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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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14914《海洋观测规范》的第3部分。GB/T14914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海滨观测;
———第3部分:浮标潜标观测;
———第4部分:岸基雷达观测;
———第5部分:卫星遥感观测;
———第6部分: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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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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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鹏、孔佑迪、王颖、袁玲玲、李扬眉、李林奇、冯月永、张选明、商红梅、张少永、

齐尔麦、王海涛、董涛、于金花、李国富、王斌、康建军、张建涛、张晓旭、常哲、朱建华、王磊、齐占辉、赵建锐、
张东亮、李文彬、韩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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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海洋观测技术的发展,我国的观测手段由传统的海滨观测,逐步发展到浮标潜标观测、雷达观测、
航空观测和卫星遥感观测等多种观测手段,初步形成了星-空-地一体的海洋立体观测网。为适应海洋观测

发展的需求,规范海洋观测活动,贯彻《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国务院615号令),将《海滨观测规范》
(GB/T14914—2006)修订为《海洋观测规范》。《海洋观测规范》包括总则、海滨观测、浮标潜标观测、岸基

雷达观测、卫星遥感观测、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其中海滨规范为修订部分,其余5个部分为新增部分。
GB/T14914《海洋观测规范》拟由6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规定海洋观测的观测原则、观测内容、质量控制等。
———第2部分:海滨观测。目的在于规定海滨观测的项目及时次、技术要求等。
———第3部分:浮标潜标观测。目的在于规定浮标、海洋潜标和表层漂流浮标等观测项目等方面的

技术要求。
———第4部分:岸基雷达观测。目的在于规定岸基雷达观测的观测项目及时次、一般规定、观测方

法及要求、资料处理和电磁辐射防护等内容。
———第5部分:卫星遥感观测。目的在于规定海表温度、海洋气象要素、海洋动力灾害、海洋自然灾

害、海面高度的观测内容和方法。
———第6部分: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目的在于规定海滨、浮标、岸基雷达和卫星遥感等观测数据

处理和质量控制的一般要求、流程、内容和方法等。
GB/T14914.3是为浮标潜标观测建立科学的、具有前瞻性的标准,使浮标潜标观测达到规范化、科

学化、标准化、制度化的目的,以适应国家海洋观测网科学发展的需求。标准实施后,将进一步规范浮标

潜标观测业务,对获取具有代表性、及时性、准确性、可比性和连续性的海洋环境浮标潜标观测资料具有

重要意义,进而可为海洋防灾减灾、应急管理、国防安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好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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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观测规范
第3部分:浮标潜标观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洋浮标潜标观测的观测项目、观测时次、观测方法、数据处理、技术条件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海洋浮标潜标观测系统开展的业务化海洋观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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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763.2 海洋调查规范 第2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12763.2—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2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12763.3 海洋调查规范 第3部分:海洋气象观测

GB/T12763.5 海洋调查规范 第5部分:海洋声、光要素调查

GB/T12763.7 海洋调查规范 第7部分:海洋调查资料交换

GB/T13972 海洋水文仪器通用技术条件

GB/T14914.1 海洋观测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T14914.2 海洋观测规范 第2部分:海滨观测

GB/T14914.2—2019 海洋观测规范 第2部分:海滨观测

GB/T15920 海洋学术语 物理海洋学

GB/T17838 船舶海洋水文气象辅助测报规范

HY/T008—1992 海洋仪器术语

HY/T059—2002 海洋站自动化观测通用技术要求

JJF1094—2002 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3 术语和定义

GB/T12763.2、GB/T12763.3、GB/T12763.5、GB/T12763.7、GB/T13972、GB/T14914.1、

GB/T14914.2、GB/T15920、GB/T17838、HY/T008—1992、HY/T059—2002和JJF1094—2002界

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浮标潜标观测 surfaceandsubsurfacebuoy-basedobservation
以掌握、描述和记录海洋状况为目的,利用海洋浮标和海洋潜标等观测平台,对海洋水文、海洋气象

和海洋声学环境等进行的观察测量活动,以及相关的数据采集、传输、分析和评价活动。

3.2
海洋资料浮标观测 oceandatabuoyobservation
以海洋资料浮标为观测平台,对海上固定观测站位的海洋水文和气象等观测项目等进行的观察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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