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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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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3)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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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式海啸浮标系统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压力式海啸浮标系统的工作环境条件、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具备业务化应用的压力式海啸浮标系统的采购,作为压力式海啸浮标系统采购的技

术要求依据。其他类型海啸监测系统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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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4696 中国海区水上助航标志

HY/T143—2011 小型海洋环境监测浮标

3 术语和定义

下面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压力式海啸浮标系统 pressure-typetsunamibuoysystem
通过测量出精确的海底水柱压力变化达到监测海啸目的的浮标系统。

3.2
声学通信机 acousticmodem
通过声学信号方式传输数据的装置。

3.3
水面浮标 surfacebuoy
锚碇系泊在预定海域,为海啸监测的水下数据和陆地发送的指令提供双向传输中继的平台。

3.4
水下单元 underwaterunit
安装有高精度压力传感器能实时监测海面至海底的水柱压力,并将监测数据发送到水面浮标及接

收来自水面浮标指令的装置。

4 工作环境条件

压力式海啸浮标系统在如下环境条件应能正常工作:

a) 风速:不大于80m/s;

b) 波高:不大于20m;

c) 表层流速:不大于3.5m/s;

d) 环境温度:-10℃~50℃;

e) 最大工作水深:不小于6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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