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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 ＨＹ／Ｔ０６９—２００３《海洋有害藻华（赤潮）监测技术导则》。本标准将国家海洋局

２００２年发布的《海洋赤潮监测技术规程》有关内容纳入本次修订之中。

本标准与ＨＹ／Ｔ０６９—２００３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本标准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而具体（本版的第１章）；

———修订、删除或增补了部分定义和术语（本版的第３章）；

———增加了赤潮监测中一些原则性的概念与界定方法，包括赤潮事件发生过程的界定；赤潮位置与

范围的界定；赤潮的分级响应系统（见本版的４．３）。

———赤潮监测参数的选择及分析方法具体化，省却几项与赤潮关联不十分密切的监测项目，如波

高、河流径流量、浮游动物的干重生物量和碳氢生物量、初级生产力、铜、锌等（见本版表１）；

———增加包括底栖微藻、底泥孢囊、腹泻性贝毒、失忆性贝毒、神经性贝毒、西加鱼毒素的具体检测

方法（见本版的５．４．２；５．４．３和５．４．７）。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赤潮监测出海前准备”（见本版的附录Ａ）；

———附录Ｂ列出中国近岸、近海赤潮生物种名录、分布范围、毒素类型及形成赤潮时的基准浓度

（参考值）。增加了赤潮生物的同物异名和基本异名（见本版的附录Ｂ）；

———删除了２００３年版的资料性附录Ｃ“中国海主要有毒藻华生物及其毒性”（２００３年版的表Ｃ．１），

将其内容并入附录Ｂ（本版附录Ｂ，见表Ｂ．１）；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藻类培养液配方”（见本版的附录Ｃ）；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海水中痕量铁元素的测定”（见本版的附录Ｄ）；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海水中痕量锰元素的测定”（见本版的附录Ｅ）；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海水中维生素Ｂ１（ＶＢ１）的测定”（见本版的附录Ｆ）；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海水中维生素Ｂ１２（ＶＢ１２）的测定”（见本版的附录Ｇ）；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赤潮遥感监测技术”（见本版的附录 Ｈ）；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赤潮毒素类型及危害”（见本版的附录Ｉ）；

———修订了２００３年版的资料性附录Ｄ“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某些藻华细胞密度的判定和管理”，将其

内容并入附录Ｉ（见本版的表Ｉ．２）；

———修订了２００３年版的资料性附录Ｂ“中国近海对海洋生物产生有害影响的藻类”，将其内容并入

附录Ｉ（见本版的表Ｉ．３）；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赤潮毒素与毒性指标”（见本版的附录Ｊ）；

———修订了２００３年版的资料性附录Ｆ“有毒藻华毒素的临床症状”，将其内容并入附录Ｊ（见本版的

表Ｊ．１）；

———修订了２００３年版的资料性附录Ｅ“一些国家和地区检测有毒藻华毒素行动临界值和检测方

法”，将其内容并入附录Ｊ（见本版的表Ｊ．２）；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赤潮损失评估”（见本版的附录Ｋ）；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浮游生物记录表”（见本版的附录Ｌ）；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海洋赤潮监测（预警）报告内容与格式”（见本版的附录 Ｍ）。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Ｌ和附录 Ｍ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附录Ｇ、

附录Ｈ、附录Ｉ、附录Ｊ和附录Ｋ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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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皓、周秋麟、赵冬至、许昆灿、王健国、吴省三、闫启仑、黄秀清、韩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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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ＨＹ／Ｔ０６９—２００３作为我国赤潮监测工作的一个指南性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使

我国的赤潮监测工作更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在总结现有的技术方法和实际监测工作问题的基

础上，结合国家海洋局２００２年发布的“海洋赤潮监测技术规程”，对正在执行的“海洋有害藻华（赤潮）监

测技术导则（ＨＹ／Ｔ０６９—２００３）”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形成了新的赤潮监测技术规程海洋行业标准。主

要的修订内容如前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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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潮监测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赤潮监测的内容、技术要求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

其他海域的赤潮监测。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３０９７—１９９７　海水水质标准

ＧＢ１２７６３．２　海洋调查规范　海洋水文观测

ＧＢ１２７６３．３　海洋调查规范　海洋气象观测

ＧＢ１２７６３．６　海洋调查规范　海洋生物调查

ＧＢ１７１０８　海洋功能区划分技术导则

ＧＢ１７３７８．１　海洋监测规范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１７３７８．２　海洋监测规范　第２部分：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控制

ＧＢ１７３７８．３　海洋监测规范　第３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

ＧＢ１７３７８．４　海洋监测规范　第４部分：海水分析

ＧＢ１７３７８．７　海洋监测规范　第７部分：近海污染生态调查和生物监测

ＧＢ１８４２１—２００１　海洋生物质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２０００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第３３号手册与导则（ＵＮＥＳＣＯ，１９９５）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第４４号技术报告：有害藻华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实施（ＵＮＥＳＣＯ，１９９６）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赤潮　狉犲犱狋犻犱犲

是指海洋中的一些微藻、原生动物或细菌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暴发性增殖或聚集达到某一水平，引起

水体变色或对海洋中其他生物产生危害的一种生态异常现象。赤潮具有多种颜色。

３．２

有害藻华　犺犪狉犿犳狌犾犪犾犵犪犾犫犾狅狅犿（犎犃犅）

是指有毒或无毒藻类暴发引起水体变色，或其浓度虽不至于引起水色改变，但其危害性表现在毒性

效应或对其他生境的物理性损害作用。有害藻华包括有毒藻华与无毒藻华。

３．３

赤潮生物　狉犲犱狋犻犱犲狅狉犵犪狀犻狊犿狊

能够大量繁殖并引发赤潮的生物称之为赤潮生物。赤潮生物包括浮游生物、原生动物和细菌等，其

中有毒、有害赤潮生物以甲藻类居多，其次为硅藻、蓝藻、金藻、隐藻和原生动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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