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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 12763《海洋调查规范》分为九个部分： 

——第 1 部分：总则； 

——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第 3 部分：海洋气象观测； 

——第 4 部分：海洋化学要素调查； 

——第 5 部分：海洋声、光要素调查；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第 7 部分：海洋调查资料交换； 

——第 8 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第 9 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其中，第 9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对应于 GB/T 12763－1991 是新增部分。 

本部分与 GB/T 12763 的第 1 部分至第 7 部分、GB/T 17378 的第 4 部分、第 5 部分和第 7 部分配套

使用。 

本部分的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局提出。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归口。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负责起草，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参加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尚、李瑞香、朱明远、王宗灵、张朝辉、吕瑞华、丁德文、唐森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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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引  言 

 

海洋生态调查与研究涉及海洋科学的主要领域，1990 年以来发展迅猛。我国现有的《海洋调查规

范》和《海洋监测规范》主要针对海洋自然要素的调查与监测，不能满足海洋生态调查的要求。海洋生

态调查有别于传统的海洋生物调查，有着自己独特的要求，侧重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评价，考虑到高强

度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这些都超出了现有的海洋生物调查规范的框架体系。而且，其它国

家目前尚未发布类似的海洋生态调查指南，没有现成的指南可以借鉴。因此，需要制定一个指导性的海

洋生态调查技术文件，建立海洋生态调查的框架体系，以指导我国海洋生态调查研究，推动我国乃至世

界海洋生态科学的快速发展。 

编制海洋生态调查指南是我国实施海洋综合管理的需要。海洋综合管理的的本质就是基于海洋生态

系统的管理，包括海洋生态系统的调查/监测、生态系统评估、管理计划制定、管理措施落实、管理成

效评估等方面。我国海洋生态系统具有独特的生态特征，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加强调查、

评估、管理和保护。因此，编制了我国第一部海洋生态调查指南，以满足海洋管理、海洋生态保护和海

洋生物资源管护的需要，并且积极推动我国海洋生态系统长期定位监测工作的发展。 

我国实施海洋生态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海洋生态系统基本的群落结构和生态功能及其重要影

响因素，并掌握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包括对生态系统现状的了解和对未来变化趋势的把握。海洋生态

调查涉及要素和内容很多，鉴于目前的技术水平、方法和经费限制，应选择那些最能反映我国海洋生态

系统特征的要素和评价内容。该指南主要针对一般性的海洋生态调查研究工作，提供指导性的框架体系

和方法，主要采用简单易行、成熟的方法。另外，考虑到指南要具有前瞻性和引导性，因此也采用了较

成熟的先进方法，在使用过程中改进，今后修订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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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调查规范 

第 9 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1 范围 

GB/T 12763 的本部分规定了海洋生态调查的内容、方法、技术要求和资料处理。 

本部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近海、海湾、河口海洋生态调查，大洋生态调查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 GB/T 12763 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

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12763.1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GB/T 12763.2 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 12763.3 海洋调查规范 第 3 部分：海洋气象观测 

GB/T 12763.4 海洋调查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T 12763.5 海洋调查规范 第 5 部分：海洋声、光要素调查 

GB/T 12763.6 海洋调查规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T 12763.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7 部分：海洋调查资料交换 

GB/T 12763.8 海洋调查规范 第 8 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GB/T 17378.4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水质检测与分析 

GB/T 17378.5 海洋监测规范 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GB/T 17378.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7 部分：近海污染生态调查和生物监测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919-1995 和 GB/T 12763 确立的相关术语和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GB/T 12763 的

本部分。 

3.1  

海洋生态系统 marine ecosystem 

一定海域内生物群落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自然系统，具有相对稳定功能并能自我调控的生态

单元。 

[GB/T 15919-1995，定义 2.94] 

3.2  

海洋生物群落结构 marine biotic community structure 

 

免费标准下载网(www.freebz.net)

免费标准下载网(www.freebz.net) 无需注册,即可下载



GB/T 12763.9—2007 

 
2 

海洋生物群落的物种组成、空间格局和时间动态等特征。 

3.3  

海洋生态系统功能 marine ecosystem function 

海洋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及其调控作用。 

3.4  

海洋生态系统健康 marine ecosystem health 

    海洋生态系统随着时间的进程有活力并且能维持其组织结构及自主性，在外界胁迫下容易恢复。 

3.5  

优势种 dominant species 

具有控制群落和反映群落特征、数量上所占比例较多的种群。 

[GB/T 15919-1995，定义 2.88] 

3.6  

指示种 indicated species 

海洋生物群落在一定海域一定状态出现的标志性的物种。 

3.7  

关键种 keystone species 

食物网中处于关键环节起到控制作用的物种。 

3.8  

物种多样性 species diversity 

生物群落中物种的丰富度及其个体数量分布。 

3.9  

群落均匀度 community evenness 

生物群落中各物种间数量分布的均匀程度。 

3.10  

群落演变 temporal change of community 

生物群落的结构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 

3.11 

群落空间格局 spatial pattern of community 

沿一定的环境梯度（如纬度梯度、水深、温度梯度、盐度梯度、营养盐梯度、底质类型等）海洋生

物群落结构发生相应改变而形成的分布型。 

3.12  

生态压力 ecological stress 

来自陆地、海洋、大气的自然干扰和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的胁迫。 

3.13  

富营养化 eutroph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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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中营养盐的自然或人为增加及其引起的生态效应。 

3.14  

污染压力 pollution stress 

入海污染物质对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胁迫。 

3.15  

养殖压力 aquaculture stress 

通过养殖生产输出物质对海洋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胁迫。 

3.16  

捕捞压力 fishing stress 

通过捕捞生产输出物质对海洋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胁迫。 

4 一般规定 

4.1 技术设计和调查计划编制 

4.1.1 技术设计 

接受调查项目后，承担单位应根据任务书或合同书的要求，在调查工作开始前，进行详细的技术设

计，内容应包括： 

a) 调查目的和任务； 

b) 调查海区、采样层次，参照 GB/T 12763.2、GB/T 12763.4、GB/T 12763.6 的规定执行； 

c) 站位布设原则： 

1）研究对象空间分布变化大的区域，多布站位；空间差异小的区域，少布站位。 

2）人类活动强度大的海区多布站位，近岸海区多布站位，内湾多布站位，环境复杂的海区多布

设站位等。 

3）海湾和近岸调查站位间隔不低于每 10 分 1 个站位，河口和排污口应适当加密设站，远海调

查站位间隔不低于每 1 度 1 个站位。具体站位间隔应根据调查的目标和对象确定。 

4）沿调查要素变化梯度（如盐度、温度、深度、营养盐、污染物、海流流向、潮区等）布设站

位。 

5）考虑经费保障和时间。 

6）其它特殊要求。 

d) 调查时间和频率：  

1）调查时间应考虑环境对生物的长期效应，应保证资料的连续性。调查时间和频次应根据具体的调

查对象作适当调整，调查频次的时间间隔原则上应小于调查对象的生活（变化）周期。 

2）昼夜连续观测推荐每 3h 采样一次，一昼夜共九次。在正规半日潮的海区，应考虑潮周期，采样时

间应包括高潮时和低潮时，采用现场自动记录仪可加密观测。 

3）大面和断面调查建议 1~3 个月调查一次，各月调查的时间间隔应尽量相等。海湾、河口、港湾

调查应在相同的潮期进行，适当增加调查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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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季度调查宜安排在 2 月、5 月、8 月和 11 月，如有特殊需要应根据不同海区调整调查月份。 

5）突发事故，如赤潮灾害、溢油、污染物排放等，应增加调查频次。 

6）海洋工程及海岸工程的环境影响调查，根据管理需求安排调查频率和时间。 

e) 调查要素、方法、技术要求； 

f) 测定方法与质量控制； 

g) 上船的人员、仪器设备、试剂和表格； 

h) 室内的分析人员、仪器设备、试剂和表格； 

i) 对调查船及其主要设备的要求； 

j) 调查资料质量要求与资料的整理和验收； 

k) 应提交的调查成果及完成时间； 

l) 其它特殊要求。 

4.1.2 调查计划编制 

在技术设计的基础上应编制调查计划，按 GB/T 12763.1 的规定执行。 

4.2 调查内容 

4.2.1 海洋生态要素调查 

4.2.1.1 海洋生物要素调查 

海洋生物要素调查包括： 

a）海洋生物群落结构要素调查； 

b）海洋生态系统功能要素调查。 

4.2.1.2 海洋环境要素调查 

海洋环境要素调查包括： 

a) 海洋水文要素调查； 

b) 海洋气象要素调查； 

c) 海洋光学要素调查； 

d) 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e) 海洋底质要素调查。 

4.2.1.3 人类活动要素调查 

人类活动要素调查包括： 

a) 海水养殖生产要素调查； 

b) 海洋捕捞生产要素调查； 

c) 入海污染要素调查； 

d) 海上油田生产要素调查； 

e) 其它人类活动要素调查。 

4.2.2 海洋生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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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包括： 

a）微生物； 

b）浮游植物； 

c）浮游动物； 

d）游泳动物； 

e）底栖生物； 

f）潮间带生物； 

g）污损生物。 

4.2.2.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 

a) 海洋生物群落结构评价； 

b) 海洋生态系统功能评价； 

c) 海洋生态压力评价。 

4.3 海上调查作业一般规定 

有关海上调查作业的一般规定按 GB/T 12763.1 的规定执行。 

4.4 质量控制管理 

质量控制包括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调查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以及对调查分析人员的要求等。有关质

量控制管理的详细内容按 GB/T 12763.1 的规定执行。 

4.5 资料整理、交换以及成果验收 

4.5.1 数据记录、整理、交换和验收 

数据的记录、整理、交换和验收按 GB/T 12763.1 和 GB/T 12763.7 的规定执行。 

4.5.2 航次报告编写 

每个航次结束后，应及时按合同或任务书和 GB/T 12763.1 的规定编写航次报告。 

4.5.3 精密度 

精密度要求如下：  

a）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小型底栖生物样品计数的精密度，以标准误差表示； 

b）群落结构差异比较需进行显著性统计检验。若取样前已存在某种零假设，则可根据几种试验设

计类型做出检验。建议 3 个重复样时，成对比较的显著水平最小不超过 10%，4 个重复样时为

3%，5 个重复样时为 1%，若要在 5%的水平获得显著差异，一般至少需要 4 个重复。 

4.5.4 资料归档 

资料归档按 GB/T 12763.1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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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洋生物要素调查 

5.1 海洋生物群落结构要素调查 

5.1.1 微生物、叶绿素a、游泳动物、底栖生物、潮间带生物和污损生物调查 

微生物、叶绿素 a、游泳动物、底栖生物、潮间带生物和污损生物调查均按 GB/T 12763.6 的规定执

行。 

5.1.2 浮游植物调查 

5.1.2.1 网采样品和采水样品的采集、处理 

网采样品和采水样品的采集与处理按 GB/T 12763.6 的规定执行。 

5.1.2.2 采水样品的鉴定计数 

采水样品显微鉴定计数时分三个粒级：小于 20μm、20μm～200μm、大于 200μm。粒级按细胞最大

长度计算，对于那些多个细胞聚集形成的群体，则按群体的最大长度分级。对于小于 20μm 的浮游植物

鉴定到种或属会有一定难度，如没有倒置显微镜和荧光显微镜，细胞的测量和计数都有困难，可根据调

查任务的要求酌情处理。 

5.1.2.3 绘制分布图 

分别绘制总浮游植物和各粒级浮游植物细胞密度的分布图和粒级结构图，各粒级浮游植物细胞密度

的等值线取值标准参照 GB/T 12763.6 执行，也可视具体情况酌情增减。 

5.1.3 浮游动物调查 

5.1.3.1 网采浮游动物 

网采浮游动物调查按 GB/T 12763.6 的规定执行。 

5.1.3.2 水采浮游动物 

5.1.3.2.1 技术要求 

采样技术要求如下： 

a）采样层次：按 GB/T 12763.6 的规定执行； 

b）分级：20μm～200μm、200μm～500μm、大于 500μm； 

c）采水量：30dm3～70dm3，依不同海区情况而定； 

d）连续观测采样频次：每 3h 采样一次，一昼夜共九次。 

5.1.3.2.2 样品处理 

样品处理步骤如下： 

a）过滤：取 20dm3～60dm3 水样，依次经 500μm、200μm、20μm 筛绢过滤，分别冲洗到小瓶中，

各规格筛绢也可自行设计成直径大小不同的的小网，网口直径一般为 15cm、20cm、25cm 均可，网衣

长度分别为 15cm、20cm、30cm，滤过样品的固定同 GB/T 12763.6 规定的网采样品； 

b）样品编号：按 GB/T 12763.6 浮游动物的规定，但编号末尾应加 020、200 和 500，分别表示经

20μm、200μm、500μm 筛绢过滤。 

5.1.3.2.3 鉴定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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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采浮游动物的鉴定计数按 GB/T 12763.6 浮游动物的规定执行。 

5.1.3.2.4 数据处理 

水采浮游动物的数据处理按GB/T 12763.6中浮游动物的数据处理方法执行。但应计算各粒级浮游动物

的种类、个体数量和生物量（粒级小的浮游动物如原生动物，可酌情考虑不称量），并绘制浮游动物总

数和各粒级的分布图和粒级结构图，各粒级的个体数量和生物量的等值线取值标准参照GB/T 12763.6浮

游动物的规定执行，也可视具体情况酌情增减。 

5.2 海洋生态系统功能要素调查 

海洋生态系统功能要素目前着重调查初级生产力、新生产力和细菌生产力，具体调查内容按GB/T 

12763.6的规定执行。 

6 海洋环境要素调查 

6.1 海洋水文要素调查 

6.1.2 深度、水温、盐度、水位和海流 

深度、水温、盐度、水位和海流调查按GB/T 12763.2的规定执行。 

6.1.3 温跃层和盐跃层 

调查方法同水温和盐度。特别处理如下：提取CTD仪器输出的每米水层的水温和盐度，记录格式参

见表A.1和A.2，绘制水温、盐度的垂直分布图，确定温跃层和盐跃层的上界深度、下界深度、厚度和强

度。 

温跃层和盐跃层判断标准按GB/T 12763.7的规定执行。 

6.1.4 海面状况 

记录调查期间每日和采样时刻的海洋状况，包括：海水混浊状况、波浪大小、漂浮物种类等。 

6.1.5 入海河流径流量和输沙量 

对调查海区影响比较大的河流，应收集海上调查期间的入海径流量和输沙量。 

6.2 海洋气象要素调查 

6.2.1 日照时数 

从调查海区附近的气象台站收集调查期间逐日（月）的日照时数。 

6.2.2 气温、风速和风向 

气温、风速、风向的调查按GB/T 12763.3的规定执行。 

6.2.3 天气状况 

记录调查期间每日和采样时刻的天气状况，如阴、晴、雨、雾等。 

6.3 海洋光学要素调查 

6.3.1 海面照度、水下向下辐照度和真光层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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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照度、水下向下辐照度调查按GB/T 12763.5的规定执行。 

真光层深度计算如下：提取表层和每米水层的向下辐照度数据，作垂直分布图，确定向下辐照度为

表层的100%、50%、30%、10%、5%和1%的深度。 

真光层判断标准：取向下辐照度为表层1%的深度作为真光层的下界深度；若真光层大于水深，取

水深作为真光层的深度。 

6.3.2 透明度 

透明度调查按GB/T 17378.4的规定执行。 

6.4 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6.4.1 总氮、硝酸盐、亚硝酸盐、铵盐、总磷、活性磷酸盐、活性硅酸盐、溶解氧和pH 

总氮、硝酸盐、亚硝酸盐、铵盐、总磷、活性磷酸盐、活性硅酸盐、溶解氧和pH调查按GB/T 12763.4

的规定执行。 

6.4.2 化学耗氧量 

化学耗氧量调查按GB/T 17378.4的规定执行。 

6.4.3 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和油类 

重金属（总汞、铜、铅、镉、总铬、砷）、有机污染物（硫化物、氰化物、有机氯农药、挥发酚类）

和油类调查按GB/T12763.4和 GB/T17378.4的规定执行。所测定的要素可根据调查任务和海区的具体情

况酌情增减。 

6.4.4 悬浮颗粒物（SPM）和颗粒有机物（POM） 

6.4.4.1 技术要求 

6.4.4.1.1 采样层次 

采样层次按GB/T 12763.4规定的标准层次采样。 

6.4.4.1.2 采水量 

近海水采水量一般 1000cm3～2000 cm3，远海水一般 2000 cm3～3000cm3，可视具体情况酌情增减。 

6.4.4.1.3 精密度 

重复样品的相对误差为±10%。 

6.4.4.2 样品处理与测定 

6.4.4.2.1 滤膜的预处理 

滤膜的预处理如下： 

a）将∅47mmGF/F 玻璃纤维滤膜先在 450oC 下灼烧 5h，待冷却至室温后，置于干燥器保存； 

b）称重：将灼烧过的玻璃纤维滤膜编号，用 0.01mg 的电子天平称其膜重。 

如果只测定 SPM，可用 0.45μm 醋酸纤维滤膜代替，详细方法按 GB/T 12763.4 的规定执行。 

6.4.4.2.2 过滤 

过滤步骤如下： 

a）过滤设备：包括滤器、抽滤瓶和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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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过滤: 取水样，近海水 1000cm3～2000cm3、远海水 2000cm3～3000cm3，经 GF/F 玻璃纤维滤膜

真空过滤（过滤压力不超过 50kPa）。 

6.4.4.2.3 样品处理、称重与计算 

样品的处理、称重与计算如下： 

a）滤过的玻璃纤维滤膜按顺序号平放在搪瓷盘中，在 60℃干燥箱中烘干 24h，待恢复至室温后称

重，将称得的重量减去膜重，得出悬浮颗粒物的重量； 

b）将称过的膜一一对应放入小玻璃培养皿中，记好顺序编号。如果一个培养皿中放几张膜，膜与

膜之间必须用无尘的铝箔纸隔开。然后在 450℃马福炉中灼烧 5h，待恢复至室温后取出，放入干燥器中。

称重时逐一从干燥器中拿出称重。避免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过长增大测量误差。称得的重量为颗粒无机物

的重量，再被悬浮颗粒物的重量减，得数为颗粒有机物的重量。 

6.4.4.3 数据处理 

数据记录参见表 A.3，计算 SPM 和 POM 含量，单位为 mg⋅dm-3，绘制平面分布图和垂直分布图。 

6.4.4.4 等值线取值标准 

SPM 取值标准为 1.0，2.5，5.0，10.0，15.0，20.0，25.0，50.0。POM 取值标准为 0.1，0.5，1.0，

2.0，3.0，4.0，5.0，10.0，15.0，20.0。 

以上取值标准，可视具体情况酌情增减。 

6.4.5 颗粒有机碳（POC）和颗粒氮（PN） 

6.4.5.1 技术要求 

6.4.5.1.1 采样层次 

颗粒有机碳（POC）和颗粒氮（PN）的采样层次按 GB/T 12763.4 规定的标准层次采样。 

6.4.5.1.2 采水量 

近海水 1000cm3～2000 cm3，远海水 2000 cm3～5000cm3，可视具体情况酌情增减。 

6.4.5.1.3 检测下限  

颗粒有机碳 20μg⋅dm-3，颗粒氮 5μg⋅dm-3。 

6.4.5.1.4 分级 

分四级：小于 2μm、2μm～20μm、20μm～200μm、大于 200μm。 

6.4.5.1.5 精密度 

重复样品的相对误差为 ±10%。 

6.4.5.2 样品处理与测定 

样品处理与测定按以下步骤进行： 

a) 滤膜和网具：∅25mm 玻璃纤维滤膜（预先在 450oC 下灼烧 5h 待用）、2μm 核孔滤膜、20μm 筛

绢和 200μm 筛绢； 

b) 过滤设备：包括滤器、支架、抽滤瓶和真空泵； 

c) 过滤：取四份完全相同水样，每份水样体积：近海水 200 cm3～500 cm3、远海水 1000 cm3～

3000cm3，分别标记为 A、B、C、D。水样 A 直接经玻璃纤维滤膜过滤；水样 B 依次经 2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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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绢、玻璃纤维滤膜过滤；水样 C 依次经 20μm 筛绢、玻璃纤维滤膜过滤；水样 D 依次经 2μm

核孔滤膜过滤、玻璃纤维滤膜过滤。过滤时抽气负压应小于 50kPa； 

d) 样品预处理: 滤过的玻璃纤维滤膜和未过滤的滤膜（作为对照）放入培养皿中，置于密闭容器

中，用浓盐酸蒸气熏蒸 30min。熏蒸过的样品置于－18℃冷冻暂存，并尽快置于干燥箱中在 60℃

温度下干燥 24h，取出置于干燥器保存； 

e) 样品测定: 采用元素分析仪测定，氧化温度 750℃～760℃。 

6.4.5.3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如下： 

a）颗粒有机碳： 

A、B、C、D 四份样品的颗粒有机碳分别表示为：POCA、POCB、POCC、POCD. 则： 

总的有机碳：POCGF/F ＝POCA； 

小于2μm粒级的有机碳：POCGF/F-2 ＝POCD； 

2μm～20μm粒级的有机碳：POC2-20 ＝POCC –POCD； 

20μm～200μm粒级的有机碳：POC20-200 ＝POCB –POCC； 

大于200μm粒级的有机碳：POC200 ＝POCA–POCB。 

数据记录参见表A.4，计算各粒级的POC含量，单位为μg⋅dm-3，绘制平面分布图和粒级结构图。 

b）颗粒氮： 

A、B、C、D 四份样品的颗粒氮分别表示为：PNA、PNB、PNC、PND. 则： 

总的颗粒氮：PNGF/F ＝PNA； 

小于 2μm 粒级的颗粒氮：PNGF/F-2 ＝PND； 

2μm～20μm 粒级的颗粒氮：PN2-20 ＝PNC －PND； 

20μm～200μm 粒级的颗粒氮：PN20-200 ＝PNB －PNC； 

大于 200μm 粒级的颗粒氮：PN200 ＝PNA–PNB。 

数据记录参见表A.5，计算各粒级的PN含量，单位为μg⋅dm-3，绘制平面分布图和粒级结构图。 

6.4.5.4 等值线取值标准 

各粒级颗粒有机碳取值范围为25、50、75、100、250、500、1000、大于1000；颗粒氮取值范围为5、

10、25、50、75、100、250、500、大于500。 

以上取值标准，可视具体情况酌情增减。 

6.5 海洋底质要素调查 

6.5.1 底质类型、粒度、有机碳、总氮、总磷、pH 和 Eh 

底质类型、粒度、有机碳、总氮、总磷、pH 和 Eh 的调查均按 GB/T 12763.8 的规定执行。 

6.5.2 底质污染物： 硫化物、有机氯、油类、重金属（总汞、铜、铅、镉、总铬、砷、硒） 

硫化物、有机氯、油类、重金属（总汞、铜、铅、镉、总铬、砷、硒）的调查按 GB/T 17378.5 的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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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类活动要素调查 

7.1 海水养殖生产要素调查 

调查海区如果存在一定规模的养殖活动，应调查养殖海区坐标、面积，养殖的种类、密度、数量、

方式；收集养殖海区多年的养殖数据，包括养殖时间、种类、密度、数量、单位产量、总产量、养殖从

业人口等，并制作养殖空间分布图。具体养殖数据根据不同海区的养殖情况相应增减。 

7.2 海洋捕捞生产要素调查 

存在捕捞生产活动的海区，应现场调查和调访捕捞作业情况，进行渔获物拍照和统计，并收集该海

区多年的捕捞生产数据，包括捕捞生产海区坐标、面积，捕捞的种类、方式、时间、产量，渔船数量（马

力），网具规格，捕捞从业人口等，并制作捕捞生产空间分布图。具体捕捞生产数据根据不同海区的情

况相应增减。 

7.3 入海污染要素调查 

存在排海污染（陆源、海上排污等）的调查海区，应调查和收集多年的排污数据，包括排污口、污

染源分布，主要污染物种类、成分、浓度、入海数量、排污方式等，并制作排污口和污染源的空间分布

图。具体情况根据不同海区的污染源的情况相应增减。 

7.4 海上油田生产要素调查 

存在油田生产的调查海区，应收集多年的油田生产和污染数据，包括石油平台位置、坐标、数量、

产量、输油方式、污水排放量、油水比、溢油事故发生时间、溢油量、污染面积、持续时间，受污染生

物种类和数量，使用消油剂种类和使用量等，并制作石油污染源分布图。具体情况根据不同海区的污染

源的情况相应增减。 

7.5 其它人类活动要素调查 

若调查海区存在建港、填海、挖沙、疏浚、倾废、围垦、运动（游泳、帆船、滑水等）、旅游、航

运、管线铺设等情况，而且对主要调查对象可能有较大影响时，应调查这些人类活动的情况，调查要素

主要包括位置、数量、规模、建设和营运情况，对周围海域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排放污染物的种类、

数量、时间等，对海洋生物的影响程度等方面。具体内容根据调查目标确定。 

8 海洋生物群落结构分析与评价 

8.1 单元法分析 

8.1.1 生物量评价 

8.1.1.1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包括微生物、浮游植物群落、浮游动物群落、游泳动物群落、底栖生物群落、潮间带生物

群落和污损生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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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2 评价方法和结果表达 

分析各类群的个体数量（微生物指菌落数量，浮游植物指细胞数量，底栖生物、潮间带生物和污损

生物指栖息密度）和生物量，绘制空间分布图，评价其变化趋势。 

8.1.2 优势种评价 

8.1.2.1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包括浮游植物群落、浮游动物群落、游泳动物群落、底栖生物群落、潮间带生物群落和污

损生物群落。 

8.1.2.2 评价方法 

采用优势度评价。某一个站位的优势度，用百分比表示。优势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Di ＝ N
ni •100％                 …………………………………（1） 

式中： 

Di — 第i种的百分比优势度； 

ni —该站位第i 种的数量； 

N —该站位群落中所有种的数量，单位可用个体数、密度、重量等表示。 

8.1.2.3 结果表达 

分析群落优势种丰度及其优势度，绘制空间分布图，评价其变化趋势。 

8.1.3 指示种评价 

8.1.3.1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包括浮游植物群落、浮游动物群落、游泳动物群落、底栖生物群落、潮间带生物群落和污

损生物群落。 

8.1.3.2 评价方法和结果表达 

分析不同环境压力（如有机污染、重金属污染、油污染等）下生物群落出现的指示性物种，计算其

生物量，绘制空间分布图，评价环境和群落的变化趋势。 

8.1.4 关键种评价 

8.1.4.1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为海洋食物网，包括浮游食物网、高营养阶层食物网、底栖碎屑食物网等。 

8.1.4.2 评价方法和结果表达 

分析食物网各营养阶层的关键物种，计算其生物量，绘制空间分布图，评价其变化趋势。 

8.1.5 物种多样性评价 

8.1.5.1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包括浮游植物群落、浮游动物群落、底栖生物群落、潮间带生物群落。 

8.1.5.2 评价方法 

采用物种多样性指数评价。物种多样性指数一般采用 Shannon 信息指数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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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

i
ii PPH

1
2log                …………………………………（2） 

式中： 

H′ ——种类多样性指数； 

Pi ——群落第i种的数量或重量占样品总数量之比值； 

Ｓ ——群落中的物种数。 

数量可以采用个体数、密度表示；重量可用湿重或干重表示。 

8.1.5.3 结果表达 

计算生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制作空间分布图，评价其变化趋势。多样性指数的等值线取值标准

为 0.5，1.0，1.5，2.0，2.5，3.0，3.5，4.0，4.5，5.0，6.0，7.0，8.0。 

以上取值标准，可视具体情况酌情增减。 

8.1.6 群落均匀度评价 

8.1.6.1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包括浮游植物群落、浮游动物群落、底栖生物群落、潮间带生物群落。 

8.1.6.2 评价方法 

采用均匀度指数评价。采用 Pielou 均匀度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3） 

 

式中： 

J′——均匀度指数； 

H′ ——群落实测的物种多样性指数； 

Ｓ——群落中的物种数。 

8.1.6.3 结果表达 

计算不同生物群落的均匀度，制作空间分布图，评价其变化趋势。均匀度指数等值线取值标准为

0.2，0.4，0.6，0.8，1.0。 

以上取值标准，可视具体情况酌情增减。 

8.1.7 群落演变评价 

8.1.7.1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浮游植物群落、浮游动物群落、底栖生物群落、潮间带生物群落。 

8.1.7.2 评价方法 

群落演变评价采用演变速率指标,群落演变速率指标采用β多样性指数评价。β多样性指数测度群

落间的相似性大小。 

演变速率（E）的计算方法如下： 

S
HJ

2lo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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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IMO

IMi

S
S

                  …………………………………（4） 

式中： 

SIMO、SIMi—初始群落和时间尺度上第i群落的相似性指数。 

相似性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SIM＝2
io

coi

SS
N
+

                 …………………………………（5） 

式中： 

Ncoi=∑
=

n

j 1
min（Ncoo，Ncoi），表示初始群落和时间尺度上第i时刻群落共有种的个体数较小者之和，

n —第i时刻和初始群落共有的物种数； 

S0、Si —初始群落和第i群落的物种数。 

演变速率（E）介于0~1之间。E＝0，两个群落结构完全相同，没有发生演变；E＝1，两个群落结

构完全不同，没有共同种，发生完全演变。通常情况下,0<E<1，两个群落的结构发生部分改变。 

8.1.7.3 结果表达 

计算不同生物群落的演变速率，沿时间系列绘制演变图，评价其演变趋势。 

8.2 多变量分析 

8.2.1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主要适应于无运动能力或运动能力较弱的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区域性较强的底栖生物和

潮间带生物群落。 

8.2.2 分析方法 

等级聚类（Cluster）、非度量多维标度（MDS）、主分量分析（PCA）等多变量分析是包括一系列以

等级相似性为基础的非参数技术方法，用于分析生物群落的空间格局和确定其主要支配因素。 

8.2.2.1 等级聚类（Cluster） 

等级聚类的目的是确定生物群落样品的自然分组，使得组内样品彼此间较组间样品更为相似，分析

结果以树枝图的形式表示,该图给出了样品间彼此的相似性水平。 

8.2.2.2 非度量多维标度（MDS） 

非度量多维标度就是在一个低维标序空间中建立一个样品的“地图”或构型图，使样品间欧氏距离

的等级顺序与其相似性或非相似性的等级顺序保持一致，比较准确地反映复杂的生物群落样品之间的关

系。非度量多维标度与等级聚类结合使用可以有效地揭示群落变化的连续梯度。 

8.2.2.3 主分量分析（PCA） 

主分量分析的功能是把多维空间中的点向低维空间作有效投影以使点的排列遭受最小可能的畸变，

得到较少的主要分量，并尽可能多地反映原来变量的信息，并找出生物群落变化的主要支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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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分析步骤 

分析包括如下步骤： 

a）原始生物资料矩阵和环境资料矩阵的建立； 

b）样品间（非）相似性测定和（非）相似性矩阵的建立；第 j 与第 k 个样品间的 Bray-Curtis 相似

性 Sjk 由下式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p

i
ikij

p

i
ikij

jk

yy

yy
S

1

11100       …………………………………（6） 

式中： 

yij——原始矩阵第i行和第j列的输入值。表示第j个样品中第i种的丰度（或生物量）（i=1,2,…P; 

j=1,2,……n）,yik由此类推。 

c）计算原始环境矩阵中每对样品间环境组成非相似性，产生一个三角形非相似性矩阵。第 j 与第 k

个样品间的欧氏距离非相似性（djk）计算公式为： 

( )∑
=

−=
p

i
ikijjk yyd

1

2         …………………………………（7） 

式中符号同公式（6）。 

d）通过样品的聚类和标序表达群落结构格局。 

e）统计检验。 

8.2.4 群落结构差异的统计检验 

等级聚类、非度量多维标度和主分量分析的结果应进行群落结构差异显著性检验。可采用以下几种

检验： 

a）方差分析（ANOVA）； 

b）样品相似性矩阵的 ANOSIM 检验； 

c）BIOENV/BVSTEP 分析； 

d）RELATE 检验。 

多变量分析的内容视研究目的和调查任务承担单位的技术条件确定是否进行或是部分进行。 

8.2.5 数据处理 

上述多变量分析的数据处理可以自行编写程序，也可采用现成软件。 

8.2.6 结果表达 

绘制多变量分析有关图表：如等级聚类图、MDS 图、主分量贡献图、ABC 曲线、K－优势度曲线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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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海洋生态系统功能评价 

9.1 初级生产功能评价 

海洋生态系统中初级生产功能主要由浮游植物承担，初级生产提供了生态系统运转的大部分的能量

来源。初级生产功能采用初级生产力评价，单位：mg⋅m-3⋅d-1 或 g⋅m-2⋅d-1（均以碳计）。 

绘制初级生产功能的空间分布图，评价其变化趋势。 

9.2 新生产功能评价 

新生产指由浮游植物利用新进入真光层的营养盐完成的有机物生产。新生产功能采用新生产力评

价，单位：mg⋅m-3⋅d-1 或 g⋅m-2⋅d-1（均以碳计）。 

绘制新生产功能的空间分布图，评价其变化趋势。 

9.3 细菌生产功能评价 

海洋生态系统中细菌生产功能主要由异样细菌承担，细菌生产提供了生态系统运转的补充能量来

源。细菌生产功能采用细菌生产力评价，单位：mg⋅m-3⋅d-1 或 g⋅m-2⋅d-1（均以碳计）。 

绘制细菌生产功能的空间分布图，评价其变化趋势。 

10 海洋生态压力评价 

10.1 富营养化压力评价 

富营养化压力评价采用海水营养指数。营养指数的计算主要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考虑化学耗氧量、总氮、总磷和叶绿素 a。计算公式如下： 

NI＝CCOD/SCOD + CTN/STN + CTP/STP + CChla/SChla     …………………………（8） 

式中： 

NI —营养指数； 

CCOD、CTN、CTP、CChla —分别为水体中化学耗氧量、总氮、总磷、叶绿素 a 的实测浓度； 

SCOD、STN、STP、SChla —分别为水体中化学耗氧量、总氮、总磷、叶绿素 a 的评价标准，见表 1。 

当营养指数大于 4 时，认为海水达到富营养化。 

表 1 海水富营养化评价标准 

SCOD STN STP SChla 

3.0mg⋅dm-3 0.6mg⋅dm-3 0.03mg⋅dm-3 10μg⋅dm-3 

 
    此方法为仲裁方法。 

第二种方法考虑化学耗氧量、溶解无机氮、溶解无机磷。计算公式如下： 

NI＝(CCOD×CDIN×CDIP)/4500           ………………………………（9） 

式中： 

NI —营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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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OD、CDIN、CDIP —分别为水体中化学耗氧量（mg⋅dm-3）、溶解无机氮（μg⋅dm-3）、溶解无机磷

（μg⋅dm-3）的实测浓度。 

4500－为 COD、DIN 和 DIP 的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值的乘积。 

当营养指数 N I >1，认为水体富营养化。 

10.2 污染压力评价 

10.2.1 氮污染压力评价 

采用氮污染压力指数评价。 

某月（年）的氮污染压力指数等于该月（年）的入海氮通量除以该月（年）水体中总氮平均含量。

这里，入海氮通量指进入调查海区的氮的总量，包括无机态氮和有机态氮。计算公式如下： 

PN＝FLUXN /CN               ……………………………………（10） 

式中： 

PN —氮污染压力指数，单位：m3/月（年）； 

FLUXN —入海氮通量，单位：kg/月（年）； 

CN —水体中总氮含量，单位：kg⋅m-3。 

根据以上计算，确定高污染压力海区，分析氮污染压力的变化趋势。 

10.2.2 磷污染压力评价 

采用磷污染压力指数评价。 

某月（年）的磷污染压力指数等于该月（年）的入海磷通量除以该月（年）水体中总磷平均含量。

这里，入海磷通量指进入调查海区的磷的总量，包括无机磷和有机磷。计算公式如下： 

PP＝FLUXP/CP               ………………………………………（11） 

式中： 

PP —磷污染压力指数，单位： m3/月（年）； 

FLUXP —入海磷通量，单位： kg/月（年）； 

CP —水体中总磷含量，单位：kg⋅m-3。 

根据以上计算，确定高污染压力海区，分析污染压力的变化趋势。 

10.2.3 油污染压力评价 

采用油污染压力指数评价法。 

某月（年）的油污染压力指数等于该月（年）的入海油通量除以该月（年）水体中油的平均含量。

计算公式如下： 

PO＝FLUXO /CO                 ………………………………………（12） 

式中： 

PO —油污染压力指数，单位：m3/月（年）； 

FLUXO —入海油通量，单位：kg/月（年）； 

CO —水体中油含量，单位：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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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计算，确定高污染压力海区，分析污染压力的变化趋势。 

10.2.4 有机污染压力评价 

采用 COD 污染压力指数评价。 

某月（年）的 COD 污染压力指数等于该月（年）的入海 COD 通量除以该月（年）水体中 COD 的

平均含量。计算公式如下： 

PCOD＝FLUXCOD /CCOD            ……………………………………（13） 

式中： 

PCOD —COD 污染压力指数，单位：m3/月（年）； 

FLUXCOD —入海 COD 通量，单位：kg/月（年）； 

CCOD —水体中 COD 含量，单位：kg⋅m-3。 

根据以上计算，确定 COD 高污染压力海区，分析污染压力的变化趋势。 

10.3 养殖压力评价 

采用养殖压力指数法评价。 

对于滤食性贝类和浮游生物食性鱼类，其养殖压力指数等于单位时间内养殖收获净输出的有机碳

（氮）通量除以该调查区同时期水体中颗粒有机碳（氮）的平均含量。单位时间为月或年。计算公式如

下： 

PPA＝PA/ CPOC－PON               ……………………………………（14） 

式中： 

PPA —养殖压力指数，单位：m3/月（年）； 

PA —养殖收获净输出的有机碳或有机氮通量，单位： kg/月（年）； 

CPOC－PON —水体中颗粒有机碳或有机氮含量，单位：kg⋅m-3。 

这里，养殖收获净输出的碳（氮）通量等于养殖收获物的有机碳（氮）通量减去苗种和饵料的有机

碳（氮）通量。 

PA＝PRODA×fA－QA×fA－FOODA×fFOODA         ……………………（15） 

式中： 

PRODA —养殖产量，单位： kg/月（年）； 

QA —养殖苗种投放量，单位： kg/月（年）； 

FOODA —饵料投喂量，单位： kg/月（年）； 

fA —养殖生物的有机碳（氮）含量系数； 

fFOODA —投喂饵料的有机碳（氮）含量系数。 

根据以上计算，确定高养殖压力的海区，分析养殖压力的变化趋势。 

10.4 捕捞压力评价 

捕捞压力分为两类。在高营养阶层，捕捞直接减少渔业生物的现存量，称为Ⅰ类捕捞压力。在低营

养阶层，捕捞加速浮游生态系统中颗粒有机物质的输出，称为Ⅱ类捕捞压力。捕捞压力评价应分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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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Ⅰ类捕捞压力评价 

采用Ⅰ类捕捞压力指数法评价。某月（年）的捕捞压力指数等于该月（年）渔获量除以该月（年）

的渔业资源现存量。计算公式如下： 

PPF＝PF / SF                           ………………………………（16） 

PF＝PRODF×fF                        ………………………………（17） 

式中： 

PPF —捕捞压力指数，单位：km2/月（年）； 

PF —通过渔获物输出的有机碳（氮）通量，单位：kg/月（年）； 

SF —调查海区的渔业资源现存量（以有机碳或有机氮计），单位：kg⋅km-2； 

PRODF —渔获量，以湿重计算，单位：kg/月（年）； 

fF —渔获物中有机碳（氮）含量系数。 

若研究的渔获量和资源量指同一种类，或者虽然是不同种类但具有相同的有机碳（氮）含量，它们

的单位可以用质量表示，不必转换为碳（氮）计算。 

渔业资源现存量计算按 GB/T 12763.6 的规定执行。 

根据以上计算，确定高捕捞压力的海区，分析捕捞压力的变化趋势。 

10.4.2 Ⅱ类捕捞压力评价 

采用Ⅱ类捕捞压力指数法评价。某月（年）的捕捞压力指数等于该月（年）渔获物的有机碳（氮）

通量除以该月（年）海水中颗粒有机碳（氮）平均含量。计算公式如下： 

PPF＝PF /CPOC－PON                  ………………………………（18） 

PF＝PRODF×fF                       ………………………………（19） 

式中： 

PPF —捕捞压力指数，单位：m3/月（年）； 

PF —通过渔获物输出的有机碳（氮）通量，单位：kg/月（年）； 

CPOC－PON —水体中颗粒有机碳（氮）含量，单位：kg⋅m-3； 

PRODF —渔获量，单位：kg/月（年）； 

fF —渔获物中有机碳（氮）含量系数。 

根据以上计算，确定高捕捞压力的海区，分析捕捞压力的变化趋势。 

11 编写海洋生态调查报告 

11.1 海洋生态调查报告内容 

编写内容包括： 

a）前言； 

b）调查海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特征； 

c）野外调查工作状况； 

d）样品采集分析和数据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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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质量计划实施情况报告； 

f）调查资料汇编； 

g）图集；  

h）海洋生态调查分析；  

海洋生态调查分析主要内容包括： 

1）调查海区生物特征； 

2）调查海区环境特征； 

3）调查海区人类活动特征； 

4）调查海区海洋生物群落结构评价； 

5）调查海区海洋生态系统功能评价； 

6）调查海区生态压力评价； 

7）调查海区海洋生态系统总体评价； 

8）改善生态环境健康的对策建议。 

a）～ g）项内容按 GB/T 12763.1 的规定编写。 

11.2 编写要求、完成时间和调查成果验收 

编写要求、完成时间和调查成果验收按 GB/T 12763.1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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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记录表格式 

 

A.1 调查海区温跃层特征值记录表，见表 A.1。 

A.2 调查海区盐跃层特征值记录表，见表 A.2。 

A.3 调查海区悬浮颗粒物（SPM）和颗粒有机物（POM）测定记录表，见表 A.3。 

A.4 调查海区不同粒级的颗粒有机碳（POC）记录表，见表 A.4。 

A.5 调查海区不同粒级的颗粒氮（PN）记录表，见表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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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调查海区温跃层特征值记录表 

海区：             调查船：                      测定日期               年    月    日 

站位 经度 纬度 
水深 

m 

温跃层上

界深度 m

温跃层下界

深度 m 

温跃层厚

度 m 

温跃层强度 

℃⋅m-1 

        

        

        

        

        

        

        

        

        

        

        

        

        

        

        

        

        

        

        

        

        

测定者             计算者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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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调查海区盐跃层特征值记录表 

海区：             调查船：                        测定日期：           年   月   日 

站位 经度 纬度 
水深 

m 

盐跃层上界

深度 m 

盐跃层下界

深度 m 

盐跃层厚度 

m 

盐跃层强度 

m-1 

        

        

        

        

        

        

        

        

        

        

        

        

        

        

        

        

        

        

        

        

        

测定者             计算者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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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调查海区悬浮颗粒物和颗粒有机物测定记录表 

海区           调查船          站位         经度               纬度               航次           
 
水深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测定日期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序号 滤膜编号 水层 

m 
过滤水体

dm-3 
滤膜重量 

mg 
60℃烘干后 
重量 mg 

450℃灼烧后 
重量 mg 

SPM 
mg⋅ dm-3 

POM 
mg⋅dm-3 

备注 

          
          
          
          
          
          
          
          
          
          
          
          
          
          
          
测定者             计算者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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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调查海区不同粒级的颗粒有机碳测定记录表 

海区           调查船          站位          经度               纬度               航次           
 
水深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测定日期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序号 滤膜编号 水层 

m 
过滤水体 

dm-3 
POCA 

μg⋅dm-3 

POCB 

μg⋅dm-3 

POCC 

μg⋅dm-3 

POCD 

μg⋅dm-3 

POCGF/F 

μg⋅dm-3 

POCGF/F-2 

μg⋅dm-3 

POC2-20 

μg⋅dm-3 

POC200 

μg⋅dm-3 

            

            
            
            
            
            
            
            
            
            
            
            
            
            
            
            
测定者             计算者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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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调查海区不同粒级的颗粒氮测定记录表 

 
海区           调查船          站位          经度               纬度               航次           
 
水深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测定日期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序号 滤膜编号 水层 

m 
过滤水体 

dm-3 
PNA 

μg⋅dm-3 

PNB 

μg⋅dm-3 

PNC 

μg⋅dm-3 

PND 

μg⋅dm-3 

PNGF/F 

μg⋅dm-3 

PNGF/F-2 

μg⋅dm-3 

PN2-20 

μg⋅dm-3 

PN200 

μg⋅dm-3 

            

            
            
            
            
            
            
            
            
            
            
            
            
            
            
            
测定者             计算者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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