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地方标准

《海洋预报海域分区（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我省是海洋大省，海域面积26万平方公里，海岸线6600

公里，岸线长度居全国第一。随着全省海洋强省战略的推进，

必然推动海洋产业的发展，也必然对海洋预报的需求越来越

大，对精细化的海洋预报需求越来越高。同时，我省地处东

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是我国海洋灾害影响最严重的省

份之一。据2012-2022年《浙江省海洋灾害公报》统计，风暴

潮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居所有海洋灾害之首，共造成200亿

元损失，年均造成18亿元损失，占海洋灾害总损失的98.6%；

海浪灾害造成的死亡失踪人数最多，共造成约139人死亡或

失踪，年均造成13人死亡或失踪，占海洋灾害造成的总的死

亡或失踪人数的85%。风暴潮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海浪灾

害造成的人员死亡失踪，严重影响浙江海洋经济的发展，也

对沿海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海洋预报是对特定区域和时效内各类海洋要素和海洋

现象发展变化情况的预先报告。海洋预报主要包括海浪预报、

潮汐预报、海温预报、海流预报等要素预报。同时海洋预报

也包括风暴潮、灾害性海浪等海洋灾害预警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

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提高防灾减灾

救灾和急难险重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为提高精确



预测、精细预警、精准预防和科学处置水平，有效减轻损失

和减少人员伤亡，亟需出台我省海洋预报发布的相关标准规

范，提供全天候、全区域、全方位、全过程管控海洋灾害风

险基础支撑。同时海洋预报的海域分区又是海洋预报相关标

准规范的基础。

二、工作简况

（一）立项计划

本标准列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3年

第三批浙江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浙市监函〔2023〕

250号）文件中提出的“2023年第三批浙江省地方标准制修

订计划”。

（二）主要工作过程

2023年上半年开始，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组织浙江省海洋

监测预报中心，认真研究相关海洋预报规范，结合我省实际

情况和试点案例，通过对宁波、温州、台州、舟山等地的实

地调研和走访座谈，编制了标准草案初稿。

2023年 3月至 9月，先后开展多次专家咨询。标准名称

也从最早的《海浪预报和警报发布技术规程》调整至《海洋

预报地理分区》，最终确定为《海洋预报海域分区》。本标

准主要使用方为全省海洋预报机构，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吸

取了舟山、宁波、台州和温州等 4个市级海洋预报机构意见，

共收集反馈意见 22条（采纳 15条，未采纳 3条，部分采纳

4条）。2023 年 6 月 30 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召开了《海域



立体分层界定》地方标准立项评估会，10月 10日本标准立

项正式获批。

标准立项后，2023年 10月-2024年 8月，编制组继续优

化完善本标准，完善附录图集等。2024年 5月 20日，浙江

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函征求了嘉兴、舟山、宁波、台州和

温州等 5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岱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宁波市自然资源生态修复和海洋管理服务中心共七家单位

的意见，共收集反馈意见 17条（采纳 13条，未采纳 3条，

部分采纳 1条）。根据反馈意见，编制组继续完善标准和图

集。

（三）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牵头起草，参与起草

的单位有浙江省测科院、自然资源部宁波海洋中心、自然资

源部温州海洋中心、舟山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台州市

海洋预报台、河海大学。

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负责标准总体编制工作，主要

负责标准立项需求分析、主体内容编制等；

浙江省测科院负责标准附录图集的制作；

自然资源部宁波海洋中心、自然资源部温州海洋中心、

舟山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台州市海洋预报台等主要负

责各预报海域内海洋预报分区的内容编制；

河海大学负责标准应用实践案例的相关材料和经验总



结，参与标准的可行性研究。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合规性：标准应与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国家标

准及行业标准在主要内容上协调，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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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规定进行编制。

（2）科学性：标准应准确把握浙江预报海域分区管理

工作现状及发展趋势，吸收优秀做法经验，结合自身实际，

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逻辑关联，准确表达技术条款，建立

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的标准内容体系。

（3）适用性：标准应在浙江海域开展实践应用，总结

在海洋公益预报、海洋灾害预警、海洋专项预报等不同预报

中的使用案例案例，充分论证标准在各项技术规定的合理性、

可操作性。

（二）标准编制依据

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结合实地调研和应用实践，重点引

用和参考的相关标准包括：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海洋预报术语》（GB/T 39628-2020）

（三）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包含八部分。



（1）范围：明确本标准规定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所引用的相关文件。

（3）术语和定义：解释本标准涉及的海洋预报、海洋

预报分区等术语。

（4）海域范围：浙江近岸和近海预报海域分区、浙江

大面预报海域分区、市级预报海域分区、县级预报海域分区、

近岸基础预报单元分区等 5个层次来对浙江海域进行分区。

（5）附录：基于 5个层次的海域分区，绘制分区图。

四、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关系以及与相关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重复性、协调性分析

（一）与法律、法规、规章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符合《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

（二）与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术语参照现行的国家标准GB/T 39628-2020《海

洋预报术语》。

针对海洋预报的地理分区暂无现行的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海洋预报术语》（GB/T 39628-2020）中，对近岸预

报海域和近海预报海域进行了定义，简单的将海洋预报区域

分为近岸预报海域和近海预报海域。

本标准规定的浙江近岸预报海域是指浙江领海外部界

限向陆一侧的海域，完全符合国家标准中关于近岸预报海域

的定义。本标准规定的浙江近海预报海域从领海外部界限向



海一侧到东经 125°以西的海域。国家标准近海预报海域指

近岸海域外部界限向海一侧至东经 130°以西的渤海、黄海、

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及邻近海域。根据浙

江多年的海洋预报习惯，浙江预报海域为向海一侧到东经

125°，国家标准中的近海预报海域范围太大，只适用于国

家层面发布的海洋预报，所以本标准将国家标准中“近海预

报海域”修改为“浙江近海预报海域”，范围也相应地缩小，

向海一侧到东经 125°。这样同时能体现国家层面的海洋预

报范围要大于省级层面的海洋预报范围。

五、定量、定性技术要求的区域验证情况

本标准涉及的浙江近岸和近海预报海区海域分区，五个

沿海市近岸和近海预报海区分区以及 28 个县级预报海域划

分，已在浙江海浪预报和海浪灾害预警中开展了应用。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本标准编制过程中，

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七、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一）能够有效落实国家海洋防灾减灾的要求

2016年 12月 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

推进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意见》中

明确提出了三大转变：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

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

害风险转变。这意味着要进一步提高海洋灾害预警能力和水



平，提高灾前预防能力，减轻海洋灾害风险。《海洋观测预

报管理条例》要求“海洋预报机构应当适时进行海洋预报和

海洋灾害警报会商，提高海洋预报和海洋灾害警报的准确性、

及时性”。这同样要求提高海洋预警报信息使用的准确性和

效率，提高海洋预报技术水平。

（二）能够更好地服务本省海洋经济发展和城市安全运

行

《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要求“省自然资源厅

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台风暴潮、海浪等海洋灾害的预防、风

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提供风暴潮、海浪的实时信息和预报预

警”。随着我省海洋经济的高速发展，渔业生产、港口航运、

滨海旅游、涉海工程建设等工作中，对海洋预报与警报发布

的内容、范围、频次、时效等需求越来越高，浙江省沿海地

区海洋灾害发生频次、强度呈增大趋势。加强海洋预报的规

范化制作与发布有利于保障本省海洋经济发展和城市运行

安全。

（三）能够强化海洋预报规范化管理

随着浙江省体系化推进海洋防灾减灾工作，一大批海洋

防灾减灾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的大量涌现。伴随着浙江数字化

改革进入深水区，“数字浙江”建设进入新阶段，原省委书

记袁家军在 2021年年初召开的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上强调，

“要加快建设数字浙江，推进全省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在新起

点上实现新突破，为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开好局、起

好步”。如何将海洋预报减灾的成果进行标准化，规范化，

统一化，是数字化改革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本标准是将



全省海洋预报制作与发布中，针对预报海域进行了划分。预

报海域的划分是海洋预报的基础，填补了本省和本行业海洋

预报地理分区标准的空白，同时有利于在全省海洋预报中实

施数字化改革，让数字化工作为海洋预报带来新的气象，新

的手段和方法。

（四）能够让用户更加有效的制作和使用海洋预报产品

海洋预报产品主要包括海浪、海温、海流和潮汐预报产

品，主要为政府、沿海公众和企事业单位提供服务。海洋预

报海域分区首先为政府的海洋观测站点的建设和布局优化

提供依据，能够直观展示哪些海域缺乏海洋观测站点或观测

站点建设比较薄弱；其次海洋预报海域分区能够为海洋预报

产品用户提供直观和清楚的预报海区边界，让用户能够更加

有效的使用预报产品；最后海洋预报海域分区有利于全省海

洋预报按照规定的海域范围进行预报制作与发布，统一了海

洋预报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