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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中国海洋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文彬、李扬眉、张少永、商红梅、吕九红、彭家忠、田政、董明媚、陈学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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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剖面漂流浮标海上比测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动剖面漂流浮标(以下简称“剖面浮标”)海上比测的试验项目、仪器设备、试验步

骤、试验数据处理和试验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仅适用于最大工作深度为2000m,观测温度、盐度和压力的自动剖面漂流浮标的海上试

验。其他类型剖面浮标可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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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

GB/T12763.2 海洋调查规范 第2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动剖面漂流浮标 autonomousdriftingprofiler
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定期自动沉浮,在下沉之后于规定深度随海流漂移,最后下沉到最大工作深

度;在上升期间进行海洋参数剖面测量,并在海表面通过卫星系统向地面接收站传输数据和定位的海洋

观测设备。

3.2
循环 circle
根据程序设定,剖面浮标投放入水中后,顺序完成“下沉—定深漂流—继续下潜—上浮温盐深测

量—水面数据传输”一个连续工作的过程。

3.3
数据接收有效率 receiveddatarate
组成剖面实际接收数据的条数与组成剖面应接收到数据的条数的百分比。

3.4
盐度漂移 salinitydrift
浮标携带的电导率传感器计量特性的变化引起示值在一段时间内的连续或增量变化。

4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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