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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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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失事目标物搜寻预报产品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上失事目标物搜寻预报产品的内容、制图要求及示例。
本标准适用于海洋预报机构开展海上失事目标物搜寻预报产品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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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5702—1995 电子海图技术规范

GB/T19721.2 海洋预报和警报发布 第2部分:海浪预报和警报发布

GB/T21984 短期天气预报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上失事目标物 maritimewreckedobjects
海上搜寻行动中正在寻找的失踪或遇险的各类水上船筏、人员、集装箱或其他搜寻目标物或证据。

3.2 
总海流 totalseacurrent
海上失事目标物所处海域的各种水流的矢量和。
注:一般包括潮流、风生流、密度环流、河口径流等。

3.3 
可能区域 possibilityarea
某时间段内包含海上失事目标物可能位置的最小区域。

3.4 
漂移轨迹 driftingtrajectory
海上失事目标物在海面风、海流、海浪等环境因素作用下的移动路径。

3.5 
最后已知位置 lastknownposition
最后一次目击、报告或经航迹推算得到的失踪或遇险位置。

4 产品基本组成

海上失事目标物搜寻预报产品组成应包括标题及附加信息、海上失事事件情况、天气和海洋预报、
海上失事目标物漂移预报、可能区域图绘制以及尾注,以及其他为使信息更直观显示的图形和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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