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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草床建设技术规范

｜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海草床建设〔｜0术语利定义’规定了海草床建设的区域选划、本底调查、建设方法、监测与

评价、维护与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描述了对）｀旷的证实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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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单元transplantingunit

用于海草植株移植的植株集合体°

注:包括含有底质的草块或去除底质的植株束’单位为株／单几°

3.」

根状茎rhizomeofseagrass

海草水平生于海底表层以内或附着于礁石的部分°

注:包括茎节、节｜Ⅵ』｜和须根,能长｛｛｜幼芽和根系,形成新植株°

3.5

茎枝shootofseflgrass

海草宜立生于海底表层以上或瞧石以上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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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能长出侧枝°

3.6

实生苗seedlingofseagrass

由种子萌发长成的海草苗株°

37

生殖枝rep1.odl】ctiveshootofseagrass

开花结果的海草分株°

4区域迭划

在符合目标物利｜基础生物学特性的前提下,按以下基本要求选划海草床建设区:

a）水体盐度20～35;

b）底层海水透光率连续低于10％的天数＜］5d;

c）温带海草床建设海域水体温度连续超过30℃的天数＜15d;

d）海底表层为剩j±质粉沙、粉沙质沙或细沙;

e）海流流速≤1.0m／s;

［）水体氨盐含量≤1.0mg／L;

g）无水产养殖活动以及耙刺类、陷｜‖｝类、拖网类等影‖｜匈海草生长存活的破坏性捕捞生产活动;

b）亚热带海草床和热带海草床的建设不应对活珊瑚群落造成负面影｜｜问°

5本底调查

本底调查内容与方法见表1’根据调查结果进行海草床建设的区域选划°

表｜ 本底调查内容和方法

项目 调查的主耍内容 调查方法

水深｀水温、舱座、海流、透明瘦、透光 按照GB／T12763.2的规定执行’透光率按照

日Y／T083的规定执行
水文

率
水环境

忿浮物、酸碱皮（p卜l）、无机氮（氨盐｀

硝酸盐、亚硝酸舱）、活性磷酸捻

样品采集利采样点布设按照m／T9l02.2的规

定执行;调查方法按照GB］7378.4的规定执行
化学

样品采集和采样点布设按照SC／T9102.2的

规定执行;调查方法按照GB］7378。5的规定执

行’粒度按照GB／T］2763.8的规定执行

海底环境 重要现化参数 有机碳｀硫化物、粒瘦、底质类型等

海草种类、分布面积、植株密度、覆盖

度、株高、生物斌等
海草群落 按照HY／T083的规定执行

浮游生物（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

鱼卵）的种类组成利数最分布等

采样点布设按照SC／T9102.2的规定执行;调

查方法按照GB／Tl2763.6的规定执行
浮游生物

生物环境
种类组成、生物饿、栖息密瘦｀数最分

布及群落结构等

采样点布设按照SC／T9102.2的规定执行;调

查方法按照GB／Tl2763.6的规定执行
大型底栖生物

游泳动物

（包括仔、稚负）

种类组成、渔获尾数、渔获重最、优势

琅｜｜、栖息密陛及多样性特征等

采样点布设按照SC／T9102.2的规定执行;调

查方法按照GB／Tl2763.6的规定执行

海水养殖、海洋｛｜｝j捞、人海污染及其他

人类活动耍素纠 影‖问耍素人类活 按照GB／T］2763.9的规定执行

6建设方法

6｜ 目标物种的选择

宜按下列方法进行选择:

a）优先选择本地海草床或周边海草床的优势种群;

｜〕） 黄渤海海域宜选择鲤草、日本嫂草等本地海草种类进行植株移植和湘｜｜子底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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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南海海域宜选择泰来草、海苔蒲、｝」本鲤草等本地海草种类进行植株移植,宜选择卵叶喜盐草、日

本鲤草等本地海草种类进行种子底播°

62植株移植

6.2. ｜ 适宜移植时间和移植密度

适宜移植时间和移植密度见表2°

表2适宜移植时间和移植密度

」
移植密瘦

株／｜］m盟
适宜移植时间

一 ～

种类滥设海域

晌

∏

、

▲
…
一

凶）’或月β至月日巴

＿

帕

…

…尸
山可PUB

～

≥45000

≥90000

≥‖5000

≥90000

≥90000

黄渤海

‖】

喇海

■

β

β

草块

间的的

采

β

β

0％;

海水

移植淋

单

●
●

β

β

时可

用

6.

直插法:在拟建海草床海底表层挖取移植空穴’将植株束的根状茎放人空穴后,用底泥将根状茎

掩埋、压实,适用于海流流速低’底质泥含量≥50％的海区°

根状茎绑石法:用麻绳或棉绳等易降解材料将石块绑缚或系固于植株束的根状茎上’然后在拟

建海草床海底表层挖取移植空穴,将根状茎放人空穴后,用底泥将根状茎掩埋、压实°底质泥含

量≥50％的海区’也可直接将其投掷于移植海区°

枚订法:在拟建海草床海底表层挖取移植空穴,将植株束的根状茎放人空穴后,使用U型、V型

或I型等枚订’将根状茎固定于海底表层’然后用底泥将根状茎掩埋、压实°

框架法:用麻绳或棉绳等易降解材料将植株束的根状茎绑缚于木制或竹制等材料的移植框架上,

然后将其压人拟建海草床海底表层’并用底泥将根状茎掩埋、压实°可用于海流流速较高的

海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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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种子底播

63. ｜ 适宜底播时间和底播密度

适宜底播时间和底播密度见表3°

表3适宜底播时间和底播密度

底播密度

粒／hmz
雕设海域 恫｜｜类 适宜底播时间

鲤草

日本鲤草

卵叶喜盐琳

日本鲤范

9月金］0月中旬

l0月至1l月

≥l50（）00

≥300000
黄渤海

≡勺

√

■‖

｜啊海 l1月至嘿年］月 ≥300000

632种子采集

在海草种子成熟季节（种子散落始期至种子散落高峰期为宜’即10％的生殖枝种子成熟并散落至

25％的生殖枝种子成熟并散落的时间范围）’采集生殖枝’置于海水池中通氧暂养,或装人网袋（孔径＜种

子短径）并固定在船只、木桩等设施上进行海区暂养°待种子脱落后,人工搓洗生殖枝去掉茎枝、叶片等杂

质’收集硼｜｜子°

6.3.3种子运输与保存

种子短时间运输（≤24h）,可将种子放人网袋（孔径＜种子短径）,直接置于泡沫箱或恒温箱,用海水

淋湿的毛巾覆盖;长时间运输’需将利｜子放人盛有自然海水的可密封容器’置于泡沫箱或恒温箱;温度应控

制在4℃～20℃（可视需要加人冰袋或启动控温装置等）°

承｜｜子短期保存（≤3个月）,可将种子置于盛有天然海水的容器中于4℃～10℃冷藏避光保存,或将币｜｜

子放人网袋（孔径＜种子短径）’置于温盐条件与自然海水相近的室内避光海水池中保存;长期保存时’厕

将种子置于海水盐度为60、温度为4℃～10℃环境中冷藏避光保存’并在1年内使用°

63.4底播方法

6.3.4. ｜ 泥块底播法

使用质量比3: 1的釉土和细沙,加水制成泥块,泥块厚度3cm～5cm,将种子置于泥块内’空气干燥

2d后形成播种单元’停潮时将播种单元投掷于底播海区’适用于海流流速较低的海区°

63.4.2网袋底播法

将硼｜｜子与质量比3: 1的泥沙混合,装人棉制或麻制等易降解材料制成的网袋（孔径＜利｜子短径）,网

袋平铺时泥沙厚度3cm～5cm’停潮时将网袋投掷于底播海区或将网袋平铺在底播海区的海底表面,并

用U型、V型或I型等枚订将网袋固定于海底表面’可用于海流流速较高的海区°

6.3.43人工埋播法

在拟建海草床海底表层挖取1cm～3cm深的底播空穴’将种子放人空穴后,用底泥将乖｜』子掩埋、压

实’适用于海流流速较低的海区°

6344种苗法

将禾｜｜子置于人工流水系统或沿岸人工海水池塘育苗,待实生苗生长至适宜的茎枝高度时’将实生苗移

植于拟建海区°

7监测与评价

7· ｜ 监测

海草床建成后6个月内,每月对海草床的植株存活和扩繁情况以及种子留存和萌发情况进行全面观

察,并在建成后5年内以1次／年的监测频率’于海草生长高峰季节按照表1规定的内容与方法对海草床

的水环境、海底环境利生物环境进行监测’并参考附录A进行记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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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评价

水体化学、沉积物重耍理化参数、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和游泳动物,按照SC／T9417—2015中第5

章规定进行评价;海草群落按照附录B的方法进行评价;海草床生态系统健康按照HY／T087—2005中

5.2的规定进行评价。

8维护与管理

8. ｜ 维护

按照以下要求进行长期维护:

a）定期检查海草的扩繁利生长情况,对于发生大范围植株死亡现象’及时分析死亡原因,并采取补

种和修复措施,无法补种或修复时,可另选适宜海区进行海草床建设;

b）定期检查海草床内飘浮型大型海藻’必要时,应及时人工清除’或在海草床周边增设防护网,并

定期清除防护网上的大型海藻;

c）定期监测海草床的水质,清除建设区内对海域环境有危害的垃圾废弃物;

d）建立海草床维护档案,并参考附录C中的表C。1进行记录°

8.2管理

8.2. ｜ 档案和信息管理

海草床建设完毕’建设单位应及时对目标物利!的种类、建设方法、规模、面积、海草床平面布局图、海草

床边角和中心位置的经纬度等材料建立完善的文件档案’并参考附录表C.2进行档案登记’并将档案资

料进行信息化处理和保存°

8.22 日常管理

按照以下要求进行日常管理:

a）建设单位宜在海草床建设区设立标识物,在近岸陆地显著位置设立标志碑,注明海草床建设、保

护和管理等信息;

b）具备条件的建设单位宜在海草床建设区设立视频监测系统’实现对海草床建设区的实时观测与

监控;

c）建设单位宜定期开展海草床巡护和监测’提升管理效果;

d）建设单位宜定期开展海草床维护知识培训,加强保护宣传’提高公众保护意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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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生）

海草床监测与评价记录表

海草床监测与评价记录表见表A.1°

表
‖

采样日期

海域

年
◎ ′ ′′

~~

海市种类

死;.ˉ 0△ˉ总｀厂:‘＝
生物量’g／m2

裴枝 ｜根状苇

盖嫂

％
佯方编号

-E三豆＿』亏宦ˉ

′′ ■ 尸 「乡＜＼■∏
「｜ 』 b

l ｀‖盯

瞬
霹
巍

露霍
赣窒
键霉

‖‖∩
■
少
■
Ⅱ

已
■
Ⅷ仙

『
｜ 」

l
■■

h ｜ ｜
b＞｜ ｜ ｜

日

‖

』

』

■

■

■

■

■

■

■

~ ′

｜房ˉ毙
≡厂＝ 丁 ＝互 ｜

｜｜刃
＞

蹿眨 ＝

融
-

二

∏＝■≈ 叮己 』 壬〗 百 P巴『 ＝＝

∏可
7 ←→ 0■■ ＝

,■ ＝歹7 F□ b △
▲7『→ .』

Tp0●

～

丁■
~
~

＝

＝■＝
~
~~

F二＝‖∑植 …~

!『!
≈三丙■

l〃k度!
≈■≡■＝

凸

「◎

∑根状柴生物图
∑总生物斌’g／

耽表人

厂■＝

司■ ｛ …～吼〉」 厂…

■

＝
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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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

海草床建设效果评价方法

B. ｜ 评价指标分类与权重

海草床建设效果评价包括2类指标,各类指标权重如下:

a）栖息地指标:70;

b）生物指标:30°

B2栖息地指标

B.2｜评价指标及赋值

海草床栖息地评价指标与赋值见表B.1°

表B］海草床栖息地评价指标与赋值

＜5％≥］0％ ≥5％～＜l0％海苹床分布面积变化

赋佰 70 50 ］0

B』22指标计算

B.2.2. ｜海草床分布面积变化率

海草床分布面积变化率按公式（B.1）计算°

SA＝SA0＿SA-｜×100…………………………………（B1）
SA-l

式中:

SA—海草床分布面积变化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SA0—评价时分布面积的数值,单位为公顷（hm嚣）;

SA—｜—上-次评价时分布面积的数值’单位为公顷（hmz）.

BⅧ222海草床栖息地评价指数

海草床栖息地评价指数按公式（B.2）计算°
q

∑SA』
SAIM）x＝ ………………………………………（B.2）

q

式中:

SAlNDx—ˉ海草床栖息地评价指数;

SA巾＿第Ⅱ个栖息地评价指标赋值（见表B.1）;

q —栖息地评价指标总数°

B。3生物指标

B.3］评价指标及赋值

海草床生物评价指标与赋值见表B.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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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海草床生物评价指标与赋值

≥l0％

≥l0％

30

海苹生物量变化

海苹鉴枝密膛变化

赋值

≥5％～＜l0％

≥5％～＜l0％

20

＜5％

＜5％

10

B.3.2指标计算

B.32. ｜海草生物量

海草生物量指标按公式（B.3）计算。
′』

~B＝-— ..………（B.3）

B3

.…·……（B.4）

B.3

。.………（B.5）

B.3

……。.…（B·6）

D-l

式中:

V册—海草茎枝密度的变化率’单位为百分号（％）;

D0—评价时海草茎枝密度的平均值,单位为株每平方米（株／m2）;

D—｜＿上＿次评价时的海草茎枝密度平均值’单位为株每平方米（株／m2）。

B325海草床生物指标评价指数

海草床生物指标评价指数按公式（B.7）计算°
q

冈V』
j

B］M）x .……………..………………………（B.7）
q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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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B′NDX—海草床生物指标评价指数;

Vj—第j个生物评价指标赋值（见表B.2）;

q—海草床生物评价指标总数。

B4海草床建设效果评价

B.4. ｜评价指数

海草床建设效果评价指数按公式（B.8）计算°

CEH』M）x＝SA′M）x＋BIM）x .………..………………………（B.8）

式中:

CEH′NDx—海草床建设效果评价指数;

SA′NDx—海草床栖息地指标评价指数;

B′NDx—海草床生物指标评价指数°

B.42分级标准

海草床建设效果评价分级标准按照表B.3的规定执行°

表B.3海草床建设效果评价分级标准

评价等级

评价指数

分级描述

］
—
郭
—
优

2

≥75～＜90

良

↓
—
邹
—
差

3

≥60～＜75

合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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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资料性）

海草床维护档案

C｜ 维护档案

海草床维护档案见表C.1°

表C. ］ 海草床维护档案

填表日期监测单位 年 月 日

贞第

维护日期

海草种类

年 月 日 天气 维护海域

分布水深分布面积 hm ∏］

生物塌

g／m谬
存活率

％

值株密皮

株／m2

鉴枝高皮

C『Ⅵ

碰
％样方绷号

鉴枝 根状鉴

水体营养挑

mg／I√
透明嫂

∏］

温嫂

℃
轴度

氨盐 硝酸盐 Ⅶ硝酸袖 磷酸盐

｜

□无 □有
‖

死亡原因
是否具有大面积死亡现象

补救措施

潜在威胁 □大型海藻□人为破坏□垃圾废弃物□川暴 □其他

治理措施

田
不效理鸭们

填表人 校对人 审核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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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建设档案

海草床建设档案见表C.2°

表C2海草床建设档案

建设日期建设单位 年 月 日

贞第

雕设海域

碰设水深

海蔽种类

水温

建设区面积

捻度

｝∏∏2

丫∏］

｜
坚
魏
厂
｜

｜

′

二

｜

移植数hl 移植密度
植株移植

移植方法 □草块法□直插法□根状茎绑〃法□枚订法□框架法
建设方法

底播数肚 底播密搜
种子底播

底播方法 □泥块底播法□网袋底播法□人工埋播法□种衍法

海草床平面布局

绷｝｜｝号 纬嫂经度

｜

2

海苹床边角和中心位贸坐标
］

｜

5

海草床建设过程描述

校对人 审核人填表人

q

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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