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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2763《海洋调查规范》分为11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第3部分:海洋气象观测;
———第4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第5部分:海洋声、光要素调查;
———第6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第7部分:海洋调查资料交换;
———第8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第9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第10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第11部分:海洋工程地质调查。
本部分为GB/T12763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2763.3—2007《海洋调查规范 第3部分:海洋气象观测》。
本部分与GB/T12763.3—2007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按照GB/T1.1—2009的规定,修改了本部分的条文格式;
———术语和定义中增加了相对湿度、海气通量、净辐射、调查船的定义(见3.3、3.14、3.15、3.16);
———能见度观测,增加了“海面能见度的仪器自动观测”(见5.3);
———云的观测,增加了“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使用仪器测量云高”(见6.3);
———增加了“海洋气象基本要素梯度观测”,规定了梯度观测系统的安装与观测方法(见第12章);
———“至少每2s采样一次”修改为“至少每1s采样一次”(见13.2.7,2007年版的12.2.7);
———气球种类增加200g,升速改为300m/min左右(见13.3.1,2007年版的12.3.1);
———将风速风向的重测标准由3000m提高至5500m(见14.3.3,2007年版的13.3.3);
———增加了“海气通量的观测”和“净辐射的观测”,规定了观测要素、技术指标、安装方法和计算方

法(见第15章和第16章)。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3)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北海局、自然资源部东海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

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黄娟、黎舸、王强、葛勇、焦艳、赵一丁、訚忠辉、于博、冀承振、荆俊山、陈冬麟、

刘长建、孙青、郑金金。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2763.3—1991、GB/T12763.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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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调查规范
第3部分:海洋气象观测

1 范围

GB/T12763的本部分规定了海洋气象观测的项目、技术指标、观测方法、记录整理和提交成果的

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海洋环境基本要素调查中的海洋气象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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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844 纯氦、高纯氦和超纯氦

GB/T12763.1 海洋调查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T12763.7 海洋调查规范 第7部分:海洋调查资料交换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面有效能见度 seasurfaceeffectivehorizontalvisibility
测站所能见到的海面水平二分之一以上视野范围内的最大水平距离。

  注:改写GB/T17838—2017,定义2.4。

3.2
海面最小能见度 seasurfaceminimumhorizontalvisibility
测站四周各方向海面能见度不一致时,所能见到的海面最小水平距离。

3.3
相对湿度 relativehumidity
空气中实际水汽压与当时气温下的饱和水汽压之比。
[GB/T17838—2017,定义2.19]

3.4
云量 cloudcover
云遮蔽天空视野的成数。

  注:总云量是指天空被所有的云遮蔽的总成数;低云量是指天空被低云遮蔽的成数。

3.5
云状 cloudform
云的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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