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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HY/T147《海洋监测技术规程》分为七个部分:
———第1部分:海水;
———第2部分:沉积物;
———第3部分:生物体;
———第4部分:海洋大气;
———第5部分:海洋生态;
———第6部分:海洋水文、气象与海冰;
———第7部分:卫星遥感技术方法。
本部分为HY/T147的第5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3)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南海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东海环境监

测中心、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韩庚辰、樊景凤、马永安、姜文博、张振冬、林凤翱、李洪波、梁斌、许道艳、邵魁双、

李冬梅、刘永健、刘述锡、袁秀堂、闫启仑、柳圭泽、王立俊、刘长安、冯志权、王真良、刘娜、于占国、黄楚光、
高阳、李秀芹、韦桂秋、易斌、肖瑜璋、陈嘉辉、李海涛、熊小飞、董燕红、吴施卫、卢楚谦、程祥圣、刘材材、
孙亚伟、秦玉涛、李益云、夏永健、樊立静、纪焕红、黄辉、郜钧璋、忻丁豪、宋晨瑶、崔文林、齐衍萍、张琪、
王泰森、王小清、李钦亮、赵升、孙蓓蓓、张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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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监测技术规程
第5部分:海洋生态

1 范围

HY/T147的本部分规定了海洋生物生态的样品采集、试验、分析、资料整理等方法的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近岸、近海、远海海域的生物生态的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4789.4—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4789.30—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

GB4789.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埃希氏菌计数

GB/T12763.1 海洋调查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T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6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17378.3 海洋监测规范 第3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

GB17378.5 海洋监测规范 第5部分:沉积物分析

GB17378.7—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7部分:近海污染生态调查和生物监测

GB18668 海洋沉积物质量

GB19489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海洋灾害调查技术规范 第3部分:海洋生态灾害调查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浮游生物 plankton
缺乏发达的运动器官,没有或仅有微弱的运动能力,悬浮在水层中,常随水流移动的生物。包括浮

游植物和浮游动物两大类。浮游生物依个体的大小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粒径小于2μm的称微微型

浮游生物(picoplankton);粒径为2μm~20μm的称微型浮游生物(nanoplankton);粒径为20μm~
200μm的称小型浮游生物(microplankton或netplankton);粒径为200μm~2000μm的称中型浮游

生物(mesoplankton);粒径为2000μm~20mm之间的,称为大型浮游生物(macroplankton);粒径大于

20mm的称巨型浮游生物(megaplankton)。此外,鱼类浮游生物(ichthyoplankton)即为鱼卵和仔稚鱼。
[GB/T12763.6—2007,定义3.10]

3.2 
距离抽样 distancesampling
利用不同距离和生境内的鸟类辨识技术,在一定范围或距离内估算鸟类数量,收集生态种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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