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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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玉龙、徐珊珊、杨锦坤、董明媚、李程、苗庆生、岳心阳、杨扬、张增健、骆敬新、

纪风颖、刘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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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我国对海洋环境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各类近海调查与远洋科考工作蓬勃发展,同时技术发展

引发大数据时代到来,海洋环境调查形式将越来越多样,内容越来越丰富,数据的观测频率大大提升,对
海洋环境观测数据处理和质量控制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满足提高海洋环境观测数据处理和质量控

制的能力的需要,制定HY/T0370《海洋环境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规范》系列标准。

HY/T0370《海洋环境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规范》拟由以下11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海洋水文。目的是为海洋环境水文调查数据的收集、处理和质量控制,提供规范性

的内容、流程和方法。
———第2部分:海洋气象。目的是为海洋环境气象调查数据的收集、处理和质量控制,提供规范性

的内容、流程和方法。
———第3部分:海洋化学。
———第4部分:海洋生物。
———第5部分:海洋底质。
———第6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
———第7部分:海洋地形、地貌。
———第8部分:海洋工程地质。
———第9部分:海洋遥感。
———第10部分:海洋声学。
———第11部分:海洋光学。

HY/T0370.1提供了规范的海洋水文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内容、流程和方法,清晰工作思路,提高

工作效率,为最终获得及时、完整和质量可靠的海洋调查数据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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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规范
第1部分:海洋水文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海洋环境水文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的处理流程、处理原则,规定了数据预处理和标准

化、质量控制处理、质量评估、数据清单制作和元数据制作等方面的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水温、盐度、海流、海浪、水位、水色、透明度和海发光海洋水文数据的处理和质量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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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460—2006 海洋数据应用记录格式

GB/T15920 海洋学术语 物理海洋学

GB/T14914(所有部分) 海滨观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15920和GB/T14914(所有部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处理 dataprocessing
对数据(包括数值的和非数值的)进行分析、整理、计算和编辑等加工的技术过程。

3.2 
预处理 pre-processing
在标准化处理前对资料进行的载体转换、信息补充、数据文件类型转换、文件合并与拆分、代码添加

和要素名称统一等处理过程。

3.3 
标准化处理 standardizedprocessing
按照资料类别,采用规范流程,对不同来源的资料进行格式、编码、计量单位和文件名称等规范统一

的数据处理过程。

3.4 
质量控制 qualitycontrol
采用多种数据处理方法、模型和参数,综合判断数据质量可靠性,并进行质量标识的处理过程。

3.5 
海洋水文数据 marinehydrologicaldata
反映海面及海面以下的海洋水文状况及其变化过程的观测数据。
注:本文件涉及的海洋水文数据包括水温、盐度、海流、海浪、水位、水色、透明度和海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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