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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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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魏爱泓*毛成责*宋晓村*矫新明*李婧慧*王霞*卜亚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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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保护海洋生物资源+规范海洋工程*海岸工程和油类污染等对海洋生物资源造成损失的评估+实
现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特制定本文件+以期为相关用海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修复*补偿和管理

海洋生物资源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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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资源损失评估规范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洋生物资源损失的评估对象*评估基准数据*评估方法和其他相关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海域海洋工程*海岸工程和油类污染等对海洋生物资源造成损失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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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调查规范!第&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海洋监测规范!第-部分'近海污染生态调查和生物监测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01$*/!!,%",,-!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

!!术语和定义

()$*!"-&#+&%",,-*()!-#-.+-%",,-*()$*!/$.%%",!$*01$*/!!,%",,-界定的以及下

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海洋工程!$%&'(&()*(&&+*()
以开发*利用*保护*恢复海洋资源为目的+工程主体位于海岸线向海一侧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
-来源'()$*!/$.%%",!$+#+&.

!+"!
海岸工程!%$',-'.&()*(&&+*()
位于海岸或者与海岸连接+工程主体位于海岸线向陆一侧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

!+!!
海洋生物资源! /'+*(&.*0*()+&,$1+%&,
栖息于海洋生境中的所有生物体总称+包括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以及维系海洋生态功能的其

他生物资源)
-来源'01$*/!!,%",,-+#+!+有修改.

!+#!
海洋生物资源损失! /'+*(&.*0*()+&,$1+%&,.$,,
因海洋工程*海岸工程或油类污染等人类活动干扰破坏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海洋生物资源的消亡

或减少)

!+&!
损失评估!.$,,',,&,,/&(-
根据海洋生物资源受到影响的性质*范围和程度测算其损失价值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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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间带!*(-&+-*2'.3$(&
平均最高潮位和最低潮位之间的海岸)

!+(!
潮间带底栖动物!*(-&+-*2'.3$(&'(*/'.,
生活在潮间带底表与底内的动物)

!+)!
大型底栖生物! /'%+$4&(-5$,
栖于海洋基底表面或沉积物中且不能通过,+%22网筛的生物)

-来源'()!-#-.+-%",,-+#+"+有修改.

!+*!
海岸线!%$',-.*(&
多年大潮平均高潮位时海陆分界痕迹线)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应符合表!规定)表!未列出的其他影响类型+可参照近似的类型确定其评估对象)

表%!海洋生物资源损失评估对象

影响类型

海洋生物资源损失评估对象

鱼类
甲壳类和

头足类等

鱼卵*

仔稚鱼
浮游动物

大型底栖

生物

潮间带底

栖动物

填海造地*非透水构筑物用海"工业*农业*

城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非透水构

筑物#
" " " " " "

围海用海"港池*蓄水*盐田*养殖*休闲娱乐

及其他# " " " " " "

取*排水用海"温*冷水及污水排水# " # " " " "

跨海桥梁*海底隧道*平台式油气开采及其

他透水构筑物用海
# # " " " "

海砂等矿产开采用海 # # " " " "

海底管道用海"排污*引排水*输送物*电缆*

光缆等工程# # # " " " "

开放式用海"浴场*游乐场*航道*锚地*养殖

等# # # " " " "

油类污染"石油及其炼制品# " " " " " "

!!注%'"为必选评估内容+#为可选评估内容)

注"'占用或影响海域平均水深大于&2的+评估海域大型底栖生物损失,占用或影响海域平均水深小于或等于

&2的+评估潮间带底栖动物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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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基准数据

根据附录 '确定计算海域+按照表"选取各生物类群基础生物量作为评估基准数据)

表"!江苏省管辖海域各生物类群基础生物量

海域名称

基础生物量

鱼类
甲壳类和

头足类
鱼卵 仔稚鱼 浮游动物

大型底栖

生物

潮间带底

栖动物

34$52" 34$52" 678+$2# 678+$2# 24$2# 34$52" 34$52"

连云港海域 %+&$ "+#- ,+"% ,+#$ $%#+&! !%/+-! #!&&+!-

废黄河三角洲海域 !+.& !+-" ,+#! ,+#! !&,+/% !$,+-! "!!+&/

辐射沙脊群海域 "+." #+,# ,+"! ,+!/ "/.+%! !!!+.% &-,+$&

长江口北部海域 $+"& $+,- !+,& ,+", $#/+$% !%"+&$ !,$"+!-

!!注'34$52" 表示千克$公顷,678+$2# 表示个$立方米,24$2# 表示毫克$立方米)

'!评估方法

'+%!通则

评估年限按照01$*/!!,%",,-中-+"要求执行)
潮间带底栖动物资源损失评估面积按工程占用海域面积计算+其他按工程影响海域面积计算,工程

填海占用的海域面积+以构筑物基础外包络线计算)

'+"!游泳动物"鱼类*甲壳类和头足类#

根据具体海域位置+按照表!中不同影响类型所需评估的内容和表"中的基础生物量数据进行评

估计算)

!!"#$%$&$' !!!!!!!!"!#

!!式中'

!!%%%游泳动物损失价值+单位为人民币元"19:#,

# %%%游泳动物基础生物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34$52"#,

% %%%占用或影响海域的面积+单位为公顷"52"#,

& %%%当地游泳动物平均价格+单位为人民币元每千克"19:$34#,

' %%%影响年限)

'+!!大型底栖生物

根据具体海域位置+按照表!中不同影响类型所需评估的内容和表"中的基础生物量数据进行评

估计算)

!""#$%$&$' !!!!!!!!""#

!!式中'

!"%%%大型底栖生物损失价值+单位为人民币元"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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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底栖生物基础生物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34$52"#,

% %%%占用或影响海域的面积+单位为公顷"52"#,

& %%%当地大型底栖生物平均价格+单位为人民币元每千克"19:$34#,

' %%%影响年限)

'+#!潮间带底栖动物

根据具体海域位置+按照表!中不同影响类型所需评估的内容和表"中的基础生物量数据进行评

估计算)

!#"#$%$&$' !!!!!!!!"##

!!式中'

!#%%%潮间带底栖动物损失价值+单位为人民币元"19:#,

# %%%潮间带底栖动物基础生物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34$52"#,

% %%%占用或影响海域的面积+单位为公顷"52"#,

& %%%当地潮间带底栖动物平均价格+单位为人民币元每千克"19:$34#,

' %%%影响年限)

'+&!浮游动物

根据具体海域位置+参照表!中不同影响类型所需评估的内容和表"中的基础生物量数据+根据营

养级与生态效率的转化关系+按生态学食物链的十分之一定律+将浮游动物总生物量转化为游泳动物生

物量后进行评估计算)

!$"#$%$( $&$' )!,,, !!!!!!!!"$#

!!式中'

!$%%%浮游动物损失价值+单位为人民币元"19:#,

# %%%浮游动物基础生物量+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24$2##,

% %%%占用或影响海域的面积+单位为公顷"52"#,

( %%%占用或影响海域的平均水深+单位为米"2#,

& %%%当地浮游动物平均价格+单位为人民币元每千克"19:$34#,

' %%%影响年限)

'+'!鱼卵*仔稚鱼

根据具体海域位置+参照表!中不同影响类型所需评估的内容和表"中鱼卵*仔稚鱼基础密度数据

进行评估计算)
鱼卵*仔稚鱼损失量计算公式'

* "#$%$( $!,,,, !!!!!!!!"%#

!!式中'

* %%%鱼卵*仔稚鱼损失量+单位为个"678+#,

# %%%鱼卵*仔稚鱼基础生物量+单位为个每立方米"678+$2##,

% %%%占用或影响海域的面积+单位为公顷"52"#,

( %%%占用或影响海域的平均水深+单位为米"2#)
鱼卵*仔稚鱼损失价值计算公式'

!%"*!$+!$,$' -*"$+"$,$' !!!!!!!!"&#

!!式中'

!%%%%鱼卵*仔稚鱼损失价值+单位为人民币元"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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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卵损失量+单位为个"678+#,

+!%%%鱼卵折算为商品鱼苗的成活率+;+按!;成活率计算,

, %%%当地鱼苗平均单价+单位为人民币元每个"19:$678+#,

' %%%影响年限,

*"%%%仔稚鱼损失量+单位为个"678+#,

+"%%%仔稚鱼折算为商品鱼苗的成活率+;+按%;成活率计算)

'+(!损失资源总经济价值

!"!!-!"-!#-!$-!% !!!!!!!!"-#

!!式中'

!!%%%海洋生物资源损失总价值+单位为人民币元"19:#,

!! %%%游泳动物损失价值+单位为人民币元"19:#,

!" %%%大型底栖生物损失价值+单位为人民币元"19:#,

!# %%%潮间带底栖动物损失价值+单位为人民币元"19:#,

!$ %%%浮游动物损失价值+单位为人民币元"19:#,

!% %%%鱼卵*仔稚鱼损失价值+单位为人民币元"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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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规范性#

江苏省管辖海域分界

江苏省管辖海域划分为连云港海域*废黄河三角洲海域*辐射沙脊群海域和长江口北部海域+各海

域分界主要信息见表 '+!)

表 6+%!江苏管辖海域分界主要信息

海域名称 分界位置 纬度 经度

连云港海域
绣针河口 #%+!-"< !",+$,#<

灌河口 #$+$..< !",+&%!<

废黄河三角洲海域
灌河口 #$+$..< !",+&%!<

射阳河口 ##+.#,< !"!+"#.<

辐射沙脊群海域
射阳河口 ##+.#,< !"!+"#.<

遥望港口 #"+!-&< !""+",/<

长江口北部海域
遥望港口 #"+!-&< !""+",/<

长江口苏沪交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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