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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9721《海洋预报和警报发布》共分为3个部分:
———第1部分:风暴潮警报发布;
———第2部分:海浪预报和警报发布;
———第3部分:海冰预报和警报发布。
本部分为GB/T19721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9721.3—2006《海洋预报和警报发布 第3部分:海冰预报和警报发布》。与

GB/T19721.3—2006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删除了术语“海冰灾害”“海冰返冻”“单层冰厚”(见2006年版的2.2、2.4、2.5);
———修改了“海冰外缘线”的术语和定义(见3.3,2006年版的2.3);
———增加了术语“浮冰范围”“冰期”“冰厚”“冰量”(见3.4、3.5、3.6、3.7);
———删除了“目的”和“基本原则”(见2006年版的第3章、第4章);
———修改了警报等级划分(见第4章,2006年版的5.1);
———修改了预报和警报的要求(见第5章,2006年版的第5章);
———删除了 “发布方式”“发布格式”“资料”“归档”(见2006年版的5.3、5.4、5.5、5.6);
———删除了资料性附录(见2006年版的附录A、附录B);
———增加了参考文献。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3)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启文、刘煜、唐茂宁、赵倩。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9721.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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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预报和警报发布
第3部分:海冰预报和警报发布

1 范围

GB/T19721的本部分规定了渤海及黄海北部海冰预报和警报的等级划分、内容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海洋预报机构开展海冰预报和警报服务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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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5920—2010 海洋学术语 物理海洋学

3 术语和定义

GB/T15920—20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15920—2010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海冰 seaice
所有在海上出现的冰通称海冰,除由海水直接冻结而成的冰外,它还包括来源于陆地的河冰、湖冰

和冰川冰。

3.2
浮冰 floatingice
漂浮在海面上的冰。
[GB/T15920—2010,定义2.6.5]

3.3
海冰外缘线 seaiceedge
浮冰区与海水交界线。

3.4
浮冰范围 floatingiceextent
从海湾底部沿海湾中线至海冰外缘线的距离。

3.5
冰期 seaiceperiod
初冰日至终冰日的时间间隔。
[GB/T15920—2010,定义2.6.43]

3.6
冰厚 seaicethickness
海冰冰面至冰底的垂直距离。
[GB/T15920—2010,定义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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