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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3）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旭楠、石晓勇、高廷、杨雅煜、黄洁、石先武、张尧、国志兴、陈晨、王

国善、张建东、安真臻、宫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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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灾害要素图式图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洋灾害要素分类与代码、图式符号及使用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海洋灾害相关专题地图的设计和编制，也可供海洋灾害数据库建设及系统空间可视化

表达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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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8 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 

GB/T 24354 公共地理信息通用地图符号 

GB/T 32067-2015 海洋要素图式图例及符号 

HY/T 164 海岸带制图图式 

3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洋灾害 marine disaster 

海洋自然环境发生异常或激烈变化，导致在海上或海岸带发生的危害社会、经济、环境和生命财产

的现象或事件。 

[来源：GB/T 39632-2020，2.1] 

3.2  

海洋生态灾害 marine ecological disaster 

海洋生态系统中一种或少数几种海洋生物数量过度增殖或聚集，导致危害社会、经济、环境和生命

财产的异常现象或事件。 

注：主要包括赤潮、绿潮、水母、海星、海洋外来生物等引发的灾害。 

[来源：HY/T xxx 海洋灾害基本术语，3.5] 

3.3  

海洋突发环境事件 marine environment emergency 

由于自然或人为因素，导致污染物、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海洋，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海

洋环境质量下降，海洋生态环境破坏，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

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 

http://www.baidu.com/link?url=L1F6yIwCCzKZTSXGNxAxsIraN11WJS8GQVTvL45SIQ1s23SLBo68j7vhU8MeH_9EBo0ljIh3zuymviKKuWqFxaY1oVaMw1Ays3QKGJURi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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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素分类与代码 

4.1 要素分类 

海洋灾害要素按照海洋灾害分类、灾情特征及灾情报送涉及的要素内容进行分类和编排。顺序分为

灾害分类与等级、致灾要素、孕灾环境、灾情统计以及基础地理支撑要素共 5 个门类，其中 5 个门类因

需要下设亚门类共 8 个，门（亚门）类各要素分 3 级类，个别扩展为 4 级类。海洋灾害分类与等级见表

1，海洋灾害要素分类见表 2。 

表1 海洋灾害分类与等级 

门 类 亚门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灾害分类

与等级 
灾害类型 

海洋自然

灾害 

风暴潮灾害 
温带风暴潮 

 
台风风暴潮 

海浪灾害 

近岸海岸灾害 
台风浪、冷空气浪、气旋浪、冷空气与气旋配

合浪 

近海海浪灾害 
台风浪、冷空气浪、气旋浪、冷空气与气旋配

合浪 

海冰灾害 

浮冰 

 
固定冰 

海啸灾害 

地震海啸 局地地震海啸、区域地震海啸、越洋地震海啸 

滑坡海啸  

火山海啸  

海平面变化 
海平面上升 

 
海平面下降 

海岸侵蚀 

砂质海岸侵蚀 

 
砾质海岸侵蚀 

粉砂淤泥质海

岸侵蚀 

海水入侵   

土壤盐渍化   

咸潮入侵   

海洋生态

灾害 

赤潮灾害 
无毒赤潮 

 
有毒赤潮 

绿潮灾害   

马尾藻灾害   

水母旺发   

海洋突发

环境事件 
海洋溢油 

海洋石油勘探

开发溢油 
 

海上船舶溢油  

陆源溢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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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海洋灾害分类与等级（续） 

门 类 亚门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海上危化品

泄漏 
  

海上核泄漏   

其他海洋

灾害 
   

灾害等级 

海洋自然

灾害 

风暴潮灾害  Ⅰ级、Ⅱ级、Ⅲ级、Ⅳ级 

海浪灾害 

近岸海浪灾

害 
Ⅰ级、Ⅱ级、Ⅲ级、Ⅳ级 

近海海浪灾

害 
Ⅰ级、Ⅱ级、Ⅲ级、Ⅳ级 

海冰灾害  Ⅰ级、Ⅱ级、Ⅲ级、Ⅳ、V 级 

海啸灾害  Ⅰ级、Ⅱ级、Ⅲ级、Ⅳ级 

海洋生态

灾害 
赤潮灾害  Ⅰ级、Ⅱ级、Ⅲ级、Ⅳ级 

海洋突发

环境事件 

海洋溢油 

海洋石油勘

探开发 
Ⅰ级、Ⅱ级、Ⅲ级、Ⅳ级 

海上船舶溢

油 
大型、中型、小型 

海上危化品

泄漏 
 Ⅰ级、Ⅱ级、Ⅲ级、Ⅳ级 

灾害应急

响应 
 

风暴潮灾害  Ⅰ级响应、Ⅱ级响应、Ⅲ级响应、Ⅳ级响应 

海浪灾害  Ⅰ级响应、Ⅱ级响应、Ⅲ级响应、Ⅳ级响应 

海冰灾害  Ⅰ级响应、Ⅱ级响应、Ⅲ级响应、Ⅳ级响应 

海啸灾害  Ⅰ级响应、Ⅱ级响应 

 

表2 海洋灾害要素分类表 

门类 亚门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致灾要素  

海洋自然

灾害致灾

要素 

风暴潮灾害

致灾要素 

淹没范围  

淹没水深 水深等值线、水深级别 

超警戒潮位 潮位值、潮位级别、潮位级别频次构成 

风暴增水 
增水值、增水等值线、增水等级、增水等级

频次构成 

海浪灾害致

灾要素 

发生范围 

 巨浪以上累计时

间 

有效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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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海洋灾害要素分类表（续） 

门类 亚门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灾害发生频率

（%） 
怒涛、狂涛、狂浪、巨浪 

海冰灾害致

灾要素 

发生范围  

生消时间 初冰日、终冰日 

结冰范围 浮冰最大覆盖区域、浮冰离岸最大距离 

冰期 冰期日数、冰期日数等级 

冰厚度 冰厚度值（cm）、冰厚度等级 

密集度（成） 密集度值（成）、密集度等级 

表面特征类型  

海啸灾害致

灾要素 

发生范围  

淹没水深 水深值、水深等值线、水深等级 

最大波幅 波幅值、波幅等级 

地震类型 
震源深度值、非引发海啸的地震、引发海啸

的地震 

地震震级  

地震烈度  

海平面变化

致灾要素 

海平面高度

（mm） 
上升高度（mm）、上升速率（毫米/年） 

海岸侵蚀致

灾要素 

监测海岸  

侵蚀海岸 砂质、砂砾质、粉砂淤泥质 

平均侵蚀速度  

海岸侵蚀强度  

海水入侵致

灾要素 

监测断面  

入侵区域 入侵区域、入侵区域等级 

入侵距离 重度入侵距离、轻度入侵距离 

土壤盐渍化

致灾要素 

盐渍化区域 
 

近岸站位含盐量 

咸潮入侵致

灾要素 

入侵区域 

 
持续时间 

潮侵过程最高盐

度 

海洋生态

灾害致灾

要素 

赤潮灾害致

灾要素 

发生范围 

 
区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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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海洋灾害要素分类表（续） 

门类 亚门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优势种 

 藻密度 

持续时间（天） 

绿潮灾害致

灾要素 

发生范围 

 
最大分布面积 

最大覆盖面积 

持续时间（天） 

海洋突发

环境事件

致灾要素 

海洋溢油致

灾要素 

溢油位置  

溢油量  

溢油类型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海上船舶溢油、陆

源溢油 

海域污染 海域污染范围、海域污染区域 

海岸污染 海岸污染范围、海岸污染区域 

海岸底质 泥底、泥砂底、砂底、岩石底、其他 

海上危化品

泄漏致灾要

素 

泄漏位置  

泄漏量  

泄漏类型 

气体、气体/溶解、挥发、挥发/溶解、漂浮/

挥发、漂浮/挥发/溶解、漂浮、漂浮/溶解、

溶解/挥发、溶解、沉降/溶解、沉降 

最大污染范围  

最大污染区域  

孕灾环境 

孕灾环境

自然要素 

 

海洋水文 

按 GB/T 32067 的要求执行 

海洋气象 

海洋化学 

海洋生物 

海洋地貌 

海洋沉积 

海洋可再

生能源 

植被 

土壤 按 HY/T 164 的要求执行 

孕灾环境

人文要素 

土地利用 

按 GB/T 32067 的要求执行 
滨海湿地 

海域使用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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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海洋灾害要素分类表（续） 

门类 亚门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沿海社会

经济 
 

海洋渔业 按 HY/T 164 的要求执行 

海洋功能

区划 
按 GB/T 17108 的要求执行 

灾情统计 

人员、经

济与环境

损失 

海洋自然

灾害损失 

受灾区域  

 

受灾人口 

受灾人口 

死亡人口 

失踪人口 

紧急转移安置

人口 

房屋 
倒塌房屋 

损坏房屋 

海洋渔业 

水产养殖受灾

面积 

损失水产养殖

面积 

养殖设备、设施

损失 

封冻渔港（专对

海冰） 

毁坏渔船数量 

损坏渔船数量 

交通运输业 

毁坏船只 

 

损坏船只 

港口货物损失 

港口封冻数量 

损毁航标 

海岸防护工

程 

损坏码头数量 

 

货物冲走、损毁 

损坏防波堤数

量 

损坏海堤、护岸

数量 

海洋旅游业 

海水浴场护网 

其他 

淹没农田 

淹没盐田  

表2 海洋灾害要素分类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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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亚门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海上石油平

台 
损坏石油平台  

基础地理

支撑要素 

水系与地

貌要素 
按 GB/T 32067 的要求执行 

居民地交

通境界要

素 

按 GB/T 24354 的要求执行 

4.2 分类代码 

4.2.1 灾害分类与等级代码  

海洋灾害分类代码从左到右分别为灾类码、一级灾种码、二级灾种码和扩展码，由 5 位数字码组成，

其结构如下： 

X      X X     X     X

扩展灾种码

二级灾种码

一级灾种码

灾类码  

灾类码、灾种码和扩展码均采用数字顺序码，灾类码 1～9，其他类用 9，一级灾种码 1～99，二级

灾种码、扩展灾种均为 1～9，总体保持 5 位数字组成。 

海洋灾害的等级、应急响应采用面分类法，代码采用字母与数字混合编码方式，分别在灾害分类码

的基础上扩展 2 位。1 位采用 2 个汉语拼音字母 D、X 分别标识灾害等级、应急响应各类别，后 1 位

数字代码标识其等级，数字码为 0、1、2、3、4 级，个别灾种有 5 级，0 是灾害等级、应急响应未提及

具体等级时的类码。海洋灾害等级代码结构如下： 

 

4.2.2 灾害要素分类代码 

灾害要素编码采用 10 位数字代码，其中门类、亚门类码各占 1 位（1～9 的顺序）数字，一级、二

级、三级、扩展四级分类均由 2 位（1～99 的顺序）数字组成。海洋灾害要素分类代码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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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图式符号 

海洋灾害图式符号分为灾害分类与等级（见附录 A 表 A.1-A.3）、致灾要素（见附录 B 表 B.1）、

孕灾环境（见附录 C 表 C.1-C.2）、灾情统计（见附录 D 表 D.1）和基础地理支撑要素。其中，孕灾环

境中海洋水文、海洋气象、海洋化学、海洋生物、海洋地貌、海洋沉积、海洋可再生能源、植被、土地

利用、滨海湿地、海域使用类型、沿海社会经济的有关符号按 GB/T 32067 规定，海洋功能区划的有关

符号按 GB/T 17108 规定，土壤、海洋渔业的有关符号按 HY/T 164 规定；基础地理支撑要素图式符号

中水系与地貌要素有关符号按GB/T 32067规定，居民地交通境界要素的有关符号按GB/ T 24354规定。 

6 图式符号使用 

6.1 符号选择 

图式符号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地图主题、显示尺度、要素分布特征等因素。附录 C、附录 D 涉及

符号主要针对大比例尺（分地级、县级以及乡镇级区域）地图的表达，其他部分各尺度地图均可使用。 

图式符号中同一要素给出的两种符号，其选择原则为： 

a）点和点符号：精确表达选复杂结构点符号、概略表达选简单结构点符号； 

b）点和面符号：小尺度（面积小）选点符号、大尺度（面积大）选面符号，精确表达选面符号、

概略表达选点符号，也可在大区域中组合使用，采用在面上增加点符号的组合方式； 

c）线和线符号：小尺度（线划短）选简单线符号、大尺度（线划长）选复杂线符号； 

d）线和面符号：通常情况下采用线符号表示区域界线、面表示区域面色；对于带状分布要素，小

尺度选线符号、大尺度选面符号，精确表达选面符号、概略表达选线符号； 

e）面色面与网纹面符号：需要透视底面内容的选网纹面，反之选面色面符号，布满图幅区域的使

用面色面、分散且图斑区域面积较大的使用网纹面符号。 

6.2 符号色彩 

说明中符号色彩采用 CMYK 印刷色彩模式：C—青色、M—品红色、Y—黄色、K—黑色。按颜色

浓度百分比记数，两组符号色彩不同时先左（上）后右（下）顺序给出，涉及同一符号面色、线划两种

用色时先面色（F）后线色（L），两种面（线）色时先深色后浅色（浅色用色括注），等值线法表示

的多级符号用色从左（上）到右（下）顺序给出。 

a) 色彩调整：面状符号的用色深浅与图面图斑的面积大小相关，当单一图斑面积很大（小）时符

号用色可以减淡（加深），参照给出的色彩值按相同比例调整色值。对于各类面色上叠加的图形符号，

可依据底色调整其符号色彩的深浅，以突出主题要素。 

b) 统计图符号用色没有严格的限定，可以根据结构的繁简、分级的多少、底色的深浅、图幅间用

色的对比来选择或调整现有用色。 

X      X X XX     XX

扩展类码

 二级类码

 三级类码

一级类码

亚门类码

XXX      

门类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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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符号拆分与组合 

同要素给出的点、面符号组合的面符号，依据显示尺度需要可拆分为点、面两种符号分别使用；同

要素给出点、面两种符号供选择的，亦可在图面区域较大的表达中组合使用，即在面符号中增加点符号，

通常情况每个面中配置一个点符号。对于统计地图，图幅中可同时出现多个指标，这种多指标符号组合

有横排、竖排、中心排三种方式。 

6.4 符号转换 

随着地图比例尺减小，结构性点符号可转换为几何点状符号（最简符号是圆点），通过符号的形状

或色彩区分要素类，符号的大小表征符号等级；虚线（点线组合、结构线组合）符号转换为简单线符号，

通过线的色彩区分要素类，线的粗细表征符号等级；面符号可以有条件地转换为点（线）符号，不同性

质的面要素用不同的点（线）状符号表示。 

符号尺寸可根据制图区域大小适当调整，一般不宜小于最小尺寸，其中：实心圆直径 0.3mm、单

一几何图形符号边长或直径 1mm、结构性点状符号边长或直径 3mm，单线符号线粗 0.12mm、双线符

号 0.5（两线间隔 0.2）mm，面状符号面色表达的图面大小 5mm×5mm、网纹表达 10mm×10mm，分

散分布的小面积区域可采用点符号表达，集中分布的小面积区域可采用放大图的方式表达。 

6.5 其他说明 

图式符号中给出的各类统计分级单位仅供参考，不同指标、不同区域数据差异较大，需要依据实际

数据资料及表达方式合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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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海洋灾害分类与等级图式符号 

A.1 海洋灾害类型图式符号 

表A.1规定了海洋灾害类型的图式符号。 

表A.1 海洋灾害类型图式符号 

分类代码 灾害类型 一级灾种 二级灾种 扩展灾种 符号样式 说明 

10000 海洋自然灾害    
 

C100M20 

10100  风暴潮灾害   

按 GB/T 

32067-2015(20.1.1)

规定 

 

10110   温带风暴潮  
 

C100M20 

10120   台风风暴潮  
 

C100M20 

10200  海浪灾害   

按 GB/T 

32067-2015(20.1.2)

规定 

 

10210   近岸海浪灾害  
 

C100M20 

10211    台风浪 
 

C100M20 

10212    冷空气浪 
 

C100M20 

10213    气旋浪 
 

C100M20 

10214    
冷空气与气

旋配合浪  
C100M20 

10220   近海海浪灾害  
 

C100M20 

10221    台风浪 
 

C100M20 

10222    冷空气浪 
 

C100M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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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代码 灾害类型 一级灾种 二级灾种 扩展灾种 符号样式 说明 

10223    气旋浪 
 

C100M20 

10224    
冷空气与气

旋配合浪  
C100M20 

 

表A.1 海洋灾害类型图式符号（续） 

分类代码 灾害类型 一级灾种 二级灾种 扩展灾种 符号样式 说明 

10300  海冰灾害   

按 GB/T 

32067-2015(20.1.3)

规定 

 

10310   浮冰  
 

C100M20 

10320   固定冰  
 

C100M20 

10400  海啸灾害   

见 GB/T 

32067-2015(20.2.2)

规定 

 

10410   地震海啸  
 

C100M20 

10411    
局地地震海

啸  
C100M20 

10412    
区域地震海

啸  
C100M20 

10413    
越洋地震海

啸  
C100M20 

10420   滑坡海啸  
 

C100M20 

10430   火山海啸  
 

C100M20 

10500  海平面变化   
 

C100M20 

10510   海平面上升  
 

C100M20 

10520   海平面下降  
 

C100M20 

10600  海岸侵蚀   
 

C40M60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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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   砂质海岸侵蚀  
 

C40M60Y20 

10620   砾质海岸侵蚀  
 

C40M60Y20 

10630   
粉砂淤泥质海

岸侵蚀 
 

 
C40M60Y20 

10700  海水入侵   

按 GB/T 

32067-2015(20.2.17)

规定 

 

 

 

表A.1 海洋灾害类型图式符号（续） 

分类代码 灾害类型 一级灾种 二级灾种 扩展灾种 符号样式 说明 

10800  土壤盐渍化   

按 GB/T 

32067-2015(20.2.3)

规定 

 

10900  咸潮入侵   
 

C40M40 

20000 海洋生态灾害    
 

M100Y100 

20100  赤潮灾害   

按 GB/T 

32067-2015(20.3.1)

规定 

 

20110   无毒赤潮  
 

M100Y100 

20120   有毒赤潮  
 

M100Y100 

20200  绿潮灾害   
 

C100Y100 

20300  马尾藻灾害   
 

C60M60K40 

20400  水母旺发   
 

M100Y100 

30000 
海洋突发环境

事件 
   

 
K100 

30100  海洋溢油   

按 GB/T 

32067-2015(20.4.2)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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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0   
海洋石油勘探

开发溢油 
 

 
K100 

30120   海上船舶溢油  
 

K100 

30130   陆源溢油  
 

K100 

30200  
海上危化品

泄漏 
  

 
K100 

30300  海上核泄漏   
 

K100 

90000 其他海洋灾害    
 

K100 

 

 

A.2 海洋灾害等级图式符号 

表A.2规定了海洋灾害等级的图式符号。 

表A.2 海洋灾害等级图式符号 

分类代码 灾害类型 一级灾种 二级灾种 
灾害

等级 
等级名称 符  号 说明 

10000 
海洋自然

灾害 
      

10100D0  
风暴潮灾

害 
     

10100D1    Ⅰ级 特大潮灾 
 

M100Y100 

C60 

10100D2    Ⅱ级 严重潮灾 
 

M50Y100 

C60 

10100D3    Ⅲ级 较大潮灾 
 

C5Y100 

C60 

10100D4    Ⅳ级 一般潮灾 
 

C60 

10200D0  海浪灾害      

10210D0   
近岸海浪

灾害 
  

 
C60M10 

10210D1    Ⅰ级 狂浪 
 

 M100Y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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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D2    Ⅱ级 巨浪 
 

M50Y100 

10210D3    Ⅲ级 大浪 
 

 C5Y100 

10210D4    Ⅳ级 中浪 
 

 

10220D0   
近海海浪

灾害 
  

 
C60M10 

10220D1    Ⅰ级 怒涛 
 

M100Y100 

10220D2    Ⅱ级 狂涛 
 

M50Y100 

10220D3    Ⅲ级 狂浪 
 

C5Y100 

10220D4    Ⅳ级 巨浪 
 

 

 

表A.2 海洋灾害等级图式符号（续） 

分类代码 灾害类型 一级灾种 二级灾种 
灾害

等级 
等级名称 符  号 说明 

10300D0  海冰灾害      

10300D1    Ⅰ级 重冰情 
 

M100Y100 

M100Y100K40  

10300D2    Ⅱ级 偏重冰情 
 

M50Y100 

C20M80Y100K40 

10300D3    Ⅲ级 常冰情 
 

C5Y100 

C30Y100K60 

10300D4    Ⅳ级 偏轻冰情 
 

C60M10 

C60M30K50 

10300D5    Ⅴ级 轻冰情 
 

C40M40 

C40M40K50 

10400D0  海啸灾害      

10400D1    Ⅰ级 
特大海啸灾

害  
M100Y100  

10400D2    Ⅱ级 
严重海啸灾

害  
M50Y100 

10400D3    Ⅲ级 
较大海啸灾

害  
C5Y100 

10400D4    Ⅳ级 
一般海啸灾

害  
C60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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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海洋生态

灾害 
      

20100D0  赤潮灾害      

20100D1    Ⅰ级 
特别重大赤

潮灾害  
M100Y100 

20100D2    Ⅱ级 
重大赤潮灾

害  
M50Y100 

20100D3    Ⅲ级 
较大赤潮灾

害  
C5Y100 

20100D4    Ⅳ级 
一般赤潮灾

害  
C60M10 

30000 
海洋突发

环境事件 
      

30100D0  海洋溢油      

30110D0   
海洋石油

勘探开发 
  

 
K70 

表A.2 海洋灾害等级图式符号（续） 

分类代码 灾害类型 一级灾种 二级灾种 
灾害

等级 
等级名称 符  号 说明 

30110D1    Ⅰ级 

特别重大石

油勘探开发

溢油事件 
 

M100Y100 

30110D2    Ⅱ级 

重大石油勘

探开发溢油

事件 
 

M50Y100 

30110D3    Ⅲ级 

较大石油勘

探开发溢油

事件 
 

C5Y100 

30110D4    Ⅳ级 

一般石油勘

探开发溢油

事件 
 

C60M10 

30120D0   
海上船舶

溢油 
  

 
K70 

30120D1    大型 
重大船舶溢

油事件  
M100Y100 

30120D2    中型 
较大船舶溢

油事件  
M50Y100 

30120D3    小型 
一般船舶溢

油事件  
C5Y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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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00D0  
海上危化

品泄漏 
     

30200D1    Ⅰ级 
特大危化品

泄漏事件  
M100Y100 

30200D2    Ⅱ级 
重大危化品

泄漏事件  
M50Y100 

30200D3    Ⅲ级 
较大危化品

泄漏事件  
C5Y100 

30200D4    Ⅳ级 
一般危化品

泄漏事件  
C60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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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图式符号 

表A.3规定了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的图式符号。 

表A.3 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图式符号 

分类代码 一级灾种 二级灾种 应急响应等级 符  号 说明 

10100X0 风暴潮灾害     

10100X1   Ⅰ级响应 
 

M100Y100(M5Y5) 

10100X2   Ⅱ级响应 
 

M50Y100(M6Y4) 

10100X3   Ⅲ级响应 
 

C5Y100(Y7) 

10100X4   Ⅳ级响应 
 

C60M30(C8M4) 

10200X0 海浪灾害     

10210X0  近岸海浪灾害  
 

K60(K10) 

10210X1   Ⅰ级响应 
 

M100Y100(M5Y5) 

10210X2   Ⅱ级响应 
 

M50Y100(M6Y4) 

10210X3   Ⅲ级响应 
 

C5Y100(Y7) 

10210X4   Ⅳ级响应 
 

C60M30(C8M4) 

10220X0  近海海浪灾害  
 

K60(K10) 

10220X2   Ⅱ级响应 
 

M50Y100(M6Y4) 

10220X3   Ⅲ级响应 
 

C5Y100(Y7) 

10220X4   Ⅳ级响应 
 

C60M30(C8M4) 

10300X0 海冰灾害     

10300X1   Ⅰ级响应 
 

M100Y100(M5Y5) 

M100Y100K40 

10300X2   Ⅱ级响应 
 

M50Y100(M6Y4) 

C20M80Y100K40 

10300X3   Ⅲ级响应 
 

C5Y100(Y7) 

C30Y100K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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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图式符号（续） 

分类代码 一级灾种 二级灾种 应急响应等级 符  号 说明 

10300X4   Ⅳ级响应 
 

C60M30(C8M4) 

C60M30K50 

10400X0 海啸灾害     

10400X1   Ⅰ级响应 
 

M100Y100(M5Y5) 

10400X2   Ⅱ级响应 
 

M50Y100(M6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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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海洋灾害致灾要素图式符号 

表B.1 规定了海洋灾害致灾要素的图式符号。 

表B.1 海洋灾害致灾要素图式符号 

分类代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符号 说明 

2001000000 

海洋自然

灾害致灾

要素 

     

2001010000 

 风暴潮灾

害致灾要

素 

    

2001010100   淹没范围   C100 

2001010200   淹没水深    

2001010201 
 

  
水深等值

线 
 C100 

2001010202    水深级别   

 
 

   
 

C40K20 

 
 

   
 

C30K15 

 
 

   
 

C20K10 

 
 

   
 

C10K5 

2001010300 
 

 
超警戒潮

位 
   

2001010301    潮位值  M100Y100 

2001010302    潮位级别   

 
 

   
 

M100Y100 

 
 

   
 

M50Y100 

 
 

   
 

C5Y100K5 

 
 

   
 

C100 

0.15

≥3.0 m 

 1.2 3.0 m～

0.5 1.2 m～

 0.5 m＜

50cm 3.0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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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海洋灾害致灾要素图式符号（续） 

分类代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符号 说明 

2001010303 

 

  
潮位级别

频次构成 

 

 

2001010400   风暴增水    

2001010401    增水值  M100Y100 

2001010402 
 

  
增水等值

线 
 C100M20 

2001010403    增水等级   

 
 

   
 

C80K20 

 
 

   
 

C60K20 

 
 

   
 

C40K20 

 
 

   
 

C30K15 

 
 

   
 

C20K10 

 
 

   
 

C10K5 

2001010404 

 

  
增水等级

频次构成 

 

 

2001020000 
 海浪灾害

致灾要素 
    

2001020100   发生范围   C100 

2001020200 
 

 
巨浪以上

累计时间 
  M100Y100 

2001020300   有效波高    

 
 

   
 

C80M15 

 
 

   
 

C60M10 

 

ⅠⅡ

Ⅲ Ⅳ

50cm 3.0

2.0

1.0

0.20

≥251cm 

250cm 201～

200cm 151～  

150cm 101～

51～100cm 

＜50cm  

Ⅰ
Ⅱ

Ⅲ

ⅤⅣ
Ⅵ

30h 3.0

 ≥14.0m 

14.0m 9.0m～



                                                                         HY/T ×××—202× 

21 

 

表B.1 海洋灾害致灾要素图式符号（续） 

分类代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符号 说明 

 
 

   
 

C40M5 

 
 

   
 

C30M5 

 
 

   
 

C20 

2001020400 
 

 
灾害发生

频率(%) 
   

2001020401    怒涛   

 
 

   
 

L:C100M20 

C80M15 

 
 

   
 

C60M10 

 
 

   
 

C40M5 

 
 

   
 

C20 

2001020402    狂涛   

 
 

   
 

L:C100 M20 

C80M15 

 
 

   
 

C60M10 

 
 

   
 

C40M5 

 
 

   
 

C20 

2001020403    狂浪   

 
 

   
 

L:C100 M20 

C80M15 

 
 

   
 

C60M10 

 
 

   
 

C40M5 

 
 

   
 

C20 

 

 

 6.0m～9.0m

4.0m～6.0m  

＜4.0m 

 0.45 0.60～

 
0.30 0.45～

0.15 0.30～

＜0.15

1.5 2.0～

1.0 1.5～

0.5 1.0～

＜0.5

4.5 6.0～

3.0 4.5～

1.5 3.0～

＜1.5



HY/T ××××—200× 

22 

 

表B.1 海洋灾害致灾要素图式符号（续） 

分类代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符号 说明 

2001020404    巨浪   

 
 

   
 

L:C100 M20 

C80M15 

 
 

   
 

C60M10 

 
 

   
 

C40M5 

 
 

   
 

C20 

2001030000 
 海冰灾害

致灾要素 
    

2001030100   发生范围   C100 M20 

2001030200   生消时间    

2001030201    初冰日  C100 

2001030202    终冰日  C100 

2001030300   结冰范围    

2001030301 
 

  
浮冰最大

覆盖区域  
F:C40  L: C100 

2001030302 
 

  
浮冰离岸

最大距离  

C100 

K100 

2001030400   冰期    

2001030401    冰期日数    
C40 

2001030402 

 

  
冰期日数

等级 

 

K100 

C20M20 

2001030500   冰厚度    

2001030501 
 

  
冰厚度值

(cm)   
C40 

 

 

 

10.5 14.0～

7.0 10.5～

3.5 7.0～

＜3.5

 
12 5月 日 12m5dH:2.2 2.0

 1 28月 日 1m28dH:2.2 2.0

 
43.5mile

0.30(w:1.5)

2.6

23d 7.0 4.0(L:0.3)×

2.6

＜5
5 10～

10 25～
25 35～

≥35

5.3cm 8.0 5.0(L:0.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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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海洋灾害致灾要素图式符号（续） 

分类代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符号 说明 

2001030502 

 

  
冰厚度等

级 

 

K100 

C40 

2001030600 
 

 
密集度

（成） 
   

2001030601 
 

  
密集度值

（成）   
C40 

2001030602 

 

  
密集度等

级 

按 GB/T 

32067-2015(20.1.3.1-20.1.3.5)规

定 

 

2001030700 

 

 
表面特征

类型 
 

按 GB/T 

32067-2015(20.1.3.6-20.1.3.8)规

定 

 

2001040000 
 海啸灾害

致灾要素 
    

2001040100   发生范围   C100 

2001040200   淹没水深    

2001040201 
 

  水深值 
 

C100 

2001040202 
 

  
水深等值

线 
 C100 

2001040203    水深等级   

     
 

C40K20 

     
 

C30K15 

     
 

C20K10 

     
 

C10K5 

2001040300   最大波幅    

2001040301 
 

  波幅值 
 

C100 

2001040302    波幅等级   

 
 

    
 

L:C100M20 

M30Y20 

＜5
5 10～

10 25～
25 35～

≥35

5.3成 8.0 5.0(L:0.3)×

1.6

3.0 m
3.0

13.0 4.5×

0.12

≥3.0 m　

1.2 3.0 m～

0.5 1.2 m～

 <0.5 m

3.0 m 3.0

13.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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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Y30 

表B.1 海洋灾害致灾要素图式符号（续） 

分类代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符号 说明 

 
 

   
 

C20Y30 

 
 

   
 

C40 

2001040400   地震类型    

2001040401 
 

  
震源深度

值  
M30Y60 

2001040402 
 

  
非引发海

啸的地震  

M20Y100 

到白渐变 

2001040403 
 

  
引发海啸

的地震  

M100Y100 

到 Y100 渐变 

2001040500 

 

 地震震级  

按 GB/T 

32067-2015(20.2.1.1-20.2.1.28)规

定 

 

2001040600 

 

 地震烈度  

按 GB/T 

32067-2015(20.2.1.29-20.2.1.33)

规定 

 

2001050000 

 海平面变

化致灾要

素 

    

2001050100 
 

 
海平面高

度（mm） 
 

 
C40 

2001050101 
 

  
上升高度 

（mm）  
C100、C40 

2001050102 

 

  

上升速率 

（毫米/

年） 
 

C100、C70 

2001060000 
 海岸侵蚀

致灾要素 
    

2001060100 
 

 监测海岸  
 

F:M20Y30 

L: M40Y60K20 

2001060200 
 

 侵蚀海岸  
 

 

2001060201 
 

  砂质 
 

 

30 km 3.0

13.0 8.0×

25mm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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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60202 
 

  砂砾质 

 

 

2001060203 
 

  
粉砂淤泥

质  

 

 

表B.1 海洋灾害致灾要素图式符号（续） 

分类代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符号 说明 

2001060300 
 

 
平均侵蚀

速度 
 

 
M40Y60K20 

2001060400 

 

 
海岸侵蚀

强度 
 

按 GB/T 

32067-2015(20.2.16.1-20.2.16.6)规

定 

 

2001070000 
 海水入侵

致灾要素 
    

2001070100 
 

 监测断面  
 

C20M40 

2001070200   入侵区域    

2001070201    入侵区域  C20M40 

2001070202 

 

  
入侵区域

等级 

按 GB/T 

32067-2015(20.2.17.2-20.2.17.5)规

定 

 

2001070300   入侵距离   K100 

2001070301 
 

  
重度入侵

距离 
 C20M40 

2001070302 
 

  
轻度入侵

距离 
 C20M40 

2001080000 

 土壤盐渍

化致灾要

素 

    

2001080100 
 

 
盐渍化区

域 
  C40M100 

2001080200 
 

 
近岸站位

含盐量 
 

 

C40M100 

K100 

2001090000 
 咸潮入侵

致灾要素 
    

2001090100   入侵区域   C40M100 

2001090200   持续时间   K100 

50mm 8.0 6.0×

0.30

3.0

1.5

10km 2.5

10 mk
0.30(w:1.5)

3 mk
0.30(w:1.5)

 318
2.0 1.5×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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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90300 
 

 
潮侵过程

最高盐度 
 

 
C40M100 

2002000000 

海洋生态

灾害致灾

要素 

     

2002010000 
 赤潮灾害

致灾要素 
    

 

表B.1 海洋灾害致灾要素图式符号（续） 

分类代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符号 说明 

2002010100   发生范围   M100Y100 

2002010200   区域面积   M30Y30 

2002010300   优势种   K100 

2002010400   藻密度   
M30Y30 

2002010500 
 

 
持续时间

（天） 
  M30Y30 

2002020000 
 绿潮灾害

致灾要素 
    

2002020100   发生范围   C100Y100 

2002020200 
 

 
最大分布

面积 
  C30Y30 

2002020300 
 

 
最大覆盖

面积 
  C30Y30 

2002020400 
 

 
持续时间

（天） 
 

 
C30Y30 

2003000000 

海洋突发

环境事件

致灾要素 

     

2003010000 
 海洋溢油

致灾要素 
    

2003010100 
 

 溢油位置  
 

K100 

2003010200   溢油量   F:K30,L:K100 

2003010300   溢油类型    

2003010301 

 

  

海洋石油

勘探开发

溢油 
 

K100 

300mg/L
0.35(w:2.0)

300km
2 10.0 3.0×

东海原甲藻

3 10× 个/升6 18.0 3.0×

30天

300km
2 10.0 3.0×

30km
2 10.0 3.0×

30天

30吨30吨 9.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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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10302 
 

  
海上船舶

溢油  
K100 

2003010303 
 

  陆源溢油 
 

K100 

2003010400   海域污染    

2003010401 
 

  
海域污染

范围 
 K100 

 

表B.1 海洋灾害致灾要素图式符号（续） 

分类代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符号 说明 

2003010402 
 

  
海域污染

区域  
M20Y10K20 

2003010500   海岸污染    

2003010501 
 

  
海岸污染

范围 
 K100 

2003010502 
 

  
海岸污染

区域  
M40Y20K20 

2003010600   海岸底质   K100 

2003010601 
 

  泥底 
 

 

2003010602 
 

  泥砂底 
 

 

2003010603 
 

  砂底 
 

 

2003010604 
 

  岩石底 
 

 

2003010605 
 

  其他 
 

 

2003020000 

 海上危化

品泄漏致

灾要素 

    

2003020100 
 

 泄漏位置  
 

K100 

2003020200 
 

 泄漏量  
 

F:K30,L:K100 

2003020300   泄漏类型    

2003020301 
 

  气体 
 

K50 

1.0

1.0

0.12

1.5

1.0

0.12(w:0.3)

2.2

W:0.3

W:0.7

2.2

0.12(w:0.6)

1.0

1.0

30kg 12.0 6.0×

G H: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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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20302 
 

  气体/溶解 
 

K50 

2003020303 
 

  挥发 
 

K50 

2003020304 
 

  挥发/溶解 
 

K50 

2003020305 
 

  漂浮/挥发 
 

K50 

 

表B.1 海洋灾害致灾要素图式符号（续） 

分类代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符号 说明 

2003020306 
 

  
漂浮/挥发

/溶解  
K50 

2003020307    漂浮 
 

K50 

2003020308 
 

  漂浮/溶解 
 

K50 

2003020309 
 

  溶解/挥发 
 

K50 

2003020310 
 

  溶解 
 

K50 

2003020311 
 

  沉降/溶解 
 

K50 

2003020312    沉降 
 

K50 

2003020400 
 

 
最大污染

范围 
  K100 

2003020500 
 

 
最大污染

区域 
 

 
F:K30,L:K50 

  

GD H:5.0

E H:5.0

ED H:5.0

FE H:5.0

FED H:5.0

F H:5.0

FD H:5.0

DE H:5.0

D H:5.0

SD H:5.0

S H:5.0

    0.30(w:1.2)

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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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海洋灾害孕灾环境要素图式符号 

C.1 海洋灾害孕灾环境自然要素图式符号 

表C.1 规定了海洋灾害孕灾环境自然要素的图式符号。 

表C.1  海洋灾害孕灾环境自然要素图式符号 

分类代码 一级分类 符号 说明 

3101000000 海洋水文 

按 GB/T 32067-2015 的要求执行 

3102000000 海洋气象 

3103000000 海洋化学 

3104000000 海洋生物 

3105000000 海洋地貌 

3106000000 海洋沉积 

3107000000 
海洋可再生

能源 

3108000000 植被 

3109000000 土壤 按 HY/T 164 的要求执行 

 

C.2 海洋灾害孕灾环境人文要素图式符号 

表C.2 规定了海洋灾害孕灾环境人文要素的图式符号。 

  表C.2  海洋灾害孕灾环境人文要素图式符号 

分类代码 一级分类 符  号 说明 

3201000000 土地利用 

按 GB/T 32067-2015 的要求执行 

3202000000 滨海湿地 

3203000000 
海域使用

类型 

3204000000 
沿海社会

经济 

3205000000 海洋渔业 按 HY/T 164 的要求执行 

3206000000 
海洋功能

区划 
按 GB/T 17108 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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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灾情统计图式符号 

表D .1规定了人员、经济及环境损失统计的图式符号。 

表D.1 人员、经济及环境损失统计图式符号 

指标代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符  号 说明 

6101000000 
海洋自然

灾害损失 
    

6101010000  受灾区域  

 

L:C100 

F:C20K20 

6101020000  受灾人口    

6101020100   受灾人口 
 

M40Y20 

6101020200   死亡人口 
 

K100 

6101020300   失踪人口 
 

K60 

6101020400   
紧急转移安

置人口  
C20M20 

6101030000  房屋    

6101030100   倒塌房屋 
 

K70 

6101030200   损坏房屋 
 

K70 

6101040000  海洋渔业    

6101040100   
水产养殖受

灾面积  
C100M20 

6101040200   
损失水产养

殖数量 

 

K100 

C40M40K60 

C60M60   C40M40 

C20M20 

6101040300   
养殖设备、设

施损失 

 

K60 

Y20K60 

Y40K40 

Y60K20 

Y40 

6101040400   
封冻渔港（专

对海冰）  
C40M40 

＜100

100 200～ 500 1000～

1 000 2 000 ～ 平方千米
200 500～

每个分别代表 、 、 人100 1 000 10 000

每个 代表 、 、 人分别 1 10 100

每个 代表 、 、 人分别 1 10 100

每个 代表 、 、 人分别 100 1 000 10 000

每个 代表 、 、 间分别 10 1 00 1 000NNN

每个 代表 、 、 间分别 10 1 00 1 000

每个分别代表 、 、 公顷10 100 1000

每个分别代表 、 、 吨10 100 1000 100

100 500～

500 1000～

1000 2000～
吨

每个分别代表 、 、 个10 100 1000
100

100 500～

500 1000～

1000 2000～

个

每个代表 、 、 座1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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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人员、经济及环境损失统计图式符号（续） 

指标代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符  号 说明 

6101040500   
毁坏渔船

数量 
 K100 

6101040600   
损坏渔船

数量 
 K60 

6101050000  
交通运输

业损失 
 

 

L: K100 

F:K60 

6101050100   毁坏船只 

 

Y60K20 

K100 

6101050200   损坏船只 

 

M20Y60K20  

K70 

6101050300   
港口货物

损失 
 

M60Y60K40  

K60 

6101050400   
港口封冻

数量 
 

10M10 

C15M15K3 

C20M20K7   

C26M26K11 

C30M30K13 

C36M36K23   

C40M40K30 

C40M40 

6101050500   损毁航标 
 

K60 

6101060000  
海岸防护

工程 
  

F:K60 

 

6101060100   
损坏码头

数量 
 

C20K20 

H: K70 

6101060200   
货物冲走、

损毁 
 

C20K80 

W: K60 

6101060300   
损坏防波

堤数量 
 

M20Y20K60 

H:4.0,5.0,6.0 

K100 

6101060400   
损坏海堤、

护岸数量 
 

C40 

H: M40Y60K20 

每个代表 、 、 艘10 100 1000

每个代表 、 、10 100 1000艘

<2 ≥50( )艘2-3 3-4 4-5 5-10 10-50

每个代表 、 、 艘10 100 1000

<2 ≥50( )艘2-3 3-4 4-5 5-10 10-50

每个代表 、 、10 100 1000艘

<2 ≥50( )万元2-3 3-4 4-5 5-10 10-50

每个代表 、 、 吨10 100 1000

每个代表 、 座1 10 100、

2 ( )千米3 4 5 10 50

每个代表 、 座1 10 100、

<2 ≥50( )处2-3 3-4 4-5 5-10 10-50

每个代表 、 千米1 10 100、

<2 ≥50( )吨2-3 3-4 4-5 5-10 10-50

m
m

每个代表 、 吨10 100 1000、m
m

m
m

<2 ≥50( )处2-3 3-4 4-5 5-10 10-50

每个代表 、 千米10 100 1000、

<2 ≥50( )处2-3 3-4 4-5 5-10 10-50

每个代表 、 千米10 1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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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人员、经济及环境损失统计图式符号（续） 

指标代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符  号 说明 

6101070000  
海洋旅游

业 
   

6101070100   
海水浴场

护网 

 

M20Y100 

H:K70 

6101080000   其他 
 

L:0.15,K100 

F:K60 

6101080100   淹没农田 

 

M40Y60K20 

H:M30Y50K20 

6101080200   淹没盐田 

 

C60M30 

6101090000  
海上石油

平台 
   

6101090100   
损坏石油

平台 

 

C60Y20 

H:K70 

  

<2 ≥50( )处2-3 3-4 4-5 5-10 10-50

每个代表 、 米1 10 100、

每个代表 、 公顷100 1 000 10 000、

<2 ≥50( )公顷2-3 3-4 4-5 5-10 10-50

每个代表 、 公顷10 100 1 000、

<2 ≥50( )公顷2-3 3-4 4-5 5-10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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