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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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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海平面上升是由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一种缓发性、全球性海洋灾害。海平面上升直接造成低洼地带

淹没、湿地变迁、生态系统改变、沿海防护工程功能降低，加剧了风暴潮、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土壤

盐渍化等海洋灾害，已受到世界沿海各国的高度重视。开展并规范中国沿海地区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

集工作，整合海平面变化影响相关资料和信息，有助于全面掌握中国海平面上升的综合影响，为应对气

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提供基础数据和决策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全面掌握海平面变化影响现状，

推进全国海平面变化影响调查评估工作，规范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方法及工作流程，明确数据、技

术方法和成果形式要求，确保海平面上升影响信息采集数据的详实、准确，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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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确立了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的工作程序，规定了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工作的原则、

内容和要求、资料和成果形式及归档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业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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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5920 海洋学术语 

DZ/T 283 地面沉降调查与监测规范 

HY/T 056 海洋科学技术研究档案业务规范 

HY/T 058 海洋调查观测监测档案业务规范 

HY/T 080 滨海湿地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HY/T 081 红树林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HY/T 134 海平面观测与影响评价 

SL/T 435 海堤工程设计规范 

SL/T 579 洪涝灾情评估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平面变化  sea level change 

由洋盆地形状况、海水总质量和海水密度改变等因素引起的平均海平面高度的变化。 

3.2  

海平面变化影响  impacts of sea level change 

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海平面变化对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人类适应状况产生的作用与造成的

各种后果及结果的变动程度。 

3.3  

海堤 sea dike 

也称海塘、海挡、防潮堤，指为了防御风暴潮水和波浪对防护区的危害而修建的堤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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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引自SL/T 435-2008，2.0.1 

3.4  

海洋工程 ocean engineering 

以开发、利用、保护、恢复海洋资源为目的，并且工程主体位于海岸线向海一侧的新建、改建、扩

建工程。 

3.5  

地面沉降 land subsidence 

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引发松散地层压缩所导致的地面高程降低的地质现象。 

［DZ/T 283-2015，定义3.1］ 

3.6  

海岸侵蚀coastal erosion 

由自然因素、人为因素或者两种因素迭加而引起的海岸线位置的后退、岸滩(包括海滩或潮滩)下蚀。 

3.7  

海水入侵salt-water intrusion 

海水或与海水有直接关系的地下咸水沿含水层向陆地方向扩展的现象。 

［HY/T 134-2010，定义3.4］ 

3.8  

土壤盐渍化soilsalinisation 

因海水入侵漫溢以及其他原因所引起的沿海土地含盐量增多的现象。 

［HY/T 134-2010，定义3.5］ 

3.9  

咸潮入侵salt-water intrusion 

又称咸潮上溯，指感潮河段在涨潮时发生的海水上溯现象。 

3.10  

滨海湿地 coastal wetland 

海平面以下6m至大潮高潮位之上与外流江河流域相连的微咸水和淡浅水湖泊、沼泽及相应的河段间

的区域。本标准中滨海湿地主要指浅海水域、潮间带滩涂、三角洲和岩石性海岸湿地。 

［HY/T 080-2005，定义3.1］ 

3.11  

红树林 mangroves forest 

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沿海潮间带，受海水周期性浸淹的木本植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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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T 081-2005，定义3.1］ 

3.12  

风暴潮 storm surge 

由于热带风暴、温带气旋、海上飑线等风暴过境所伴随的强风和气压骤变而引起的局部海面震荡或

非周期性异常升高（降低）现象。 

［GB/T 15920—2010，定义2.5.59］ 

3.13  

洪涝灾害 flood disaster 

因降雨、融雪、冰凌、溃坝（堤闸）、风暴潮、热带气旋等造成的江河洪水、渍涝、山洪、滑坡和

泥石流等，以及由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本标准中洪涝灾害主要指受热带气旋影响所引发的区域性洪涝灾

害和受降雨过程影响城市建成区发生的洪涝灾害。 

［SL/T 579-2012，定义3.1］ 

4 信息采集内容 

采集海平面变化影响的相关信息，重点针对海平面变化对堤防和重要海洋工程影响状况、地面沉降

状况、海岸侵蚀状况、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状况、咸潮入侵状况、滨海湿地和红树林状况、风暴潮和

洪涝灾害状况，填报相应的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表，信息采集表见附录A。 

5 信息采集原则 

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具有内容广、种类多和时效性强等特点，应科学规划、突出重点，力求数

据翔实准确、成果图文并茂、结论客观实际。 

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分为沿海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带（县、县级

市、市辖区）三级调查区开展。 

6 信息采集程序 

6.1 信息采集 

沿海各省、市、县采集本级行政区域内的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每年采集一次。采取协调地方有关

部门、查阅相关规划与技术文档、引用专项成果等方法，结合现场调查，获取相关信息。 

6.2 信息校核 

对采集到的信息进行全面校核，包括技术审核和现场校核，保证信息的可靠性。 

信息采集单位对采集的信息进行自审，保证采集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省、市、县三级管理部门

分别对所辖区域采集的信息进行比对和全面审核，确保信息完整可靠；国家级管理部门根据历史信息对

所有采集信息进行统一分析和最终校核，对发现的可疑信息进行查询和确认。 

6.3 信息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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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具体细化为11个信息采集表格，即：堤防影响信息表、海洋工程影响信息表、

地面沉降基本状况信息表、海岸侵蚀状况信息表、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状况信息表、咸潮入侵状况信

息表、咸潮入侵过程信息表、滨海湿地信息表、红树林信息表、风暴潮灾害信息表、洪涝灾害信息表，

见附录A。将采集到的各类信息按照填报要求和格式填入信息采集表。 

6.4 工作报告编制 

编制本地区年度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工作报告，全面总结本地区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工

作，主要内容应包括前言、年度信息采集工作情况、存在问题和建议等4个部分。报告的编制格式及大

纲见附录B。 

6.5 信息汇交 

信息汇交是将本地区年度取得的信息采集成果进行统一汇交，汇交内容分为电子文档和纸质文档。 

7 信息采集内容及填报要求 

7.1 堤防影响信息 

采集调查区内海堤受到影响的状况信息，应包含以下内容： 

（a）调查区名称及地区代码，开展调查的行政区名称及代码； 

（b）灾害名称，造成堤防影响的相关灾害名称，主要包括台风、风暴潮和巨浪； 

（c）发生时间，造成堤防影响的确切时间，时间格式为“XXXX年XX月XX日”； 

（d）发生地点，造成影响的确切位置，以行政名称填报； 

（e）影响方式，分为堤防损毁和漫堤等形式； 

（f）影响面积，该次灾害过程影响的土地面积，计量单位为km
2
； 

（g）经济损失，该次堤防影响造成的经济损失，计量单位为万元； 

（h）受灾人口，该次堤防影响造成的受灾人口总数，计量单位为人； 

（i）相关素材，采集的堤防影响文字和多媒体等资料，以附件形式保存并提交，表中填报附件名

称； 

（j）备注，其他需要解释说明的相关内容。 

堤防影响信息填入堤防影响信息采集表（表A.1）。 

7.2 海洋工程影响信息 

采集调查区内海洋工程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状况信息，应包含以下内容： 

（a）调查区名称及地区代码，开展调查的行政区名称及代码； 

（b）工程名称，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工程名称； 

（c）发生时间，工程受影响的具体时间，时间表达格式为“XXXX年XX月XX日”； 

（d）受损原因，造成海洋工程受损的主要原因，主要包括台风、风暴潮和巨浪等； 

（e）受损情况，简要具体受灾描述，如海港码头、厂房等； 

（f）经济损失，灾害影响造成的损失数额，计量单位为万元； 

（g）人员伤亡，灾害过程造成的人员伤亡数，计量单位为人； 

（h）相关素材，灾害影响的文字记载、媒体报道和多媒体资料等，以附件形式保存，表中填报附

件名称； 

（i）备注，其他需要解释说明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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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影响信息填入海洋工程影响信息采集表（表A.2）。 

7.3 地面沉降基本状况信息 

采集调查区内地面沉降的基本状况信息，应包含以下内容： 

（a）调查区名称及地区代码，开展调查的行政区名称及代码； 

（b）监测方式，分为具有监测网络的业务化观测和单次或多次的专项监测，并说明监测时段； 

（c）主要沉降区，调查区内各沉降区的具体名称； 

（d）沉降区总面积，主要沉降区域的面积总和，计量单位为km
2
； 

（e）累计沉降量，监测区的累计沉降量之和，计量单位为mm； 

（f）平均年沉降量，监测时段内平均年沉降量，计量单位为mm； 

（g）最大沉降区，最近一年监测到的最大沉降值的区域名称； 

（h）最大沉降量，对应的沉降值，计量单位为mm； 

（i）应对措施，当地政府为应对地面沉降采取的相关措施； 

（j）备注，其他需要解释说明的相关内容。 

地面沉降信息填入地面沉降基本状况信息采集表（表A.3）。 

7.4 海岸侵蚀状况信息 

采集调查区内海岸侵蚀状况信息，应包含以下内容： 

（a）调查区名称及地区代码，开展调查的行政区名称及代码； 

（b）侵蚀岸段名称，侵蚀岸段的具体名称； 

（c）监测方式，具体可分为常规监测的定点观测、专项监测和遥感分析监测； 

（d）监测时段，海岸侵蚀岸段监测的起止时间； 

（e）侵蚀岸段长度，受侵蚀的岸段长度，计量单位为km； 

（f）起点坐标，侵蚀岸段起点经纬度坐标； 

（g）终点坐标，侵蚀岸段终点经纬度坐标； 

（h）侵蚀方式，分为岸线后退和滩面下蚀； 

（i）最大侵蚀距离，监测期间的海岸最大后退距离，计量单位为m； 

（j）侵蚀速率，根据监测时段的侵蚀距离计算得出，计量单位为m/a； 

（k）下蚀高度，滩面下蚀高度，计量单位：cm； 

（l）岸段类型，主要分为基岩海岸、砂（砾）质海岸、淤泥质（平原）海岸和生物海岸； 

（m）主要影响情况，包括岸线变迁、土地消失、湿地减少、建筑物损毁和人口迁移等状况； 

（n）应对措施，相关部门针对海岸侵蚀采取的具体措施； 

（o）相关素材，相关海岸侵蚀的文字记载、媒体报道和多媒体资料等，以附件形式保存，表中填

报附件名称； 

（p）备注，其他需要解释说明的相关内容。 

海岸侵蚀信息填入海岸侵蚀状况信息采集表（表A.4）。 

7.5 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信息 

采集调查区内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信息，应包含以下内容： 

（a）调查区名称及地区代码，开展调查的行政区名称及代码； 

（b）最大入侵距离，监测到存在海水入侵的位置距海岸的直线距离，计量单位为km； 

（c）最大重度入侵距离，监测到的氯度值超过1000mg/L的位置距海岸的直线距离，计量单位为km； 

（d）入侵面积，根据监测结果计算得出的调查区发生海水入侵的土地总面积，计量单位为k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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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最大氯离子浓度，监测到的年度海水入侵最大氯离子浓度值，计量单位为mg/L； 

（f）盐渍化最远距离，监测到的盐渍化土的位置距海岸的直线距离，计量单位为km； 

（g）盐渍化面积，根据监测结果计算得出的调查区出现盐渍化土地的总面积，计量单位为km
2
； 

（h）最大全盐量，监测到的年度盐渍化土最大全盐量值，计量单位为%； 

（i）影响情况，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对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具体影响内容以及对影响区域造成

的经济损失情况； 

（j）应对措施，相关部门针对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采取的具体措施； 

（k）相关素材，相关素材包括表中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的所有监测数据的监测站位信息、监测

时间和信息来源以及与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相关的文字记载、媒体报道和多媒体资料等； 

（l）备注，其他需要解释说明的相关内容。 

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信息填入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状况信息采集表（表A.5）。 

7.6 咸潮入侵信息 

咸潮入侵信息采集分为咸潮入侵状况信息采集和咸潮入侵过程信息采集两个部分。 

采集调查区内咸潮入侵状况信息，应包含以下内容： 

（a）调查区名称及地区代码，开展调查的行政区名称及代码； 

（b）河流名称，发生咸潮入侵的具体河流的名称； 

（c）监测方式，主要包括断面监测、水厂监测和临时监测； 

（d）入侵次数，年度内咸潮入侵的总次数； 

（e）累计天数，年度各次咸潮入侵过程的累加天数，计量单位为天； 

（f）最大上溯距离、入侵日期，本年内监测到的咸潮入侵的最远距离值，计量单位为km，以及相

对应的发生日期，日期格式为“XXXX年XX月XX日XX时”； 

（g）最大氯度值、地点、观测日期，本年内观测到的咸潮入侵的氯度最大值，计量单位为mg/L，

以及相对应的观测地点和日期，日期格式为“XXXX年XX月XX日XX时”； 

（h）备注，其他需要解释说明的相关内容。 

咸潮入侵状况信息填入咸潮入侵状况信息采集表（表6）。 

采集调查区内各条发生咸潮入侵河流的单次咸潮入侵过程信息，应包含以下内容： 

（a）调查区名称及地区代码，开展调查的行政区名称及代码； 

（b）河流名称，发生咸潮入侵的河流名称； 

（c）入侵日期，发生该次咸潮入侵的开始日期，时间表达格式为“XXXX年XX月XX日”XX时； 

（d）持续时间，该次咸潮入侵过程的持续时间，按小时计算； 

（e）上溯距离，该次咸潮入侵过程上溯的最远距离，计量单位为km； 

（f）氯度值，该次咸潮入侵过程的最大氯度值，计量单位为mg/L； 

（g）径流量，该次咸潮入侵过程期间的河口径流量，计量单位为m
3
； 

（h）影响水库（取水口）名称，该次咸潮过程波及到的水库或取水口的名称； 

（i）具体影响，描述该次咸潮入侵过程对淡水供给、工农业生产和生态等的影响； 

（j）应对措施，相关部门针对咸潮入侵采取的具体措施； 

（k）相关素材，相关咸潮入侵的文字记载、媒体报道和多媒体资料等，以附件形式保存，表中填

报附件名称； 

（l）备注，其他需要解释说明的相关内容。 

咸潮入侵过程信息填入咸潮入侵过程信息采集表（表A.7）。 

7.7 滨海湿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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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调查区内滨海湿地信息，应包含以下内容： 

（a）调查区名称及地区代码，开展调查的行政区名称及代码； 

（b）湿地名称，滨海湿地的标准名称； 

（c）湿地类别，分为浅海水域、滩涂湿地、河口三角洲湿地和岩石性海岸湿地； 

（d）坐落位置，湿地所在区域中心点的经纬度坐标或所在区域的经纬度范围； 

（e）湿地面积，湿地的现有实际面积，计量单位为km
2
； 

（f）调查时间，本次调查的具体时间，时间表达格式为“XXXX年XX月XX日”； 

（g）最大面积，为湿地的历史最大面积，计量单位为km
2
； 

（h）面积变化原因，描述湿地面积变化的具体原因，包括海岸侵蚀、规划调整、基建占用等自然

和人为因素； 

（i）相关素材，包括湿地的基本情况介绍（生物多样性、优势种、景观变化等）以及相关的文字

记载、媒体报道和多媒体资料等，以附件形式保存，表中填报附件名称； 

（j）备注，其他需要解释说明的相关内容。 

滨海湿地信息填入滨海湿地信息采集表（表A.8）。 

7.8 红树林信息 

采集调查区内红树林信息，应包含以下内容： 

（a）调查区名称及地区代码，开展调查的行政区名称及代码； 

（b）红树林名称，红树林群落所在保护区、公园或行政区名称； 

（c）坐落位置，为红树林分布区域的中心点地理坐标或者分布区域的坐标范围； 

（d）红树林面积，红树林的现有实际面积，计量单位为km
2
； 

（e）红树植物群落，描述红树植物群落组成、结构特征及变化情况； 

（f）红树植物的分布特征，红树植物沿潮间带层次分布的特点； 

（g）红树林的服务功能，红树林为当地经济社会活动提供各种产品及保障环境安全的能力； 

（h）调查时间，本次调查的具体时间，日期表达格式为“XXXX年XX月XX日”； 

（i）最大面积，红树林的历史最大面积，计量单位为km
2
； 

（j）面积变化原因，描述红树林面积变化的具体原因，包括规划调整、海岸侵蚀等自然和人为因

素； 

（k）相关素材，包括红树林湿地的基本情况介绍，包括红树林分布区域的环境状况以及周围的土

地开发利用情况，及相关文字记载、媒体报道和多媒体资料等，以附件形式保存，表中填表附件名称； 

（l）备注，其他需要解释说明的相关内容。 

红树林信息填入红树林信息采集表（表A.9）。 

7.9 风暴潮灾害信息 

采集调查区内年度各次风暴潮灾害信息，应包含以下内容： 

（a）调查区名称及地区代码，开展调查的行政区名称及代码； 

（b）风暴潮持续时段，风暴潮成灾时间段，以小时为计量单位填报； 

（c）最高潮位，风暴潮期间验潮站观测到的最大潮位值，计量单位为mm； 

（d）受灾区域，风暴潮灾害的影响区域范围； 

（e）致灾情况，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水产设施和堤防损毁等致灾形式； 

（f）人员伤亡，风暴潮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计量单位为人； 

（g）经济损失，风暴潮造成的经济损失情况，计量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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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热带或温带气旋信息，包括热带气旋的名称、登陆时间和地点、强度和温带气旋的相关背景

信息； 

（i）相关素材，包括风暴潮的基本情况介绍、文字记载、媒体报道和多媒体资料等，以附件形式

保存，表中填报附件名称； 

（j）备注，其他需要解释说明的相关内容。 

风暴潮灾害信息填入风暴潮灾害信息采集表（表A.10）。 

7.10 洪涝灾害信息 

采集调查区内年度各次洪涝灾害信息，应包含以下内容： 

（a）调查区名称及地区代码，开展调查的行政区名称及代码； 

（b）发生时间，该次洪涝过程发生的时间，时间表达格式为“XXXX年XX月XX日”； 

（c）降水量，造成该次洪涝过程的降水总量，计量单位为mm； 

（d）致灾地区，该次洪涝过程影响的地区； 

（e）致灾原因，造成洪涝灾害的具体原因，如暴雨、台风等； 

（f）持续时间，该次洪涝过程持续影响时间； 

（g）致灾情况，房屋倒塌、农田被淹和水利设施损毁等致灾形式； 

（h）人员伤亡，该次洪涝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计量单位为人； 

（i）经济损失，该次洪涝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情况，计量单位为万元； 

（j）排水管道高程区间，市政设施埋设的排水管道高程区间，相对于1985国家高程系统，计量单

位为m； 

（k）排水口最低高程，市政排水口的最低高程，相对于1985国家高程系统，计量单位为m； 

（l）相关素材，包括洪涝灾害的基本情况介绍、文字记载、媒体报道和多媒体资料等，以附件形

式保存，表中填报附件名称； 

（m）备注，其他需要解释说明的相关内容。 

洪涝灾害信息填入洪涝灾害信息采集表（表A.11）。 

8 资料与成果归档 

8.1 归档范围 

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工作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和归档，并确保归档材料的完整、准确、系统和安

全。 

归档范围主要包括原始资料和成果资料两大类。 

（a）原始资料包括：工作中形成的文档、图表、数据和图像等文件材料和各种载体的原始记录，

以及重要的来往技术文件等。 

（b）成果资料包括：年度信息采集表格、工作报告、调研报告和成果汇编等。 

8.2 归档要求 

年度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工作完成后，按照HY/T 056-2010和HY/T 058-2010的要求，对所形成

的文件材料加以系统整理，分类、编目，经审查验收后及时提交档案管理部门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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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表 

A.1 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表填报要求 

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表用EXCEL格式记录。 

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表标题为小四号宋体字，表内文字为五号宋体字。表格行数不足时根据需

要增加，未填满时最后一行标注“以下空白”。 

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表各表的填表人、校核人为实际填表人和校核人，填表日期为填表最后的

确认日期。 

不进行信息采集的信息采集表可以空白，并在表的第一个长栏中记录“未开展此项目信息采集”进

行说明，不应删除。 

引用的资料和数据需标明出处，填写在备注栏中，以便于资料溯源。 

A.2 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表格式 

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表格式见表A.1至表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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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堤防影响信息采集表 

填表单位：                                   填表人：                 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调查区 地区代码 灾害名称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影响方式 
影响面积

（km2） 

经济损失

（万元） 

受灾人口

（人） 
相关素材 备注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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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海洋工程影响信息采集表 

填表单位：                                   填表人：                 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调查区 地区代码 工程名称 发生时间 受损原因 受损情况 
经济损失

（万元） 

人员伤亡

（人） 
相关素材 备注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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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地面沉降基本状况信息采集表 

填表单位：                                   填表人：                 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调查区 地区代码 监测方式 监测时段 主要沉降区域 
年度平均沉降量

（mm） 

沉降区总面积

（km2） 

累计沉降量

（mm） 

平均年沉降量

（mm） 
最大沉降区 

最大沉降量

（mm） 
应对措施 备注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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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海岸侵蚀状况信息采集表 

填表单位：                                   填表人：                 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调查区 
地区

代码 

侵蚀岸

段名称 

监测

方式 

监测

时段 

侵蚀岸

段长度

（km） 

起点

坐标 

终点

坐标 

侵蚀

方式 

最大侵

蚀距离

(m) 

侵蚀速率 

（m/a） 

下蚀高度

（cm） 
岸段类型 

主要影

响情况 
应对措施 相关素材 备注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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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状况信息采集表 

填表单位：                                   填表人：                 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调查区 地区代码 
最大入侵距离

(km) 

最大重度入侵距离

（km） 

入侵面积

（km2） 

最大氯度值

（mg/L） 

盐渍化最远距离 

（km） 

盐渍化面积

（km2） 

最大全盐量

（%） 
影响情况 应对措施 相关素材 备注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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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咸潮入侵状况信息采集表 

填表单位：                                   填表人：                 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调查区 地区代码 河流名称 监测方式 
入侵次数

（次） 

累计天数

（天） 

最大上溯距离 最大氯度值 

备注 

距离（km） 入侵日期 氯度值（mg/L） 地点 观测日期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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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7 咸潮入侵过程信息采集表 

填表单位：                                   填表人：                 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河流名称 入侵日期 
持续时间

（小时） 

上溯距离

（km） 

氯度值 

（mg/L） 

径流量 

（×10
8
m
3
） 

影响水库（取水口）名称 具体影响 应对措施 相关素材 备注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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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8 滨海湿地信息采集表 

填表单位：                                   填表人：                 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调查区 地区代码 湿地名称 湿地类别 坐落位置 
湿地面积

（km2） 
调查时间 

最大面积

（km2） 
面积变化原因 相关素材 备注 

1            

2            

3            

4            

5            

6            

7            

8            

 

 

 

 

 



HY/T XXXXX—XXXX 

18 

表A.9 红树林信息采集表 

填表单位：                                   填表人：                 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调查区 地区代码 红树林名称 坐落位置 
红树林面积

（km2） 
红树植物群落 

红树植物 

分布特征 

红树林 

服务功能 
调查时间 

最大面积

（km2） 
面积变化原因 相关素材 备注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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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0 风暴潮灾害信息采集表 

填表单位：                                   填表人：                 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调查区 地区代码 
风暴潮持

续时段 

潮位信息 

受灾区域 致灾情况 
人员伤亡

（人） 

经济损失

（万元） 

热带或温带气

旋信息 
相关素材 备注 最高潮位

（mm） 
观测站名称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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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1 洪涝灾害信息采集表 

填表单位：                                   填表人：                 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调查区 地区代码 发生时间 
降水量

（mm） 
致灾地区 致灾原因 持续时间 致灾情况 

人员伤亡

（人） 

经济损失 

（万元） 

排水管道 

高程区间 

（m） 

排水口 

最低高程 

（m） 

相关素材 备注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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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工作报告格式 

B.1 文本格式 

B.1.1 文本规格 

文本外形尺寸为A4（210mm×297mm）。 

B.1.2 封面格式 

第一行书写：××（评估区）（一号宋体、加黑，居中）； 

第二行书写：××××年度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工作报告（一号宋体、加黑，居中）； 

第三行书写：报告编制单位全称（三号宋体、加黑：居中）； 

第四行书写：××××年××月（小三号宋体、加黑，居中）。 

B.1.3 封里—内容 

封里—中应分行写明：项目实施单位全称（加盖公章）；项目负责人、技术总负责人和主要参加人

员姓名；报告书编制单位全称（加盖公章）；编制人、审核人姓名；编制单位地址；通信地址；邮政编

码；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E-mail地址等内容。 

B.2 报告编制大纲 

B.2.1 前言 

简述评估工作任务来源、任务实施单位、调查区、调查区域概况、组织管理情况等信息。 

B.2.2 年度信息采集工作情况 

概述年度完成的工作量，统计信息采集表填报情况。 

B.2.3 年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简述本年度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B.2.4 下一年度工作建议 

对下一年度海平面变化影响信息采集工作提出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