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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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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潮灾害重点防御区划定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风暴潮灾害重点防御区划定的工作原则、工作程序、资料收集、划定方法以及成果管

理等。
本标准适用于以县(市、区)为工作单元的风暴潮灾害重点防御区划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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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0257.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2部分:1∶5000、1∶10000地形图图式

GB/T20257.3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3部分:1∶250001∶500001∶100000地形图

图式

HY/T058 海洋调查观测监测档案业务规范

HY/T0273—2019 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 第1部分:风暴潮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风暴潮灾害 stormsurgedisaster
由于热带气旋、温带天气系统、海上飑线等风暴过境所伴随的强风和气压骤变而引起的局部海面振

荡或非周期性异常升高(降低)现象。
[GB/T19721.1—2017,定义3.1]

3.2
风暴潮灾害重点防御区 keydefenseareaofstormsurgedisaster
受到风暴潮灾害影响,并且危险性较高、承灾体较脆弱,需要采取灾害防御措施的区域。

4 原则与程序

4.1 资料收集

收集和整理划定区域历史灾害、承灾体、基础地理、社会经济现状、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成果

及各类空间规划等相关资料;对资料来源、数据精度及数据质量等有明确的描述,对不同来源的资料应

该进行标准化或归一化,保证所用资料权威可靠,必要时开展补充调查。

4.2 防御区划定

根据风暴潮灾害危险性分析结果,综合考虑历史灾害情况、岸段重要性、重要承灾体以及区域灾害

防御能力,划定风暴潮灾害重点防御区。风暴潮灾害重点防御区划定应基于县尺度风暴潮灾害风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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