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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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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41339《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的第1部分。GB/T41339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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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南京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俞炜炜、陈彬、马志远、陈光程、郑新庆、张浴阳、陈顺洋、胡文佳、杜建国、周毅、

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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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化,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规划计划

正在制定或实施,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呈现出类型日渐多样、数量逐年递增、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为进

一步规范海洋生态修复活动,提高海洋生态修复成效,制定 GB/T41339《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GB/T41339《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是指导各类海洋生态修复工作的基础性和通用性标准,拟由六个

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确立普遍适用于各类海洋生态修复的基本原则、总体流程和技术

内容。
———第2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目的在于确立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工作流程和技术内容。
———第3部分:红树林生态修复。目的在于确立红树林生态修复的工作流程和技术内容。
———第4部分:海草床生态修复。目的在于确立海草床生态修复的工作流程和技术内容。
———第5部分:滨海盐沼生态修复。目的在于确立滨海盐沼生态修复的工作流程和技术内容。
———第6部分:海滩生态修复。目的在于确立海滩生态修复的工作流程和技术内容。
海洋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具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盐沼、河口、海湾、海滩等众多生态类型。

各种生态类型具各自特有的环境和生物群落特征,由此不同类型的生态退化因子、生态修复选址、生态

修复内容、生态修复措施方法等关键问题或技术存在显著差异。GB/T41339的第1部分总则提供了

海洋生态修复技术的通用指导,其他部分针对不同类型的海洋生态修复提供具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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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1部分: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海洋生态修复的基本原则、总体流程、分析诊断、方案制定和方案实施的指导和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以及所管辖其他海域内的生态修复,其他相关工作可参照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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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763(所有部分) 海洋调查规范

GB17378(所有部分) 海洋监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洋生态修复 marineecologicalrestoration
协助退化、受损或破坏的海洋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

3.2
生态退化 ecologicaldegradation
生态系统在自然或人为干扰下逆向演替的动态过程。

  注:生态退化使生态系统处于一种不稳或失衡的状态,造成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简单化或破坏,并通常导

致生态系统服务下降。

3.3
生态基线 ecologicalbaseline
生态修复实施前的生态系统状态。

3.4
参照生态系统 referenceecosystem
能够作为生态修复目标或基准的特定生态系统。

  注:参照生态系统通常表征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和过程等关键属性的未退化状态。

4 基本原则

4.1 自然性原则

尊重自然属性,顺应自然规律,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充分发挥海洋生态系统的自我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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