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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标准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海洋灾害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

2010-2019 年间，全国各类海洋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1001.22 亿元，死亡（含失踪）628 人。特别是近年来，沿海

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密度和社会财富急剧增

加，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日益频繁，海洋灾害对沿海地区

经济建设的面临的海洋灾害风险也进一步加大，对海洋减灾

工作提出的客观要求也越来越高。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海洋减灾工作，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了“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海洋防灾减灾提出

了新的要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防灾减灾

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对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海洋防灾

减灾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就发展历史来说，我国的海洋观测

监测、预警和预报工作近几十年来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海洋

减灾工作起步较晚。当前，各级海洋观测预报机构的建设已

基本完善，海洋减灾机构和业务化工作体制机制正逐步建

立，海洋减灾标准化体系的建设需要进一步推进。 

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是海洋减灾领域一项基础性

工作，风暴潮灾害是其中最重要的灾种。风暴潮灾害应急疏

散图是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的重要工作成果之一，开

展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可以进一步促进风暴潮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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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和区划成果的落地应用。制定一个统一的、规范化

的、可操性强的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编制标准，规范风暴

潮灾害应急疏散图的编制工作，提高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

的制作水平，用于指导沿海地方开展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

区划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制定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技术导

则，保证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成果的科学性、适用性、可

靠性，为沿海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海洋灾害应对提供决策支

撑，可以有效减轻沿海地方海洋灾害风险，减少海洋灾害导

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计划项目编号、参加单位、

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任务来源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 年度自然资源

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43 号），

《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技术导则》（以下简称《导

则》），由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负责起草，北京师范大学、

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参加起草。项目计

划号：202020004。 

2.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工作 

石先武：技术负责人，负责标准编制总体工作。 

杨赛霓：负责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模型开发，参与平

阳县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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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杰：负责风暴潮应急疏散图制图底图部分编写工作

以及标准文本的征求意见修改。 

国志兴：技术指导，参与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制作工作

成果部分编写工作。 

李尚鲁：负责技术导则在浙江省平阳县的验证。 

汪伟平：参与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疏散模型部分编写

工作。 

3.主要工作过程 

（一） 标准预研阶段 

2014 年 5 月，海洋减灾中心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开展《风

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研究》关键技术研究，通过此项任

务系统总结了国内外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的研究现状以

及成功的技术经验，通过该项任务的研究，项目组提出了以

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成果为基础、适用于我国沿海地

区的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技术方案。2016 年 5 月，在

前期项目研究基础上，海洋减灾中心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开展 

《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信息化研究》委托任务，对风暴潮灾

害应急疏散图的制作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海洋减灾中心对前期的委托任务工作成果进行了总结，

联合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成立了《导则》编制组，确定了《导

则》的编制思路，拟定了编写大纲并形成了初步的草稿。编

制组选择浙江省平阳县作为典型示范区对《导则》的技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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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进行验证，结合调研的成果，组织了多次专家论证，并广

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认真修改后，形成了《导则》

草稿。 

（二）标准起草阶段 

《导则》编制组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浙江省海洋监测预

报中心等单位对《导则》内容进行了多轮修改以及进一步完

善，在总结浙江省平阳县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试点工

作的基础上，形成了《导则》海洋行业标准申报书和标准草

案报海标委，经过海标委审查，2020 年 9 月正式自然资源部

批准立项。 

（三）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依据标准申报书，明确了各个标准参与编制单位的任

务，在《导则》标准草案的基础上，组织召开了技术内审会

对标准的技术内容进行了讨论。并咨询了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相

关领域的专家意见，会后认真研究并吸收采纳专家意见（见

附件），对《导则 》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导则》征求意

见稿。经过与海标委协商，征求了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山东省海洋预报减灾中心、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等 21 家单位

的意见，共收集到 36 条修改意见，编制组根据征求意见进

行了逐条回复并对《导则》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

《导则》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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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送审阶段 

2021 年 1 月 15 日，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视频

会议的形式主持召开了行业标准技术审查会。由中国海洋大

学、武汉大学、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

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国家海洋局

北海标准计量中心、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国家海洋局

南通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等单位 9 名专家组成审查组，专家

一致同意《导则》通过审查。 

（五）标准报批阶段 

会后，标准编制组根据审查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完善

后，形成了标准报批稿，报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根据海洋减灾工作现状、特点和发展要求，借鉴国内外

相关工作经验，充分吸收和利用国内外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

图制作方面的相关标准和已有成熟技术经验，使制订的《导

则》既能充分满足各级需求，又能在现有人员和技术条件下

切实可行，便于推广实施。 

2.主要内容 

《导则》按照我国海洋行业标准的要求和体例编制，主

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一般要求、资料收集

与整理、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步骤、风暴潮灾害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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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图制图要求、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成果等。 

3.确定依据 

本标准中地图底图要素的符号化参考已有的相关标准，

将相关底图要素符号直接引用。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制作步

骤和疏散模型由海洋减灾中心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开展关键

技术研究获得，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专题要素符号在参考

已有相关标准基础上，结合风暴潮灾害实际对部分专题要素

符号进行了重新制作。参考的主要标准包括《GB/T 20257.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 2部分：1:5 000、1:10 000 地

形图图式》《GB/T 20257.3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 3

部分：1:25 000、1:50 000、1:100 000 地形图图式》《GB/T 

24362 地震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与标志》《GB/T 32067 海洋要

素图式图例及符号》《HY/T 0273-2019 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

区划技术导则 第 1 部分：风暴潮》《HY/T 0297-2020 海洋

灾害风险图编制规范》。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技术经济论证，

预期的经济效果 

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是沿海地方海洋防灾减灾领

域的一项基础性业务工作。风暴潮灾害作为影响我国沿海地

区最重要的灾种，开展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的制作对沿海

地方应对风暴潮灾害有重要意义。《导则》编制组对风暴潮

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开展了一系列关键技术研究，凝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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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形成《导则》并开发了可推广的软件系统，相关成果应

用于上海市金山区、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等地区风暴潮灾害

风险评估和区划工作。特别是针对在浙江省平阳县的风暴潮

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试点中，编制组成员于 2016 年初对温

州市平阳县进行实地踏勘，考察当地海岸沿线新增的防护工

程性措施、避灾点建设和风暴潮应急疏散实际情况，向当地

应急疏散相关负责人员展示和讨论现阶段已完成的应急疏

散图册，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和解决风暴潮应急疏散图编制

和使用中所遇到的问题。通过与相关单位人员的沟通，更好

地了解地方实际需求与灾害特点，以期在未来的工作中能更

好地完善风暴潮避灾点选址、应急疏散路线优化模型构建和

应急疏散图的制作。在应用《导则》制作风暴潮灾害应急疏

散图过程中，不断对《导则》中相关内容进行完善。通过实

地踏勘和试点应用，证明《导则》能够很好的指导沿海地方

开展海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编制工作，能够为统一制作风

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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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成果图件 

五、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技术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现行相关

标准协调一致。 

六、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推荐

性行业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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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颁布。 

七、贯彻该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组织全国海洋减灾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宣贯。在三

个海区局组织协调下，面向沿海 11 个省地方海洋防灾减灾部

门，开展针对该标准的技术培训，对标准的技术内容详细解

读，并邀请标准的试点应用承担单位介绍标准应用关键技术

和成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