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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33)归口。
本标准由民政部地名研究所负责起草,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全国术语语言内容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家基础地理信息

中心、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交通部国家海事局航标测绘处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启大、刘连安、阮文斌、陈宏兵、邬江、周长青、贾建军、郭洪周、刘若梅、

丰爱平、徐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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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地名命名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底地名命名遵循的原则、专名的命名方法和通名的选择与使用。
本标准适用于对海底地理实体进行命名与更名。

2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海底地理实体 underseafeature
海底可以测量并可划分界限的地貌单元。

2.2
海底地名 underseafeaturenames
海底地理实体的名称。
注:包括海底地名专名(2.3)和海底地名通名(2.4)两部分。

2.3
专名 specialterms
地名中用来区分各个地理实体的词。
[GB/T17693.1—2008,定义2.2]

2.4
通名 genericterms
地名中用来区分地理实体类别的词。
[GB/T17693.1—2008,定义2.3]

3 命名总则

3.1 应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专名在前,通名在后。

3.2 宜体现中国文化内涵。
示例1:“郑和海山”以中国古代杰出人物命名。

示例2:“玉佩海丘”以中国古代饰物命名。

3.3 不应使用带有侮辱、歧视性质和庸俗的词命名。

3.4 不应同名,应避免两个海底地名同音、近音。
示例1:“双峰海山”与“双风海山”同音,应避免。

示例2:“双峰海山”与“双凤海山”近音,应避免。

3.5 在一定范围内的地名,应体现整体性、关联性。
示例:“基隆陆架”与“基隆峡谷”地理位置相邻,采用关联性命名。

3.6 地名中的修饰、限定成分(如表示大小、方位、次序等)应反映地理实体的特征,并应放在专名之前。
示例1:“大珍珠海山”和“小珍珠海山”中的“大”和“小”反映了两座海山的相对大小关系,如果命名为“珍珠大海山”

和“珍珠小海山”则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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