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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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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山东省海洋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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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岸建筑退缩线的划定原则、工作程序、资料收集与整理、划定方法以及成果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沿海各省、市（县）开展的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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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T 0273-2019 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 第1部分：风暴潮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海岸线 coastline 

多年大潮平均高潮位时海陆分界痕迹线。 

[来源：GB/T 18190-2017，2.1.1] 

 

 

亲海空间 public pro-sea space 

向公众开放，可便利到达、可亲近、可活动的海岸空间范围。 

注：亲海空间包括优质开放式沙滩、滨海浴场、滨海公园及其他具有亲海功能的海岸带空间区域。 

 

 

海岸建筑退缩线 coastal retreat line 

根据海岸带自然禀赋及环境特征，综合考虑海洋灾害影响、生态环境保护和亲海空间需求，以海岸

线为基准，向陆一侧后退一定的距离，划定的禁止或限制建筑活动的控制线。 

 

 

风暴潮 storm surge 

由热带气旋、温带天气系统、海上飑线等风暴过境所伴随的强风和气压骤变而引起的局部海面振荡

或非周期性异常升高（降低）现象。 

注：风暴潮中局部海面振荡或非周期异常升高现象称为风暴增水，简称增水；风暴潮中局部海面振荡或非周期异常

降低现象称为风暴减水，简称减水。 

[来源：GB/T 19721.1—2017，3.1] 

 

海岸侵蚀 coastal erosion 

由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引起的岸线位置后退,或滩面下蚀、变窄变陡的地质灾害现象。 

[来源：GB/T 18190-2017，5.1.1] 

4 总则 

划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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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轻海洋灾害影响、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公众亲海权益、打造高品质人居环境为目标，指

导和规范地方开展海岸建筑退缩线的划定工作。将海岸带保护利用与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

居民生产生活条件相结合，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实现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划定原则 

海岸建筑退缩线的划定原则如下： 

a）保护生命，保障安全：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海岸安全； 

b）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生态就是生产力的理念，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维护生态系统健康，

以海岸带生态安全为出发点，加强海陆环境整治和灾害防护，建设美丽海岸带，实现海岸带经济可持续

发展； 

c）以人为本，高质宜居：坚持民生福祉优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构建科学合

理、生态宜居的海岸带陆海统筹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 

d）陆海统筹，因地制宜：协调匹配海陆主体功能、空间格局划定、开发强度管控，促进海陆一体

化发展和保护；发挥海岸带地理区位优势，因地制宜，节约集约利用海岸带资源，合理划线，避免土地

资源浪费； 

e）保障利益，维持稳定：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要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保护好现有合法的建筑，减

少社会利益矛盾冲突，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工作程序 

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工作的具体程序分为以下 5 个阶段： 

a）准备阶段：收集海岸带区域遥感影像、基础地理信息、历史风暴潮灾害概况、海岸侵蚀断面资

料、海岸生态系统和亲海空间分布等资料，了解划定区域周边地区开发利用现状，确定划定范围，编制

工作方案； 

b）调查阶段：对划定区域进行遥感影像识别与实地踏勘，明确划定考虑海洋灾害和生态系统保护

目标的主要内容； 

c）初划阶段：针对划定区域岸段，考虑海洋灾害风险、海岸生态系统以及亲海空间需求，分别划

定各类因素的退缩距离； 

d）协调阶段：充分考虑“三区三线”（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城镇空间，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

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灾害风险防御区等区域，统筹协调区域间关系，实现保护相衔接、管控

不冲突，因地制宜考虑地方发展需求，保障必要的重大项目建设需求； 

e）成果编制：编制划定成果技术报告和图件，并对成果征求地方相关行业部门意见。 

5 资料收集与整理 

基础地理信息 

基础地理信息资料包括划定区域内水系（入海河流到5级，包括重要河道、沟渠）、居民点（省会

城市、直辖市、地级市、县、乡镇、村）、交通（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机场）、境界

线（国界、省界、县界、乡界、村界）、管线以及地貌等要素。 

历史风暴潮灾害 

历史风暴潮灾害资料包括台风或温带风暴潮引起的伤亡人口、受灾人口、转移安置人口、直接经济

损失、倒塌房屋、损坏房屋、沿海防护设施损毁情况、漫滩范围、淹没水深分布等。 

历史海岸侵蚀 

历史海岸侵蚀资料包括划定区域历史上断面调查及海岸侵蚀记录资料等。 

海岸线 

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海岸线修测成果数据，比例尺不低于1：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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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生态系统 

海岸带生态系统资料包括自然保护地、沿海防护林、重要滨海湿地、重要砂质岸线和沙源保护海域、

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遗迹等，属性信息包括位置、规模、等级及分类等。 

亲海空间 

亲海空间资料包括开放式沙滩、滨海浴场、滨海公园、滨海景观带的现状分布等数据，属性信息包

括面积、数量、等级、位置及分类等。 

岸线开发利用现状 

岸线开发利用现状资料包括岸线属性、岸线两侧用地用海现状、建筑物分布和开发利用情况等。 

遥感影像 

遥感影像资料包括划定区域内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分辨率应达到米级。 

6 海岸建筑退缩距离确定 

划定流程 

根据划定区域内海岸线的类型，基于海岸线自然地理特征，在综合考虑海洋灾害影响、生态系统保

护目标等因素基础上，计算出一定期限内海岸线的退缩距离，再结合划定区域实际情况，根据亲海空间

需求、岸线开发现状、海岸防护工程建设标准、区域经济等因素对退缩距离进行调整和优化，确定最终

退缩距离。海洋灾害方面重点考虑海岸侵蚀、风暴潮、海平面上升等影响因素，生态方面主要考虑海洋

生态保护系统类型。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流程如图1所示。 

 

图 1 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流程 

不同类型海岸线退缩距离确定方法 

6.2.1 不同类型的海岸线退缩距离确定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类型海岸线退缩距离确定方法 

岸线类型 
岸线描述 确定方法 

一级类 二级类 

自然岸线 

基岩岸线 由坚硬岩石组成的海岸线。 

此类岸线稳定性强，不易受到海岸侵蚀等

海洋灾害威胁，重点考虑风暴潮灾害、海

平面上升的影响以及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功

能和亲海空间需求确定退缩距离。 

砂质岸线 
陆地岩石风化或河流输入的沙粒在海浪作用下堆

积形成的岸线。 
此类岸线不稳定，易受海洋灾害影响，确

定退缩距离时重点考虑海岸侵蚀、海平面

上升、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确定退缩距离。 泥质岸线 
泥质海岸是由淤泥或夹杂粉沙的淤泥组成，多分布

在输入细颗粒泥沙的大河入海口沿岸。 

生物岸线 主要包括红树林岸线、珊瑚礁岸线和海草床岸线。 

此类岸线具有消浪促淤等抵御灾害的海岸

防护作用，确定基础退缩距离时在保证陆

海连续分布的生态系统完整性基础上，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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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类型 
岸线描述 确定方法 

一级类 二级类 

考砂质、泥质岸线中的海岸退缩距离确定

方法。 

人工岸线 

填海造地岸线 因填海造地建设活动而形成的人工岸线。 此类岸线以海岸线为退缩线。 

其他人工岸线 除填海造地建设活动而形成的人工岸线。 

此类岸线根据岸线两侧开发利用情况以及

防波堤的建设标准等确定实际退缩距离。

港口、工业区等生产型人工岸线原则上以

海岸线为退缩线，城镇空间内的生活型岸

线重点考虑公众亲海功能和景观建设，宜

选取不小于100米作为退缩线。 

其他岸线 

河口岸线 
包括开放式河口连接线和封闭式河口连接线（防潮

闸/坝等）。 

结合河口自然状况、岸线特征，合理确定

退缩距离，原则上以海岸线为退缩线。 

生态恢复岸线 
经整治修复后具有自然海岸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

的海岸线。 

根据生态恢复后的具体岸线类型，依据相

应自然岸线退缩距离确定的方法来确定岸

线的后退距离。 

 

6.2.2 基于海洋灾害风险的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应分别考虑风暴潮、海岸侵蚀和海平面上升三个因素，

对每个因素确定的退缩距离进行叠加。对同一区域，考虑海洋灾害影响和生态系统保护功能二者确定的

退缩距离取最大值。 

考虑海洋灾害的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方法 

6.3.1 风暴潮灾害 

按以下步骤确定受风暴潮灾害影响需退缩的距离： 

a）识别风暴潮灾害影响岸段：综合考虑历史上台风和温带风暴潮影响，结合依据 HY/T 0273 风暴

潮灾害风险评估的结果，确定受风暴潮灾害影响的岸段范围； 

b）确定需要退缩的距离：基于确定的风暴潮灾害影响岸段范围，综合考虑海岸类型、地形地貌、

自然禀赋、水动力环境、防护能力等因素，因地制宜确定针对风暴潮灾害影响的海岸退缩距离。具体技

术方法如公式（1）： 

 𝑇1 = 𝐻 × 𝑆 × (
𝑡

12
)
0.3

 ·································································(1) 

式中： 

𝑇1——因风暴潮灾害影响需退缩的距离，单位为米（m）； 

𝐻——划定区域历史上最严重风暴潮灾害过程的最大波高，单位为米（m）； 

𝑆——划定区域观测到的最大风暴增水，单位为米（m）； 

𝑡——划定区域历史风暴潮灾害过程最长持续时间，单位为小时（h）。 

6.3.2 海岸侵蚀 

以侵蚀岸段的年平均侵蚀速率作为指标，按以下步骤确定退缩距离： 

a）识别海岸侵蚀岸段：基于划定区域历史上断面调查及海岸侵蚀历史记录资料，计算划定区域岸

线的年平均侵蚀速率，若数据缺失可参考相似区域的侵蚀速率或者采用较大范围的平均侵蚀速率进行

计算；  

b）划定海岸建筑退缩线：以年平均侵蚀速率为基数，计算规划周期 70 年内的侵蚀距离，以此确定

海岸侵蚀影响下海岸退缩距离，具体计算方法如公式（2）： 

 𝑇2 = 𝑉𝑒 × 70 ·······································································(2) 

式中： 

𝑇2——因海岸侵蚀影响需退缩的距离，单位为米（m）； 

𝑉𝑒——为年平均侵蚀速率，单位为米每年（m/a）。 

6.3.3 海平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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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平面上升的年均速率为基数，计算规划周期70年内因海平面上升影响需要退缩的距离，具体计

算如公式（3）： 

𝑇3 =
𝐿∗

𝐿
× 𝑆0 × 70 …………………………………………………（3） 

𝑇3——因海平面上升影响需退缩的距离，单位为米（m）； 

𝐿∗——泥沙运动界限水深，单位为米（m）； 

𝐿——界限水深处距离岸线的距离，单位为米（m）； 

𝑆0——海平面上升的年均速率，单位为米每年（m/a）。 

考虑生态系统保护功能的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方法 

结合划定区域的生态系统保护目标类型分布，综合考虑生态保护对象、区域范围、缓冲区域需求等

因素，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划定海岸建筑退缩线，按照表2要求确定退缩距离。 

表 2 不同生态系统保护目标类型的退缩距离 

生态系统保护目标 内容描述 退缩距离 

自然保护地 

国家级、省级及其他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地位于陆域的，将自然保护地范围纳入退缩

范围；自然保护地位于海域的，以毗邻海岸的海岸线

为基准向陆一侧退缩距离宜不低于 100m。 

国家级、省级及其他海洋特别保

护区 

重要河口生态系统、重要

滨海湿地 

毗邻海岸的重要河口生态系统

（河口三角洲、河口港湾等）和

重要滨海湿地（红树林、海草床

和盐沼等） 

重要河口生态系统以海岸线为基准向陆一侧退缩距离

宜不低于 100m；重要滨海湿地以湿地范围向陆一侧的

外缘线为基准退缩距离宜不低于 100m。 

重要渔业海域 

主要包括毗邻海岸的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传统渔业资源的产

卵场、索饵场、栖息地、洄游通

道等 

以海岸线为基准退缩距离宜不低于 50m。 

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遗迹 
毗邻海岸的自然景观与历史文

化遗迹 

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遗迹完全位于海域，以毗邻海岸

的海岸线为基准向陆一侧退缩距离宜不低于 50m。自

然景观与历史文化遗迹部分位于陆域，以陆域范围外

缘线为基准向陆一侧退缩距离宜不低于 50m。 

重要砂质岸线和沙源保护

海域 

重要砂质岸线和沙源保护区（沙

滩、沙丘等） 

基于陆域砂质资源范围的外缘线，向陆一侧宜不低于

100m。 

 

基于亲海空间的海岸建筑退缩距离修正 

亲海空间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退缩距离修正： 

a）通过资料收集、遥感影像解译、现场调查等方式，确定海水浴场、滨海公园、沙滩等亲海空间； 

b）以海水浴场、滨海公园、沙滩等亲海空间为修正要素，若亲海空间与上一步退缩区相交并超出

该区域，以亲海空间向陆一侧最远边缘线为新的退缩线；若亲海空间在上一步退缩区内，保持原退缩距

离不变，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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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亲海空间； 

2——修正后的海岸建筑退缩线； 

3——基础退缩距离； 

4——修正前的海岸建筑退缩线。 

图1 亲海空间修正示意图 

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结果协调 

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时应充分对接国土空间规划和海岸带保护利用规划，因地制宜考虑社会发展

需求，统筹协调区域间关系。划定结果应征求相关行业部门意见，充分听取和吸纳公众、企业等意见和

建议，通过遥感影像识别与现场踏勘的形式逐一划定并落图，明确退缩线位置。 

7 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成果 

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技术报告 

编制划定区域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技术报告，包括划定过程中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情况、相关计算过

程以及征求行业部门意见处理情况，格式要求见附录A。 

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成果图件 

包括海岸建筑退缩线的位置空间分布、类型、关键界址点坐标等矢量信息及相关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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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技术报告文本格式要求 

A.1 封面 

封面书写内容应包括： 

a) XXX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技术报告； 

b) 委托单位名称； 

c) 承担单位名称（盖章）； 

d) 报告编制日期。 

A.2 封二 

封二书写内容应包括： 

a) 承担单位负责人； 

b) 项目负责人； 

c) 技术负责人； 

d) 报告编写人员； 

e) 审核人员。 

A.3 目录 

报告应有目录页，置于前言之前。 

A.4 正文 

报告正文编写内容大纲如下： 

a) 第 1章“划定区域概况”，内容包括自然环境概述、区域社会经济概况及发展规划、历史风暴

潮灾害概况、历史海岸侵蚀情况等； 

b) 第 2章“资料收集整理”，内容包括对划定区域风暴潮灾害资料、历史海岸侵蚀情况、海岸线

数据、海岸带生态系统资料、区域亲海空间资料、岸线开发利用现状资料、基础地理信息资料

等进行描述； 

c) 第 3章“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内容包括基于研究区域不同的岸线类型考虑海洋灾害、生态

系统分布和亲海空间需求确定海岸建筑退缩线并落图； 

d) 第 4章“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结果协调”，内容包括划定结果与相关空间规划的协调及征求相

关行业部门意见处理情况 

e) 第 5章“对策与建议”，内容包括根据划定区域海岸建筑退缩线综合划定结果以及相关的管控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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