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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7765—1999《航标术语》,与GB/T17765—1999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航标遥测遥控系统”章条(见1999年版的6.5);
———修改了“一般术语”中的“基本术语”“航标灯器及附属设备”“海上浮标制式”“内河航标制式”

“无限电航标”的基本术语”等部分章条及条标题(见2.1、3.4、3.6、3.7、5.1,1999年版的3.1、

4.4、4.6、4.7、6.1);
———增加了“地基增强系统”“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船舶交通管理系统”“航标管理”的“通用部分”等

部分章条(见5.5~5.7、6.1);
———修改了“助航标志、音响航标、无线电航标、固定标志、桥梁助航标志、灯桩、立标、导标、测速标、

罗经校正标、航道、主航道、特定航道、推荐航道、航道走向、航道分岔处、航道汇合处、短捷航

道、过河航道、河心航道、桥区航道、深槽河段、航道界限、定线制、分道通航制、分隔带(线)、通
航分道、环行航道、沿岸通航带、航行警戒区、新危险物、灯光中心高度、视距、地理视距、亮度对

比度 、节奏光的有效光强、棱镜、灯泡有效寿命、备用灯、灯笼、日光阀、定光、大型助航浮标、锥
形浮标、柱形浮标、杆形浮标、航行标志、侧面标、左右通航标、示位标、桥涵标、信号标志、通行

信号标、界限标、顶标、浮标倾角、浮标锚链、短链节、前导标、后导标、前标标顶高程、雾号、雾号

信号设备、无线电导航、无线电定位、等精度曲线、基线、峰值包络功率、台对、台链、主台、副台、
旁瓣抑制、扫频雷达应答器、频率捷变雷达应答器、固定频率雷达应答器、固定频偏频率捷变雷

达应答器、固定时偏频率捷变雷达应答器、频率捷变应答雷达指向标、全球定位系统、格洛纳斯

卫星导航系统、航标配布设计、航标巡检、航标维护座天数、航标正常率、航标失常、灯光失常、
航标表”等部分术语和部分术语的定义(见2.1.1、2.1.5~2.1.7、2.1.10、2.1.13、2.1.15、2.1.16、

2.1.21、2.1.22、2.2.1、2.2.4~2.2.6、2.2.8~2.2.10、2.2.11.2、2.2.13、2.2.15、2.2.16、2.2.19、

2.2.21~2.2.28、2.2.30、3.1.2、3.1.12、3.1.13、3.1.17、3.1.19、3.2.2、3.3.3、3.4.6、3.4.10、3.4.20、

3.5.4、3.6.2、3.6.4、3.6.6、3.6.7、3.7.1、3.7.6、3.7.7、3.7.8、3.7.10、3.7.11、3.7.11.1、3.7.11.3、

3.8.11、3.8.17、3.8.17.2、3.9.1、3.9.2、3.9.15、4.2.1、4.2.3、5.1.2、5.1.3、5.1.8、5.1.9、5.1.11、

5.1.12、5.1.13、5.1.14、5.1.15、5.1.18、5.2.15、5.2.4、5.2.5、5.2.6、5.2.7、5.2.8、5.2.9、5.4.4、5.4.6、

6.1.1、6.1.3.2、6.1.5、6.1.6、6.1.12、6.1.12.1、6.2.5,1999年版的3.1.1、3.1.3、3.1.4、3.1.7、4.6.1、

4.6.5、4.6.4、4.9.1、4.6.28、4.6.29、3.2.4、3.2.6、3.2.14、3.2.15、3.2.7、3.2.19、3.2.20、3.2.21.2、

3.2.24、3.2.26、3.2.27、3.2.31、3.2.32、3.2.3、3.2.8~3.2.13、3.1.20、4.1.6、4.1.16、4.1.17、4.1.21、

4.1.23、4.2.2、4.2.6、4.3.6、4.5.3、4.4.1、4.4.8、4.5.13、4.6.3、4.6.10、4.6.11、4.6.13、4.7.1、4.6.20、

4.7.7、4.7.8、4.7.10、4.7.11、4.7.11.1、4.7.11.3、4.8.6、4.8.12、4.8.12.2、4.9.1.1、4.9.1.2、4.9.13、

5.2.1、5.2.3、6.1.2、6.1.3、6.1.8、6.1.9、6.1.11、6.1.12、6.1.13、6.1.14、6.1.15、6.2.14、6.4.3、

6.2.3、6.2.4、6.2.5、6.2.6、6.2.7、6.2.8、6.4.6、7.1.1、7.1.17、7.1.4、7.1.5、7.1.13、7.1.13.3、7.1.9);
———增加了“水中固定标志,历史灯塔,设计通航水位,设计最高通航水位,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定线

制,航标灯,发光二极管航标灯,主、备灯转换装置,应急沉船示位标,专用标志,航道信息标,航
道整治建筑物提示标,管线标,专用标,警示标志,禁止抛锚标,危险水域标,塔标,杆标,冰期浮

标,标体,半链节,全链节,中导标,雷达信标,增强罗兰C系统,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差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差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AIS航标,
Ⅲ

GB/T17765—2021



实体AIS航标,虚拟AIS航标,合成AIS航标,船舶交通管理系统,专用航标,航标维护,航标

巡视,航标保养,航标修复,航标保护范围,航标附属设施,航标动态,航标效能,E-航海,航行通

告,改正通告,历史灯塔保护,航标异动”等部分术语(见2.1.8、2.1.12、2.2.2、2.2.2.1、2.2.2.2、

2.2.22、3.4.1、3.4.3、3.4.14、3.6.13、3.7.11.7、3.7.11.8、3.7.12、3.7.12.1、3.7.12.2、3.7.13、3.7.13.1、

3.7.13.2、3.7.14、3.7.15、3.8.4、3.8.7、3.8.17.3、3.8.17.4、3.9.3、5.2.1、5.3.5、5.4.2、5.4.3、5.4.7、

5.5.1、5.5.3、5.6.1~5.6.4、5.7.1、6.1.2、6.1.3、6.1.3.1、6.1.3.3、6.1.3.4、6.1.15~6.1.18、6.1.20、

6.2.2、6.2.3、6.2.6、6.3.14);
———删除了“海区航道左侧、右侧,内河航道左侧、右侧,进港航道,光轴,焦点,焦面,焦距,焦散域,

水平能见度,透镜,反射镜,抛物面反射镜,球面反射镜,菲涅耳透镜,色泡,灯泡达白炽时间,灯
泡变暗时间,灯壳,压制透镜,注塑透镜,磨光透镜,季节灯,潮灯,渔灯,高焦面浮标,钟浮标,哨
浮标,海洋资料浮标,横带,竖条,海军导航卫星系统,遥测平台,遥测中继站,遥测控制中心,航
标综合设计,导航表,航标设置,航标变动,航标撤除,航标移位,灯质改变,浮标离位,浮标失

踪,灯光熄灭,恢复发光,浮标复位,航标补给检查,航标作业计划,航标巡检里程,设标里程,航
道最小水深,航行指南”等部分术语(见1999年版的3.2.17、3.2.18、3.2.22、4.1.1~4.1.4、4.1.8、

4.1.15、4.2.1、4.2.3~4.2.6、4.3.2~4.3.4、4.4.2、4.4.9~4.4.11、4.5.7~4.5.9、4.6.14~4.6.19、

6.4.2、6.5.2~6.5.4、7.1.2、7.1.10~7.1.12、7.1.12.1~7.1.12.3、7.1.13.1、7.1.13.2、7.1.13.4、

7.1.14.1、7.1.14.2、7.1.15、7.1.16、7.1.18、7.1.19、7.2.5、7.2.11)。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陆永强、杨文志、徐元、阳建云、项鹭、狄伟、俞毅、李昕、邹德华、曹德良、李慧敏、

杨倩、闻光华、邱德阳。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7765—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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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标 术 语

1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航标的一般术语和定义,以及视觉航标、音响航标、无线电航标和航标管理的术语和

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航标管理、建设、科研、教学和器材生产等领域。

2 一般术语

2.1 基本术语

2.1.1
助航标志 aidtonavigation;AtoN
航标

为帮助船舶安全、经济和便利航行而设置的供船舶定位、导航或者用于其他专用目的的助航设施。
  注:包括视觉航标、无线电航标和音响航标。

2.1.2
海上浮标制式 maritimebuoyagesystem
在海区、通海河口以助航为目的而设置浮标的规则。

2.1.3
内河航标制式 aidstonavigationsystemoninlandwaterway
在江、河、湖泊、水库通航水域设置助航标志的规则。

2.1.4
视觉航标 visualaidstonavigation;visualaids;visualmark
目视航标

以形状、颜色和灯光等特征,供直观识别的固定式或浮动式的助航标志。
2.1.5

音响航标 audibleaidstonavigation;audibleaids;soundsignal
以音响传送信息的助航标志。

2.1.6
无线电航标 radioaidstonavigation;radioaids
以无线电波、网络等方式传送信息的助航标志。

2.1.7
固定标志 fixedmark
位置固定的助航标志。

  示例:陆地上或水中的灯塔、灯桩、立标、塔标、杆标等。

2.1.8
水中固定标志 offshorefixedmark
设标点的高程在当地平均大潮高潮面以下,标志的基础或标身的一部分被平均大潮高潮面淹没的

水中立标、灯桩等海区助航标志。
[GB4696—2016,定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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