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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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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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福建省水产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福建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闽江学院、福建省水产设计院、福建省耕地保护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穆景利、李荣茂、王剑锋、黄亚玲、黄春秀、张友权、王萱、陈火荣、陈璐、

吴茂生、沈斯敏、巫丹丹、肖洁、吴镇、陈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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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海洋生态分类与制图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区域海洋生态分类与制图的基本要求、数据收集与处理、区域海洋生态分类、海洋生

态图绘制及质量评估的指导与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福建省近岸海域、海洋生态区和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等重点区域生态分类与生态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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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T 0460（所有部分） 海岸带生态系统现状调查与评估技术导则

HY/T 0464 海洋生态分类

HY/T 215 近岸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评价技术指南

T/CAOE 20.9 海岸带生态系统现状调查与评估技术导则 第9部分：河口

T/CAOE 54 中国近海生态分区

3 术语和定义

HY/T 0460（所有部分）、HY/T 0464 和 T/CAOE 20.9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广泛性

多渠道收集与整理可获得的数据和成果资料，包括监测调查数据、报告、公报、规划、区划、遥感

影像、现场影像、文献和书籍等；通过补充调查等方式，完善缺失数据。

4.2 时效性

地形地貌及底质宜使用近 10 年的数据和成果资料，水体和生物宜使用近 3年的数据和成果资料，

有效反映海洋生态类型的现状。

4.3 代表性

收集的地形地貌、底质、水体和生物组分数据要包含代表性指标，能够反映工作区域范围内的海洋

生态类型及栖息地特征。

4.4 准确性

海洋生态分类和生态图能够准确地反映工作区域范围内的海洋生态类型的分布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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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收集与处理

5.1 数据收集

5.1.1 基础地理信息资料

收集近岸海域、海洋生态区和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等重点区域的空间数据。

5.1.2 地形地貌组分数据

收集地质成因和生物成因等 2 大类地貌组分数据。

5.1.3 底质组分数据

收集地质底质和生物底质等 2 大类底质组分数据；收集沉积物化学要素（包括沉积物有机碳、硫化

物、石油类、铜、锌、铅、汞、镉和砷等），形成底质组分—沉积物化学要素数据集，数据清单格式参

照附录 A的 A.1。

5.1.4 水体组分数据

收集水体要素（包括水温、盐度、透明度、溶解氧、pH、化学需氧量、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汞、

镉、铅、总铬、砷、铜和锌等），形成水体组分数据集，数据清单格式参照附录 A的 A.2。

5.1.5 生物组分数据

收集生物要素（包括浮游生物、底栖/附着生物）及叶绿素 a 等相关要素数据，形成生物组分数据

集，数据清单格式参照附录 A 的 A.3。

5.1.6 海洋生态系统分布数据

收集红树林、盐沼、海草床、珊瑚礁、牡蛎礁、基岩海岸、砂质海岸、泥质海岸、河口和海湾等典

型生态系统的分布区域和面积数据，以及重要渔业资源和珍稀濒危生物的分布范围。

5.1.7 影像数据

收集生态系统调查现场照片、样品照片和遥感影像等数据。

5.2 空间基准与数学基础

矢量数据的空间基准与数学基础如下：

a）数据格式：采用 Shapefile 或 Geodatabase 格式；

b）坐标系：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

c）投影方式：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分带采用国家标准 3°分带，中央经线根据工作区域范围确

定；

d）高程基准：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

e）深度基准：采用理论深度基准面。

6 区域海洋生态分类

6.1 生物地理场景确定

根据工作区域位置确定其所在的生态分区。按照 T/CAOE 54 和《中国近岸海域生态四级分区（试行）》

划定的生态分区，福建省近岸海域所在的生态分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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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生态一级分区：东海生态区；

b）生态二级分区：东海西部近岸生态区、东海中部浅海生态区、台湾海峡浅海生态区；

c）生态三级分区：东海近岸水下岸坡生态区、台湾海峡西部近岸生态区、东海西部陆架平原生态

区、台湾海峡中部生态区；

d）生态四级分区：沙埕港生态区、三沙湾生态区、罗源湾生态区、闽江口生态区、浙闽近岸生态

区、福清湾生态区、海坛岛生态区、兴化湾生态区、湄洲湾生态区、泉州湾生态区、台湾海峡

西北生态区、厦门湾生态区、九龙江口生态区、东山湾生态区、诏安湾生态区、台湾海峡西南

生态区。

注：若中国近岸海域生态四级分区有进一步修订，按照最新的划分结果执行。

6.2 水生场景确定

根据工作区域位置确定其水生场景。按照 HY/T 0464 的规定，福建省近岸海域的水生场景包括：

a）系统：河口和海洋；

b）子系统：近岸和浅海；

c）感潮区：河口潮上带、河口潮间带、河口潮下带、近岸潮上带、近岸潮间带和近岸潮下带。

6.3 海洋生态分类方法

6.3.1 海洋生态分类流程

海洋生态分类流程如下。

a）确定工作区域范围：根据实际需要，按近岸海域、海洋生态区和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等重点区域

确定工作区域范围，必要时可以划分次级工作单元，以同一区域范围编制组分类型清单和栖息

地类型清单。

b）确定组分类型：根据 HY/T 0464 确定工作区域范围的地形地貌组分、底质组分、水体组分和生

物组分类型。

——地形地貌组分类型：以枚举方式按照地质成因和生物成因 2 大类罗列一级地貌类、亚类与

二级地貌类、亚类类型。

——底质组分类型：以枚举方式按照地质底质和生物底质 2 大类罗列底质类、亚类、组与亚组

型。

——水体组分类型：以枚举方式按照水层、盐度、温度、水文形态和生物地球化学特征 5 大类

罗列具体水体类型。

——生物组分类型：以枚举方式罗列浮游生物、底栖/附着生物等的类、亚类、群组和群落类

型。

c）确定底层栖息地类型：底层栖息地类型由潮带、底质、生物和其他相关环境要素组合生成，通

过分析工作区域范围内底层环境与生物的关系确定。以地质底质结合生物类型为主，形成地质

底质类型、地质底质—生物类型，逐级嵌套的二级生态类型清单。依据现有资料列举到能够识

别的最低层级，若底质类型中无生物覆盖，则到第一层级为止。

——第一层级类型：由潮带和底质类型组成，名称结构为：潮带（包括潮上带、潮间带和潮下

带）+XX 底质（包括岩石底质、砾质底质、砂质底质、泥质底质和生物底质 5 种），如潮

间带泥质底质。

——第二层级类型：由第一层级类型与生物类型组成，名称结构为：第一层级类型名称+生物

类型名称，如潮间带泥质底质红树林。生物类型名称包括红树林、盐沼、珊瑚礁、牡蛎礁

等固定类型，涉及到底栖动物时，根据实际群组类型自定义。根据数据的实际情况，可以

细化至具体群落类型，如潮间带泥质底质秋茄群落。



T/FSF 005-2024

4

d）确定水层栖息地类型：工作区域范围内的水层栖息地类型由两个层级嵌套。

——第一层级类型：以枚举方式罗列水体中需要特别关注的类型，如重要渔业资源和珍稀濒危

物种集中分布区等。

——第二层级类型：将第一层级对应类型细化至具体群落类型，如海蚌资源增殖保护区，白海

豚集中分布区等。

6.3.2 海洋生态类型清单编制

根据 6.3.1 确定的组分类型和栖息地类型，每个工作区域编制一份清单，生态类型清单包括组分类

型清单与栖息地类型清单，对于缺乏资料支撑的类型暂不纳入清单。

a）组分类型清单：包括地形地貌组分、底质组分、水体组分和生物组分 4部分，组分类型清单格

式见附录 B 的 B.1。

b）底层栖息地类型清单：包括区域、编码、层级、底层栖息地类型和说明等，底层栖息地类型清

单格式见附录 B 的 B.2。

c）水层栖息地类型清单：包括区域、编码、层级、水层栖息地类型和说明等，水层栖息地类型清

单格式见附录 B 的 B.3。

6.3.3 栖息地类型描述

根据生物地理场景、水生场景及区域海洋生态分类结果，描述工作区域范围内栖息地类型，包括栖

息地名称、场景描述、组分描述、栖息地类型描述、分布图、现场照片和资料来源等，格式见附录 B

的 B.4。

7 海洋生态图绘制

7.1 图件类型

根据现有的调查监测资料情况，以生态类型清单为依据，绘制工作区域范围的生态图，展示生态类

型的空间分布，包括组分类型图和栖息地类型图。

7.2 专题要素制图

7.2.1 制图单元

以 6.3.1 确定的工作区域范围作为制图单元。

7.2.2 地理底图要素

地理底图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境界与政区、水系、地名及注记等主要基础背景信息。基础地理底图的

数据源为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https://www.webmap.cn）中公开的 1:1000000 或 1:250000

的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库的数据；也可调用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s://www.tianditu.gov.cn）

中的天地图地图服务矢量地图或影像底图 API 进行制图。

7.2.3 制图表达方法

7.2.3.1 地形地貌组分图

用面状符号表达工作区域范围内各地形地貌类型的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采用纯色普染的方式表示，

色彩的配置宜考虑符合自然的色彩及所表现要素相互间的差别，分类方式及符号样式可参考附录 C 的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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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2 底质组分图

用面状符号表达工作区域范围内各底质类型的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采用纯色普染的方式表示，色

彩的配置宜考虑符合自然的色彩及所表现要素相互间的差别，分类方式及符号样式可参考附录C的C.2。

通过点状或面状符号表达工作区域范围内沉积物化学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其中，面状数据

为应用空间插值方法，如反距离权重法或克里金法获取的各沉积物要素的等值面分布图。沉积物化学要

素的分类方式及符号样式可参考附录 C 的 C.3。

7.2.3.3 水体组分图

通过点状或面状符号表达工作区域范围内水体组分中各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其中，面状数

据的获取方法与 7.2.3.2 一致。水体组分各要素的分类方式及符号样式可参考附录 C 的 C.4。

7.2.3.4 生物组分图

通过点状或面状形式表达工作区域范围内的典型生态系统、浮游生物、底栖/附着生物、叶绿素 a

或初级生产力的类型、数量或丰度等的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其中，典型生态系统符号样式可参考附录

C 的 C.5；浮游生物和底栖/附着生物的分类方式及符号样式可参考附录 C 的 C.6；浮游生物和底栖/附

着生物物种数、多样性指数和丰度的等级按照 HY/T 215 的规定划分，符号样式可参考附录 C 的 C.7。

7.2.3.5 底层栖息地类型图

以生态类型清单为依据，基于感潮区、地质底质和重要生物类型分布数据，绘制底层栖息地类型的

分布范围，分类方式及符号样式与各组分数据的表达方式一致。

7.2.3.6 水层栖息地类型图

基于重要渔业资源及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等实际分布情况或历史图件成果等，勾画分布范围，

形成反映区域内重要渔业资源和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域的水层栖息地类型图，采用分层设色法表示

不同种群的分布情况。

7.2.4 图件制作

7.2.4.1 图幅

宜采用 A3 幅面，横版或竖版。若标准图幅确实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时，图幅大小可以根据制图区域

范围确定，在标准图幅基础上加长、加宽或缩小幅面的非标准图幅，以内容完整表达为准。

7.2.4.2 专题图基本要素

专题图的基本要素包括：图廓、图名、指北针、图例、比例尺、制图说明、注记等。

7.2.4.2.1 图廓

添加内图廓（线宽 4 磅），样式可参考图 1。内图廓标注经纬度信息（度分秒），标注方式为 XXX°

XX′XX″东或 XX°XX′XX″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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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内图廓样式

7.2.4.2.2 图名

图名包括制图区域、专题要素名称等必要信息。如：三沙湾底层栖息地类型分布图。置于内图廓上

方，距离内图廓上边界约 2 cm 位置，图名宜为方正粗黑体，字体高度约 1 cm，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

7.2.4.2.3 图例

图例由图形（线条、色块或符号）与文字组成，绘制在图幅底部或者右侧，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

具体包括专题要素下的基础地理数据、专题数据及符号系统说明，可根据底图的图层信息量和地图阅读

需求选择重要项进行展示。

7.2.4.2.4 比例尺

比例尺宜位于图名右侧，采用直线比例尺或文字比例尺两种方式。在铅垂和水平方向比例不同时，

同一视图中标注不同的比例。比例尺样式可参考表 1。

表 1 直线比例尺参考样式

名称 颜色 符号样式 配色方案

直线比例尺 黑色
填充区域：黑色

非填充区域：白色

7.2.4.2.5 指北针

指北针位于比例尺右侧，样式可参考表2。

表 2 指北针参考样式

名称 符号样式 配色方案

指北针 填充区域：黑色

7.2.4.2.6 注记字体及字号

注记主次分明、清晰易认、指向明确、互不混淆、位置合理。同一图形文件内注记字体种类不超过

四种。汉字注记的汉字使用简化字，不同级别行政单元的名称按国务院颁布的有关标准执行。

7.2.4.2.7 制图说明

制图说明可注于主图下方，包括制图单位、制图时间、坐标系统、地图投影、资料来源和数据时间

等内容。文字样式宜为黑色。黑体，字号根据图幅尺寸和文字长度选择适宜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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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评估

将工作区域范围划分为一定大小的网格单元，近岸海域宜采用 10 km×10 km 网格，重要海洋生态

区宜采用 5 km×5 km 网格，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宜采用 1 km×1 km。根据网格内采样站位数量、遥感或海

底声学数据等情况，评估地形地貌组分、底质组分、水体组分和生物组分生态图网格置信度，将网格置

信度分为 3 个等级：

a）网格内分布 3 个及以上的采样站位，或网格内 50％以上区域覆盖有效的遥感识别结果数据或海

底声学后向散射数据，网格置信度为高；

b）网格内分布 1~2 个采样站位，或网格内 10％~50％以上区域覆盖有效的遥感识别结果数据或海

底声学后向散射数据，网格置信度为中；

c）网格内无采样站位，或网格内有效的遥感识别结果数据或海底声学后向散射数据覆盖范围不足

10％，网格置信度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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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数据清单

A.1 底质组分—沉积物化学要素数据清单格式见表 A.1。

表 A.1 底质组分—沉积物化学要素数据清单

站位编号 经度 纬度 监测时间
采样深度

（单位）

参数1

（单位）

参数2

（单位）
....... 数据来源

示例：

D35YQ005
ddd.dddddd dd.dddddd YYYYMMDD

A.2 水体组分数据清单格式见表 A.2。

表 A.2 水体组分数据清单

站位编号 经度 纬度 监测时间 采样层次
采样深度

（单位）

参数1

（单位）

参数2

（单位）
....... 数据来源

示例：

D35YQ005
ddd.dddddd dd.dddddd YYYYMMDD 表层

A.3 生物组分数据清单格式见表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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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生物组分数据清单

站位编号 经度 纬度 监测时间
样品

类型

生物

大类

生物

类

密度

（单位）

生物量

（单位）

多样性

指数

…

…

优势

类群

优势

物种

优势种密度

（单位）

数据

来源

示例：

D35YQ004
ddd.dddddd dd.dddddd YYYYMMDD 网样

浮游

生物

类

浮游

植物

类

硅藻
中心圆

筛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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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组分类型清单和栖息地类型清单

B.1 组分类型清单格式见表 B.1。

表 B.1 组分类型清单

区

域

地形地貌组分 底质组分 水体组分 生物组分

地质成因 生物成因 地质底质
生物

底质

水

层

盐

度

温

度

水文形态
生

物

地

球

化

学

特

征

浮游生物 底栖/附着生物

一

级

地

貌

类

一

级

地

貌

亚

类

二

级

地

貌

类

二

级

地

貌

亚

类

一

级

地

貌

类

一

级

地

貌

亚

类

二

级

地

貌

类

二

级

地

貌

亚

类

底

质

类

底

质

亚

类

底

质

组

底

质

亚

组

底

质

类

底

质

亚

类

大

类
类

亚

类

生

物

类

生

物

亚

类

生

物

群

组

生

物

群

落

生

物

类

生

物

亚

类

生

物

群

组

生

物

群

落

示

例

1

泥

质

海

岸

泥

质

潮

滩

沉

积

物

细

颗

粒

沉

积

物

泥

质

砂

粉

砂

-

黏

土

质

砂

上

层

中

盐

水

温

水

浮

游

植

物

类

硅

藻

类

硅

藻

聚

集

体

中

肋

骨

条

藻

聚

集

体

森

林

湿

地

类

感

潮

森

林

/

林

地

红

树

林

秋

茄

群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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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底层栖息地类型清单格式见表 B.2。

表 B.2 底层栖息地类型清单

区域 编码 层级 底层栖息地类型 说明

示例 1

XX

XX1_1 1 潮间带泥质底质

XX1_2 2 潮间带泥质底质红树林

XX1_2.1 2.1 潮间带泥质底质秋茄群落

注：编号按照工作区域名称的首字母+记录号+层级，层级与记录号中间用“_”隔开，若一个区域有多条底层栖息

地类型清单记录，编码按 XX1_1，XX1_2，XX1_2.1，XX2_1，XX2_2，XX2_2.1，......，以此类推。

B.3 水层栖息地类型清单格式见表 B.3。

表 B.3 水层栖息地类型清单

区域 编码 层级 水层栖息地类型 说明

示例 1

XX

XX1_1 1 重要渔业资源分布区

XX1_2 2 海蚌资源分布区

注：编号按照工作区域名称的首字母+记录号+层级，层级与记录号中间用“_”隔开，若一个区域有多条水层栖息

地类型清单记录，编码按 XX1_1、XX1_2、XX2_1，XX2_2，......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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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栖息地类型描述表格式见表 B.4。

表 B.4 栖息地类型描述表

栖息地名称 例：罗源湾红树林红线保护区

一、场景描述

（一）生物地理场景 （二）水生场景

一级生态区 例：东海生态区 系统 例：海洋

二级生态区 例：东海西部近岸生态区 子系统 例：近岸

三级生态区 例：东海近岸水下岸坡生态区 感潮区 例：近岸潮间带

四级生态区 例：罗源湾生态区

二、组分描述

（一）地形地貌组分 （二）底质组分
（三）水体组

分
（四）生物组分

地貌成因：

例：地质成因
底质大类：例：地质底质

关于水层、盐

度、温度、水

文形态和生

物地球化学

特征5个子组

分的描述。

生物大类：例：森林湿地类

一级地貌类：

例：泥质海岸
底质类：例：沉积物 生物亚类：例：感潮森林/林地

一级地貌亚类：

例：泥质潮滩
底质亚类：例：细颗粒沉积物 生物群组：例：红树林

二级地貌类： 底质组：例：泥 生物群落：例：秋茄群落

一级地貌亚类： 底质亚组：例：粉砂-黏土

三、栖息地类型描述

主要栖息地类型描述（例：潮间带泥质底质秋茄林）；栖息地类型的典型性（如典型生态系统类型）、稀有性（如面积

大小）、监测数据覆盖情况和生物多样性等描述；管理或保护建议等。

四、分布图

例：

五、现场图

例：

六、资料来源

填写所参考的所有资料来源，如调查项目、文献、报告、图书、新闻报道、现场采集、专家提供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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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制图符号色彩参考样式

C.1 地貌组分分类方式及符号参考样式见表 C.1。

表 C.1 地貌组分分类方式及符号参考样式

地貌类型 样式 图例说明

泥质海岸 潮滩 F：C20/Y50

海滩 海滩 F：C53/M6/Y37

潮流沙脊群

潮流三角洲 F：C15

潮流脊系 F：C15

河口三角洲 河口水下三角洲 F：C20/Y30

水下岸坡

水下堆积岸坡 F：C40

水下侵蚀堆积岸坡 F：C40

水下岸坡潮流沙脊群 F：C40

陆架平原

陆架堆积平原 F：C60/M10

陆架侵蚀堆积平原 F：C60/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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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沉积物底质亚组符号参考样式见表 C.2。

表 C.2 沉积物底质亚组符号参考样式

底质类 底质组 底质亚组 式样 图例说明

沉积物

砾 砾 F：M50/Y50/K20

砾石混合物 砂质砾 F：M30/Y40/K15

含砾沉积物 砾质砂 F：Y60/K7

砂 砂 F：Y60

泥质砂 粉砂质砂 F：M10/Y50

砂质泥
砂质粉砂 F：C25/Y45

砂-粉砂-黏土 F：C10/K7

泥
粉砂 F：C40/Y60

黏土质粉砂 F：C15/Y30

注：制图过程中不同亚组的配色可根据底图的配色在同一个色系中进行调整。

C.3 底质组分—沉积物化学要素分类方式及符号参考样式见表 C.3。

表 C.3 底质组分—沉积物化学要素分类方式及符号参考样式

监测要素 分类 样式 图例说明

沉积物化学要素（有机

碳、硫化物、石油类、

铜、锌、铅、汞、镉、

砷等）

第一类 F：C55/M30

第二类 F：C30/M13/Y3

第三类 F：C25/M31/Y37

劣三类 F：C52/M62/Y71



T/FSF 005-2024

15

C.4 水体组分分类方式及符号参考样式见表 C.4。

表 C.4 水体组分分类方式及符号参考样式

监测要素 数值范围 分类 样式 图例说明

盐度

<5 寡盐水 F：C25/M9

[5,18） 中盐水 F：C55/M13

[18,25） 低盐度多盐水 F：C100/M23

[25, 30） 高盐度多盐水 F：C100/M34/Y10

[30, 40） 真盐水 F：C100/M48/Y34

≥40 高盐水 F：C100/M70/Y55

水质要素（包括

化学需氧量、无

机氮、活性磷酸

盐、汞、镉、铅、

总铬、砷、铜、

锌等）

第一类 F：C55/M30

第二类 F：C30/M13/Y3

第三类 F：C25/M31/Y37

第四类 F：C39/M48/Y57

劣四类 F：C52/M62/Y71

溶解氧

（mg/L)

≥12 极高氧 F：C100/M34/Y10

[8, 12) 高含氧 F：C55/M30

[4, 8) 含氧 F：C30/M13/Y3

[2, 4) 低氧 F：C25/M31/Y37

[0.1, 2) 非常低氧 F：C39/M48/Y57

[0, 0.1) 缺氧 F：C52/M62/Y71

富营养化状况

轻度富营养化 F：Y55

中度富营养化 F：M33/Y100

重度富营养化 F：M100/Y100

透明度(m)

<1 极度浑浊 F：C24/Y52

[1, 2) 高度浑浊 F：C19/Y38

[2, 5) 中度浑浊 F：C13/Y24

[5, 20) 清澈 F：C10/Y17

≥20 非常清澈 F：C5/Y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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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水体组分分类方式及符号参考样式（续）

监测要素 数值范围 分类 样式 图例说明

海水温度（℃）

≤0 冰冻水 F：M5

[0, 5) 高冷水 F：M10

[5, 10) 冷水 F：M15

[10, 15) 凉水 F：M35

[15, 20) 温水 F：M45

[20, 25) 暖水 F：M60

[25, 30) 高暖水 F：M80

C.5 典型生态系统符号参考样式见表 C.5。

表 C.5 典型生态系统符号参考样式

生态系统

类型
种类 样式 图例说明

红树林 / F：M20/Y18

盐沼

米草 F：C40

芦苇 F：C40/M10

其他 F：C40/M20

珊瑚礁 /
F：C10

L：C40/M100

海草床 / F：C60/Y80

牡蛎礁 / F：M100/Y20

砂质岸线 / L: C10/M30/Y100

泥质岸线 / L：C10/M10/Y100/K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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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生物组分（浮游生物和底栖/附着动物优势类群）分类方式及符号参考样式见表 C.6。

表 C.6 生物组分（浮游生物和底栖/附着动物优势类群）分类方式及符号参考样式

生物大类 生物类 优势类群 样式 图例说明

浮游生物

浮游植物

硅藻类浮游植物 F：K100，C7/M50/Y60

甲藻类浮游植物 F：K100，M60/K10

大型浮游动物

环节动物 F：K100，C90/Y8

节肢动物 F：K100，Y30

脊索动物 F：K100，C34M100Y10

游泳动物卵 F：K100，C60/M53/Y20

毛颚动物 F：K100，C46M2060

小型浮游动物

桡足类 F：K100，C20/Y20

鞭毛虫类 F：K100，C37M7Y61

底栖/附着生

物
底栖/附着生物类

环节动物 F：K100，C90/Y8

节肢动物 F：K100，Y30

脊索动物 F：K100，C34M100Y10

软体动物 F：K100，C10/M20

星虫动物 F：K100，M67Y100

注：点状符号的尺寸大小可根据专题图的比例尺进行调整，宜清晰、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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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生物组分（多样性指数、物种数）及相关要素分类方式及符号参考样式见表 C.7。

表 C.7 生物组分（多样性指数、物种数）及相关要素分类方式及符号参考样式

指标 类别 样式 图例说明

多样性指数

I F：K100，C55/M30

II F：K100，C30/M13/Y3

III F：K100，C25/M31/Y37

IV F：K100，C39/M48/Y57

V F：K100，C52/M62/Y71

总物种数

I F：K100，C55/M30

II F：K100，C30/M13/Y3

III F：K100，C25/M31/Y37

IV F：K100，C39/M48/Y57

V F：K100，C52/M62/Y71

丰度

I F：K100，C55/M30

II F：K100，C30/M13/Y3

III F：K100，C25/M31/Y37

IV F：K100，C39/M48/Y57

V F：K100，C52/M62/Y71

叶绿素a浓度（µg/L）

<5（浮游植物生产力等级为寡营

养）
F：C10/Y20/K7

[5, 50)（浮游植物生产力等级为

中营养）
F：C25/Y50/K7

≥50（浮游植物生产力等级为富

营养）
F：C40/Y80/K7

注：点状符号的尺寸大小可根据专题图的比例尺进行调整，宜清晰、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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