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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B和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附录A和附录D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海洋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3)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新梅、王斌、丛丕福、梁斌、马明辉、林新珍、姜文博、霍传林、韩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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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特别保护区选划论证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特别保护区选划论证工作的基本程序、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管辖海域内海洋特别保护区选划论证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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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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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12763.2 海洋调查规范 第2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12763.8 海洋调查规范 第8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GB/T17108 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

GB17378.4 海洋监测规范 第4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5 海洋监测规范 第5部分:沉积物分析

GB17378.7 海洋监测规范 第7部分:近海污染生态调查和生物调查

HY/T117 海洋特别保护区分类分级标准

HY/T118 海洋特别保护区功能分区和总体规划编制技术导则

海岛海岸带卫星遥感调查技术规程 2005 海洋出版社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海洋特别保护区 specialmarineprotectedarea
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生物与非生物资源及满足海洋资源利用特殊要求,需要采取有效保

护措施和科学利用方式予以特殊管理的区域。

3.2 
海洋公园 marinepark
海洋特别保护区的一种类型,是指为保护海洋生态系统、自然文化景观,发挥其生态旅游功能,在特

殊海洋生态景观、历史文化遗迹、独特地质地貌景观及其周边海域划定的区域。

3.3 
领海基点 territorialseabasepoint
用作计算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而划定的组成领海基线的各起始点。

3.4 
旅游资源容量 tourismresourcescapacity
在保证旅游资源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不发生明显退化的条件下,一定时空范围内可容纳的最大游

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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