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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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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HY/T0273的第3部分。HY/T0273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风暴潮;
———第3部分:海啸;
———第5部分:海平面上升。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于福江、侯京明、原野、赵联大、王培涛、吴玮、车助镁、高义、王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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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是海洋防灾减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对各级地方政府有效应对海洋灾害

和规划布局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HY/T0273是指导各级政府开展海洋灾害风险

评估和区划工作的基础性和通用性行业标准。鉴于文件篇幅过长以及各类海洋灾害的发生机制和致灾

原因各不相同,HY/T0273拟由5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风暴潮;
———第2部分:海浪;
———第3部分:海啸;
———第4部分:海冰;
———第5部分:海平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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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
第3部分:海啸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啸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的工作原则、技术方法以及成果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海啸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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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1010—2017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HY/T058 海洋调查观测监测档案业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啸 tsunami
由海底地震、火山喷发或水下塌陷和滑坡等所激起的长波形成的来势凶猛且危害极大的巨浪。
[来源:GB/T15920—2010,2.5.60,有修改]

3.2
局地海啸 localtsunami
海啸源距离受海啸破坏性影响的区域约100km以内的海啸。

3.3
区域海啸 regionaltsunami
海啸源距离受海啸影响的区域约1000km以内的海啸。

3.4
越洋海啸 ocean-widetsunami
远距海啸

海啸源距离受海啸影响的区域超过1000km的海啸。

3.5
传播时间 traveltime
海啸首波从海啸源传播到海岸固定点所需的时间。

3.6
传播时间图 traveltimemap
显示海啸传播等时线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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