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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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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潮灾害损失调查与评估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赤潮灾害损失调查与评估的基本程序、灾害调查内容、损失评估方法、报

告编制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赤潮灾害损失调查与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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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2763.9 海洋调查规范 第 9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GB 17378.4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部分：海水分析

GB 17378.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7部分：近海污染生态调查和生物监测

GB/T 30743 赤潮灾害处理技术指南

HY/T 069 赤潮监测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30743和 HY/T 06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赤潮灾害 red tide

海洋中某些微小的浮游生物在一定条件下暴发性增殖或聚集，导致危害人体健康、社会

经济活动、生物生态的事件。

3.2

有毒赤潮 toxic red 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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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能够生产麻痹性贝毒（PSP）、腹泻性贝毒（DSP）、神经性贝毒（NSP）、失忆性贝毒

（ASP）或西加鱼毒素（CFP）等直接威胁人类健康和生理功能的赤潮生物引发的赤潮。

[来源：GB/T 30743-2014，3.3]

3.3

赤潮灾害承灾体 red tide disaster affected bodies

承受赤潮灾害的对象，如海水养殖业、滨海旅游业、沿海工业、人体健康和海洋生态等。

3.4

海水养殖业损失 mariculture losses

由赤潮造成的养殖品种产量或质量下降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3.5

滨海旅游业损失 coastal tourism losses

旅游景点和滨海浴场因赤潮发生而关闭产生的经济损失。

3.6

人体健康影响 human health effects

由赤潮毒素直接或间接导致人体疾病或死亡的情况。

3.7

工业取排水损失 industrial drainage losses

取排水受赤潮事件影响时，企业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产生的费用以及停工停产造成的经济

损失。

4 总则

4.1 启动条件

赤潮过程或事件满足 HY/T 069规定的三级或以上赤潮应急响应时，启动赤潮灾害损失

调查与损失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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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工作内容

调查评估内容宜从赤潮发生情况和赤潮造成的海水养殖业损失、滨海旅游业损失、人体

健康影响、工业取排水损失、灾害应急管理费用和海洋生态影响六个方面开展调查和损失评

估工作。

4.3 调查评估基本程序

4.3.1 调查阶段

启动赤潮灾害损失调查与评估工作时，宜立即收集汇总应急监测数据，搜集赤潮灾害发

生区域承灾体信息。赤潮灾害损失调查可通过灾情报送、问卷调查和现场核验等方式开展。

4.3.2 评估阶段

在完成主要承灾体受灾情况调查数据的整理后，依据科学合理的灾害损失评估方法，并

开展评估工作。

4.3.3 报告编制阶段

根据赤潮灾害损失调查数据、损失评估方法，编制赤潮灾害损失评估报告书，同时建立

完整的灾害档案，以备追溯。

5灾害调查

5.1 赤潮发生情况调查

赤潮发生情况调查宜采用数据报送和现场补充调查的方式获取赤潮发生的位置、面积、

持续时间和优势种、海洋生态环境状况等相关指标，见附录 A 表 A.1给出的调查指标开展

相关调查。

5.2 承灾体受损情况调查

5.2.1海水养殖业损失调查

海水养殖业损失调查宜采用入户调查法开展，调查指标参数见附录 A表 A.2；在入户调

查的基础上开展核查，可采用问卷调查或实地核查的方式，问卷调查和实地核查数量见附 A
表 A.3。

5.2.2滨海旅游业损失调查

滨海旅游业损失调查宜采用现场调查或受损单位直接报送的方式开展，指标宜包括：赤

潮影响范围内的景点或浴场名称、关闭的天数、历史同期日均游客人数、浴场入浴人数减少

指标、门票单价等，见附录 A 表 A.4给出的调查指标开展相关调查。

5.2.3人体健康影响调查

人体健康影响调查宜通过汇总政府部门相关信息或现场调研走访的方式开展，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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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人数、住院治疗人数和死亡人数等调查指标。

确认人体健康损害由赤潮灾害引发的，宜考虑以下因素：

a) 赤潮灾害与人体健康损害存在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即赤潮灾害发生在前，

个体症状或体征发生在后；

b) 个人经摄入或皮肤接触等途径直接或间接接触赤潮毒素或有害生物、物质；

c) 人体表现出与赤潮毒素相关的特异性症状，排除其他因素所致的相似症状；

d) 由专业医疗或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或诊断意见。

5.2.4工业取排水损失调查

工业取排水损失调查宜通过工厂（或企业）报送或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展，宜选取的调查

指标包括工厂名称、停工天数、日均利润、应急处置费用、维修费用、因停产造成损失等，

见附录 A 表 A.5给出的调查指标开展相关调查。

5.2.5灾害应急管理费用调查

灾害应急管理费用调查宜汇总当地政府部门在赤潮灾害应急监测、分析预测和处置方面

的支出，选取的调查指标包括：监测费用、分析预测费用、应急处置费用、损失评估费用等，

见附录 A 表 A.6给出的调查指标开展相关调查。

5.2.6海洋生态影响调查

海洋生态影响调查宜根据赤潮灾害性质和海域生态特征，开展赤潮发生海域的生态环境

监测资料搜集、整理分析，或重点选取海水水质和海洋生物相关特征参数依据 GB/T 12763.9
开展调查工作。

调查内容选取的指标，宜考虑以下要素：

——赤潮毒素：根据赤潮过程的优势种，选取相关的藻毒素进行监测，具体可按 HY/T
069实施；

——海水水质：与赤潮灾害有关的特征污染物和次生污染物以及 pH、溶解氧、COD、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活性硅酸盐、总氮、总磷等。其中化学要素按 GB17378.4
的要求测定；若与赤潮灾害有关的特征污染物和次生污染物在 GB17378.4 没有规

定，宜采用国内外成熟方法测定，并在调查报告中注明；

——海洋生物：叶绿素 a、初级生产力、细菌总数、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大型底栖生

物、潮间带生物、游泳动物以及珍稀濒危生物和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等，可按 GB
17378. 7的要求测定。

若上述标准中没有规定的要素，宜采用国内外成熟方法测定，并在调查报告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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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损失评估

6.1 海水养殖业损失评估

赤潮对养殖户造成的损失主要指赤潮发生期间养殖物种因缺氧或赤潮毒素引起死亡导

致养殖产量下降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宜从海水养殖生物幼苗和成品两个方面考虑。在计

算每个受调查养殖户损失的基础上，宜设定合理的概率统计计算当地受灾区域海水养殖业损

失，见附录 B 公式（B.1）或（B.2）进行统计计算。当需要考虑有毒赤潮导致养殖生物被

迫停售或养殖场暂时关闭的情况时，有毒赤潮对海水养殖业的损失评估还宜考虑赤潮结束后

养殖生物停售（或养殖场暂时关闭）期间，导致养殖时间相应延长，死亡率上升所带来的经

济损失，统计计算见附录 B 公式（B.3）。

6.2 滨海旅游业损失评估

进行滨海旅游业损失评估时，宜考虑赤潮发生区域与浴场或景点的位置的关系、赤潮发

生期间浴场或景点运营情况，可按照浴场或景点关闭天数，日均利润，结合日均游客人数、

票价等进行定量计算，见附录 B 公式（B.4）。

6.3 人体健康影响评估

进行人体健康损失评估时，宜对调查指标数据进行客观描述，给出中毒、住院治疗或死

亡人数。

6.4 工业取排水损失评估

进行工业取排水损失评估时，宜考虑工厂（或企业）赤潮应急处置费用、因赤潮导致停

工的损失费，见附录 B 公式（B.5）。

6.5 灾害应急管理费用评估

赤潮发生后，灾害应急管理费用宜考虑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开展赤潮监测、分析预测、应

急处置、损失评估等应急活动的支出，统计计算见附录 B 公式（B.6）。

6.6 海洋生态影响评估

6.6.1 背景值选取

选择赤潮灾害发生海域同一季节近三年内的历史监测资料作为背景值，对于已有监测资

料满足不了评估要求的，可将赤潮灾害发生范围外、具有可比性的邻近海域实际监测数据作

为背景值。

6.6.2 赤潮毒素评估

分析赤潮灾害发生过程中相关赤潮毒素的种类、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和受影响的海洋生

物等情况。

6.6.3 海水水质影响评估

赤潮灾害发生过程中海洋水质参数与背景值进行比较，分析赤潮灾害发生海域内海水水

质的变化情况。

6.6.4 海洋生物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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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潮灾害发生过程中赤潮分布范围内海洋生物种类、数量、密度与质量、生物多样性等

指标与背景值进行比较，分析赤潮灾害发生海域海洋生物的变化情况。

6.7 赤潮灾害损失的评估

宜将海水养殖业损失、滨海旅游业损失、工业取排水损失和应急管理费用进行定量计算，

计算方法见附录 B中公式（B.7）； 宜将人体健康影响和海洋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定性分析。

7 报告编制

赤潮灾害损失调查与评估报告书编制宜考虑赤潮发生情况概述、调查与评估范围、内容、

方法、结果、质量控制，特别说明的事项以及相关附件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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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赤潮灾害损失调查统计表

赤潮灾害损失调查工作按表A.1-A.6提供的指标进行数据收集或数据报送工作。

表 A.1 赤潮灾害发生情况调查表

赤潮发现时间： 年 月 日 时 赤潮消退时间： 年 月 日 时

地点： 经度： 纬度：

邻近海域承灾体类型：口网箱鱼类养殖 口高位池养殖 口贝类养殖 口底栖动物养殖口渔场 口海

滨浴场 口其它

赤潮优势种： 密度： 是否有毒：□有毒 □无毒

分布面积： m2 影响面积： m2

水色：□褐黄色 □黄色 □棕色 □蓝色 □红色 □其他

其它补充（赤潮发生过程及受灾过程描述）

填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填表说明：

a) 赤潮发生的位置指发生赤潮的海域名称。

b) 赤潮发生地点的经纬度是指赤潮发生区域中心点的经纬度坐标。

c) 赤潮发生的分布面积是指赤潮生物的密度达到赤潮评判指标或海水颜色异常的水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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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海水养殖业损失调查表

调查人： 调查地点： 年 月 日

养殖户名称 赤潮发生期 养殖生物停售（养殖场关闭）期

养殖种类 养殖方式
成体出售价格（Pi）

（元/万尾或 Kg）

幼苗成本价格（Ci）

（元/万尾或 Kg）

死亡量（Si）

（kg或万尾）

养殖成本增加量（Ai）

（万元）

死亡量（Di）

（kg或万尾）

其它

说明

生产设施经济损失（万元）： 维修费用（万元）： 人力成本损失（万元）：

填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填表说明：

a) 调查人：填写进行调查的工作人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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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调查地点：填写调查养殖户所属的行政区域，该项填写县级、地级市行政区域名称。县级调查机构填写时，需填写至乡镇一级；地市级调查机构

填写时，需填写至县一级；省级调查机构填写时，需填写至市一级。

c) 赤潮发生期：自赤潮发现日起至赤潮结束止，之间称为赤潮发生期。

d) 养殖生物停售（养殖场关闭）期：自赤潮结束起至养殖生物停售或养殖场关闭禁令解除为止，之间称为养殖生物停售（养殖场关闭）期。

e) 养殖方式：填写池塘养殖、普通网箱养殖、深水网箱养殖、筏式养殖、吊笼养殖、底播养殖、工厂化养殖。

f) 出售价格：成品养殖生物填写市场销售价格；

g) 成本出售价格：养殖生物苗种买入价格。

h) 死亡量：填写养殖过程中该种因赤潮影响而死亡的总重量。

i) 估算总经济损失：养殖户填写，估算总的经济损失。

j) 养殖成本增加量：在养殖生物停售或养殖场关闭期间，继续开展养殖活动而产生的支出。

k) 生产设施经济损失：赤潮发生损坏（不能维修）的生产设施的价值。

l) 维修费用：赤潮发生损坏的生产设施维修产生的支出。

m) 人力成本支出：赤潮发生过程中，养殖户或养殖企业雇佣劳动力对尚处于幼苗期养殖生物进行清理处置而产生的费用。

n) 填报人：填写提供数据的养殖户姓名。

o) 联系电话：填写填表人联系电话。

p) 联系地址：填写填表人联系地址或调查养殖场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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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调查问卷发放数量与核查数量对照表

养殖户数 发放问卷数 核查户数

≤3 逐户发放 全部

3~8 ≧3 3

9~15 ≧5 5

16~25 ≧8 8

26~50 ≧13 9

51~90 ≧20 10

91~150 ≧32 11

151~280 ≧50 15

281~500 ≧80 24

501~1200 ≧125 38

1201~3200 ≧200 60

3210~10000 ≧315 95

10001~35000 ≧500 150

35001~150000 ≧800 240

150001~500000 ≧1250 375

≧500001 ≧20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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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滨海旅游业损失报送表

调查人： 调查地点： 年 月 日

旅游人数（人） 旅游收入（万元）

序号 景点名称

景点关闭天数（Ui）

（天）
景点日均游客量（Xi）

（人）
景点门票价格(Yi)（元）

1

2

3

…

序号 浴场名称

浴场关闭天数（天）

(Gj)或入浴减少人

数（Hj）

浴场日均利润

（万元）(Pj)

浴场人均利润

（万元）(Bj)

1

2

3

…

填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填表说明：

a) 本调查表数据由当地旅游局和浴场负责人提供相关数据。

b) 旅游人数：填写赤潮灾害发生期间当地的旅游总人数。

c) 旅游收入：填写赤潮灾害发生期间，旅游接待部门在此时期内通过销售旅游商品而获取的全部货币收

入。

d) 关闭景点名称：填写受赤潮灾害影响而关闭的景点名称。

e) 关闭景点天数：填写受赤潮灾害影响而关闭的景点天数。

f) 景点日均游客量：填写赤潮灾害发生前后，该景点日均游客人数。

g) 景点门票价格：填写景点关闭当天该景点在关闭期间门票单价。

h) 关闭浴场名称：填写所调查浴场的全称。

i) 浴场关闭天数：填写浴场因受赤潮影响而关闭的天数。

j) 入浴减少人数：填写浴场因受赤潮影响减少的游泳人数。

k) 浴场日均利润：填写该浴场在赤潮灾害发生前后平均每日的利润。

l) 浴场人均利润：填写该浴场在赤潮灾害发生前后平均每人的利润。

http://baike.so.com/doc/6288266-6501752.html
http://baike.so.com/doc/6733136-69474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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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工业取排水损失报送表

调查人： 调查地点： 年 月 日

序号 工厂（或企业）名称
停工天数

（Hi）(天)

日均利润

（Ui）（万元）

应急处置费用

（Di）（万元）

维修费用

（Ji）（万元）

1

2

…

工厂（或企业）名称 工厂（或企业）上报损失（万元）

1

2

…

填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填表说明：

a) 本调查表由地方相关行政部门提供相关数据。

b) 工厂（或企业）名称：填写因受赤潮灾害影响而导致停工的工厂（或企业）名称。

c) 停工天数：填写工厂（或企业）因受赤潮灾害影响而停工的天数。

d) 日均利润：填写工厂（或企业）停工前后各 15天的日平均利润。

e) 维修费用：填写工厂（或企业）因受赤潮灾害影响而进行设备维修的费用。

f) 应急处置费用：填写工厂（或企业）进行赤潮应急处置支出的费用。

g) 工厂上报损失：由工厂自行统计上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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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赤潮灾害监测管理费用报送表

行政区域： 省（自治区、市） 市 县（市、区）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监测费用（S） E001 万元

分析预测费用（E） E002 万元

应急处置费用（M） E003 万元

损失评估费用（I） E004 万元

其他费用（O） E005 万元

总应急管理费用 万元

填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填表说明：

a) 监测费用：包括赤潮发生期间监测分析费、材料费、人工费、租船费等。

b) 应急处置费用：包括地方政府采取赤潮应急处置措施而支出的材料费、人工费、咨询费、租船费等。

c) 损失调查费用：包括赤潮灾害损失调查与评估工作而产生的人工费、差旅费、租船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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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赤潮灾害损失评估计算公式

B.1 养殖成品损失评估公式

对于达到商品销售规格以上的养殖受损对象，损失评估计算采用公式（B.1）:

�1 = �=1
� ��·��� /10000 + � + �..................... （B.1）

式中：

E1——养殖户经济损失（万元）；

Si——受灾区第 i种养殖生物受赤潮灾害影响造成的死亡量（kg）；

Pi——第 i种养殖生物出售的平均市场价格（元/kg）；

Q——因赤潮灾害造成的生产设施经济损失（万元）；

W——养殖场因赤潮灾害影响产生的维护费用（万元）。

B.2 养殖幼苗损失评估公式

对于尚处幼苗生长期的受损对象，损失评估计算采用公式（B.2）

�2 = �=1
� ��·�� + �� /10000 + � + � + �� ..................（B.2）

式中：

E2——养殖户经济损失（万元）；

Si——受灾区第 i种养殖生物受赤潮灾害影响造成的死亡量（kg 或万尾）；

Ci——第 i种养殖生物的成本价格（元/万尾或元/kg）；

Ri——第 i种养殖生物饲料总投入费用（元）；

Q——因赤潮灾害造成的生产设施经济损失（万元）；

W——养殖场因赤潮灾害影响产生的维护费用（万元）；

X——因赤潮灾害造成的人力成本损失（万元）。

B.3 养殖停售损失评估公式

对于赤潮结束后养殖生物因体内毒素超标而被迫停售（或养殖场暂时关闭），导致死亡

率上升的，损失评估计算采用公式（B.3）。

�3 = �=1
� ��·��·0.0001 + �� + � + � + �� ..................（B.3）

式中：

E3——养殖户经济损失（万元）；

Di——受灾区第 i种养殖生物受赤潮灾害影响造成的死亡量（kg或万尾）；

Pi——第 i种养殖生物出售的平均市场价格（万元/kg）；

Ai——停售或养殖场关闭期间养殖成本的增加量（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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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因赤潮灾害造成的生产设施经济损失（万元）；

W——养殖场因赤潮灾害影响产生的维护费用（万元）；

X——因赤潮灾害造成的人力成本损失（万元）。

B.4 滨海旅游业损失评估公式

滨海旅游业损失评估计算采用公式（B.4）。

� = �=1
� ��� ·��·��/10000 + �=1

� ��� ·�� + �=1
� ��� ·��...................（B.4）

式中：

T——滨海旅游业损失（万元）；

Ui——第 i个景点因赤潮影响导致关闭的天数（天）；

Xi——第 i个景点在赤潮灾害发生前后日均游客量（人）；

Yi——第 i个景点在关闭期间门票单价（元/人）；

Gj——第 j个浴场因赤潮影响导致关闭的天数（天）；

Hj——第j个浴场因赤潮影响减少的游泳人数（个）；

Pj——第 j个浴场在赤潮灾害发生期间日均利润（万元）；

Bj——第 j个浴场在赤潮灾害发生期间人均利润（万元）。

B.5 工业取排水损失评估公式

工业取排水损失评估计算采用公式（B.5）。
� = �=1

� (��� ·�� + �� + ��) .................（B.5）

式中：

F——工业取排水损失（万元）；

Hi——第 i家工厂因受赤潮影响造成停工的天数（天）；

Ui——第 i家工厂在赤潮灾害发生前后的日均利润（万元）；

Ji——第 i家工厂因受赤潮灾害影响而进行设备维修的费用（万元）；

Di——第 i家工厂进行应急处置支出费用（万元）。

B.6 赤潮灾害应急管理费用评估公式

赤潮灾害应急管理费用评估计算采用公式（B.6）。
� = � + � + � + � + � ...................（B.6）

式中：

W——灾害应急管理费用（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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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监测费用（万元）；

E——分析预测费用（万元）；

M——应急处置费用（万元）；

I——评估评估费用（万元）；

O——其他费用（万元）。

B.7 赤潮灾害总损失评估计算公式

赤潮灾害总损失评估计算采用公式（B.7）。
� = �=3

� ��� + T + � + �...............................（B.7）

式中：

Z——赤潮灾害总损失（万元）；

E——海水养殖业损失（万元）；

T——滨海旅游业损失（万元）；

F——沿海工业取排水损失（万元）；

W——应急管理费用（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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