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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T17838—1999《船舶海洋水文气象辅助测报规范》。本标准与 GB/T17838—

1999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引言”;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1999年版的第2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2章);
———修改了“总则”(见3.1、3.2、3.3和3.4,1999年版的第一篇);
———增加了“船舶自动测报仪”(见3.5);
———修改了“观测要素及准确度”(见4.1、5.1、6.1、7.1、8.1、10.1和11.1,1999年版的第24章、第20

章、17.2、第11章、第8章、第31章和28.2);
———增加了观测项目的“自动观测方法”(见4.2、5.2、6.2、8.2、11.2和13.2);
———修改了观测项目的“人工观测方法”(见4.3、5.3、6.3、7.2、8.3、9.1、10.2、11.3、13.3和14.1,

1999年版的第26章、第22章、18.3、第12章、第9章、第15章、第32章、第29章、第35章和

38.1);
———增加了“海平面气压的高度订正换算表”(见表2);
———修改了“风力等级表”(见表3,1999年版的表4);
———修改了“云状表”(见表4,1999年版的表2);
———增加了“海冰的观测”(见第12章);
———删除了“海水实用盐度计算公式”(见1999年版的33.1);
———删除了“铅直海水温度的观测”(见1999年版的第十二篇);
———修改了“报告电码”编码符号要求(见第15章,1999年版的第十三篇);
———修改了“资料处理与质量控制”(见第16章,1999年版的第十四篇);
———修改了“船舶海洋水文气象辅助测报记录表”(见附录A,1999年版的附录A);
———增加了“传感器接口与协议”(见附录B);
———修改了“非实时电子资料数据文件记录格式及说明”(见附录E,1999年版的第47章、第48章);
———增加了“参考文献”。
本标准由国家海洋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3)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海洋局东海标准计量中心、国家海洋局东海预报中心、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

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小弟、董翔、周罗明、龚文浩、邬益川、许啸春、田为民、赵秀玲、徐春红、王锋、

李兴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7838—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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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次修订对部分观测项目进行调整,增加海冰观测项目,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防灾减灾预警

的要求;增加自动观测项目,适当提高各观测要素的具体指标,满足当今观测技术水平以及对高质量数

据的需求;增加新型的观测传感器等设备的技术规范内容和安装要求。

Ⅱ

GB/T17838—2017



船舶海洋水文气象辅助测报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舶海洋水文气象辅助测报(以下简称船舶测报)的观测项目、技术要求、观测方法、
报告电码以及资料处理。

本标准适用于商船、渔船以及其他从事海上活动的船舶进行海洋水文气象观测和数据传输。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船舶测报 ships’observations
以船舶为载体进行海洋水文气象要素观测和发报。

2.2
志愿观测船 voluntaryobservingship
志愿船 voluntaryship
义务承担获取海上水文气象观测资料并提供数据传输的商船、渔船及其他从事海上活动的船舶。

2.3
船舶自动测报仪 automaticobservationsystemofships
一种安装在志愿船上,能够自动测量基本的海洋水文气象数据和接受人工观测输入的其他海洋水

文气象数据,并加以处理、显示、存储和传输的仪器。

2.4
海面有效能见度sea-leveleffectivehorizontalvisibility
视力正常的人在当时条件下能见到的海面水平二分之一以上视野范围内的最大水平距离。
注:改写GB/T15920-2010,定义4.33。

2.5
云 cloud
悬浮在空中的小水滴或冰晶微粒或两者混合组成的可见聚合体。

2.6
云状 cloudform
云的外形特征,包括云在空间的分布情况、形状、结构以及它的灰度和透光程度。

2.7
云量 cloudamount
云遮蔽天空视野的成数。
注:总云量是指天空被所有的云遮蔽的总成数,低云量是指天空被低云(Cu、Cb、Sc、St、Ns)所遮蔽的成数。

2.8
云高 cloudheight
云底离海面的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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