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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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2629《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环境调查规程》的第3部分。GB/T42629已经发布

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海洋化学调查;
———第3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第4部分:海洋沉积物物理特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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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自然资源部第三

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北京先驱高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春生、许学伟、高岩、林施泉、周鹏、王小谷、张东声、孙栋、类彦立、林龙山、

周亚东、刘诚刚、孟凡旭、翟红昌、杨志、方晨、韩录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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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并遵守国际海底管理局有关规章和

环境指南的要求,指导我国承包者切实履行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和多金属硫化物资源等深海海底区域

资源勘探开发的环境调查义务,编制了GB/T42629《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环境调查规程》系列规程,使
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的环境调查技术、方法与国际接轨,为我国承包者履行环境调查义务和开展

公海环境调查提供技术支撑。GB/T42629旨在确立普遍适用于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环境调查的内

容、程序和共性要求,拟由4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海洋化学、海洋生物、海洋沉积物

物理特性和物理海洋等海洋环境调查的程序和总体要求。
———第2部分:海洋化学调查。目的在于规范海洋化学调查内容和分析方法。
———第3部分:海洋生物调查。目的在于规范海洋生物调查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
———第4部分:海洋沉积物物理特性调查。目的在于规范海洋沉积物物理特性调查内容、方法和技

术要求。
本文件为GB/T42629的第3部分,规定了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海洋生物调查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通过本标准的实施,可有效推进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海洋生物调查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制度化,使
不同组织实施单位、不同调查船、不同调查研究人员获得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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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环境调查规程
第3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海洋生物调查的一般规定、调查要素、样品采集、样品分析及资

料整理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除极地海洋以外的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环境调查中的海洋生物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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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6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T30744—2014 深海微生物样品前处理技术规范

GB/T34656—2017 海洋沉积物间隙生物调查规范

GB/T42629.1—2023 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环境调查规程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42629.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沉积物叶绿素a sedimentchlorophylla
存在于沉降到海底的光合生物碎屑和腐殖质中的叶绿素a和脱镁叶绿素a。

3.2
巨型底栖动物 megafauna
栖息于水—沉积物界面,并能在海底照片上清楚分辨的动物,大小通常大于等于1cm。

3.3
大型底栖动物 macrofauna
栖息于沉积物表面和底内,并在沉积物样品分选时被250μm孔径网筛所阻留的动物。
注:主要包括多毛纲、双壳纲、等足目和原足等类群。

3.4
小型底栖后生动物 metazoanmeiofauna
栖息于沉积物表面和底内,并在沉积物样品分选时被32μm孔径网筛所阻留的后生动物以及它们

的幼体等。
注:主要类群包括线虫、桡足类、缓步类、介形类、腹毛类、曳鳃类、双壳类、节肢类、螨类、动吻类、轮虫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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