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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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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辽宁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辽宁省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东洋、席小慧、吴英超、尤广然、李轶平、孔重人、方朝晖、崔胜涛、付杰、

龚艳君、张云。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自然资源厅（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29号），联系电话：

024-62789175。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大连市沙河口区黑石礁街50号），联系电话：

0411-8469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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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辽宁省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总体要求、基本程序、分类、指标及获取方法、结果判定及

报告编制要求，适用于辽宁省所辖人工岸线中通过实施退围还海、退养还滩、沙滩养护、生态海堤建设、

堤外种植等生态整治修复措施后已具有自然海岸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的海岸线。本文件的制定单位建立

了我省生态恢复的砂质岸线、生态恢复的泥质岸线、生态恢复的生物岸线、生态化海堤、基岩岸线认定

的具体指标和标准，通过开展现场调查勘测和分析研究，明确了指标对比情况，判定了生态恢复岸线认

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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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HY/T124-2009 海籍调查规范；

GB/T 12763.11-2007 海洋调查规范；

GB/T 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6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T 12763.8-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8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GB/T 17378.5-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5部分：沉积物分析；

GB/T39612-2020低空数字航摄与数据处理规范；

CH/Z 3005-2021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

CH/Z 3004-2021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CH/T 3003-2021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T∕CAOE 1-2020围填海工程海堤生态化建设标准；

GB/T 13990 1:5000 1:10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GB/T 17501-2017海洋工程地形测量规范；

全国海岸线修测技术规程（2019年）；

海岸线调查统计技术规程（2023年）。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岸线 （coastline）

多年大潮平均高潮位时海陆分界痕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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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然岸线（ natural shoreline）

由海陆相互作用形成的原生岸线，以及经修复恢复后具有自然海岸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的生态恢复

岸线。

3.3

生态恢复岸线(ecological restoration shoreline)

通过退围还海、退养还滩、开堤通海、拆除人工构筑物、沙滩养护、生态海堤建设、堤外种植等整

治修复措施以及经过自然恢复形成的具有自然海岸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的海岸线。

4 总体要求

（1） 生态恢复岸线认定应以岸段为单元，根据具体类型分别开展。若同一类型有多个岸段，应逐

一进行认定。

（2） 生态恢复岸线认定中使用的数据资料应由具备相关资质的技术机构提供，作为指标结果判定

依据。

（3）重点关注质量体系运行、调查人员技能培训、仪器检定校准、样品采集及分析测定、成果编

制等方面的质量控制，具体按GB/T 12763-2007、GB/T 12763.8-2007、GB/T 12763.6-2007、GB/T 17378.5
等规定执行。

（4）应对认定成果做好归档，归档材料需包括岸段整治修复材料、现场调查资料、无人机航飞资

料、认定报告等内容。

5 基本程序

生态恢复岸线认定基本程序包括：①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基础调查，掌握拟认定岸段基本情况和拟

认定类型；②根据拟认定岸线类型，明确认定指标、标准及拟采取的调查方法；③获取认定指标各项数

据，并与认定标准进行比对，得出认定结果；④编制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技术报告。

6 分类

根据国家相关文件及规程，结合辽宁省地理位置和海域环境等实际情况，列出如表1所示生态恢复

岸线类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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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生态恢复岸线分类表

类型 含义

生态恢复的砂质岸线
经过退围还海、退养还滩、开堤通海、拆除人工构筑物、沙滩养护等整治修复工程

与措施后或者自然恢复形成的沙滩。

生态恢复的泥质岸线
经过退围还海、退养还滩、开堤通海、拆除人工构筑物、种植护滩、潮沟疏通等整

治修复工程与措施后或者自然恢复形成的泥滩。

生态恢复的生物岸线
人工构筑物向海侧人工种植、培育或者自然形成的植被覆盖区域，形成一定宽度的

潮间带和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

生态化海堤
通过采用生态化结构或生态化材料建设或加固海堤、护岸，海堤、护岸植被覆盖率

达到30%以上（互花米草等入侵物种除外），且在迎海面营造了生物栖息场所。

基岩岸线
经过退围还海、人工构筑物拆除等工程或措施后实现山体自然裸露，外侧水域可自

然交换的岸线。

7 认定指标及方法

7.1 认定指标

依据完整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结合辽宁省实际情况，明确每种类型生态恢复岸线的认定

指标和标准，如表2所示。

表2 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指标选取

类型 认定指标 认定标准 备注

生态恢复的砂

质岸线

潮间带 发育完整 -

沙滩平均宽度 >15米 -

砂质 砂质 -

岸滩稳定性 >1年 -

滩面 无侵蚀、无泥化 -

生态恢复的泥

质岸线

潮间带 发育完整

位于保护区核心区内，历史存在的堤坝

经保护管理后可实现海水自然交换的可依据

堤坝外侧潮间带发育情况认定。

泥滩平均宽度 >100米

处于河口地区，经过整治修复措施后潮

间带发育完整、生态环境良好的岸段，泥滩

平均宽度可适当降低要求。

生态环境 大型底栖生物、鸟类栖息觅食 -

生态恢复的生

物岸线

植被覆盖宽度 >5米 通过种植北方固有的植被如柽柳、翅碱

蓬覆盖率大于30%的可认定植被覆盖率 >30%

迎海面营造了生物

栖息场所
大型底栖生物、鸟类栖息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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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化海堤

结构或材料 生态化结构或生态化材料 -

植被覆盖率 >30%
堤身带或堤后带植被覆盖率达30%以上

的可认定

基岩岸线

基岩外侧水域可实现自然交换 -

基岩主体无人工构筑物
为防止山体侵蚀及滑坡修建的防护保护

设施除外

7.2 方法

综合采用现场调查和实验室分析方法，实现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指标的定性和定量描述。

现场调查以影像拍摄、实地测量和无人机航拍为主，重点反映岸段潮间带发育、岸滩发育与稳定性、

植被覆盖、岸段整体情况等。为了达到最大的潮间带测量范围，现场RTK实测或无人机航摄需要尽可能

多地拍摄并测量到最低潮时影像，主要选取大潮期前后1天内低潮时段前后1h为测量窗口期（确保75%

以上滩涂区域露出水面并完成有效航摄作业），根据潮间带面积、分布等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测量计

划。

潮间带宽度根据现场RTK实测或无人机航测成果获取。

沙滩沉积物粒度分析按照《海洋调查规范》（GB/T 12763.11-2007）规定采用实验室分析方法。

将调查和分析结果与认定标准进行符合性比对，满足标准即认定为生态恢复岸线，反之则不认定。

8 认定成果

编制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报告，报告编写应全面真实的介绍项目的任务由来、岸线整治修复前后的对

比情况，各指标获取及分析情况，给出明确的认定结果，并对后续海岸线开发利用与保护管理工作提出

建议。

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报告编写格式可参考附录A中提供的报告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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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成果报告

A.1 文本格式

A.1.1 文本规格

文本外形尺寸为 A4（210mm×297mm）。

A.1.2 封面格式

第一行书写：××市生态恢复岸线（二号黑体，居中）；

第二行书写：认定技术报告（二号黑体，居中）；

第三行书写：编制单位全称（四号黑体，居中）；

第四行书写：××××年××月（四号黑体，居中）；

以上各行间距应适宜，保持整个封面美观。

A.1.3 封里内容

封里中应分行写明：报告编制单位全称（加盖公章）、编制人、审核人姓名等内容。

A.2 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技术报告编写大纲

按照表 A.1 编制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技术报告。可根据岸线特点、实际工作情况对相关章节适当增减。

表A.1 ××市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技术报告编写大纲

一、工作背景

简要介绍生态恢复认定岸段工作的任务由来、背景意义、开展过程以及认定结论等。

二、工作依据

2.1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

列出开展生态恢复认定工作参考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性文件。

2.2技术标准与规范

列出开展生态恢复认定工作参考的技术标准与规范。

2.2基础资料

列出开展生态恢复认定工作参考的基础资料。

三、技术方法

3.1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标准

介绍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标准。

3.2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指标

详细说明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指标情况。

3.3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指标获取方法

详细说明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指标的获取方法。

四、##市自然环境及海岸线概况

4.1 地理位置

介绍生态恢复岸线所在的地理位置。

4.2 自然环境

介绍生态恢复岸线所在区域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及自然灾害情况。

4.3 海岸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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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生态恢复岸线所在区域海岸线概况。

五、##市生态恢复岸线认定

5.1岸段编号：#####

5.1.1 基本情况

介绍生态恢复岸段类型、长度、周边环境及历史调查情况。

5.1.2 生态修复项目情况

介绍该区域开展的整治修复项目情况，尤其是重点介绍岸段整治修复情况。

5.1.3 岸段调查情况

介绍生态恢复岸段现状调查情况。

5.1.4 与认定标准符合性分析

介绍生态恢复岸段各项认定指标情况，并与认定标准进行符合性分析。

5.1.5结论

用表格形式，逐一列出拟认定岸段的认定项目、认定指标、调查结果及比对结果。根据不同生态恢复岸线类型，选

择相应的表格。

生态恢复的砂质岸段认定结果比对

岸段编号 拟认定类型 认定指标 认定标准 认定指标调查结果 比对结果

########
生态恢复的砂质

岸线

潮间带 发育完整 填写实际情况 达标/不达标

沙滩平均宽度 >15米 填写实际情况 达标/不达标

砂质 砂质 填写实际情况 达标/不达标

岸滩稳定性 >1年 填写实际情况 达标/不达标

滩面 无侵蚀、无泥化 填写实际情况 达标/不达标

生态恢复的泥质岸段认定结果比对

岸段编号 拟认定类型 认定指标 认定标准 认定指标调查结果 比对结果

########
生态恢复的

泥质岸线

潮间带 发育完整 填写实际情况 达标/不达标

泥滩平均宽度 >100米 填写实际情况 达标/不达标

生态环境
大型底栖生物、

鸟类栖息觅食
填写实际情况 达标/不达标

生态恢复的生物岸段认定结果比对

岸段编号 拟认定类型 认定指标 认定标准 认定指标调查结果 比对结果

########
生态恢复的

生物岸线

植被覆盖宽度 >5米 填写实际情况 达标/不达标

植被覆盖率 >30% 填写实际情况 达标/不达标

生态化海堤岸段认定结果比对

岸段编号 拟认定类型 认定指标 认定标准 认定指标调查结果 比对结果

######## 生态化海堤 结构或材料
生态化结构或生

态化材料
填写实际情况 达标/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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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覆盖率 >30% 填写实际情况 达标/不达标

基岩岸段认定结果比对

岸段编号 拟认定类型 认定指标和标准 认定指标调查结果 比对结果

######## 基岩岸线
基岩外侧水域可实现自然交换 填写实际情况 达标/不达标

基岩主体无人工构筑物 填写实际情况 达标/不达标

5.2岸段编号：#####

内容同5.1。

六、拟认定结果

对拟认定岸段结果进行简要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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