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33942 (C) 
 

 

 

 

 

 

 

 

新西兰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8款提交大陆架 

界限委员会的划界案 
 

 

执行摘要 
 

 

 

 



  
 
 

 

2 

 

 

 

 

 

 

 

 

 

 

 

 

 

 

 

 

 

 

 

 

下列部门为新西兰政府编写本划界案： 

 • 地质学和核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 国家水和大气研究所 

 • 新西兰土地信息局 

 • 外交贸易部 

 

© 新西兰政府 2006 年 



  
 
 

 
 
 
 
 

3

目录 

 页次

第 1 部分 - 导言 ............................................................... 4 

第 2 部分 - 大陆架外部界限 ..................................................... 7 

第 3 部分 - 援用的第七十六条规定 ............................................... 8 

第 4 部分 - 在编写划界案期间提供咨询意见的委员会成员 ........................... 8 

第 5 部分 - 相关的海洋划界 ..................................................... 8 

第 6 部分 - 各区简介 ........................................................... 9 

  6.1 北部 ................................................................. 9 

  6.2 东部 ................................................................. 12

  6.3 南部 ................................................................. 15

  6.4 西部 ................................................................. 17

附录 1 - 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定点一览表.......................................... 21

附图  

图 NZ-ES-1.1  新西兰划界案主要案文内四个区域报告的地理方位图.................. 6 

图 NZ-ES-2.1   新西兰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图...................................... 7 

图 NZ-ES-6.1   北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图（显示定点 N001 至定点 N4311）， 
包括援用的第七十六条规定........................................ 11

图 NZ-ES-6.2a 邦蒂海槽和博隆斯海山地区的东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图 
（显示定点 E001 至定点 E727），包括援用的第七十六条规定 ........... 13

图 NZ-ES-6.2b 克马德克海沟南部、希古朗基深海高原和查塔姆海隆地区 
的东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图（显示定点 E442 至定点 E840）， 

包括援用的第七十六条规定........................................ 14

图 NZ-ES-6.3   南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图（显示定点 S001 至定点 S455）， 
包括援用的第七十六条规定........................................ 16

图 NZ-ES-6.4a  挑战者深海高原、豪勋爵海隆、新喀里多尼亚海盆和诺福克 
海岭系统地区的西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图（显示定点 W001 

至定点 W101），包括援用的第七十六条规定 .......................... 19

图 NZ-ES-6.4b 麦夸里海岭复合体地区的西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图（显示 
定点 W102 至定点 W205），包括援用的第七十六条规定 ................. 20

附表  

表 NZ-ES-App 1-1.1  北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定点一览表........................... 22

表 NZ-ES-App 1-1.2  东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定点一览表........................... 32

表 NZ-ES-App 1-1.3  南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定点一览表........................... 58

表 NZ-ES-App 1-1.4  西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定点一览表........................... 72

 



  
 
 

 
 
 
 
 

4 

第 1部分 - 导言 

 新西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开放供签署时就签署了《公

约》，并于 1996 年 7 月 19 日予以批准。《公约》于 1996 年 8 月 18 日对新西兰生

效。 

 根据《海洋法公约》第七十七条，新西兰对其陆地领土拥有主权，因此对构

成其陆地领土没入海洋的自然延伸部分的大陆架，自始就当然地拥有权利。1964

年《大陆架法》对行使这些权利作了规定。该法对“大陆架”的定义符合《海洋

法公约》第七十六条第 1 款的定义。如该款规定，新西兰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

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

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领海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 200

海里,则扩展到 200 海里的距离。 

 新西兰为本划界案提交的佐证数据证实：第七十六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定义

的新西兰大陆边外缘从领海基线量起到大陆边外缘，在好几处超过 200 海里。按

照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新西兰打算确定其大陆架从领海基线量起超过 200 海里

（“扩展大陆架”）的外部界限。本划界案符合第七十六条第 8 款关于向大陆架界

限委员会（“委员会”）提交有关此类外部界限情报的规定。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8

款的规定，新西兰将在委员会建议的基础上，按照 1994 年《大陆架法》发布命

令，规定其扩展大陆架的外部界限。 

 新西兰 1996 年批准《海洋法公约》之后，就成立了新西兰大陆架项目，以

实施确定新西兰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多阶段方案。本划界案所用的一套数据合

并了历史测深数据、地质和地球物理学数据同专为新西兰大陆架项目采集的类似

数据。在对新西兰扩展大陆架的结构和范围作出综合解释时，就采用了此套数据。

本划界案利用一切现有资料并尽量按照国际公认的科学意见一致地解释这些数

据。该项目所用数据已作为本划界案佐证数据部分，提交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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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数据量大、地理区域广阔，构造区多样化，为方便处理，新西兰划界案

分为四个区域报告： 

• 北部（包括三王海岭、科尔维尔海岭、克马德克海岭和克马德克海沟北

部） 

• 东部（包括克马德克海岭和克马德克海沟南部、希古朗基深海高原、查

塔姆海隆、邦蒂海槽、坎贝尔深海高原北部） 

• 南部（包括坎贝尔深海高原南部边缘） 

• 西部（包括诺福克海岭体系南部、新喀里多尼亚海盆、挑战者深海高原、

豪勋爵海隆、麦夸里海岭复合体）。 

图 NZ-ES-1.1 为显示上述四个区域的地图。本执行摘要第 6部分对四个区域的扩

展大陆架分别作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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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NZ-ES-1.1 新西兰划界案主要案文内四个区域报告的地理方位图。 

高度表(m)（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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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分 - 大陆架外部界限 

 图 NZ-ES-2.1 载有新西兰提交的扩展大陆架区域示意图。 

 

 

 

 

200 M（海里）线 

2004 年《新澳划界条约》 

新西兰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 

高度表(m)（米） 

2 500 m 等深线 

图 NZ-ES-2.1 新西兰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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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就四个区域分别提供较详细的地图，标明外部界限线以及援用的第

七十六条规定（图 NZ-ES-6.1、6.2a 及 b、6.3、6.4a 及 b）。 

 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以定点标示；各定点连接而成一系列由不超过 60 海里

的直线组成的界限线段。附录 1 分别提供了四个区域的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定

点坐标一览表（NZ-ES-App 1）。 

 

 

第 3部分 - 援用的第七十六条规定 

 从领海基线量起超过 200 海里的大陆边外缘，是依照第七十六条第 3 款、第

4 款(a)项(1)和(2)目和第 4 款(b)项的规定确定的。 

 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5、6、7 款的规定，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以不超过 60 海

里的直线连接的定点划定。 

 

 

第 4部分 - 在编写划界案期间提供咨询意见的委员会成员 

 在编写划界案期间，没有任何委员会在任成员向新西兰提供咨询意见。 

 

 

第 5部分 - 相关的海洋划界 

 新西兰的近邻为澳大利亚、斐济和汤加。 

 新西兰的距离领海基线 200 海里线同澳大利亚的距离领海基线（由诺福克岛

和麦夸里岛基点形成的领海基线）200 海里线重叠。此外，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

两个区域都拥有大陆架：在西部，从豪勋爵海隆起，过豪勋爵岛和诺福克岛，到

三王海岭；在南部，在麦夸里岛与坎贝尔岛和奥克兰岛之间。2004 年 7 月 25 日

签署的《新西兰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确定若干专属经济区界限和大陆架界限的条

约》（2004 年《新澳划界条约》）划定了这些区域的海洋疆界。此界限构成新西兰

扩展大陆架在北部、西部和南部若干点的外部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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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新西兰、斐济和汤加的距离领海基线 200 海里线并不重叠，但新西兰、

斐济和汤加在北部的克马德克海岭、阿夫尔海槽和科尔维尔海岭都拥有大陆架。

该区界限仍有待新西兰与斐济和汤加加以划定。新西兰与斐济和新西兰与汤加之

间的划界谈判仍在进行中；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10 款的规定，划界案本部分是在

不妨害新西兰与此两国最终划定的界限的情况下提出的。然而，斐济政府和汤加

政府向新西兰表示，它们不反对委员会在不妨碍上述划界问题的情况下审议划界

案本部分并提出建议。 

 

 

 

第 6部分 - 各区简介 

6.1 北部 

 划界案本部分说明两个地区的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这两个地区合在一起，

乃是同一大陆边的一部分： 

a. 克马德克海岭和科尔维尔海岭：从新西兰的距离领海基线（以拉乌尔岛

基点划定）200 海里线向北延伸，至同斐济和汤加的距离领海基线 200

海里线的交点。如上所述，本区界限仍有待新西兰与斐济及汤加划定；

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10 款的规定，本划界案是在不妨害新西兰与此两国

最终划定的界线的情况下提出的。 

b. 三王海岭：从新西兰的距离领海基线（以北岛和三王群岛基点划定）200

海里线向北延伸，至 2004 年《新澳划界条约》确定的新西兰和澳大利

亚海洋疆界线。 

 新西兰以北的大陆架包括一系列海岭和海盆；从地貌和地质角度而言，这些

海岭和海盆乃是新西兰陆块的连续延伸。本区主要地貌特征为：克马德克海沟、

克马德克海岭、阿夫尔海槽、科尔维尔海岭和三王海岭。划界案本部分所述大陆

边包括从北岛沿克马德克——科尔维尔海岭系统向北不间断延伸达 2 700 公里，

以及从北岛沿三王海岭向北不间断延伸超过 800 公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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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区域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由构成 19 段界限线的 311 个定点确定： 

• 236 点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4 款(a)项(2)目和第 4 款(b)项的规定，以距离

大陆坡脚 60 海里的弧线确定； 

• 73 点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5 款的规定，以距离 2 500 米等深线 100 海里的

制约线确定； 

• 1 点是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同距离领海基线 200 海里线交会之处；以及 

• 1 点是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同 2004 年《新澳划界条约》所定疆界线相交

之点。 

 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7 款的规定，这些定点由长度各不超过 60 海里的直线连

接。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5 款和第 6 款的规定，构成本区域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线

的所有定点，均不超过从领海基线量起 350 海里,也不超过距离 2 500 米等深线

100 海里的制约线。 

 本区域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见图 NZ-ES-6.1。附录 1 列有北部扩展大陆架外

部界限定点一览表（表 NZ-ES-Ap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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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线 

距离大陆坡脚 60 M 弧线 

大陆架外部界限 

距离大陆坡脚 60 M 

距离 2 500 M 等深线 100 M 

第七十六条第 7款直线 

高度表（M） 

2 500 M 等深线 

界限和制约线 

200 M 线 

距离 2 500 M 等深线 100 M 的制约线 

2004 年《新澳划界条约》 

350 M 制约线 

图 NZ-ES-6.1 北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图（显示定点 N001 至定点 N4311），包括援用的第七十六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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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东部 

 划界案本部分说明从北方的克马德克海岭和海沟至南方坎贝尔深海高原东

南边的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本区域大陆边包括一系列大深海高原、海岭和海盆，

从地貌和地质角度而言，均属新西兰陆块的连续延伸，从南岛不间断向东延伸超

过 1 500 公里，从克马德克海岭东侧向南延伸约 2 000 公里至坎贝尔深海高原东

南边。 

 本区域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由构成 54 段界限线的 840 个定点确定： 

• 11 点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4 款(a)项(1)目的规定确定，每一定点上沉积岩

厚度至少为该点至大陆坡脚最短距离的 1％； 

• 779 点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4 款(a)项(2)目和第 4 款(b)项的规定，由距离

大陆坡脚 60 海里的弧线确定； 

• 1 点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5 款的规定，由距离领海基线 350 海里的制约线

确定； 

• 47 点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5 款的规定，由距离 2 500 米等深线 100 海里的

制约线确定；以及 

• 2 点是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同距离领海基线 200 海里线交会之处。 

 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7 款的规定，这些定点由长度各不超过 60 海里的直线连

接。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5 款和第 6 款的规定，构成本区域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线

的所有定点，均不超过从领海基线量起 350 海里,也不超过距离 2 500 米等深线

100 海里的制约线。 

 本区域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见图 NZ-ES-6.2a 和 NZ-ES-6.2b。附录 1 列有东

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定点一览表（表 NZ-ES-Ap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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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大陆坡脚 60 M 弧线 

大陆架外部界限 

距离大陆坡脚 60 M 

距离 2 500 M 等深线 100 M 

第七十六条第 7 款直线 

高度表（M） 

2 500 M 等深线 

界限和制约线 

200 M 线 

距离 2 500 M 等深线 100 M 的制约线 

350 M 制约线 

图 NZ-ES-6.2a 邦蒂海槽和博隆斯海山地区的东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图（显示

定点 E001 至定点 E727），包括援用的第七十六条规定。 

公式线 

图 NZ-ES-6.2a 邦蒂海槽和博隆斯海山地区的东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图（显示

定点 E001 至定点 E727），包括援用的第七十六条规定。 

公式线 

距离大陆坡脚 60 M 弧线

距离大陆坡脚 60 M 

距离 2 500 M 等深线 100 M 

第七十六条第 7款直线 

2 500 M 等深线 

200 M 线 

距离 2 500 M 等深线 100 M 的制约线 

350 M 制约线 

大陆架外部界限 

高度表（M） 

界限和制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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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线 

距离大陆坡脚60 M弧线 

距离大陆坡脚 60 M 

距离 2 500 M 等深线 100 M 

第七十六条第 7款直线 

2 500 米等深线 

200 M 线 

距离 2 500 M 等深线 100 M 的制约线 

350 M 制约线 

大陆架外部界限 

高度表（M） 

界限和制约线 

沉积岩厚度 1％线 

第七十六条第 7款直线 
（在沉积点之间） 

图 NZ-ES-6.2b 克马德克海沟南部、希古朗基深海高原和查塔姆海隆地区的东部扩展大陆

架外部界限图（显示定点 E442 至定点 E840），包括援用的第七十六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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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南部 

 划界案本部分说明沿坎贝尔深海高原南边的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西自该深

海高原同 2004 年《新澳划界条约》议定的疆界线交会处，东至同距离领海基线

200 海里线交会处（约东经 177 度）。 

 坎贝尔深海高原是不间断的海底高地，从地貌和地质角度而言，均属新西兰

南岛陆块的自然延伸。该深海高原从新西兰南岛向南延伸约 1 000 公里，向东延

伸约 900 公里。 

 本区域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由构成 18 段界限线的 455 个定点确定： 

• 453 点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4 款(a)项(2)目和第 4 款(b)项的规定，以距离

大陆坡脚 60 海里的弧线确定； 

• 1 点是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同距离领海基线 200 海里线交会之处；以及 

• 1 点是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同 2004 年《新澳划界条约》所定疆界线交会

之处。 

 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7 款的规定，这些定点由长度各不超过 60 海里的直线连

接。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5 款和第 6 款的规定，构成本区域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线

的所有定点，均不超过从领海基线量起 350 海里,也不超过距离 2 500 米等深线

100 海里的制约线。 

 本区域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见图 NZ-ES-6.3。附录 1 列有南部扩展大陆架外

部界限定点一览表（表 NZ-ES-Ap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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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线 

距离大陆坡脚 60 M 

距离大陆坡脚 60 M 

第七十六条第 7款直线 

2 500  M 等深线 

200 M 线 

2004 年《新澳划界条约》 

350 M 制约线 

大陆架外部界限 

高度表（M） 

界限和制约线 

图 NZ-ES-6.3 南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图（显示定点 S001 至定点 S455），包括援用的第七十

六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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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西部 

 划界案本部分说明两个地区的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 

a. 挑战者深海高原、豪勋爵海隆、新喀里多尼亚海盆和诺福克海岭系统的

西南边，从约位于东经 172 度的距离领海基线 200 海里线到 2004 年《新

澳划界条约》所定疆界线，再沿此界限到东经 166 度附近新西兰和澳大

利亚 200 海里线的交会点。 

b. 麦夸里海岭复合体的西边，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200 海里线以外。 

 挑战者深海高原、豪勋爵海隆、新喀里多尼亚海盆和诺福克海岭系统共同构

成一系列的深海高原、海岭、浅海槽和海盆，从地貌和地质角度而言，均属于新

西兰陆块的连续延伸。它们从南岛西岸向西北和向北延伸 2 000 公里以上，从北

岛向同一方向延伸 1 500 公里。 

 麦夸里海岭复合体在南岛西南构成新西兰陆块的延伸，从南岛向南延伸 1 600

公里以上。测深数据、地质数据和地球物理数据显示，从地貌和构造角度而言，

该海岭系统同南岛直接相连，纵向高度均在毗邻深海洋底之上。 

 在挑战者深海高原、豪勋爵海隆、新喀里多尼亚海盆和诺福克海岭系统地区，

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由构成 13 段界限线的 101 个定点确定： 

• 5 个定点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4 款(a)项(1)目的规定确定，每一定点上沉

积岩厚度至少为该点至大陆坡脚最短距离的 1％； 

• 87 个定点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4 款(a)项(2)目和第 4 款(b)项的规定，由

距离大陆坡脚 60 海里的弧线确定； 

• 7 点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5 款的规定，由距离 2 500 米等深线 100 海里的

制约线确定； 

• 1 点是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同距离领海基线 200 海里线交会之处；以及 

• 1 点是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同 2004 年《新澳划界条约》所定疆界线交会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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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麦夸里海岭复合体地区，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由构成 4 段界限线的 104 个

定点确定： 

• 102 个定点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4 款(a)项(2)目和第 4 款(b)项的规定，由

距离大陆坡脚 60 海里的弧线确定； 

• 1 点是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同距离领海基线 200 海里线交会之处；以及 

• 1 点是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同 2004 年《新澳划界条约》所定疆界线交会

之处。 

 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7 款的规定，这些定点由长度各不超过 60 海里的直线连

接。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5 款和第 6 款的规定，构成本区域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线

的所有定点，均不超过从领海基线量起 350 海里,也不超过距离 2 500 米等深线

100 海里的制约线。 

 本区域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见图 NZ-ES-6.4a 和 NZ-ES-6.4b。附录 1 列有西

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定点一览表（表 NZ-ES-Ap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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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线 

距离大陆坡脚 60 M 弧线 

沉积岩厚度 1％线 

大陆架外部界限 

距离大陆坡脚 60 M 

距离 2 500 M 等深线 100 M 

第七十六条第 7 款直线 

第七十六条第 7 款直线 

（在沉积点之间） 

高度表（M） 

2 500 M 等深线 

界限和制约线 

200 M 线 

2004 年《新澳划界条约》 

距离 2 500 M 等深线 100 M 的制约线 

350 M 制约线 

 

 

公式线 

大陆架外部界限 界限和制约线 

距离大陆坡脚60 M孤线 

沉积岩厚度 1％线 

距离大陆坡脚 60 M 

距离2 500 M等深线100 M 

第七十六条第 7款直线 

第七十六条第 7款直线 
（在沉积点之间） 

高度表（M） 

2 500 M 等深线 

200 M 线 

2004 年《新澳划界条约》 

距离 2 500 M 等深线 100 M 的制约线 

350 M 制约线 

图 NZ-ES-6.4a  挑战者深海高原、豪勋爵海隆、新喀里多尼亚海盆和诺福克海岭系统地区的西

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图（显示定点 W001 至定点 W101），包括援用的第七十六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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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线 

距离大陆坡脚 60 M 

距离大陆坡脚 60 M 

第七十六条第 7款直线 

大陆架外部界限 

高度表（M） 

2 500 M 等深线 

界限和制约线 

200 M 线 

2004 年《新澳划界条约》 

350 M 制约线 

图 NZ-ES-6.4b 麦夸里海岭复合体地区的西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图（显示定点 W102 至

定点 W205），包括援用的第七十六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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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 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定点一览表 

 本附录以四个表列出新西兰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定点：表 NZ-ES-App 

1-1.1（北部）、表 NZ-ES-App 1-1.2（东部）、表 NZ-ES-App 1-1.3（南部）、表

NZ-ES-App 1-1.4（西部）。 

 各表解释如下： 

• 定点 定点参考号 

• 纬度 按度分秒以及十进制度表示 

• 经度 按度分秒以及十进制度表示 

• 援用的第七十六条规定 定点依据的第七十六条规定 （FOS＝大陆坡脚） 

• 基点/临界点 用于确定定点的基点或大陆坡脚点 

• 至下一点的距离 至下一定点的距离，以米（m）和海里（M）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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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NZ-ES-App 1-1.1  北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定点一览表 

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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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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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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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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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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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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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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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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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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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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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NZ-ES-App 1-1.2  东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定点一览表 

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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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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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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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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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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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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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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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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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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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42 

 

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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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44 

 

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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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46 

 

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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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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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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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50 

 

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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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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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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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54 

 

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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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56 

 

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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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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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NZ-ES-App 1-1.3  南部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定点一览表 

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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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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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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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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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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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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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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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66 

 

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十进制度）

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规定 基点/临界点 至下一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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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 纬度 
（度分秒）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十进制度）

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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