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07.060
CCSA45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14914.4—2021

海洋观测规范
第4部分:岸基雷达观测

Thespecificationformarineobservation—
Part4:Shorebasedradarobservation

2021-12-31发布 2022-07-01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目  次

前言 Ⅲ…………………………………………………………………………………………………………

引言 Ⅳ…………………………………………………………………………………………………………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高频地波雷达观测 2………………………………………………………………………………………

 4.1 观测项目及时次 2……………………………………………………………………………………

 4.2 一般规定 2……………………………………………………………………………………………

 4.3 观测方法和要求 2……………………………………………………………………………………

 4.4 资料处理 3……………………………………………………………………………………………

5 X波段雷达观测 4…………………………………………………………………………………………

 5.1 观测项目及时次 4……………………………………………………………………………………

 5.2 一般规定 4……………………………………………………………………………………………

 5.3 观测方法和要求 4……………………………………………………………………………………

 5.4 资料处理 5……………………………………………………………………………………………

附录A(资料性) 高频地波雷达观测数据格式 6…………………………………………………………

附录B(资料性) X波段雷达海浪海流数据格式 11………………………………………………………

Ⅰ

GB/T14914.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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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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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锁平、文必洋、徐金星、武玉华、齐占辉、张东亮、徐文玲、袁玲玲、王颖、方芳、

刘晓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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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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4914.4为岸基雷达观测建立科学的、具有前瞻性的标准,使其达到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
以适应海洋发展的战略需求,促进海洋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发展。本文件实施后岸基雷达观测

有了统一的执行标准,可对雷达观测工作进行规范,获取具有代表性、及时性、准确性、可比性和连续性

的雷达海洋观测信息资料,从而为社会发展、海洋经济建设、防灾减灾、应急管理、国防安全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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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观测规范

第4部分:岸基雷达观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洋观测规范中岸基雷达观测的观测项目及时次、一般规定、观测方法和要求及资料

处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海洋观测用途的岸基雷达中高频地波雷达观测站和X波段雷达观测站进行的海洋

表面流、海浪、风和海冰观测。对于海洋观测中高频地波雷达和X波段雷达以外的雷达观测,建议根据

具体仪器的安装和布放及应用要求,可参照本文件的规定内容。移动观测车上用于海洋观测的雷达观

测,可参照本文件的规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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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4914.1 海洋观测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T15920 海洋学术语 物理海洋学

HY/T023 中国海洋观测站(点)代码

HY/T201 海洋观测雷达站建设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15920、GB/T12763.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岸基雷达 shorebasedradar
安装在沿岸、岛屿、平台以及移动观测车上,利用电磁波与海洋表面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专门用于

获取海洋表面流(场)、海浪(场)、近海面风(场)和海冰(场)等信息的雷达。

3.2
高频地波雷达观测系统 high-frequencyground-wavesradarobservationsystem
利用高频电磁波与海洋表面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主要获取表面流(场),同时获取海浪(场)、

风(场)等海洋环境信息的雷达观测系统。

3.3
远端站 remoteradarstation
用于获取高频地波雷达的单站探测数据的站点,包括发射接收天线、发射机、接收机、采集终端和数

据处理机、数据通信装置、供电设施等,并将观测数据传输至合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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