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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DB21/T 1715-2009《海洋灾害等级标准》，与DB21/T 1715-2009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根据 GB/T 28921-2012 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对海洋灾害重新进行了定义，并增加了海啸灾害、

赤潮灾害、和其他海洋灾害的定义；

——改变原标准各灾种分级方法不一致的方式，统一确定分级方法。海洋灾害根据其可能造成的危

害影响和紧急程度，由高到低分为Ⅰ、Ⅱ、Ⅲ、Ⅳ四个级别，分别表示特别重大、重大、较重、一般。

本标准由辽宁省自然资源厅提出。

本标准由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辽宁省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海军、郑冬梅、许鹏、刘晓楠、聂鸿鹏、吕景军、秦宇博、张延琳、佟林。

本标准多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21/T 1715-2009。



DB /T XXXX—XXXX

1

海洋灾害等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灾害的定义、等级划分。

本标准规定的为单次发生的海洋灾害过程（可为单一灾种或多灾种叠加）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

亡程度。

本标准适用于海洋灾害的调查、评估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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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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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28921-2012 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

GB/T 39632-2020 海洋防灾减灾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3.1 海洋灾害 marine disaster

海洋自然环境发生异常或激烈变化，在海上或海岸发生的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

[来源：GB/T 39632-2020 2.1]

3.2 风暴潮灾害 storm-tide disaster

热带气旋、温带气旋、冷锋等强烈的天气系统过境所伴随的强风作用和气压骤变引起的局部海面非

周期性异常升降现象造成沿岸涨水，对沿岸人类生命财产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

[来源：GB/T 28921-2012 5]

3.3 海浪灾害 ocean wave disaster

波高大于 4 米的海浪对海上航行的船舶、海洋石油生产设施、海上渔业捕捞和沿岸及近海水产养殖

业、港口码头、防波堤等海岸和海洋工程等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

[来源：GB/T 28921-2012 5]

3.4 海冰灾害 sea ice disaster

因海冰对航道阻塞、船只损坏及海上设施和海岸工程等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

[来源：GB/T 28921-2012 5]

3.5 海啸灾害 tsunami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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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底地震、火山爆发和水下滑坡、坍塌所激发的海面波动，波长可达几百公里，传播到滨海区域

时造成岸边海水陡涨，骤然形成“水墙”，吞没良田和城镇村庄，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损害的自然

灾害。

[来源：GB/T 28921-2012 5]

3.6 赤潮灾害 red-tide disaster

海水某些浮游生物或细菌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短时间内爆发性增殖或高度骤集，引起水体变色，影

响和危害其他海洋生物正常生存的海洋生态异常现象，对人类生命财产、生态环境等造成损害的灾害。

[来源：GB/T 28921-2012 5]

3.7 其他海洋灾害 other marine disasters

除上述灾害之外的其它海洋灾害。

[来源：GB/T 28921-2012 5]

4 分级

按照海洋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程度分为Ⅰ、Ⅱ、Ⅲ、Ⅳ四级，分别表示特别严重、严重、

较重、一般。

4.1 Ⅳ级海洋灾害

受海洋灾害影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0.01亿元（含）到 0.5亿元（不含），或者死亡人口达到

1人（含）到 3人（不含）。

4.2 Ⅲ级海洋灾害

受海洋灾害影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0.5亿元（含）到 3亿元（不含），或者死亡人口达到 3
人（含）到 10人（不含）。

4.3 Ⅱ级海洋灾害

受海洋灾害影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3亿元（含）到 15亿元（不含），或者死亡人口达到 10
人（含）到 30人（不含）。

4.4 Ⅰ级海洋灾害

受海洋灾害影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15亿元及以上，或者死亡人口达到 30人及以上。

参 考 文 献

[1] GB/T 28921-2012 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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