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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E、附录 F、附录 G、附录 H 为资料性附录，附录 D 和附录

I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归口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本标准起草人：石要红 马胜中 林进清 梁  开 甘华阳 郑志昌 张顺枝 陈太浩 夏  真 刘  鑫  

潘  毅 曾宁烽 刘文涛 崔振昂 黄向青 杨世学 陈  芳 张  欣。 

本标准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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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规范（1∶100 000）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1∶100
 
000）的目的任务、内容及方法、工作精度、测试分析、

资料整理及成果编审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海域基础性和公益性的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1∶100
 
000），其他比例尺的海洋

环境地质调查及专项调查工作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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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7－1997        海水水质标准 

GB/T 12763.1－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T 12763.2－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2部分：海水水文观测 

GB/T 12763.4－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4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T 12763.7－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7部分：海洋调查资料交换 

GB/T 12763.8－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8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GB/T 12763.10－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10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GB/T 12763.11－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11部分：海洋工程地质调查 

GB/T 14506.28－2010  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28部分：16个主次成分量测定 

GB/T15968－2008     遥感影像平面制作规范 

GB 17378.2－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2部分：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控制 

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4部分：海水分析 

GB 17378.5－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5部分：沉积物分析 

GB/T 17412－1998    沉积岩岩石分类和命名方案 

GB 17503一2009      海上平台场址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GB 18668－2002      海洋沉积物质量 

GB/T 20260－2006    海底沉积物化学分析方法 

DZ/T 0190－1997     区域环境地质勘查遥感技术规程比例尺1∶50
 
000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活动性地质灾害 active geological hazard 

在内、外营力的诱发和作用下，由于地质体自身具有的活动和破坏能力，对自然环境及海上工程设

施可造成破坏的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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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限制性地质灾害 restrictive geological hazard 

指地质体自身并不具有活动能力，但它的存在会对海洋建设起制约作用或给海洋工程带来隐患。 

4 总则 

4.1 调查目的 

通过地质、地球物理、海水化学、水动力调查，结合样品测试分析,并辅以遥感调查等,查明地质灾

害和海底工程地质条件，综合评价调查区的海洋环境地质现状，分析全新世以来的地质环境演化过程，

预测地质环境演化趋势，提出减灾防灾建议，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环境保护提供系统的基础地质资料

和科学依据，提交调查成果报告。 

4.2 调查内容 

4.2.1 地形地貌调查 

基本查明海底地形特征以及地貌类型、分布规律、发育情况和成因等，分析其工程稳定性。 

4.2.2 沉积物调查 

基本查明海底沉积物类型及分布，分析全新世以来地质环境演化历史，预测地质环境演化趋势。 

4.2.3 海底浅层结构调查 

基本查明海底浅层沉积物地质结构，结合地质资料分析沉积环境演化过程。 

4.2.4 环境地球化学调查 

基本查明海水和沉积物化学成分以及其分布特征。 

4.2.5 地质灾害调查 

基本查明地质灾害类型、分布及成因等特征，对区域稳定性进行评价。 

4.2.6 工程地质调查  

基本查明海底土(岩)的物理力学性质，划分工程地质区，研究特殊的工程问题，结合地质、物探等

资料，综合分析工程稳定性。 

4.2.7 海洋动力调查 

基本查明海洋水动力条件，分析海洋风、浪、流对现代沉积作用的影响。 

4.2.8 遥感地质调查 

利用多时相遥感图像，通过遥感地质解译和野外实地验证，获取海岸线位置、长度和海岸线变迁，

海岸类型、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特殊海岸的面积及分布状况的多时相变化情况，各类地质灾害体

的分布位置、范围等特征信息，海面温度、海面水动力状况，海洋水色要素的浓度，海岸带排污口位置

分布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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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调查范围与测网布设 

4.3.1 调查范围 

一般为海岸线至海图20
 
m水深的区域，可根据调查区的实际需要，适当调整区域，遥感解译范围由

海向陆10
 
km。调查图幅采用自由分幅。 

4.3.2 测网布设 

4.3.2.1 测网布设原则 

4.3.2.1.1 站位布设原则 

布设原则包括： 

a) 站位应在平面上均匀布设； 

b) 不同沉积、地貌单元应有站位控制； 

c) 站位应布设在地球物理调查主测线和联络测线的交点上； 

d) 重大工程区或重点区域适当加密。 

4.3.2.1.2 测线布设原则 

布设原则包括： 

a) 测线应在平面上均匀布设； 

b) 地球物理调查测线主测线应垂直地质构造线或海岸线布设，联络测线垂直主测线； 

c) 海流走航测量测线主测线应垂直海流方向或平行海岸线布设，联络测线垂直主测线； 

d) 重大工程区或重点区域适当加密。 

4.3.2.2 海流观测网站布设 

4.3.2.2.1 定点海流观测站位 

一个图幅不少于3个定点海流观测站位。 

4.3.2.2.2 走航海流观测测线 

主测线间距2
 
km，联络测线间距4

 
km，测网为2

 
km×4

 
km。 

4.3.2.3 海水化学取样和温盐深测量站位布设 

取样站位网格为4km×8km，根据需要局部加密，取样站位与地质取样站位同站。 

4.3.2.4 地球物理调查测网 

主测线间距2 km，联络测线间距4
 
km，测网为2

 
km×4

 
km。 

4.3.2.5 地质站位调查测网 

4.3.2.5.1 地质取样站位 

取样站位网格为4
 
km×4

 
km，其中柱状取样站位按8

 
km×8

 
km的密度布设，根据需要局部加密。 

4.3.2.5.2 钻孔布设 

按每1
 
000

 
km

2
四个钻孔的密度进行布设，其中2个地质钻孔，2个工程地质钻孔；一个调查区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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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地质钻孔和2个工程地质钻孔。 

4.4 调查方法 

4.4.1 海洋水文、水化学调查 

4.4.1.1 海洋水文调查 

采用定点观测或走航观测的方法，获取调查区海流流速、流向以及海水温度、盐度等信息。 

4.4.1.2 海水化学调查 

采用站位取样及测量，现场分析和实验室测试分析方法。分析海水化学要素的含量及分布特征。 

4.4.2 海洋地球物理调查 

采用水深测量、侧扫声呐扫描、浅地层剖面测量和单道地震测量等方法，查明调查区的水深、地形

地貌、浅地层结构和地质灾害因素等。 

4.4.3 海洋地质（底质）调查 

采用表层沉积物取样、柱状取样和钻探取样方法，结合实验室测试分析，分析沉积物化学要素、沉

积物属性等特征，研究地质环境演化以及人类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4.4.4 遥感地质调查 

对卫星遥感影像进行处理、提取相关信息，并结合野外调查和海面要素反演进行分析解译，分析海

岸类型、海岸线变迁、海面温度特征以及海面悬浮物分布等。 

5 设计编审  

5.1 项目设计编审 

5.1.1 项目设计编审要求 

开展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工作前，应编写项目设计。设计由项目承担单位组织编写，项目任务下达

单位组织审查及批准。设计应依据项目任务要求，在充分收集区域水文、气象、地质、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测试、物探、化探、地形图和遥感等已有资料和文献，并经综合分析研究之后编写。 

5.1.2 项目设计的主要内容 

项目设计书的内容参照附录A。 

5.2 施工设计编审 

5.2.1 施工设计编审要求 

施工设计编审要求： 

a) 开展资料采集工作前应编写施工设计； 

b) 由项目承担单位负责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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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在充分调研、收集影响调查区施工作业的水文、气象、作业条件等相关资料和野外踏勘之后

编写； 

d) 依据项目设计书的工作内容及其技术要求编写； 

e) 由项目承担单位的技术管理部门负责审查及批准。 

5.2.2 施工设计编制内容 

施工设计编制内容参照附录B。 

6 外业调查 

6.1 导航定位 

6.1.1 一般要求 

6.1.1.1 导航定位设备 

采用由DGPS接收机、信标机、导航软件、导航计算机及相关的外围设备构成的导航定位系统。 

导航定位系统应显示如下信息： 

a) 作业时所采用的坐标系统和定位参数； 

b) 日期及时间、站位号、站位坐标、定位点号、定位点坐标、航向、航速、横偏距离等导航信息； 

c) 卫星定位、测深系统的数据信息和统计数据或图形。 

6.1.1.2 导航定位系统校验 

导航定位系统校验要求： 

a) 原则上在一个 D 级以上的 GPS 已知点上进行； 

b) 至少连续观测并记录 24 小时定位数据，记录间隔不大于 10 s； 

c) 使用校正信号试验测得的定位中误差应在±2 m 以内； 

d) 校验有效期 6 个月。 

6.1.1.3 坐标系和投影方式 

选用WGS-84坐标系、UTM投影方式。高程系统采用当地平均海平面。 

6.1.1.4 作业的时间标准 

采用北京时间(GMT+8)或格林威治时间（GMT）。 

6.1.1.5 导航定位对卫星的要求 

导航定位对卫星的要求： 

a) 卫星信号和差分信号的作业距离应覆盖整个作业区域； 

b) 卫星数不低于 4 颗，卫星仰角应大于 5°； 

c) 所有定位点必须满足 95％的数据的卫星几何图形强度因子 HDOP 值小于 3 或 PDOP 值小于 5。 

6.1.1.6 导航定位精度  

导航定位精度不低于±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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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7 卫星天线安装 

天线安装应满足： 

a) 天线周围高度角 10°范围内无大型障碍物； 

b) 各类天线应避免安装在一起，同频段的天线距离应保证不互相干扰为原则。 

6.1.1.8 调查设备传感器位置的改正 

可通过后处理校正偏移距方式进行，亦可在综合导航系统中输入准确的偏移量进行实时计算获得。 

6.1.2 海上作业导航定位 

6.1.2.1 航行要求 

调查船航行的技术要求： 

a) 调查船应匀速、直线航行，船速不宜大于 5 kn，电缆等拖曳设备保持拉直状态；当出现特殊情

况，调查船偏离原定航向、减速或拐弯避障碍后，应及时修正，对偏离测线的修正率不应大于

10°/ km； 

b) 实际站位与设计站位的偏差不大于 20
 
m；走航式调查的实际测线与设计测线的偏差不大于

50 m（遇到障碍物等特殊情况除外）； 

c) 测量定位点的间距不得大于成果图上 0.5
 
cm，测线调查时，每隔 500

 
m 记录一个定位点（Mark）。

测线中断，续测测线应在断点处重复至少 1 个 Mark 点的测量，调查船到达测线终点后，应延

长一个 Mark 点的距离。 

6.1.2.2 走航海流观测 

走航海流观测的技术要求包括： 

a) 海流设备时间校准到 GPS 时钟，校准时间误差应小于 1.0
 
 s； 

b) 观测结束后，要重新校准时间误差，并记录。 

6.1.2.3 单点定位测量 

6.1.2.3.1 海水取样、CTD（温盐深）和地质取样 

海水取样时，采水器每到达一个目的层，记录定位数据。如果使用深度控制的自动采水器，以采水

器入水的位置作为测站位置。地质取样时，取样器触底时同步记录定位数据，即为测站位置。 

6.1.2.3.2 钻探 

钻具初次触底时的定位数据为钻孔位置。 

6.1.2.3.3 定点海流观测 

海流仪入水和出水时均应记录定位数据，入水时的定位数据为站位位置。 

6.1.2.4 班报记录 

班报记录要求： 

a) 站位观测开始和结束时记录班报； 

b) 测线开始和结束记录班报，正常情况下每半小时记录一次班报； 

c) 遇到仪器发生故障、船只干扰等特殊情况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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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班报填写应准确、不得涂写； 

e) 班报签名； 

f) 导航系统班报参照附录 C 表 C.1，钻探、取样导航定位班报参照附录 C 表 C.2。 

6.1.2.5 数据记录 

数据记录要求： 

a) 记录所有进入导航定位系统的数据； 

b) 不允许一条测线的数据文件跨盘备份。 

6.1.2.6 质量监控 

实时监控仪器工作状态，检查数据记录设备与数据记录是否正常。 

6.2 海洋地球物理调查海上测量要求 

6.2.1 航行要求 

作业时，按照6.1.2.1航行的要求。 

6.2.2 测线测量 

根据项目技术要求和试验的结果，选择并设置设备的调查参数。声呐拖鱼离海底的高度应为量程的

10％～15％；海底起伏较大的水域，应留有适当的余地。 

6.2.3 水位观测和声速测量 

技术要求包括： 

a) 水位观测站布设和水准联测按照 GB/T 12763.10－2007 的附录 A 执行； 

b) 水位观测准确度应优于 5
 
cm，观测时间间隔不小于 30

 
min； 

c) 水深测量前应实测声速，每天至少在调查区内做一次声速测量。 

6.2.4 补测或重测 

测线连续漏测长度超过250 m或漏点累计超过2％时，均应补测。 

6.2.5 数据记录 

数据记录要求包括： 

a) 采用数字记录或模拟记录； 

b) 作业参数确定后，不宜随意更改。由于水深和底质类型变化较大影响到剖面记录质量时，仪器

操作员可对采集参数作适当的调整，以保证记录剖面的质量和穿透的深度，同时应在记录班报

上注明； 

c) 浅地层剖面和单道地震剖面的地层反射信号需连贯清晰，剖面记录可以记录时间剖面或深

度剖面； 

d) 发现海底障碍物或特殊地貌形态时，应及时记录； 

e) 实时纸介质记录应保持整洁，不应有人为痕迹； 

f) 原始资料记录应包括记录纸（磁带）卷号、测线号、定位点号、时间、航速、航向、拖缆长度、

声呐量程、频率、扫描宽度、测线探测起始与结束时间、时间变化增益控制（TVG）等信息，

每卷记录的首尾必需写上项目名称、记录纸的卷号和作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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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使用磁介质记录时，应在工作前进行格式化处理，在保存时应远离大磁场的干扰，确保数据的

安全； 

h) 及时备份原始数据文件。 

6.2.6 班报记录 

班报记录内容如下： 

a) 测线开始和结束记录班报，其间无特殊情况时每半小时记录一次班报； 

b) 登记值班人姓名、海区、海况、航速、测线探测情况、周围环境状况及特殊情况处理过程等并

签名； 

c) 发现断裂、滑坡、塌陷、浅层气及其它特殊地质体时，应仔细观察并认真记录； 

d) 遇到仪器发生故障、船只干扰等特殊情况应记录； 

e) 班报填写应认真、清楚和完整，不得涂写，不得缺页，记录班报格式参照附录 C 表 C.5、表

C.6、表 C.7 和表 C.8。 

6.2.7 资料整理及检查 

项目结束前，资料整理及检查的内容如下： 

a) 结合航迹图和侧扫声呐条幅图，进行有效测线完整性检查，确定补测和加密； 

b) 通过数据回放或打印记录，检查剖面记录的连贯清晰，主测线与联络测线的闭合检查，对数据

质量进行初步评价； 

c) 每天检查班报记录、数据记录和打印资料是否完整，检查情况应记入当天的班报记录；对各种

纸质打印资料、班报记录进行整理、装订和会签； 

d) 对所获得的测量资料进行全面检查，上级业务部门应对海上测量获得的原始数据文件进行不少

于 25％的抽查，并对海上测量资料的完整性进行全面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内业数据处理； 

e) 数据备份。 

6.3 地形地貌调查 

6.3.1 单波束测深 

6.3.1.1 技术指标 

测量准确度不低于0.3 m。 

6.3.1.2 仪器安装 

接收换能器必须接地良好，避免电信号的干扰，测深仪换能器以铅垂方向安装在涌浪影响较小的作

业船船舷位置。 

6.3.1.3 试验 

测量前试验应包括： 

a) 测深仪检验宜选择在水深大于 5 m 的海底平坦处，用检查板（Bar Check）进行，实际水深与

测量水深之差应不大于 0.3 m； 

b) 校准结果有效期为 6 个月，测量仪器因故障进行大修或更换主要部件时，应重新测定仪器

校正值。 

6.3.2 侧扫声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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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技术指标 

测量过程中，拖体位置准确度应优于拖缆长度的10％，主要技术指标应达到： 

a) 工作频率不应小于 50 kHz； 

b) 水平波束角小于或等于 1º； 

c) 脉冲长度小于或等于 0.2 ms； 

d) 数字记录或模拟记录。 

6.3.2.2 仪器安装 

接收换能器必须接地良好，避免电信号的干扰，根据调查区水深情况确定采用固定安装或拖曳方式。 

6.3.2.3 试验 

测量前试验包括： 

a) 检查水密部件，确保不漏水； 

b) 试验项目包括实际测量深度范围内的发射频率、量程、拖鱼位置及拖鱼距离海底的高度和增益

参数的调试，调试直至符合上面的技术要求、图像清晰。 

6.4 沉积物调查 

6.4.1 海洋地质取样 

6.4.1.1 一般要求 

一般要求包括： 

a) 柱状样站位不少于总取样站位的 1/4，砂质海底只取表层样； 

b) 地质取样应先记录水深； 

c) 取样时尽可能保持样品的原始状态； 

d) 项目设计要求低温保存的样品应尽可能及时低温（0～4℃）保存。 

6.4.1.2 表层取样要求 

采集的样品重量（湿重）不少于2 000 g。 

6.4.1.3 柱状取样要求 

取样要求如下： 

a) 柱状取样管的内径不宜小于 72 mm，柱状样的长度不宜少于 100 cm； 

b) 采集的样品应及时做好标记，上下次序不得颠倒； 

c) 分割样品时，应注意断面和剖面上样品的完整，防止污染或损坏样品。 

6.4.1.4 悬浮体采样要求 

悬浮体的采集按照GB/T 12763.8－2007中6.1.4执行。 

6.4.1.5 样品的现场描述与处理 

要求如下： 

a) 采集的样品应立即进行现场拍照及描述,样品拍照应有相应的标识及尺寸参照物； 

b) 描述内容按照 GB/T 12763.8－2007 的 6.2.2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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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用铅笔记录,取样记录参照附录 C 表 C.9、表 C.10 和表 C.11； 

d) 样品登记和保存按照 GB/T 12763.8－2007 的 6.2.3.2 和 GB 17378.5－2007 的 4.1.1、4.1.2 执行； 

e) 柱状样分样时，岩性变化处应取样，岩性变化不大时取样间隔不宜大于 50
 
cm； 

f) 处理样品时，应注意层次、结构和代表性，所有样品应认真登记、标记； 

g) 测定 pH、Eh、Fe
3+/Fe

2+等理化指标。 

6.4.2 钻探 

6.4.2.1 孔位布设原则 

钻孔布设原则： 

a) 依据地质条件和物探资料，选择典型地段确定钻孔位置； 

b) 应选择地层层次清楚、地层分布全的位置； 

c) 钻孔深度应穿透全新世地层，可根据实际条件钻穿晚更新世地层。 

6.4.2.2 一般要求 

钻探应符合如下要求： 

a) 开钻前及终孔后均进行水深测量,并做潮位改正，钻进过程中每回次核定孔深； 

b) 根据设计深度，钻至目标层方可终孔，或当钻至基岩时，应钻至基岩面下 0.3
 
m 终孔； 

c) 取心方法按照 GB/T 12763.11－2007 的 6.2.2 执行； 

d) 全取心，岩心直径不小于 72
 
mm ； 

e) 岩心采取率：粘性土不低于 80%，砂性土不低于 60%，风化破碎带不低于 50%，基岩不低

于 70%。 

6.4.2.3 钻探班报和钻孔编录 

按照GB/T 12763.11－2007的6.2.3执行；钻探班报和钻孔编录格式参照附录C表C.12和表C.13。 

6.4.2.4 样品的采集、预处理及保存 

按照GB 17378.5－2007的4.1.1、4.1.2执行。 

6.5 海底浅层结构调查 

6.5.1 浅地层剖面 

6.5.1.1 技术指标 

应满足： 

a) 垂向分辨率不低于 0.3 m； 

b) 发射脉冲频率范围不小于 2
 
kHz； 

c) 换能器发射功率不小于 1.5
 
kW； 

d) 接收系统的响应范围 100
 
Hz～20

 
kHz； 

e) 穿透能力最大值不小于 40
 
m； 

f) 同时具备数字和模拟记录。 

6.5.1.2 仪器安装 

接收换能器必须接地良好，避免电信号的干扰；舷挂式浅地层剖面仪安装于船舷；拖曳式浅地层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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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仪拖曳于船尾部或船舷边，避开尾流干扰。 

6.5.1.3 试验 

试验项目包括实际测量深度范围内的发射频率、脉宽和增益参数的调试，调试直至符合上面的技术

要求。 

6.5.2 单道地震 

6.5.2.1 技术指标 

其主要技术指标应满足： 

a) 垂向分辨率不低于 1
 
m； 

b) 电缆接收带宽：10
 
Hz～20

 
kHz，频率响应范围：10

 
Hz～10

 
000

 
Hz； 

c) 电缆接收灵敏度应优于-90 dB／V／μ Ba； 

d) 声波脉震源声源级：50 dB～300
 
dB，电火花震源的激发能量≥100

 
J； 

e) 震源频谱：10
 
Hz～10

 
kHz； 

f) 震源最大发射频率不大于 1 次/秒； 

g) 探测深度不应小于海底以下 100
 
m； 

h) 具备数字记录或模拟记录方式，记录数据应有或能够转换成 SEG－Y 格式，可同步打印剖

面记录。 

6.5.2.2 仪器安装 

单道地震的接收电缆与震源拖曳于船尾部一侧或两侧；震源箱宜放置在干燥、温度低于60℃的环

境中，远离触发放大器和记录仪；若用电火花作为震源，电极电缆和检波器接收电缆应相距1m以上。 

6.5.2.3 试验 

试验技术要求和试验项目如下： 

a) 电火花试验应在盐度不小于 5 的水体中进行； 

b) 地震接收电缆测试时，应确保接收电缆外护管不漏油、外护管内无气泡、接收电缆和震源电缆

入水后绝缘电阻不小于 1
 
MΩ； 

c) 试验项目包括，实际测量深度范围内的震源类型、能量和接收增益、滤波、记录长度、采样频

率、通道数、同步类型、海底跟踪值、电缆长度、电缆沉放深度、震源与水听器中心的距离等

参数的调试，调试直至符合上面的技术要求。 

6.6 环境地球化学调查 

6.6.1 海水化学调查 

6.6.1.1 采样层次 

采样层次按表1进行，每层采水量不少于1 500 mL。 

6.6.1.2 航前准备及海上作业 

按照 GB/T 12763.4－2007 的 4.2.4、4.2.5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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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采样层次 

水深范围 （m） 观测水层 

< 5 表层（指水深0.5 m的水层） 

5～20 表层（指水深0.5 m的水层）、底层（指离海底0.5 m的水层） 

6.6.1.3 样品采集与贮存 

按照GB/T 12763.4－2007的4.4执行。 

6.6.2 沉积物化学调查 

6.6.2.1 样品采集 

沉积物样品采集按照 6.4.1.2、6.4.1.3 和执行。 

6.6.2.2 样品贮存 

样品均应保存在阴冷处，最好存放在冰箱或冷柜中，于 4
 ℃左右保存。 

6.7 地质灾害调查 

6.7.1 海洋地质取样 

按照 6.4.1 执行。 

6.7.2 钻探 

按照 6.4.2 执行。 

6.7.3 侧扫声呐 

按照 6.3.2 执行。 

6.7.4 浅地层剖面 

按照 6.5.1 执行。 

6.7.5 单道地震 

按照 6.5.2 执行。 

6.8 工程地质调查 

6.8.1 一般要求 

取样技术要求按照6.4.1执行；工程地质钻探技术要求按照6.4.2执行。 

6.8.2 现场测试 

海底土的现场测试项目包括微型贯入试验、微型十字板剪切试验、天然含水率试验和天然密度试验。

测试要求按照GB/T 12763.11－2007的6.3.1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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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 原位测试 

根据调查项目的需求、调查区海底土的类型、测试方法的适用条件、精确度和难易程度选择标准贯

入试验（SPT）或静力触探试验（CPT），试验方法按照GB/T 12763.11－2007的6.3.2执行。 

6.9 海洋动力调查 

6.9.1 观测要素 

观测和收集的要素应包括水温、盐度、悬浮体浊度、潮汐、河流径流、海浪、海流、透明度、水色、

海发光和海冰。 

6.9.2 水深测量 

按照GB/T 12763.2－2007的4.8执行。 

6.9.3 水温、盐度和悬浮体浊度观测 

6.9.3.1 观测的准确度 

水温测量准确率应优于±0.05
 ℃，分辨率应优于0.01

 ℃。 

盐度测量的准确率应优于±0.05，分辨率应优于0.01。 

浊度测量的准确率0.5FTU。 

6.9.3.2 观测的层次 

观测层次按照6.6.1.1.1中表1进行。 

6.9.3.3 观测方法 

使用温盐深仪观测，观测要求按照GB/T 12763.2－2007的5.2.1执行。 

6.9.4 潮汐观测 

a) 调查区内设有长期潮位观测站时，可引用其潮汐观测资料；调查区内未有长期潮位观测站需进

行潮汐观测； 

b) 潮汐观测利用水尺或验潮仪在岸边定位站上观测，按 GB/T 12763.10－2007 附录 A 执行； 

c) 调查区附近沿岸设有长期潮位观测站时，要摘录引用其潮汐特征资料； 

d) 测站基面一般采用黄海高程基准。如采用当地基准面时，应注明基面名称并标明它同黄海高程

基准面之间的关系。 

6.9.5 河流径流观测资料 

a) 收集水利或交通等部门河口水文站的实测资料； 

b) 径流资料包括：多年平均径流总量、多年平均径流量、多年平均年径流量、年径流量变异系数

Cv、年内径流分配、蒸发量、降水量和化学径流等资料。 

6.9.6 海流观测 

6.9.6.1 观测要素 

观测要素包括流速和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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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2 观测方式和测量的准确度 

海流观测方式采用走航观测和定点观测。观测的准确度如表2。 

6.9.6.3 走航观测 

按照GB/T 12763.2－2007的7.2.5执行，走航观测班报参照附录C表C.3。 

6.9.6.4 定点观测 

按照GB/T 12763.2－2007的7.2.2执行。定点观测班报参照附录C表C.4。 

表2 海流观测的准确度 

流速 

cm/s 

准 确 率 

流 速 流 向 

<100 ±5 cm/s 
±5° 

≥100 ±5%×实测流速 

 

6.9.7 海浪、透明度、水色、海发光和海冰观测 

按照GB/T 12763.2－2007的8、10、11执行。 

6.10 遥感地质调查 

6.10.1 一般要求 

6.10.1.1 数据源 

采用多光谱、多时相和高分辨率全色卫星遥感数据。不同时相（年度）的遥感数据应为相同季度的

影像。 

6.10.1.2 时相要求 

同一区域至少要有三个不同时相的数据作对比分析。其中，在人为活动影响相对较小的时期取

一个时相；在项目进行当年取一个实时时相；在以上两个时间跨度之间人为活动影响显著变化时期

取一个时相。 

6.10.1.3 分辨率要求 

遥感数据空间分辨率应优于30 m。年代较早的卫星遥感数据空间分辨率可适当放宽要求。 

6.10.1.4 质量要求 

a) 图像的云层覆盖率不超过 10%，相邻图像之间应有不小于图像宽度 4%的重叠。要求影像层次

丰富、图像清晰、色调均匀、反差适中，无显著偏光、偏色现象； 

b) 按合同书或任务要求及 6.10.1.4 中 a）进行数据质量评估，合格后，方可进行数据预处理和信

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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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 野外现场验证调查 

应用典型样区校核法或线路验证法，校验室内判读的准确性，并拍摄照片和记录，参照附录C

表C.14。验证量应不少于调查面积的15%。 

6.11 施工质量控制 

施工质量控制内容应包括： 

a) 施工前应对仪器设备进行检测标定； 

b) 正式作业前，在调查区内进行采集试验，填写并保留试验记录； 

c) 自容式设备记录数据要及时备份； 

d) 现场记录填写完整、清楚、整洁，对突发事件、特殊的地质现象应加以说明； 

e) 对当天实时采集的资料进行自检，内容包括资料质量、班报记录的完整性和规范性等，对于质

量不合格的调查资料必须重做； 

f) 保证原始资料的安全。 

6.12 野外资料验收 

6.12.1 资料准备 

野外采集工作结束后，及时整理原始资料、质量记录和质量自检表，编写生产技术总结。 

6.12.2 组织验收 

项目承担单位提出野外资料验收申请，由项目任务下达单位组织专家进行验收。 

6.12.3 验收内容 

以项目任务书和施工设计书为依据，对完成工作量、作业规范性、资料质量、现场记录完整性和规

范性、仪器设备标定和校验文件等进行验收，评定质量等级。 

7 测试分析 

7.1 分析对象 

海水、沉积物和岩石。 

7.2 分析内容 

7.2.1 海水化学分析 

海水化学分析要素包括：理化因子（pH、温度、盐度、硫化物、氯化物、浑浊度和悬浮物）、氧

平衡引子（溶解氧、生化需氧量和化学需氧量）、营养盐（活性硅酸盐、活性磷酸盐、亚硝酸盐、硝酸

盐和氨盐）、有害重金属（汞、铬、铜、锌、铅、镉）和砷。 

7.2.2 沉积物分析 

7.2.2.1 沉积物常规分析 

粒度分析、矿物鉴定、古生物鉴定、悬浮体分析，同位素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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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 沉积物化学要素分析 

营养盐、有机碳、碳酸盐、常量元素（SiO2、Al2O3、Fe2O3、MgO、CaO、Na2O、K2O、P2O5、TiO2、

MnO和烧失量）、微量元素（Co、Ni、Sr、Ba、Zr、Ga等）、有害重金属（Cu、Pb、Cd、Zn、Cr、Hg）。 

7.2.2.3 沉积物的物理力学性质分析 

比重、颗粒组成、天然密度、天然含水率、界限含水率、固结和抗剪强度等,如项目任务需要可以

选择动三轴试验。 

7.2.3 岩石分析 

矿物成分、抗压强度和抗剪强度。 

7.3 分析要求 

7.3.1 海水化学分析 

7.3.1.1 理化因子 

pH、温度、盐度、硫化物、氯化物、浑浊度和悬浮物的测定按照GB 17378.4－2007执行。 

7.3.1.2 氧平衡因子 

溶解氧、生化需氧量和化学需氧量的测定按照 GB 17378.4－2007执行。 

7.3.1.3 有机物污染及总有机碳 

油类、挥发性酚、六六六、DDT和总有机碳的测定按照 GB 17378.4－2007执行。 

7.3.1.4 营养盐 

活性硅酸盐、活性磷酸盐、亚硝酸盐、硝酸盐和氨盐的测定分别按照GB/T 12763.4－2007的8、9、

10、11、12执行。 

7.3.1.5 有害重金属和砷 

汞、铬、铜、锌、铅、镉和砷的测定按照GB 17378.4－2007执行。 

7.3.1.6 分析质量控制 

按照GB/T 12763.4－2007的4.3执行。 

7.3.2 沉积物分析 

7.3.2.1 沉积物常规分析 

7.3.2.1.1 沉积物粒度分析 

按照GB/T 12763.8－2007中的6.3执行。 

7.3.2.1.2 沉积物矿物鉴定 

按照GB/T 12763.8－2007中的6.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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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1.3 沉积物古生物鉴定 

按照GB/T 12763.8－2007中的6.6执行。 

7.3.2.1.4 悬浮体分析 

按照 GB/T 12763.8－2007 中的 6.1.4 执行。 

7.3.2.1.5 沉积物同位素测年 

按照GB/T 12763.8－2007中的6.8执行。 

7.3.2.2 沉积物化学分析 

7.3.2.2.1 营养盐 

营养盐（磷、全氮）的测定分别按照 GB/T 12763.8－2007 的 6.7.9、6.7.10 执行。 

7.3.2.2.2 有机碳 

按照GB/T 12763.8－2007的6.7.8执行。 

7.3.2.2.3 碳酸盐 

按照GB/T 12763.8－2007的6.7.11执行。 

7.3.2.2.4 常量元素 

SiO2 的测定按照 GB/T 14506.28－2010 执行。Al2O3、Fe2O3、MgO、CaO、Na2O、K2O、P2O5、TiO2、

MnO 和烧失量的测定按照 GB/T 20260－2006 的 8 执行。烧失量的测定按照 DZG 93－05 的 4.1 执行。 

7.3.2.2.5 微量元素 

Co、Ni、Sr、Ba 等的测定按照 GB/T 20260－2006 的 8 执行。Zr、Ga 等的测定按照 GB/T 20260－

2006 的 10 执行。 

7.3.2.2.6 有害金属 

Cu、Pb、Cd、Zn、Cr 的测定按照 GB/T 20260－2006 的 10 执行。Hg 的测定按照 GB/T 20260－2006

的 12 执行。 

7.3.2.2.7 砷 

按照 GB/T 20260－2006 的 11 执行。 

7.3.2.2.8 硒 

按照 GB/T 20260－2006 的 13 执行。 

7.3.2.2.9 油类 

按照GB 17378.5－2007的13执行。 

7.3.2.2.10 有机污染物 

六六六、DDT、多氯联苯、狄氏剂的测试分别按照GB 17378.5－2007的14、15、16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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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2.11 硫化物 

按照GB 17378.5－2007的17执行。 

7.3.2.3 沉积物物理力学性质分析 

按照GB/T 12763.11－2007中的6.3.3执行。 

7.3.3 岩石分析 

试验方法和分类分别按照GB/T 17412－1998和GB/T 12763.8－2007中的6.5.9执行。 

7.3.4 样品测试质量控制 

样品的测试分析应有测试分析质量评估报告。 

8 资料处理与解释 

8.1 导航定位资料处理 

8.1.1 处理准备 

数据处理的原始资料包括： 

a) 综合导航班报及导航定位工作报告； 

b) 导航定位数据； 

c) 调查区导航的基本参数； 

d) 导航与各种调查设备相对位置图； 

e) 质量自检表。 

8.1.2 资料处理 

导航定位资料处理应包括： 

a) 数据检查内容包括导航参数检查、各种导航设备与其他调查设备相对位置校核、参数校正； 

b) 对数据进行整理、编辑和格式转换； 

c) 根据项目设计书要求生成航迹图、站位图等图件。 

8.1.3 处理成果 

8.1.3.1 成果数据输出 

成果数据输出应包括测线名、定位点（或炮）号、时间、定位系统天线坐标、定位点位置坐标，各

调查设备位置数据。 

8.1.3.2 图件绘制 

图件绘制要求包括： 

a) 标绘直角坐标格网和经纬度格网； 

b) 图上每 5
 
mm～10

 
mm 绘制一个定位点，每隔 10 个定位点及测线首尾定位点标记定位点号，测

线两端标注测线名； 

c) 注记栏内应有比例尺、图名、坐标系、投影方法、制图单位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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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3 处理报告 

内容包括导航定位系统、GPS接受机稳定性试验、野外数据采集、资料内业整理、定位精度评价、

资料处理员和处理成果。 

8.2 海洋水文资料处理 

8.2.1 温盐深资料 

资料处理按照GBT 12763.2－2007中的5.3和6.3的要求执行。 

8.2.2 海流资料 

海流资料处理按照GBT 12763.2－2007中的7.3的要求执行，分析计算按照GBT 12763.7－2007的附

录A进行。 

8.3 测深资料处理 

8.3.1 处理准备 

数据处理的原始资料包括野外测深数据、水位观测数据或预报潮汐资料、班报、导航数据和其它辅

助资料。 

8.3.2 数据处理 

测深数据处理各阶段均应进行交叉检查，确保数据处理成果无误，应形成统一格式文件，并附数字

成果说明文档。同时还应注意以下各点： 

a) 当定位中心与换能器中心二者水平位置不重合时，须根据偏心距进行位置归算； 

b) 定位点编辑及内插修补； 

c) 应剔除跳变点数据； 

d) 应进行水位改正； 

e) 依据海底地形离散数据文件绘制海底地形图。 

8.3.3 数据准确度评估 

8.3.3.1 交点水深比对限差 

当进行吃水、声速和水位改正后，先剔除明显的系统误差和粗查后进行比对，主测线与联络测线交

点水深不符值限差为0.6m。超限的点数不得超过参加比对总点数的10%。 

8.3.3.2 准确度估计指标 

利用主测线与联络测线交点水深不符值，进行水深测量准确度估计，其估计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n

M

n

i

id

2

2

2




  ...................................... (1) 

式中： 

M ——重合点水深不符值中误差（m）； 

d ——主测线与联络测线在重合点i处的深度不符值（m）； 

n ——主测线与联络测线的重合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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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侧扫声呐资料处理与解释 

8.4.1 处理准备 

数据处理的原始资料包括野外侧扫声呐数据、班报、导航数据和其它辅助资料。 

8.4.2 处理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包括： 

a) 对船速变化造成的记录与实际地形的比例失调进行校正； 

b) 回放图像，提取和记录目标地物信息； 

c) 应对灰度反差较大的图像进行图像均衡处理； 

d) 对突出的目标或疑难问题，应进行目标分析，并详尽记录目标的方位、性质等特征。 

8.4.3 资料解释 

声呐资料解释包括： 

a) 量算目标的几何尺寸、判读目标位置和性质； 

b) 判读海底地形起伏程度、延伸方向、区域或范围； 

c) 判读海底底质的变化和分布区域，参照其它资料判定底质类别； 

d) 绘制海底地物分布图。 

8.5 单道地震资料处理与解释 

8.5.1 处理准备 

数据处理的原始资料包括野外地震数据、班报、导航数据和其它辅助资料。 

8.5.2 处理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包括： 

a) 将地震数据格式解编或转换为处理系统使用的数据格式，同时要注意振幅数据的浮点类型，数

据应包括炮点号和文件号信息； 

b) 单道地震资料进行处理包括： 

1) 滤波；  

2) 预测反褶积； 

3) 海底切除。 

8.5.3 资料解释 

单道地震资料解释的主要内容： 

a) 识别干扰信号，区分背景躁声干扰和多次反射波干扰； 

b) 识别强反射界面，划分地震层序，参考所收集的地质资料划分地层； 

c) 识别目标层位的顶、底反射界面； 

d) 判读断层，特别注意识别断至海底的活动断层； 

e) 根据地震相和其它资料分析古地貌和古沉积环境； 

f) 识别和分析地质异常体，解释各种地质灾害因素； 

g) 地层剖面的解释应参考调查区内多种物探、取样及钻探资料，注重综合对比分析； 

h) 绘制反射层剖面图、厚度图、等深度图等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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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浅地层剖面资料处理与解释 

8.6.1 处理前准备 

数据处理的原始资料包括野外浅地层剖面数据、班报、导航数据和其它辅助资料。 

8.6.2 处理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包括： 

a) 数据格式转换，同时要注意振幅数据的浮点类型； 

b) 浅地层剖面资料进行处理包括下列方面： 

1) 滤波； 

2) 振幅补偿，包括扩散、吸收补偿和激发、接受差异补偿； 

3) 相关分析； 

4) 反褶积； 

5) 文件格式变换。 

8.6.3 资料解释 

解释内容包括： 

a) 结合调查区内浅部岩芯资料及其它相关资料，识别、追踪和划分目标反射层（松散层和基岩）； 

b) 识别和解释表层断层； 

c) 识别和分析表层地质体类型，解释各种地质灾害因素； 

d) 分析地貌特征； 

e) 绘制反射层剖面图和厚度图。 

8.7 遥感地质资料处理与解译 

8.7.1 卫星遥感数据处理 

8.7.1.1 影像预处理 

预处理内容与要求 

a) 辐射校正：定标系数以地面站提供的系数为标准； 

b) 几何校正：使用的控制点对不应少于 6 对，且点对分布应均匀；光学遥感数据的几何校正误差

不超过 2 个像素； 

c) 图像镶嵌：接缝处影像灰度、色调应与整幅影像灰度、色调协调。 

d) 数据融合：光学遥感数据之间的配准中误差不超过 0.5 个像素；融合后的信息损失量不超过 30%。 

8.7.1.2 图像处理 

图像处理的常用方法参照DZ/T 0190－1997的8.4执行。 

8.7.2 卫星遥感数据解译 

8.7.2.1 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 

a) 定位精度优于 15
 
m； 

b) 海岸类型判对率优于 90%，分类见附录 D 表 D.1； 



 

22 

c) 标识地质灾害体分布位置、范围和排污口的情况并现场调查验证。 

8.7.2.2 室内判读解译 

室内判读解译按照DZ/T 0190－1997的8.5执行。 

8.7.2.3 现场验证解译 

现场验证解译按照5.6.4执行。 

 

8.7.3 专题图制作 

8.7.3.1 一般要求 

坐标系统、投影系统按照6.1.1.3规定。 

8.7.3.2 主要图件 

应包括： 

a) 海岸线动态变迁遥感解译图； 

b) 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特殊海岸动态分析图； 

c) 海面水动力遥感反演图； 

d) 海面温度遥感反演图； 

e) 海面水色要素遥感反演图。 

9 海洋地质环境质量评价与地质灾害评价 

9.1 海水环境质量评价 

9.1.1 评价内容 

包括水质评价、有机污染评价和富营养化评价，其中有机污染评价和富营养化评价可根据调查区的

海域用途和管理目标选择进行。 

9.1.2 评价标准 

根据调查区的海域用途和管理目标按照GB 3097－1997中的3，选择类别标准。 

9.1.3 评价方法 

9.1.3.1 海水水质评价 

9.1.3.1.1 单因子评价 

单因子评价方法参照附录E中E.1。 

9.1.3.1.2 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方法参照附录E中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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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2 海水有机污染评价 

评价标准和方法见附录E中E.3。 

9.1.3.3 海水富营养化评价 

评价标准和方法见附录E中E.4。 

9.2 沉积物环境质量评价 

9.2.1 评价内容 

包括沉积物质量评价和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的生态危害评价，其中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的生态危害评价

可根据调查区的海域用途和管理目标选择进行。 

9.2.2 评价标准 

根据调查区的海域用途和管理目标按照GB 18668－2002中的3，选择类别标准。 

 

9.2.3 沉积物质量评价方法 

a) 单因子评价采用标准指数法，参照附录 E 中 E.1； 

b) 综合评价采用综合指数法，参照附录 E 中 E.2； 

c) 重金属污染的生态危害评价标准和方法参照附录 F。 

9.3 海洋地质灾害和海底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9.3.1 评价内容 

分析各种地质灾害因素，划分地质灾害类型，查明各种灾害的分布规律、成因、危害和发展的隐患

及其发生和发展的主要控制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影响；对地质灾害易发程度进行分区，对主

要地质灾害的危害性作出概略评价与预测；划分工程地质区，综合评价各区的工程地质条件。海洋地质

灾害分类参照附录G。 

9.3.2 评价方法 

根据地质地球物理调查资料、海底土（岩）的物理力学性质，结合区域地质资料和沿岸实地踏勘，

划分地质灾害类型，分析地质灾害的分布规律、成因、危害和发展趋势及其发生和发展的主要控制因素，

作出地质灾害概略评价与预测；分析海底地形地貌、地质灾害类型和海底土岩工程性质的差异性中最突

出的因素，划分出工程地质区，综合归纳各工程地质区的工程地质条件，对比工程地质区的相对稳定性。 

10 成果编审 

10.1 图件编制 

10.1.1 一般规定 

a) 采用 WGS-84 坐标系、高斯投影方式； 

b) 地理底图的编制原则和要求见附录 I； 

c) 编制图件参照 GB/T 12763.10－2007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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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成果图件 

成果图件应包括： 

a) 实际材料图； 

b) 海底地形图； 

c) 海底地貌图； 

d) 底质图； 

e) 全新世沉积等厚度图； 

f) 地质灾害因素分布图； 

g) 海底工程地质条件分区图； 

h) 沉积物地球化学分区图。 

10.2 报告编写 

10.2.1 报告编写要求 

编写要求包括： 

a) 在分析研究已有资料和本次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进行； 

b) 内容全面、重点突出、论据充分、文字简练； 

c) 引用已有调查研究成果须标明资料来源； 

d) 应有必要的插图和插表。 

10.2.2 报告编写内容 

报告编写提纲参照见附录H。 

10.3 数据库 

10.3.1 数据 

10.3.1.1 数据来源 

录入数据库的数据来源包括： 

a) 调查现场仪器观测数据； 

b) 调查现场实录或描述记录； 

c) 样品的实验测试数据； 

d) 合法收集的外方数据； 

e) 调查资料的解译数据； 

f) 成果报告电子文档； 

g) 数字化成果图件。 

10.3.1.2 数据载体 

包括纸张、磁带、光盘、图片、相片、录像带等。 

10.3.2 数据入库 

10.3.2.1 入库数据内容 

内容包括： 



 

25 

a) 基础数据：处理后的地球物理资料解释结果数据、导航数据，海流观测数据，温盐深观测数据，

海水样品和地质样品的各种测试分析数据，钻孔资料，遥感地质资料等； 

b) 成果数据：成果图件上的地质实体和相应的属性数据。 

10.3.2.2 数据目录的编写 

应按数据管理部门的标准格式完成数据目录的编写和提交，经数据管理部门审查、编辑后1个月内入库。 

10.3.2.3 元数据的编写 

应按数据管理部门的元数据标准完成元数据的编写并提交，经数据管理部门审查、编辑后1个月内入库。 

 

10.3.2.4 数据质量评价 

包括数据完整性和逻辑一致性。 

10.4 成果提交与审查 

10.4.1 提交内容 

项目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取得的调查成果。 

10.4.2 审查依据 

项目任务书、项目设计书和年度工作方案。 

10.4.3 审查组织 

项目承担单位组织专家对调查成果进行初步审查；项目任务下达单位组织专家对调查成果进行审查。 

10.4.4 审查意见 

成果审查意见由审查专家组在讨论、评议的基础上形成，审查组长在审查意见书上签字确认。 

10.5 资料汇交 

10.5.1 基本资料 

包括野外调查立项申请书、任务书、项目设计、年度工作方案、施工设计、野外技术总结、设计更

改记录和批准文件、样品、实验测试数据、遥感影像、成果报告、附图。 

10.5.2 汇交要求 

按照单位主管部门相关规定要求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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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项目设计编写提纲 

A.1 绪言 

A.1.1 目标任务 

A.1.2 调查区范围和地理条件 

A.2 以往工作程度 

A.2.1 研究现状 

A.2.2 以往工作程度及存在问题 

A.3 区域地质背景 

A.4 工作部署 

A.4.1 工作思路及技术路线 

A.4.2 总体工作部署 

A.4.3 年度工作安排及工作部署 

A.5 工作方法及技术要求 

A.5.1 工作内容及方法 

A.5.2 技术要求 

A.5.3 技术标准 

A.6 实物工作量 

A.7 经费预算 

A.8 组织管理和项目人员分工 

A.9 质量和安全保障措施 

A.10 预期成果 

A.11 专用设备购置 

A.12 设计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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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施工设计编制提纲 

B.1 目的和任务 

B.2 调查区位置及概况 

B.2.1 调查区位置及调查比例尺 

B.2.2 自然地理 

B.2.3 区域地质概况 

B.2.4 水文气象 

B.3 调查船和调查设备 

B.3.1 调查船 

B.3.2 调查设备 

B.4 调查项目及工作量 

B.4.1 海洋地球物理 

B.4.2 海底地质取样 

B.4.3 钻探 

B.4.4 温、盐、深观测和海水化学取样 

B.4.5 海流观测 

B.4.6 实验分析 

B.5 施工技术要求及技术标准 

B.5.1 施工技术要求 

B.5.2 技术标准 

B.6 野外施工部署 

B.6.1 施工计划 

B.6.2 人员组成及组织分工 

B.7 资料质量保障措施 

B.8 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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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提交资料与验收 

B.10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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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班  报 

外业调查记录班报见表 C.1～C.14。 

表C.1 导航系统班报 

项目：                           调查区：                        调查船：                   海况：                  日期：    年    月    日 

接收机型号：                   导航软件系统：                  坐标系：                   投影：                                        

测线 
航向 

（o） 
点号 时间 

经   度 

(°′″ ) 

纬   度 

(°′″ ) 
记录文件名 

测线长/ 

缆长(m) 
备注 操作员 

          

          

          

          

          

          

          

          

导航组长：                                     技术负责：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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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 钻探、取样导航定位班报 

项目：                            调查区：                        调查船：                         海况：                 

接收机型号：                    导航软件系统：                坐标系：                         投影：                       

站位 日期 时间 
经   度 

(°′″ ) 

纬   度 

(°′″ ) 
HDOP 

水深 

（m） 
取样器 

取样长度 

（m） 
备注 操作员 

           

           

           

           

           

           

           

           

           

           

           

           

           

导航组长：                                     技术负责：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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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 走航海流观测记录 

项目：                     调查区：                   调查船：                       海况：                  仪器型号: 

声速测量模式:            定位方式:                  GPS 数据格式:                   海流坐标系:            平均间隔(s):       剖面间隔(m):  

序号 日期 时间 
经度 

(°′″ ) 

纬度 

(°′″ ) 

水深 

（m） 
数据文件名 备注 

        

        

        

        

        

        

        

        

        

        

        

        

操作: 记录: 技术负责: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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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4 定点海流观测记录 

项目：                     调查区：                   调查船：                       海况：                  仪器型号: 

声速测量模式:            定位方式:                  GPS 数据格式:                   海流坐标系:            平均间隔(s):       剖面间隔(m): 

序号 日期 时间 
经度 

(°′″ ) 

纬度 

(°′″ ) 

水深 

 (m) 
风速(m/s) 

风向 

(°) 
状态 备注 

          

          

          

          

          

          

          

          

          

          

          

          

操作: 记录: 技术负责: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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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5 单波束测深仪记录班报 

项目：                          调查区：                        调查船：                         海况：             

仪器型号：                      工作频率(Hz)：                  探头吃水(m)：                    声速(m/s)：              日期：    年   月   日 

记录纸卷号 测线号 定位点号 时间 
水深 

（m） 

量程 

（m） 

走纸速度 

（cm/min） 

航向 

（o） 
备注 

         

         

         

         

         

         

         

         

         

         

         

         

操作员：                                     技术负责：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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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6 侧扫声呐记录班报 

项目：                         调查区：                       调查船：                                                   海况：             

仪器型号：                                                    工作频率(Hz)：                                             日期：    年   月   日 

记录纸卷号 测线号 
定位 

点号 

时间 
航向 

（o） 

量程 

（m） 

电缆长度 

（m） 

拖鱼高度        

（m） 
文件名 备注 

          

          

          

          

          

          

          

          

          

          

          

操作员：                                     技术负责：                                                                    第      页  共      页 



 

35 

3
5

 

 

表C.7 浅地层剖面测量班报 

项目：                              调查区：                                  调查船：                                   海况：             

仪器型号：                          工作频率(KHz)：                           声速(m/s)                                  日期：    年   月   日 

卷 号 测线名 
定位 

点号 
时间 

航向

（o） 

激发间隔（ms） 

/差频（KHz） 

扫描宽度（ms） 

/量程范围（m） 
滤波（Hz）/脉冲数 文件名 备注 

          

          

          

          

          

          

          

          

          

          

          

          

操作员：                                     技术负责：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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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8 单道地震记录班报 

项目：                              调查区：                           调查船：                       海况：             

震源：                              记录系统：                         接收系统：                     电极类型：          日期：    年   月   日 

卷 号 测线名 
定位 

点号 
时间 

航向 

（o） 

激发间隔 

（ms） 

扫描宽度 

（ms） 

滤波 

（Hz） 
文件名 备注 

          

          

          

          

          

          

          

          

          

          

          

          

操作员：                                     技术负责：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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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9 抓斗取样记录表 

项目：                      调查区：                     调查船：                          海况：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站位编号 

站位坐标 
水深 

（m） 

取样 

时间 

样品重量

（kg） 
岩性名称 岩  性  描  述 备注 经度 

(°′″ ) 

纬度 

(°′″ ) 

          

          

          

          

          

          

          

          

          

          

          

          

记录：                                检查：                                 技术负责：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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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0 柱状取样记录表 

项目：                         调查区：                            调查船：                         海况：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站位编号 

站位坐标 
水深 

（m） 

取样 

时间 

取样 

方法 

样品长度 

（m） 
岩性名称 岩  性  描  述 备注 经度 

(°′″ ) 

纬度 

(°′″ ) 

           

           

           

           

           

           

           

           

           

           

           

           

           

记录：                                检查：                          技术负责：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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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1 箱式/柱状取样记录表 

项目：                      调查区：                              调查船：                   海况：                      日期：     年   月     日 

站位编号：                  站位坐标：           E            N   采样方法：                 水深：        m             样品长度：      m        

层序 
柱状 

剖面图 

层 厚 

(m) 
颜  色 气味 定 名 

特      征      描      述 含生物 

状况 

样品编号及保存处理 
备  注 

物质组成、结构、构造等 塑性/密实度 粘性 样品编号 测试项目 保存箱号 

 

 

 

 

  

 

            

  

  

  

  

  

  

  

  

  

  

  

  

  

  

  

  

  

记录：                   检查：                    技术负责：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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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2 地质钻探班报表 

项    目：                                              钻孔编号：                                                     海况：              

施工地点：                                              终孔孔深：                   m 

施工单位：                                              岩芯总长：                   m 

调 查 船：                                              开孔水深：                    m                                日期：     年    月    日 

钻机型号：                                              终孔水深：                   m         

时  间 

工作内容简述 

回次进尺（m） 
回次 

（m） 

岩   芯 地  质  资  料 

自 至 计 自 至 计 岩芯编号 
长度 

(m) 

孔深（m） 标贯试验 

击数（击） 
取样编号 备注 

自 至 计 

                

                

                

                

                

                

                

                

                

                

机长：                               记录员：                                     技术负责：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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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3 钻孔野外编录表 

项目：                                      调查区：                                 调查船：                          

施工地点：                                  钻机型号：                               海况：                                 日期：    年   月   日 

钻孔编号 钻孔

坐标 

X： 开孔水深：         （m） 开孔时间： 

孔口标高：                （m） Y： 终孔水深：         （m） 终孔时间： 

层序 深度 厚度 柱状图 岩性描述 取样编号及深度 备注 

       

编录员：                          检查：                                技术负责：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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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4 遥感野外检查验证记录表 

项目：                     

调查区：                                                           日期：    年   月   日 

野外检查路线号  野外观测点号  

观测点所在地理位置  观测点所在经纬度 
N： 

E： 

观测点遥感影像特征  

观察点遥感解译与实地验证对比 

遥
感
解
译
类
别 

 

实
地
验
证
类
别 

 

实地观测记录  

解译正确性 □正确            □基本正确          □不正确 

野外实测照片编号  

 记录：                  检查：                技术负责：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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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海岸类型 

海岸类型分类分级见表 D.1。 

表D.1 海岸类型分类 

Ⅰ级 Ⅱ级 Ⅲ级 

类型 编码 类型 编码 类型 编码 

海岸 C 

自然海岸 C1 

砂质海岸 C12 

粉砂淤泥质海岸 C13 

特殊海岸 C14 

人工海岸 C2 

盐场海堤 C21 

养殖海堤 C22 

海港码头 C23 

围垦海涂大坝 C24 

注：特殊海岸指红树林、珊瑚礁、海床草等生物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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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海水水质评价 

E.1 海水水质单因子评价 

采用标准指数法评价水质单项因子对环境产生的等效影响程度。因子污染指数1.0作为该因子是否

对环境产生污染的基本分界线，小于0.5为水域未受该因子污染；介于0.5～1.0之间为水域受到该因子污

染；大于1.0表明水域已受到该因子严重污染。 

水质单因子标准指数计算公式为： 

 
0iii

CCP   ..................................... (E.1) 

式中： 

Pi —第i种污染因子的污染指数，即单因子污染指数； 

Ci —第i种污染因子的实测浓度；  

Ci0  —第i种污染因子的评价标准。 

溶解氧的标准指数计算公式为: 

 
sf

f

DO
DODO

DODO




P  

s
DODO   ............................ (E.2) 

 
s

DO
DO

DO
910 P  

s
DODO   ............................ (E.3) 

 
T


6.31

468
DO

f
 .................................. (E.4) 

式中： 

PDO ——站位溶解氧标准指数； 

DO ——站位溶解氧平均浓度； 

DOs ——溶解氧标准浓度； 

DOf ——饱和溶解氧浓度； 

T ——水温，℃。 

pH的标准指数计算公式为： 

 
DS

pH-pH
sm

pH
P  .................................. (E.5) 

   2pHpHpH
sdsusm

  ............................... (E.6) 

   2pHpHDS
sdsu

  ................................ (E.7) 

式中： 

PpH ——pH的污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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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调查实测值； 

pHsu ——海水pH标准的上限值； 

pHsd ——海水 pH 标准的下限值。 

E.2 海水水质综合评价 

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公式为： 

 




n

i

i
P

n
PI

1

1
 .................................... (E.8) 

式中： 

PI ——水质综合评价指数； 

Pi  ——第i种污染因子的污染指数； 

n  ——参加评价的水质参数的数目。 

PI值越大, 水质越差。水质综合评价指数PI >1则该海域水质不符合选用的水质标准，PI <1则该海

域水质符合选用的水质标准。 

E.3 海水有机污染评价 

采用有机污染指数法，计算公式为： 

 
0000

DO

DO

DIP

DIP

DIN

DIN

COD

COD
A  .......................... (E.9) 

式中： 

A—水体有机污染指数； 

COD —水体中化学需氧量的实测浓度； 

DIN —水体中溶解态无机氮的实测浓度； 

DIP —水体中溶解态活性磷酸盐的实测浓度； 

DO —水体中溶解氧的实测浓度； 

COD0、DIN0、DIP0、DO0分别为水体的上述各项指标选用的评价标准。 

水体有机污染评价按表E.1分级。 

表E.1 水体有机污染评价分级表 

A 污染程度分级 水质评价 

<0 0 良好 

0-1 1 较好 

1-2 2 开始受到污染 

2-3 3 轻度污染 

3-4 4 中度污染 

4-5 5 严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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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海水富营养化评价 

采用富营养化指数法，计算公式为： 

 
6

10
4500

DIPDINCOD



E  ............................ (E.10) 

式中： 

E ——水体富营养化指数； 

COD ——水体中的化学需氧量，mg/L； 

DIN ——水体中的无机氮含量，mg/L； 

DIP ——水体中的磷酸盐含量，mg/L 。 

当E >1时, 表明水体呈富营养化, E值越高，说明水体富营养化程度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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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的生态危害评价 

参与评价的重金属包括 Hg、Cd、As、Pb、Cu、Cr、Zn 共 7 种。 

采用瑞典科学家 Hakanson 提出的生态危害指数法来评价重金属污染状况及其生态危害，具体的公

式如下： 

 

n

i

i

n

in

i

i

C

C
CC ＝

fd
 ................................. (F.1) 

式中： 

d
C —沉积物重金属总体污染程度； 

i
C

f
—重金属i的污染系数； 

i
C —重金属i的实测浓度； 

i

n
C —重金属i的评价参比值。 

调查区内沉积物重金属的生态危害评价基于该沉积物重金属的污染状况评价，也是首先计算单个重

金属的生态危害系数，然后通过对所有参与评价的重金属的生态危害系数求和得到沉积物中多种重金属

的危害指数ERI。 

  

n

i

ii

n

i

i
CTEE )(

frrRI
 .............................. (F.2) 

式中： 
i

E
r
—重金属i的生态危害系数； 

i
T

r
—重金属i的毒性响应系数；它反映该重金属的毒性水平及生物对重金属污染的敏感程度。 

参数的确定： 

a) 重金属 Hg、Cd、As、Pb、Cu、Cr、Zn 的毒性系数分别为 40、30、10、5、5、2、1； 

b) 重金属的参比值应采用调查区沉积物中的背景值，在无法获得背景值的情况下可采用工业化之

前全球沉积物中的最高背景值。重金属 Hg、Cd、As、Pb、Cu、Cr、Zn 工业化之前全球沉积

物中的最高背景值分别为 0.25、1、15、70、50、90 和 175μg/g。 

重金属污染评价指标及其与污染程度和生态风险程度的关系如表F.1所示。 

表F.1 重金属污染评价指标及其与污染程度和生态风险程度的关系 

f
C  

单个重金属 

污染程度 
d

C  
重金属总体 

污染程度 

i
E

r
 

单个重金属 

生态危害程度 
RI

E  
重金属总体 

生态危害程度 

<1 低 <8 低 <40 低 <150 低 

1-3 中等 8-16 中等 40-80 中等 150-300 中等 

3-6 重 16-32 重 80-160 较重 300-600 重 

≥6 严重 ≥32 严重 160-320 重 ≥600 严重 

    ≥320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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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海洋地质灾害类型划分 

海洋地质灾害类型划分见表G.1。 

表G.1 海洋地质灾害类型划分 

 
类  型 种  类 

海洋地质灾害 

活动性地质灾害 

（具有活动能力的破坏性地质灾害） 

浅层气、麻坑、海底坍塌、塌陷、滑坡、浊流、砂土

液化、底辟、泥丘、活动断层、海底浅部断层、火山、

活动水下沙波（沙丘）、潮流沙脊、地震、火山、海

水入侵、海面上升、侵蚀、淤积、海岸沙漠化。 

限制性地质灾害 

（不具活动能力的地质灾害） 

埋藏古河道（湖泊）、不规则的浅埋基岩、珊瑚礁区、

水下三角洲、非移动沙波（沙丘）、（沙、贝壳）浅

滩、海底埋藏丘、洼地、凹凸地、蚀余地形、陡坎、

槽沟和软弱层（软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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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附 录 H 

（资料性附录） 

报告编写提纲 

H.1 前言 

H.2 调查方法、完成工作量与质量评述 

H.2.1 野外调查方法、设备及完成工作量 

H.2.2 室内分析与工作量 

H.2.3 质量评述 

H.3 区域自然环境 

H.3.1 区域自然地理 

H.3.2 气象水文特征 

H.3.3 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H.4 海底地形地貌特征 

H.4.1 沿岸地貌 

H.4.2 海底地形特征 

H.4.3 海底地貌特征 

H.4.4 地貌成因探讨 

H.5 海洋水文化学 

H.5.1 海洋水文 

H.5.2 化学要素分布 

H.5.3 海水质量综合评价 

H.6 动力沉积作用 

H.6.1 表层沉积特征 

H.6.2 泥沙运动 

H.6.3 表层沉积物运移趋势 

H.7 海底沉积特征及新近纪以来环境演变 

H.7.1 海底表层沉积物特征 

H.7.2 地层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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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3 晚新近纪以来的沉积特征与环境演变 

H.8 地质灾害类型及其分布 

H.8.1 资料解释及分析 

H.8.2 地质灾害类型划分及其分布 

H.9 海底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H.9.1 海底表层土及其物理力学性质 

H.9.2 工程地质分层及其物理力学性质 

H.9.3 特殊工程地质问题讨论 

H.9.4 工程地质分区及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H.10 海洋地质环境影响因素分析及环境综合评价 

H.10.1 海岸线变化 

H.10.2 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H.10.3 环境综合评价 

H.11 结论与建议 

H.12 参考文献 

H.13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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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附 录 I 

（规范性附录） 

地理底图的编制原则和要求 

I.1 地理底图作用 

地理底图主要用于编制1∶100
 
000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项目成果图件，也可作为编制同比例尺其它

地质专业图的地理底图。 

I.2 地理底图编制要求 

I.2.1 满足1∶100
 
000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项目专业图件的需要； 

I.2.2 精度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I.2.3 图式符号应符合GB 12342的规定，个别符号及注记按本规范有关条文的规定执行； 

I.2.4 内容正确、完备、现实性强； 

I.2.5 各要素的制图应符合制图原则，反映出制图区域的基本地理特征。 

I.3 地理底图的投影方式和坐标系 

I.3.1 地理底图应采用高斯投影； 

I.3.2 坐标系统采用WGS-84坐标系统； 

I.3.3 高程系统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52 

参 考 文 献 

[1]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2] GB/T 12763.1—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1部分：总则 

[3] GB/T 15968—2008 遥感影像平面制作规范 

[4] GB 17378.2—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2部分：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控制 

[5] GB 17378.3—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3部分：样品采集、储存与运输 

[6] GB 17503—1998 海上平台场址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7] GB 18668—2002 海洋沉积物质量 

[8] DZG 93—05 非金属矿分析规程 

[9] DZ/T 0151—1995 区域地质调查中遥感技术规定（1∶50000） 

[10] 白殿一等，标准的编写，中国标准出版社[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9 

[11] 刘顺喜 尤淑撑 张定祥等，土地资源管理对我国后续资源卫星数据空间分辨率的需求分析

[J]，国土资源遥感，2003，4:6-7。 

[12] 邹景忠 董丽萍 秦保平，渤海湾富营养化和赤潮问题的初步探讨[J]，海洋环境科学，1983，

2(2): 41-54 

[13] 蒋国昌 王玉衡 董恒霖 唐仁友，浙江沿海富营养化程度的初步探讨[J]，海洋通报，l987，

6(4):37-46 

[14] Hakanson L. An ecological risk index for aquatic pollution control: A sedimentological approach[J]. 

Water Research, 1980, 14 

[15] 国家海洋局908专项办公室  海岛海岸带卫星遥感调查技术规程 

[16] 国家海洋局908专项办公室  海岸带调查技术规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