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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3543《海洋能术语》共分为3个部分:
———第1部分:通用;
———第2部分:调查和评价;
———第3部分:电站。
本部分为GB/T33543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3)归口。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负责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夏登文、柴玉萍、李扬眉、王连玉、李雪临、高艳波、杨磊、张中华、弓宝平、

葛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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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能术语 第1部分:通用

1 范围

GB/T33543的本部分界定了有关海洋能的通用术语及其定义。
本部分适用于海洋能及其相关领域。

2 综合术语

2.1
海洋能 oceanenergy;marineenergy
以潮汐、海流、潮流、波浪、温度差、盐度差等形式存在于海洋中,以海水为能量载体形成的潮汐能、

海流能、潮流能、波浪能、温差能和盐差能的总称。

2.2
海洋能[资源]经济评价 economicassessmentofoceanenergyresources
应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海洋能资源的经济价值和开发利用的经济—生态效益进行的分析、预测

和判断。

2.3
海洋能环境影响评价 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ofoceanenergy
应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特定海域现状和该海域海洋能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

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判断。

2.4
海洋能技术 oceanenergytechnology
将海洋能转换成电能及其他便于利用与传输的能量的技术。

2.5
海洋能技术评价 assessmentofoceanenergytechnology
应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海洋能技术(2.4)的可靠性、可维性、保障性、测试性、安全性和环境适应

性等方面进行的评估。

2.6
海洋能发电 oceanenergygeneration
把海洋能转换为电能的发电方式。

2.7
海洋能转换装置 oceanenergyconverters
将海洋能(2.1)转换成电能或其他有用的能量形式的成套设备。

2.8
海洋能转换装置阵列 oceanenergyconvertersarray
联合输出能量的相同海洋能装置的组合。

2.9
能量俘获装置 primemoverdevice
吸收海洋能量的物理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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