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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总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动力灾害隐患调查评估的目的、原则、范围、内容、流程、成果及相关

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海岸带地区灾害性浪、潮、流等水动力现象致灾隐患的调查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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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4-2006 海滨观测规范 

GB/T 17839-2011 警戒潮位核定规范 

GB/T 19721.1-2005 海洋预报和警报发布 第 1 部分：风暴潮预报和警报发布 

GB/T 20257.2-2006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 2 部分：1:5000 1:10000 地形图图式 

GB/T 20258.2-2006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 2 部分：1:5000 1:10000 基础地理信息

要素数据字典 

GB/T 51015-2014 海堤工程设计规范 

GB/T 50805-2012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 

GB 50014-2006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HY/T 058-2001 海洋调查观测监测档案业务规范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洋灾害承灾体 marine hazard exposure 

承受海洋灾害的对象。 

3.2  

海堤（海塘，海挡，防潮堤）sea dyke 

为防御风暴潮（洪）水和波浪对防护区的危害而修筑的堤防工程。 

[GB/T 51015-2014，定义 3.2] 

3.3  

标准海堤 standard sea dyke 

按一定的设计防潮（洪）标准修建，且有批准的工程设计文件或竣工验收报告的海堤。 

3.4  

隐患 latent dangers 

存在确定性客观条件或防范能力缺陷的潜在危险因素。 

3.5 

http://www.baidu.com/link?url=nxpTS78TAcHCrbKpNewxovcQnKOXADHQodF2Yt0pmsWeE_Eu6mARQnbPiGzTd0_Dd4kCrJ3mOS3NGX7Lhp8x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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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调查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勘查、分析计算等手段查明存在隐患的区域或承灾体。 

3.6 

警戒潮位 warning water level 

防护区沿岸可能出现险情或潮灾，需进入戒备或救灾状态的潮位既定值。 

[GB/T 17839—2011，定义 3.2] 

3.7 

堤顶高程差值 

海堤设计堤顶高程与现状调查堤顶高程的差值。 

注：当堤顶临海侧设有稳定坚固的防浪墙时，堤顶高程可算至防浪墙顶面。 

3.8 

非标准海堤 

未明确防潮（洪）标准的海堤，且缺少批复的设计文件或竣工验收报告。 

4.调查原则 

4.1 科学性 

应综合考虑我国沿海地区的海洋灾害风险、承灾体特点、防御标准、减灾能力等差异，合

理应用本标准的技术要求，确定相对隐患。 

4.2 客观性 

保障资料收集、现场调查、隐患确定、结果核验等调查步骤内容的客观性。确保资料数据

可靠，调查分析严谨，调查结果符合客观现状。 

4.3 适用性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海岸防护工程以及海水养殖区、渔船渔港、滨海旅游区的海洋灾害隐患，

并不适用于所有承灾体或海岸带区域。 

4.4 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为从海岸线向陆一侧延伸至海拔10米等高线，或纵深不超过10公里的海岸带区

域。 

4.5 调查内容 

调查隐患区的基本类型、位置、规模、灾害风险及属性、隐患可能影响后果等。向陆一侧

以海堤及海洋灾害可能影响的区域为重点调查对象，向海一侧以海水养殖区、渔船渔港、滨海

旅游区等为重点。 

5.调查评估流程及技术要求 

5.1 资料收集 

沿海防护工程：已建成海堤的位置、类型、长度、堤顶和挡浪墙顶高程、设计防护标准等

相关信息及堤后保护区域内重要承灾体。 

主要承灾体信息：包括调查区域内海水养殖区、渔船渔港、滨海旅游区等重点灾害承灾体

信息，上述信息参考本标准5.2.2内容进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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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影像图：收集覆盖核查范围的卫星影像资料，可为资料分析、各类分布图制作提供底

图数据，现势性要求不超过两年； 

数字高程模型：收集覆盖核查范围的比例尺不低于1:1万的数字高程模型（DEM）资料，现

势性要求不超过两年； 

水文观测资料：调查区域沿海及邻近海域潮（水）位站月平均/最大潮位、风暴潮灾害过

程潮位、海浪等观测资料。对于河口地区，应尽量收集代表性的水文站观测资料。采用符合警

戒潮位核定规范确定的警戒潮位值，警戒潮位值应统一到1985国家高程基准。 

历史海洋灾情资料：收集调查区域历史海洋灾害灾情资料，包括伤亡人口、受灾人口、转

移安置人口、经济损失、倒塌房屋、沿海防护设施损毁情况、漫滩范围等。 

5.2 实地调查 

5.2.1 海堤现场调查 

海堤数据在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开展现场勘查、海堤工程图件与实况比对相结合的方式，

保证提防数据的准确度和现实性。 

（1）同一名称、规划、设计、施工标准的海堤为一个自然段；在一个自然段的海堤上，

至少须要对其首、末、中段三个以上的点位进行坐标及高程测量（其中必须包括一个沉降最低

点的测量）；对于跨界的海堤自然段，则以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的海堤测量为主。 

（2）通过分析收集到的堤坝信息，梳理出未合拢海堤、病险海堤、未达到防洪潮标准的

海堤、病险水闸泵站等；然后现场测量这些海堤设施的坐标、高程（标注高程基准面）等要素

并拍照、录像，详细收集这些险工、险段的历史受灾情况。 

（3）海堤测得的坐标，还须与遥感图件进行比对，如有较大偏差，则须核实或重新测量。 

5.2.2 向海一侧调查 

在资料收集、遥感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按照《海洋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规程》和隐患调查

要求，对不能满足调查要求的数据开展现场补充调查。包括测量该重要承灾体主体工程的经、

纬度，并拍照、录像，获取现场数据、图像资料。海水养殖区主要调查位置、面积或范围、养

殖方式、养殖种类、产量或产值等；渔船渔港主要调查已建成渔港和避风锚地的位置、面积、

容纳量，及港区内渔船吨位、尺寸等；滨海旅游区包括已投入运营的沿海风景名胜、海水浴场

等，主要调查位置、级别、面积、设计日游客接待量等。 

5.3 隐患评估判定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充分考虑海洋灾害影响特征及调查区域工程防护能力及重要承灾体分

布，以点面结合方式确定海洋灾害隐患区（点）。 

5.3.1 向陆一侧隐患区（点）判定 

根据当地海堤防潮标准、警戒潮位、平均高潮位和调查区域的高程，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即为海洋灾害隐患区（点）：  

（1）无海堤防护岸段后方，且地势低于当地平均高潮位并包含重要承灾体的区域； 

（3）非标准海堤、未合拢的堤段，及其后方地势高程低于当地平均高潮位且有重要承灾

体的区域； 

（2）标准海堤根据附录A和《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海堤》，判定有防潮能力、

结构安全、渗流稳定、越浪溃堤等防护隐患的位置或堤段； 

（4）标准海堤设计防潮标准或现状防潮标准小于等于10年一遇的位置或堤段，及其后方

地势高程低于当地平均高潮位且有重要承灾体的区（点）； 

5.3.2 向海一侧隐患区（点）判定 

向海一侧隐患调查技术方法如下： 

（1）海水养殖区灾害隐患：基于当地10年重现期风暴潮、海浪灾害过程，依据《海洋灾

害隐患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海水养殖区》判定。 

（2）滨海旅游区灾害隐患：依据《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滨海旅游区》，调查

结果中裂流风险等级为高的沙质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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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渔船渔港灾害隐患：依据《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渔船渔港》进行判定。 

5.4 结果核验 

海洋灾害隐患区调查完成后应进行实地踏勘，征求地方相关行业部门意见，并与调查区域

历史海洋灾害资料进行对比分析验证。 

6.调查成果 

6.1 隐患表单 

调查区域的隐患点/区需要编制隐患表单，隐患表单要求见附录 B 

6.2 文本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技术报告应全面、系统地反映调查工作成果，文本应采用条文形式表达，

文字表达应规范、准确、简明扼要，文本编写格式见附录 C。 

6.3 图件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成果图件要求见附录 D。 

6.4 成果数据 

海洋灾害风险隐患调查成果数据应符合通用地理信息数据格式，包括基础地理信息和隐

患区域分布信息，应能满足地方海洋防灾减灾管理需求。 

7.整编与汇交 

资料整编即将调查资料、现场记录、分析测试等原始记录资料进行整理装订，形成规范的

原始资料档案；并对纸质和电子文件进行统一标识。 

7.1 整编内容 

整编的资料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调查工作方案报告。 

（2）调查实施计划、调查范围、调查的行政区域图表。 

（3）整理后的原始资料：包括现场调查分析等原始记录。 

（4）整编资料：包括各类调查表、调查成果图件、现场照片及文字说明、质量控制报告、

调查报告等。 

（5）工作总结报告。 

（6）成果审核验收报告。 

（7）资料清单。 

7.2 整编与汇交要求 

（1）原始资料保留原始介质形式和记录格式。 

（2）整编资料采用纸质文件和光盘存储，纸质材料加装统一格式的封面，封面格式见附

录C-1；电子载体资料在载体上加统一格式的表识，格式见附录C-2，并在根目录下建立名为

README文件，对每个电子文件的内容、资料记录格式进行说明。 

（3）编制原始资料清单目录。 

（4）各类调查资料按照附录E要求填写。 

（5）对于未规定整编格式的资料，可自行根据资料特点设计格式，格式中必须包含调查

时间、地点、调查对象等基本数据，并附资料记录格式说明。 

7.3 资料质量要求 

（1）调查资料为纸质报表的，经录入后，必须由非录入人员进行人工校对。 

（2）形成电子文件后，必须进行质量控制。 

（3） 整编后的资料必须注明资料整编人员、资料审核人员、质量控制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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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质量检查与更新 

8.1 质量检查与验收流程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与成果需要经过承担单位进行多级质量检查后，编制质

量检查报告，并由当地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验收。专家组应由相关领域技术专家和涉灾部门管理

人员组成。各级检查、验收工作必须独立进行、不得省略或代替。 

8.2 隐患更新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应根据自然环境变化、社会经济发展、关键技术创新、沿海风暴潮灾害

风险等因素适时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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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海堤隐患判定方法 

1 海堤防潮能力、结构安全、渗流稳定隐患判定表 

表A.1 海堤防潮能力、结构安全、渗流稳定隐患判定表 

隐患类

型 
判定指标 

判定标准 
说明 

一级隐患 二级隐患 三级隐患 

防潮

（洪）

标准 

堤顶高程差

值 
≥0.6m ≥0.3m  

指典型断面位置差值数

据 

结

构 

安

全 

整

体 

稳

定 

堤前滩地高

程差值 
≥1.0m ≥0.5m  

指现状滩面高程与设计

计算滩面高程差值，仅

对处于岸滩冲刷区域的

海堤进行判别。当判定

为一级隐患时，需复核

整体稳定系数。 

消

浪

防

冲

设

施 

堤前抛石、

镇压层、护

面块体、防

浪墙等护堤

设施情况 

 

存在明显

变形、裂

缝、塌

陷、冲损

等失稳情

况 

存在少量变

形、裂缝、

塌陷、冲损

等失稳情况 

 

交

叉 

建

筑

物 

与海堤的连

接部位的情

况 

 

存在贯穿

性或严重

的开裂、

脱空、错

位等破损 

存在少量的

非贯穿性开

裂、脱空、

错位等破损 

 

渗

透 

稳

定 

可

视 

渗

漏 

明显的浸

润、渗漏、

管涌、流

土、空洞等

现象，或护

塘地高程降

低 

 
存在明显

渗漏 

存在局部渗

漏，或护塘

地存在开挖

取土现象 

可视渗漏应观测外海高

潮位时的情况 

防

渗 

土

体 

防渗土体顶

高程差值 
≤0 ≤0.3 ≤0.5 

防渗土体顶高程应高于

设计高潮（水）位 0.5m

以上 

 

2 越浪溃堤风险判定方法 

2.1 对于斜坡堤无胸墙，堤顶越浪量可按公式 A.1计算： 

3/1

22

3/1

7.1

3/1

2

3/1

2
ln8.2

5.1

H

mgT

H

d
th

mH

H

T

H
AKQ

pC

P

A








































  ………………（A.1） 

式中：  

Q——单位时间单位堤宽的越浪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米秒（m
3
/（m•s））； 

A——经验系数，按表 A.2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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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护面结构影响系数，按表 A.3确定； 

H1/3——有效波高，单位为米（m）；  
Hc——堤顶在静水面以上的高度，单位为米（m）； 

d——建筑物前水深，单位为米（m）； 

g——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米每平方秒（m/s
2
）； 

TP——谱峰周期，单位为秒（s）； 

m——斜坡坡度系数，斜坡坡度为 1：m； 

表 A.2 经验系数 A、B 

 
m 

1.5 2.0 3.0 

A 0.035 0.060 0.056 

B 0.60 0.45 0.38 

表 A.3 护面结构影响系数 KA 

 

护面结构 

混凝土板 抛石 扭工字块体 
四脚空心方

块 

KA 1.0 0.49 0.40 0.50 

 

2.2 对于斜坡堤顶有胸墙，堤顶越浪量可按公式 D.2 计算：  

…（A.2） 

式中： 

——胸墙墙顶在静水面以上的高度，单位为米（m）； 

——胸墙前肩宽，单位为米（m）； 

A、B——经验系数，按表 A.2确定； 

3 海堤溃堤越浪量和越浪流速阀值 

海堤溃堤越浪量阀值宜通过物理模型试验得到（表 A.4）。如不具备试验条件情况时，溃

堤越浪量阀值可根据海堤原设计标准、实际结构状况和保护区重要程度综合考虑取值。 

表 A.4 海堤溃堤越浪量和越浪流速建议阈值 

护面类型 厚度（m） 后坡坡度 
挡浪墙高度

（m） 

溃堤越浪量阈值 

（m3/m·s） 

溃堤越浪流速 

（m/s） 

混凝土 

0.3 

1：1.5 1 0.263-0.305 

10.4 1：2 
1 0.263-0.305 

0 0.355-0.386 

1：3 1 0.263-0.305 

干砌块石 

1：1.5 1 0.066-0.085 

10.2 1：2 
1 0.085-0.105 

0 0.124-0.145 

1：3 1 0.105-0.117 

抛石 1：2 1 0.036 NA 

草皮 NA 1：2 1 0.020 NA 

'
1/3

2 22
/ 1/31

1/3 1/3 1/3

0.3
0.07 exp 0.5 2.8 ln

2 2
c pH H

A

p

gT mHb d
Q BK th

H T H Hm 

    
       
     

'

cH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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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海洋灾害隐患点记录信息表 

（省、市）  

（县、县级市、区）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填表人：          审核人：       资料出处： 

编码 序号  名称 类型 位置 坐标 隐患整改建议 

           

           

           

           

           

1、代码：所属隐患区编码。 

2、序号：隐患点序号。 

3、名称：隐患点名称。 

4、类型：按照隐患点确定方法中的类型选择相应类别。 

5、位置：填写隐患点所在行政区名称，要求填写到行政村级。 

6、坐标：填写隐患点处地理坐标的经度和纬度。单位：°′″，秒的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如 E120°10′10.5″,N29°10′10.5″。 

7、备注：隐患点需要注明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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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区记录信息表 

（省、市）  

（县、县级市、区）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填表人：          审核人：       资料出处： 

 

编码 名称 类型 位置 坐标 面积 隐患特点 
隐患整改

建议 

             

             

             

             

             

1、代码：隐患区编码。 

2、名称：隐患区名称。 

3、类型：按照隐患区确定方法中的类型选择相应类别。 

4、位置：填写隐患区所在行政区名称，要求填写到行政村级。 

5、坐标：填写隐患区处地理坐标的经度和纬度。单位：°′″，秒的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如 E120°10′10.5″,N29°10′10.5″。 

6、隐患特点：填写隐患区隐患特点，如如地势低、海堤未合拢等。 

7、备注：隐患区需要注明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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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区承灾体记录信息表 

（省、市）  

（县、县级市、区）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填表人：          审核人：       资料出处： 

编码 序号 名称 类型 位置 坐标 隐患整改建议 

              

              

              

              

              

1、编号：承灾体所属隐患区编码。 

2、名称：承灾体名称。 

3、类型：按照承灾体确定方法中的类型选择相应类别。 

4、位置：填写承灾体所在行政区名称，要求填写到行政村级。 

5、坐标：填写承灾体处地理坐标的经度和纬度。单位：°′″，秒的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如 E120°10′10.5″,N29°10′10.5″。 

6、备注：承灾体需要注明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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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调查报告编制指南 

 

1 封面 

封面书写内容应包括： 

——XXX海洋灾害隐患调查技术报告； 

——委托单位名称； 

——承担单位名称（盖章）； 

——报告编制日期。 

2 封二 

封二书写内容应包括： 

——承担单位负责人； 

——任务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报告编写人员； 

——主要参与人员； 

——审核人员。 

3 目录 

报告应有目录页，置于前言之前。 

4 前言 

前言包括任务来源、任务工作背景、任务工作内容和主要成果简介等。 

5 正文 

6 封底 

印刷版报告宜有封底。封底可放置任务承担单位的名称和地址或其他相关信息，也可为空

白页。 

7 报告格式 

报告文本外形尺寸为 A4（210mm×29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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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成果图件要求 

海洋灾害风险隐患调查成果图件在内容和表示方法上要反映承灾体分布情况和区域的相

关地形地物特征，方便于政府部门和权属单位对图面进行判读和利用。标准分幅的专题图按照

GB/T 20258.2-2006《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2部分：1:5000 1:10000 基础地理信息要

素数据字典》、GB/T 20257.2-2006《国家基本比例尺1:5000  1:10000 地图图式》的要求绘

制。 

1 投影坐标与比例尺 

图件投影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CGCS2000坐标系。 

图件采用 A0幅面，省级图件比例尺为 1: 25×10
4
至 1:10×10

4
。 

2 图件要素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成果图件应包括以下要素： 

1） 基础地理要素，包括岸线、等深线、等铁路、主要公路、河流、水库、居民

地等。 

2） 隐患区专题要素，包括隐患区边界、隐患区注记等。 

3） 必要的整饰内容，包括图廓、图名、比例尺、坐标高程系、接幅表、资料来

源、制作时间、制作单位落款等。 

4） 图例。 

3 说明性文件 

地理区位概况以及占地面积、所涉及的行政单元、社会经济概况等属性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