理服务

领域的渔业部门中从事管理和技术的专业人员、在国际组织和水产养殖行业中的

专业人员。 

詹姆斯·麦克纳德·凯匹特斯基（J.M. Kapetsky）博士是前粮农组织渔业资

源高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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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和制图在海水养殖发展和管理的地理和空间所

有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卫星、空中、地面和水下传感器获取许多有关数据，特别

是温度、流速、波高、叶绿素浓度以及利用土地和水的数据。地理信息系统用以

处理和分析所有来源的空间和特性数据，还用于按图示、数据库和文本格式提供

报告，便利于决策。

本文件的目标是，说明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和制图在海水养殖发展和管理

本身以及与竞争性和冲突性利用有关的方面发挥作用的方式。范围是全球性的。

方法是采用旨在解决海水养殖许多重要问题的应用实例。重点是采用解决问题的

正在使用的工具，而不是工具和技术本身。在这方面，我们认为，GISFish - 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互联网适用于水产养殖和内陆渔业的地理信息

系统、遥感和制图网关，可作为本技术论文的补充来源。 

根本目的是激励在海水养殖的政府、企业和教育领域的个人有兴趣更有效

地利用这些工具。本文介绍了空间工具以及在海洋渔业领域利用的例子。挑选了

最近的应用情况，以反映现状，让读者自己评估在其自己的专业领域利用这些工

具的好处和限制。还选择了其他应用情况，说明了这些工具的发展演变情况。 

本文主要强调的是地理信息系统。遥感被看作是获得数据的一个重要工

具，随后被纳入地理信息系统，并对经营管理的水产养殖设施的环境条件进行实

时监控。地图通常是一个地理信息系统的产出，但可以是进行空间交流的有效工

具，因此，实例包括了水产养殖制图。

本文按照海水养殖的主线条对问题进行了排列：网箱养鱼、贝类养殖和养

殖海洋植物。在表格中对最近和历史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汇总。由于数据的可获得

性是海水养殖中利用空间工具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包括了典型研究，说明如何

免费下载数据，并用于预测海水养殖潜力，专门有一节描述各种数据。由于地理

信息系统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决策，本文包括决策支持工具一节。 

最后，我们总结了成果，对在海水养殖发展和管理中应用地理信息系统、

遥感和制图的状况提出了一些结论。

詹姆斯·麦克纳德·凯匹特斯基；何塞·阿吉拉尔-曼加雷兹 

海水养殖发展和管理的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和制图

粮农组织渔业技术文集 第458号，罗马，粮农组织，2009年，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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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TSR 先进的跟踪扫描辐射计
CCRF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COC 位于特内里费的西班牙水产养殖局海洋学中心
EEZ 专属经济区
ESRI 环境系统研究所
ETOPO 2分全球救济数据网格
FOSS 免费和开放源码软件
GIS 地理信息系统
GISFish 用于水产养殖和内陆渔业的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和制图全球网关
IOCCG 国际海洋水色协调组
IMS 因特网地图服务器
KML 锁眼置标语言 
MCE 多标准评价
MERIS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MODIS 中分辨率成像分光辐射度计
MPA 海洋保护区 
NOAA 国家海洋和大气局 
PAR 光合有效辐射
SAV 深层水生植被
SQL 系统查询语言
SSMP 地点适宜性模拟进程
SST 海水表面温度
HAB 有害藻华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
WVS 世界向量海岸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