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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海洋调查规范》分为１１个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第３部分：海洋气象观测；

———第４部分：海洋化学要素调查；

———第５部分：海洋声、光要素调查；

———第６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第７部分：海洋调查资料交换；

———第８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第９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第１０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第１１部分：海洋工程地质调查。

其中第９部分、第１０部分和第１１部分对应于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１９９１是新增部分。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２７６３的第２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２—１９９１《海洋调查规范　海洋水文观测》。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２７６３的第１部分和ＧＢ／Ｔ１２７６３的第７部分配套使用。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２—１９９１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引用标准中增加了ＧＢ／Ｔ１５９２０—１９９５《海洋学术语：物理海洋学》和ＧＢ／Ｔ１４９１４—１９９４《海

滨观测规范》（见第２章）；

———术语和定义全部归入第３章（见第３章）；

———在“一般规定”中，补充了“技术设计”的内容，并明确规定技术设计“应形成文件，并报主管部门审

批”（１９９１版第一篇中的３；本版的４．１）；增加了质量控制管理的规定，以适应新建立的质量管理

体系（即ＩＳＯ９０００）的要求（本版的４．６）；同时，将“观测资料记录、整理和验收的一般要求”改为

“观测资料记录、整理和交换，以及调查成果的验收”（１９９１版第一篇的８；本版的４．７）；

———删掉“深度测量”篇，水深测量仅在“一般规定”中简单提及（１９９１版第二篇；本版４．８）；

———对１９９１版的“水温观测”做了较重大的修改：

ａ）　通过引导语，对水温观测准确度做了更灵活、更符合实际的规定（１９９１版的１４．１；本版的

５．１．１）；

ｂ）　将连续测站水温观测时次由“一般每两小时观测一次”改为“一般每小时观测一次”（１９９１

版的１４．２；本版的５．１．２）；

ｃ）　将“水温观测的标准层次”的内容全部改用表格表示，并将表层改为“海面下３ｍ以内的水

层”（１９９１版的１４．３；本版的５．１．３）；

ｄ）　本版摒弃了１９９１版有关水温观测方法和观测记录整理的叙述方式，突出了已普遍使用的

现代化温盐深仪（即ＣＴＤ）观测水温的方法和技术，以及资料处理方法（１９９１版的１５和

１６；本版的５．２．１和５．３．１）；同时，增加了走航测温的内容（本版的５．２．２和５．３．２）；

ｅ）　在“利用颠倒温度表观测水温”中，增加了“仪器设备和主要技术指标”内容；操作使用方法

按“使用前检查”与“安装和测量”两部分重新做了规范（１９９１版的附录Ａ；本版附录Ｂ）；

———与“水温观测”相对应，“盐度测量”中重点规范了ＣＴＤ仪测量盐度的方法（１９９１版的１９．１；本

版６．２．１和６．３．１）；增加了走航测量盐度的内容（本版的６．２．２和６．３．２）；同时，将１９９１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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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实验室盐度计测量海水样品盐度”以及“实验记录的整理”的部分内容皆从正文移入附录

（１９９１版的１９．２、２０．１．２和２０．２；本版的附录Ａ）；

———大幅度地改写了“海流观测”一章：

ａ）　将海流“测量的准确度”的内容全部改用表格表示，并通过引导语对测量的准确度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１９９１版的２２．２；本版的７．１．２）；

ａ）　增加了海表面漂移浮标测流、锚定测流和走航测流的观测方法和观测记录整理（本版的

７．２．１，７．２．３，７．２．４和７．２．５）；

ｂ）　按“漂流浮标测流”、“船只锚定测流”、“锚定潜标测流”、“锚定明标测流”和“走航测流”

五大系列重新规定了海流观测方法和观测记录的整理（１９９１版的２３和２４；本版的７．２和

７．３）；

———“波浪观测”作了以下两方面的修改：

ａ）　对波高、周期和波向测量的准确度作了更具广泛性的规定（１９９１版的２６．２；本版的８．１．２）；

ｂ）　本版摒弃了过去按观测要素撰写观测方法，而将观测方法按“目测”和“仪器观测”进行规

范。同时，扩充了仪器观测方法内容，增加了“以船只为承载工具测波和锚定测波”的观测

方法（１９９１年版的２７；本版的８．２）；

———水位观测从附录移入正文，并重写了水位观测方法（１９９１年版附录Ｄ；本版的第９章）；

———对“海冰观测”作了以下几方面的修改：

ａ）　在“技术指标”中增加了“观测要素的单位与准确度”（本版的１１．１．２）；

ｂ）　对漂流方向和速度，以及海冰厚度的观测方法作了部分修改（１９９１年版的３４．２．６，３４．２．７；

本版的１１．２．２．６，１１．２．２．７）；

ｃ）　增加了固定冰厚度观测的内容（本版的１１．２．３．２）；

———对“水文观测用表”作了以下的删补和修改：

ａ）　删掉了有关“深度测量”的有关用表（１９９１年版附录Ｃ中的表Ｃ１和表Ｃ２）；

ｂ）　“波级表”的内容做了补充，并增加了“十六个方位与度数换算表”（１９９１年附录Ｂ中的

表Ｂ３；本版附录Ｃ中的表Ｃ．１、表Ｃ．２）；

ｃ）　“海冰用表”按新的格式做了调整（１９９１年附录Ｂ中的表Ｂ５～表Ｂ８；本版附录Ｃ中的

表Ｃ．４～表Ｃ．７）；

ｄ）　与修改后的水温、海流观测方法相对应，在附录Ｄ中增加了表Ｄ．８、表Ｄ．９、表Ｄ．１０和

表Ｄ．１１。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Ｄ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局提出。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归口。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负责起草，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北海分局参加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汤毓祥、孙洪亮、胡筱敏、矫玉田、熊学军、梁楚进、王炜阳。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２—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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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调查规范

第２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的本部分规定了海洋水文观测的基本要素、技术指标、观测方法和资料处理。

本部分适用于海洋环境基本要素调查中的海洋水文观测。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２７６３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１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３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３部分：海洋气象观测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７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７部分：海洋调查资料交换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Ｔ１２７６３的本部分。

３．１

　　现场水深　犻狀狊犻狋犲狑犪狋犲狉犱犲狆狋犺

现场测得的自海面至海底的垂直距离。测量的目的主要用于确定测站的深度。

３．２

　　仪器沉放深度　犱犲狆犾狅狔犲犱犱犲狆狋犺狅犳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自海面至水下观测仪器的垂直距离。用于确定所测得的水文要素值所在深度。

３．３

　　水温　狑犪狋犲狉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现场条件下测得的海水温度。

注：单位为℃。

３．４

　　盐度　狊犪犾犻狀犻狋狔

海水中含盐量的一个标度。

注：绝对盐度和实用盐度的定义见ＧＢ／Ｔ１５９２０—１９９５：海洋学术语 物理海洋学。实用盐度的计算式见附录Ａ。

３．５

　　海流　狅犮犲犪狀犮狌狉狉犲狀狋

海水的宏观流动，以流速和流向表征。

注１：流速单位为ｃｍ／ｓ。

注２：流向指海水流去的方向。单位为度（°），正北为零，顺时针计量。

３．６

　　海浪　狅犮犲犪狀狑犪狏犲

海洋中由风产生的波浪。包括风浪及其演变而成的涌浪。

注１：风浪和涌浪的定义见ＧＢ／Ｔ１５９２０—１９９５。

注２：海浪的基本要素包括波高、波向和周期等，其定义见ＧＢ／Ｔ１５９２０—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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