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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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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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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海洋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洋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自然资源部北海生态中心、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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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和评估方面的一般性原则、程序、内容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范围内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和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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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注意日期，有引用标准没列出来

GB 17378.5 海洋监测规范 第5部分: 沉积物分析

GB/T 12763.6 海洋调查规范第6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T 17501-2017 海洋工程地形测量规范

GB/T 28058—2011 海洋生态资本评估技术导则

GB/T 35227-201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风向和风速

HJ 710.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

CH/T 2009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

NY/T 1121.16 土壤检测 第16部分:土壤水溶性盐总量的测定

T/CAOE 20.2-2020 海岸带生态系统现状调查与评估技术导则 第2部分：海岸带生态系统遥感识别

与现状核查

T/CAOE 20.4-2020 海岸带生态系统现状调查与评估技术导则第4部分:盐沼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环境损害 ecological ecological damage
因外来物种入侵造成海水、沉积物等环境要素和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及上

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的功能退化和服务减少。

3.2

基线 baseline
互花米草未入侵前评估区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的状态。

3.3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 ecological damage assessment
综合运用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调查生态环境损害情况，分析互花米草入侵与生态环境损害间的因

果关系，评估互花米草入侵所致生态环境损害的范围和程度，确定生态环境恢复至基线并补偿期间损害

的恢复措施，量化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过程。

4 评估工作程序

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工作分为工作方案制定、生态状况调查、损害评估确认、损害价值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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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价值核算和报告编制阶段。评估工作程序见图 1。

工作内容包括搜集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区的背景资料,开展现场踏勘，编制互花米草生态环

境损害调查方案,明确下阶段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的主要内容；根据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方案,组织开展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区域的生态状况调查和相关区域社会经济状况调查；整理、

分析受影响区域的背景资料,确定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范围、对象和程度,根据损害实际发生费用、生

态系统公益损失价值、经济损失和其他相关费用，开展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的价值评估；编制互花米

草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同时应建立完整的相关事件档案以备追溯。

图 1 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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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态状况调查

根据互花米草入侵区域的生态系统特征，编写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方案。其中缺乏历史资料

的调查区域，需同时在目标区域附近生态状况相同区域设置对照区，同步开展调查。生态状况调查内容、

要素、调查方式、依据标准按表 1 进行。

表 1 生态状况调查表

调查内容 调查要素 调查方式 依据标准

入侵区域 位置、面积、分布遥感+现场核查 T/CAOE 20.2-2020

植被
种类、密度、盖度、

高度、生物量
现场调查

HY/T 080 4.3.3
T/CAOE 20.4-2020
6.4

生物群落

鸟类及其他生物
种类、密度、生物

量
现场调查

HJ 710.4 第5章

潮间带生物
种类、密度、生物

量
现场调查

GB/T 12763.6 第12
章

大型底栖生物*
种类、密度、生物

量
现场调查

GB/T 12763.6 第10
章

浮游生物* 种类、密度 现场调查
GB/T 12763.6 第 8
章、第9章

游泳动物*
种类、密度、生物

量
现场调查

GB/T 12763.6 第14
章

鱼卵、仔稚鱼* 种类、密度 现场调查 GB/T 12763.6

水环境#

温度、盐度、溶解

氧、pH 值、总有

机碳、铵盐、硝酸

盐、亚硝酸盐、活

性磷酸盐

现场调查
HY/T 147.1

GB12763.4

沉积物环境

粒度、全盐含量、

有机碳、硫化物、

总氮、总磷、氧化

还原电位

现场调查
GB12763.8
NY/T 1121.16
GB17378.5

地形 高程 遥感+现场调查
CH/T 2009

GB/T 17501-2017

*仅海草床生态系统需开展。

#仅存在大面积互花米草凋落物堆积区域需开展。

6 生态资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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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评估内容

互花米草生态资本价值宜采用基于生态修复措施的费用进行计算，即评估将互花米草侵占的生态系

统恢复到接近基线状态的生态资源存量价值。同时，宜包括互花米草入侵导致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

失的费用。

其中，存量价值由海洋生物资源存量价值与海洋生境资源存量价值构成，单位为万元；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由供给服务价值、调节服务价值、文化服务价值和支持服务价值构成，单位为万元/年。评估指

标体系见表2。

表2 互花米草生态损害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评估指标 二级评估指标 三级评估指标

生态资源存量价值 生物资源存量价值 藻类、潮间带底栖生物等

生境资源存量价值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供给服务价值 养殖生产、捕捞生产

调节服务价值 气候调节、废弃物处理

文化服务价值 休闲娱乐、科研服务

支持服务价值 物种多样性维持

6.2 生态资源存量价值

6.2.1 生物资源存量价值

基线状态海洋生物资源存量的价值量宜采用市场价格法进行评估，按式(1)计算:

VL= QLi PLi∑ 10-1…………………………(1)

式中:

VL ———海洋生物资源存量的价值,单位为万元;

QLi ———第i类海洋生物的资源量,单位为吨(t);i=1,2,3,4,5,6分别代表甲壳类、贝类、藻

类和其他;

PLi———第i类海洋生物的平均市场价格,单位为元/千克。

海洋生物的平均市场价格应采用评估海域临近的海产品批发市场的同类海产品批发价格进行计算,

计算方法参照GB/T 28058-2011 附录E执行。应根据评估海域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6.2.2 生境资源存量价值

生境资源存量按照当地专家评估法评估，用VE表示。

6.3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6.3.1 供给服务价值

供给服务价值包括养殖生产和捕捞生产产生的服务价值，计算公式见式（2）：

VS VSM VSC……（2）
式中:

VS——供给服务价值，单位为万元/年；

VSM——养殖生产价值，单位为万元/年；

VSC ——捕捞生产价值，单位为万元/年。

养殖生产的价值量VSM评估方法按照GB/T 28058-2011第6.1.1.2的方法执行，捕捞生产的价值量VSC
评估方法按照GB/T 28058-2011第6.1.2.2的方法执行。

6.3.2 调节服务价值

调节服务价值包括气候调节和废弃物处理的价值量，计算公式见式（3）：

VQ=VCO2+VSW……（3）

式中:

VQ——调节服务价值，单位为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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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O2——气候调节价值，单位为万元/年;

VSW ——废弃物处理的价值量，单位为万元/年。

气候调节的价值量评估方法按照GB/T 28058-2011第6.2.1的方法执行，废弃物处理的价值量评估方

法按照GB/T 28058-2011第6.2.2的方法执行。

6.3.3 文化服务价值

文化服务价值包括休闲娱乐和科研服务的价值量，计算公式见式（4）：

VC=VST+VSR……（4）

式中:

VC——文化服务价值，单位为万元/年；

VST——休闲娱乐服务的价值量，单位为万元/年；

VSR ——科研服务的价值量，单位为万元/年。

休闲娱乐的价值量评估方法按照GB/T 28058-2011第6.3.1的方法执行，科研服务的价值量评估方法

按照GB/T 28058-2011第6.3.2的方法执行。

6.3.4 支持服务价值

物种多样性维持的价值量用VB表示，评估方法按照GB/T 28058-2011第6.4.1的方法执行。

6.4 生态资本价值核算

生态资本价值按式（5）进行核算：

SAc VL VE VS VQ VC VB……（5）
式中:
SAc——互花米草造成的生态资本价值损失，单位为万元；

VL ——海洋生物资源存量的价值，单位为万元;
VE—— 生境资源存量价值，单位为万元;
VS——供给服务价值，单位为万元/年；

VQ——调节服务价值，单位为万元/年；

VC——文化服务价值，单位为万元/年；

VB——物种多样性维持价值，单位为万元/年。

7 互花米草治理费用

互花米草治理费用 表示。包括实施互花米草治理工程项目整体费用和治理后实施2～3年后期管

护所需费用。互花米草治理应以刈割、翻耕、挖除等物理方法为主，辅以植被替代等生物治理方法，慎

用除草剂等化学治理方法，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互花米草治理费用计算可参照JTS115‐2014、SL328‐2005和当地相关工程预算定额执行。

8 调查评估费用

调查和评估内容应包括第6章中的相关调查和评估内容。调查和评估费用 表示，计算可参照《海

域使用论证收费标准》（试行）执行。

9 生态损害评估核算

核算内容包括互花米草造成的生态资本价值损失、互花米草治理费用和调查评估费用。

生态损害计算公式见式（6）：

SA=SAC SAG SAM ……………………（6）

式中：

SA——互花米草生态损害评估总值，单位为万元；



T/XXX XXXX—XXXX

6

SAC——互花米草造成的生态资本价值损失，单位为万元；

SAG——互花米草治理费用，单位为万元；

SAM——进行损害评估的调查评估费用，单位为万元。

10 评估报告

10.1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的编制原则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应全面、概括地反映评估内容的全部工作,文字应简洁、准确,并尽量采用图

表和照片,以便于阅读和审查。原始数据、计算过程等可编入附录。

10.2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的编制格式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的编制格式（包括章节条目）应符合附录B规定。

10.3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的内容

10.3.1 概述

介绍生态环境损害的地理位置（附图及地理坐标）、互花米草入侵过程,分析评估任务的由来,明确

生态损害评估工作的目的、评估范围以及评估重点。

10.3.2 编制依据

包括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环境质量标准与要求,以及评估委托书等。

10.3.3 评估的内容与程序

根据互花米草入侵的范围、程度及影响的生态系统类型确定评估的内容和工作程序。评估内容一般

应包括损害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状况、损害评估生态调查、损害对象及程度确定、明确评估项目、

设计恢复方案、计算损失费用等等。评估程序要清楚,并给出流程图。

10.3.4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概况

应详细论述互花米草入侵区域的自然环境、区域海洋功能区划、区域环境的脆弱性状况、区域环境

的主要海洋生态问题等。

10.3.5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调查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调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详细论述损害调查、资料收集、外业取证工作等过程;并附有必要的图像或录像。

———详细说明海水水质、海洋生物、沉积物等样品采集、分析、数据处理过程;并附有必要的图表。

———详细说明评估滩涂近三年互花米草入侵情况、环境背景值等历史资料,给出上述资料的原始出

处及资料的可靠性说明。

———详细说明外业走访、取证情况并附有有关的调访问卷和影像等。

———详细说明互花米草入侵区域及周围环境敏感区的分布及特点。

10.3.6 互花米草入侵面积测量

详细叙述测量互花米草入侵面积的技术方法和程序,并附有必要的图像和文字说明。

10.3.7 损害对象及程度确定

从植被、生物群落、水环境、沉积物环境和地形等方面给出受损的对象及程度,应全面、详细地反

映出互花米草入侵前、后受损对象的状况,并附有必要的图像和文字说明。

10.3.8 生态环境损害价值计算

详细论述恢复的必要性,并对采用恢复方法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在此基础上，给出生态资本价值损

失、互花米草治理费用、调查评估费用等计算方法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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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 评估结论

评估结论应简洁、明确,应包括如下内容:

———互花米草入侵面积测量结论;

———海洋生态环境受损对象及程度结论;

———生境与生物种群恢复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结论;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价值评估结论。

10.3.10 评估报告附件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附件应符合附录A要求。



T/XXX XXXX—XXXX

8

附录A

（资料性）

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内容

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的内容应包括下文所列的全部或部分章节，如有需要，其中的有关

章节内容可另行编制成册，依据互花米草入侵的实际情况，可对下列章节及内容适当增设或删减。互花

米草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内容如图A.1:

图 A.1 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内容示例

前言

1 概述

1.1 评估任务的由来

1.2 评估依据

1.3 评估的目的

1.4 评估内容与程序

2 区域资源与环境特征

2.1 自然生态环境资源

2.2 海洋功能区划

2.3 环境脆弱性与生态问题分析

3 生态状况调查

3.1 入侵区域

3.2 植被

3.3 生物群落

3.4 水环境

3.5 沉积物环境

3.6 地形

4 生态损害价值计算

4.1 生态资本价值核算

4.2 互花米草治理费用

4.3 调查评估费

4.4 生态损害价值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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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续)

5 评估结论

5.1 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结论

5.2 生态受损对象及程度结论

5.3 海洋环境生态损害价值评估结论

6 报告附件

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报告的附件应包括:

· 附图

· 附表

· 参考文献

· 互花米草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委托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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