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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3)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海洋局北海标准计量中心、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秦平、宫文宁、李惠卿、邢国辉、郭可彩、王宁、黎舸、商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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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海冰观测、调查、监测等工作均需制作海冰图,目前国内海冰图制作过程中所涉及要素分类代码和

图式图例尚无统一的标准,为此,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参考国际冰图颜色代码标准和国内相关标准、规范,结合我国海冰观测、调查、监测工作的实

际而制定。适用于各类海冰图的设计与编绘,对海冰图的制作具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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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冰要素分类代码和图式图例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冰各要素的名称、数字代码、符号、图式图例、颜色编码以及使用这些图式图例的原

则、要求和基本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海冰图的设计与编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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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763.2—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2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14914 海滨观测规范

GB/T15920—2010 海洋学术语 物理海洋学

3 术语和定义

GB/T12763.2—2007、GB/T15920—20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

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GB/T15920—2010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浮冰 floatingice
漂浮在水上的任何形式的冰。

  注1:主要类型为表层水冻结而成的湖冰、河冰、海冰、在陆地上或冰架上形成的冰川冰(陆源冰),也包括搁浅冰和

座底冰。

  注2:改写GB/T15920—2010,定义2.6.5。

3.2 
海冰 seaice
在海上所见到的由海水冻结而成的任何形式的冰,亦包括进入海洋中的大陆冰川(冰山和冰岛)、河

冰及湖冰。

  注1:海冰分为固定冰和流冰。

  注2:改写GB/T12763.2—2007,定义3.13。

3.3 
固定冰 fastice
沿着海岸形成并与海岸冻结在一起的海冰。

  注1:其附着在海岸、冰壁以及浅滩或搁浅于冰山之间的冰前沿上。固定冰无水平位移,但当海面发生变化时,其

可随之发生垂直升降现象。固定冰可由当地的海水冻结而成,也可以由任何冰龄的流冰冻结于海岸而形成,

并可能从海岸向外延伸数米到数百千米。以冰龄划分,固定冰可分为一年冰、二年冰和多年冰。

  注2:在冰图代码中,固定冰的总密集度不显示,因其按照定义的总密集度总是10/10。

  注3:改写GB/T15920—2010,定义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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