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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T12763．2—200711．2观测方法⋯··⋯⋯⋯⋯⋯⋯⋯⋯⋯⋯⋯⋯⋯⋯⋯⋯⋯⋯⋯⋯⋯⋯⋯⋯··11．3资料处理⋯⋯⋯⋯·⋯⋯·⋯⋯⋯⋯⋯⋯⋯⋯⋯⋯⋯⋯⋯⋯⋯⋯⋯⋯⋯·t附录A(规范性附录)实验室盐度计测量海水样品盐度和计算盐度的有关公式附录B(规范性附录)利用颠倒温度表观测海水温度⋯⋯⋯⋯···⋯⋯⋯⋯⋯·附录c(规范性附录)海洋水文观测用表⋯⋯⋯⋯⋯⋯⋯⋯⋯⋯⋯⋯⋯⋯·⋯附录D(资料性附录)海洋水文观测记录表格式⋯·⋯⋯⋯⋯⋯⋯⋯⋯⋯⋯⋯图1锚碇浅水应用型潜标图2锚碇深水应用型潜标图3锚碇明标系统的组成图4波面随时间的变化曲线表1水温观测的准确度和分辨率⋯⋯⋯⋯⋯·表2标准观测层次⋯⋯⋯⋯⋯⋯⋯⋯⋯⋯·⋯表3盐度测量的准确度和分辨率⋯⋯⋯⋯⋯·表4海流观测的准确度⋯⋯⋯⋯⋯⋯⋯⋯⋯·表5海况等级表⋯⋯⋯⋯⋯⋯⋯⋯⋯⋯⋯⋯表6波型分类表⋯⋯⋯⋯⋯⋯⋯⋯⋯⋯⋯⋯表7海冰观测要素的单位和准确度⋯⋯⋯⋯表8浮冰漂流速度的目测估计⋯⋯·⋯⋯⋯·-表B．1颠倒温度表系列主要技术指标⋯⋯⋯表C．1渡级表⋯·⋯⋯⋯⋯⋯⋯⋯⋯⋯⋯⋯··表C．2十六个方位与度数换算表⋯⋯⋯·⋯··表C．3海发光类型及强度等级表⋯⋯⋯⋯···表C．4浮冰冰型表⋯⋯⋯⋯⋯⋯⋯⋯⋯⋯·-·表C．5浮冰表面特征分类表⋯⋯⋯⋯⋯⋯⋯表C．6浮冰冰状表⋯⋯⋯⋯⋯⋯⋯⋯⋯⋯⋯表c．7固定冰冰型表⋯⋯⋯⋯⋯⋯·⋯⋯⋯--表C．8冰山等级表⋯⋯⋯⋯⋯⋯⋯⋯⋯⋯⋯表C．9冰山形状分类表⋯⋯⋯⋯⋯⋯⋯⋯⋯表D．1目测海浪记录表⋯⋯⋯⋯⋯⋯·⋯·⋯·表D．2海水透明度、水色和海发光观测记录表表D．3浮冰观测记录表⋯⋯⋯⋯⋯⋯⋯⋯⋯表D．4固定冰观测记录表⋯⋯·⋯⋯⋯⋯⋯-·表D．5冰山观测记录表······⋯⋯⋯⋯·⋯⋯·-表D．6．1颠倒温度表测温记录表(I)⋯··⋯·表D．6．2颠倒温度表测温记录表(II)⋯⋯⋯表D．7盐度分析记录表⋯⋯⋯⋯⋯⋯⋯⋯⋯表D．8CTD观测记录表⋯⋯⋯·⋯⋯⋯⋯⋯··表D．9漂流浮标记录表⋯⋯⋯·⋯⋯⋯⋯⋯-·表D．10船只锚碇测流记录表⋯⋯······⋯⋯⋯表D．11声学多普勒测流记录表⋯⋯⋯⋯⋯⋯"均加船船∞mmmH00，0地心¨M船孙孙押胛鹅勰嬲拍曲∞∞“趴弛跎∞∞¨弘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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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GB／T12763．2—2007GB／T12763<<海洋调查规范》分为11个部分：——第l部分：总则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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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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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76319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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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59201995((海洋学术语：物理海洋学》和GB／T14914—1994<<海滨观测规范》(见第2章)}——术语和定义全部归人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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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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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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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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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TD仪测量盐度的方法(199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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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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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2763．2—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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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附录(199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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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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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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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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海洋调查规范第2部分：海洋水文观测GB／T12763．2—2007G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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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tewaterdep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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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loyeddepthofinstru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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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temperature现场条件下测得的海水温度。注：单位为℃。3．4盐度salin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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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92019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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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curr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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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w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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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592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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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2763．2—20073．7海况seacondition在风力作用下的海面特征。3．8波型wavepattern海浪的外貌特征。3．9水位waterlevel观测点处海面相对于某参照面的垂直距离。注：计量单位为m。3．10海水进明度seawatertransparency表征海洋水体透明程度的物理量，表征光在海水中的衰减程度。注t计量单位为m。3．11水色watercoloer位于透明度值一半的深度处，白色透明度盘上所显示的海水颜色。注：用水色计的色级号码表示。3．12海发光luminescenceofthesell夜间海面上出现的生物发光现象。3．13海冰seaice在海上所见到的由海水冻结而成的冰。广义的是指海洋上一切冰的总称。注t浮冰、固定冰和冰山的定义见GB／T15920--1995。3．14海洋观测seaobservation在海上观察和测量海洋环境要素的过程。3．15大面观测extensiveobservation在调查海区布设的若干观测点上，船到站即测即走的观测。3．16断面观测sectionalobservation在调查海区一水平直线上设计多个观测点，由这些观测点的垂线所构成的面称为断面。在此断面之站点上进行的海洋观测称为断面观测。3．17连续观测continuoslyobservation在调查海区有代表性的测点上，连续进行25h以上的海洋观测。3．18同步观测synchronoussurvey在调查海区若干站点上，同时进行相同海洋环境要素的观测。3．19走航观测runningobservation根据预先设计的航线，使用单船或多船携带走航式传感器采集观测要素数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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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2763．2—20073．20CTDconductivity—temperature-depth温盐深仪，用于测量深度以及温度和盐度垂直连续变化的自记仪器。3．21XBTexpendablebathythermography抛弃式温深仪，一种在船只以规定船速航行下投放，用于测量温度、深度的仪器。3．22XCTDexpendableconductivity—temperature-depth抛弃式温盐深仪，一种在船只以规定船速航行下投放，用于测量温度、盐度和深度的仪器。3．23ADCPacousticdopplercurrentprofiler声学多普勒海流剖面仪，以声波在流动液体中的多普勒频移来测量流速的仪器。4一般规定4．1技术设计4．1．1技术设计的内容接收调查项目后，承担单位应根据任务书或合同书的要求进行技术设计，内容主要包括；a)调查海区范围与测站布设}b)观测要素与观测层次；c)观测方式与时次；d)调查船及其主要设备的要求；e)主要观测仪器的名称、型号及数量；f)人员的组织和分工；g)观测资料的分析方法；h)质量要求与质量控制要点；i)应提交的调查成果、完成时间及验收方式；j)其他。4．1．2技术设计的形成技术设计由项目负责人组织编制，应形成文件，并报主管部门审批。4．2观测要素、方式及顺序4．2．1观测要素海洋水文观测要素一般包括：水温、盐度、海流、海浪、透明度、水色、海发光和海冰等。如有需要，还要观测水位。每次调查的具体观测要素，据任务书或合同书的要求而定，并应在技术设计文件中明确规定。4．2．2观测方式依据调查任务的要求与客观条件的允许程度，水文观测方式可选择下列中的一种或多种：a)大面观测}h)断面观测；c)连续观测ld)同步观测；e)走航观测。4．2．3观测顺序水文观测一般按下列顺序进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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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2763．2—2007a)观测前准备和检查仪器；b)对于大面(或断面)观测，到站后首先测量水深；对于连续观测应在正点前测量水深；c)观测水温、盐度，并采水；d)观测海流，对于连续观测站，海流观测应尽可能在正点完成；e)观测海浪、透明度、水色和海发光；f)观测海冰。4．3测站布设原则及观测间隔选取测站的布设和观测间隔的选取应符合以下原则：a)布设的测站在观测海区应具有代表性，使所测得的水文要素数据能够反映该要素的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b)每一水文断面应不少于三个测站。同一断面上各测站的观测工作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c)相邻两测站的站距，应不大于所研究海洋过程空间尺度的一半；在所研究海洋过程的时间尺度内，每一测站的观测次数应不少于两次。如条件允许，应尽量缩小时、空观测间隔。4．4测站定位和观测时间标准测站的定位和观测的时间标准按GB／T12763．1的有关规定执行。4．5水文观测仪器和设备的基本要求水文观测仪器和设备应符合GB／T12763．1的有关规定。同时，还应满足以下要求：a)仪器的适用水深范围和测量范围应满足观测水深和所测要素的变化范围，同时还须满足对观测要素及其计算参数的准确度及时空连续性的要求。b)选用的仪器应适于所采用的承载工具和观测方式。c)调查设备安装位置的基本要求是：工作方便，各项工作互不妨碍，防止建筑物、辐射热和船只排出污水等对观测结果的影响。d)每航次观测结束后，调查设备和观测仪器应认真维护保养。凡人水的仪器均须用淡水洗净晾干后保存。绞车和钢丝绳等应仔细擦拭，并进行保养。4．6质量控制管理海洋水文观测质量控制管理的详细内容见GB／T12763．1的有关规定。4．7观测资料记录、整理和交换，以及调查成果的验收按以下有关规定实施：a)对原始观测资料记录和验收按GB／T12763．1的有关规定实施。b)观测资料的记录格式和交换内容按GB／T12763．7的有关规定执行。c)海洋调查报告的编写按GB／T12763．1的有关规定实施。d)调查成果的鉴定和验收按GB／T12763．1的有关规定实施。4．8水深测量包括现场水深和仪器沉放深度的测量：a)水深以米(m)为单位。记录取一位小数，准确度为士2％。b)大面或断面测站，船到站测量一次I连续测站，每小时测量一次。c)现场水深测量采用回声测深仪。如条件不具备或水深较浅，可采用钢丝绳测深法。d)钢丝绳测深时若钢丝绳倾斜，应用偏角器量取钢丝绳倾角。倾角超过10。时，应进行钢丝绳的倾角订正。倾角较大时，应加大铅锤重量或利用其他方法使倾角尽量控制在30。以内。e)仪器沉放深度，通常由仪器本身所配压力传感器测得。但当仪器本身未装配压力传感器时，可参照钢丝绳测现场水深的方法进行测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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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温观测GB／T12763．2—20075．1技术指标5．1．1水温观测的准确度主要根据项目的要求和研究目的，同时兼顾观测海区和观测方法的不同以及仪器的类型，按表1确定水温观测的准确度。表1水温观测的准确度和分辨率准确度／分辨率／准确度等级1士o．02o．0052±o．05o．013土o．2o．055．1．2观测时次大面或断面测站，船到站观测一次；连续测站，一般每小时观测～次。5．1．3水温观测的标准层次标准观测层次如表2所示。表2标准观测层次单位为水底层与相邻标准层水深范围标准观测水层的最小距离<50表层，5，10，15，20，25，30，底层250～100表层，5，lO．15，20，25，30，50，75，底层5100～200表层，5，10，15，20．25。30．50，75，lOO，125．150，底层lo表层，10．20，30，50，75，100，125，150，200，250，300·400，500，600，700，800，>200looo，1200，1500，2ooo．2500，3ooo(水深大于3oooin时，每千米加一层)．25底层注1：表层指海面下3m以内的水层。注2：底层的规定如下：水深不足501,11时，底层为离底2m的水层I水深在50m～200i311范围内时，底层离底的距离为水深的4％l水深超过200rll时，底层离底的距离，根据水深测量误差、海浪状况、船只漂移情况和海底地形特征综合考虑，在保证仪器不触底的原则下尽量靠近海底。注3：底层与相邻标准层的距离小于规定的最小距离时，可免测接近底层的标准层。5．2观测方法5．2．1温盐深仪(cTD)定点测温5．2．1．1仪器设备CTD仪分实时显示和自容式两大类。5．2．1．2观测步骤和要求CTD仪操作主要包括室内和室外操作两大部分。前者主要是控制作业进程，后者则是收放水下单元，但两者应密切配合、协调进行。具体观测步骤和要求如下：a)观测期间首先应按表D．8的格式记录有关信息；并在计算机中输入观测日期、文件名、站位(经度、纬度)和其他有关的工作参数。5



GB／T12763．2—2007b)投放仪器前应确认机械连接牢固可靠，水下单元和采水器水密情况良好。待整机调试至正常工作状态后开始投放仪器。c)将水下单元吊放至海面以下，使传感器浸入水中感温3min～5min。对于实时显示CTD．观测前应记下探头在水面时的深度(或压强值)；对自容式CTD，应根据取样间隔确认在水面已记录了至少三组数据后方可下降进行观测。d)根据现场水深和所使用的仪器型号确定探头的下放速度。一般应控制在1．0m／s左右。在深海季节温跃层以下下降速度可稍快些，但以不超过1．5m／s为宜。在一次观测中，仪器下放速度应保持稳定。若船只摇摆剧烈，可适当增加下放速度，以避免在观测数据中出现较多的深度(或压强)逆变。e)为保证测量数据的质量，取仪器下放时获取的数据为正式测量值，仪器E升时获取的数据作为水温数据处理时的参考值。f)获取的记录，如磁盘、记录板和存储器等，应立即读取或查看。如发现缺测数据、异常数据、记录曲线间断或不清晰时。应立即补测。如确认测温数据失真，应检查探头的测温系统，找出原因，排除故障。g)CTD仪测温注意事项：1)释放仪器应在迎风舷，避免仪器压入船底。观测位置应避开机舱排污口及其他污染源。2)探头出入水时应特别注意防止和船体碰撞。在浅水站作业时，还应防止仪器触底。3)利用CTD测水温时，每天至少应选择一个比较均匀的水层与颠倒温度表的测量结果比对一次。如发现CTD的测量结果达不到所要求的准确度，应及时检查仪器，必要时更换仪器传感器，并应将比对和现场标定的详细情况记人观测值班日志。4)CTD的传感器应保持清清。每次观测完毕，须冲洗干净，不能残留盐粒和污物。探头应放置在阴凉处，切忌曝晒。5．2．2走航测温5．2．2．1仪器设备抛弃式温深仪(XBT)、抛弃式温盐深仪(XCTD)和走航式CTD(MVP300)等皆可按观测要求，在船只以规定船速航行下投放。5．2．2．2观测步骤和要求使用XBT、XCTD和MVP300等仪器走航测温的基本步骤和要求如下：a)XBT和XCTD观钡4。1)仪器探头投放前，输入探头编号、型号、时间、站号、经纬度，并进入投放准备状态。2)应用手持发射枪或固定发射架(要求良好接地)，将探头投入水中。带有仪器控制器的专用计算机便开始显示采集数据或绘制曲线。3)探头的投放，最好选在船体后部进行，以免导线与船舷磨擦。b)走航式CTD(MVP300)观测：1)绞车系统自检、数据采集及通讯软件自检、GPS数据检测。2)按观测要求，船只以规定船速航行。3)投放CTD拖鱼，并储存数据。4)回收CTD拖鱼。5．2．3颠倒温度表测温方法见附录B。5．2．4标准层水温的观测标准层的水温，可利用f'TD、XBT、XCTD和走航式CTD(MVP300)等仪器测得的标准层上、F相邻的观测值通过内插求得；也可利用颠倒温度表测得。6



GB／T12763．2—20075．3资料处理5．3．1CTD仪观测记录的整理CTD资料的处理原则上按照仪器制造公司提供的数据处理软件或通过鉴定的软件实施。其基本规则和步骤如下：a)将仪器采集的原始数据转换成压力、温度及电导率数据；b)对资料进行编辑≠c)对资料进行质量控制，主要包括剔除坏值、校正压强零点以及对逆压数据进行处理等；d)进行各传感器之间的延时滞后处理；e)取下放仪器时观测的数据计算温度，并按规定的标准层深度记存数据。5．3．2现场XBT、XCTD和走航式CTD(MVP300)资料处理走航测温资料处理的规则如下：a)XBT、XCTD和走航式CTD(MVP300)探头测量的原始数据，通过厂家提供的数据处理软件或通过鉴定的软件进行转换和处理。b)XBT的资料信息也可通过发射机向有关卫星发射。c)XCTD应通过它的校准系数计算出温度等要素。5．3．3颠倒温度表观测记录的整理方法见附录B。6盐度测量6．1技术指标6．1．1盐度测量的准确度主要根据项目的要求和研究目的，同时兼顾观测海区和观测方法的不同以及仪器的类型，按表3确定盐度测量的准确度．衰3盐度测量的准确度和分辨宰准确度等级准确度分辨率l士0．0200052士0．05O．0l3土0．20．056．1．2观测时次盐度与水温同时观测。大面或断面测站，船到站观测一次；连续测站，每小时观测一次。6．1．3盐度测■的标准层次盐度测量的标准层次与温度相同，见表2。6．2观测方法6．2．1温盐深仪(即CTD)定点测量盐度基本步骤和要求如下：a)利用CTD测量盐度与测量温度是在同一仪器上实施，其观测步骤和要求基本相同，见5．2．1．2。b)利用CTD测盐度时，每天至少应选择一个比较均匀的水层，与利用实验室盐度计对海水样品的测量结果比对一次。深水区测量盐度时，每天还应采集水样，以便进行现场标定。如发现CTD的测量结果达不到所要求的准确度，应及时检查仪器，必要时更换仪器传感器，并应将比对和现场标定的详细情况记人观测值班日志。c)CTD的电导率传感器应保持清洁。每次观测完毕，都须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冲洗干净，不能残留盐粒或污物。7



GB／T12763．2—20076．2．2走航测量盐度利用XCTD和走航式CTD(MVP300)测盐度与利用这些仪器测温度的观测步骤和要求相同，见5．2．2．2。6．2．3实验室盐度计测量海水样品盐度见附录A。6．3资料处理6．3．1CTD仪测盐度资料的处理CTD测得的盐度记录，可照5．3．1进行整理。测量的电导率值换算成盐度后，如在跃层中有明显的“异常尖锋”存在时，应将电导率或温度测量值进行时间滞后订正，然后再重新计算盐度。6．3．2XCTD和走航式cTD(MVP300)资料处理XCTD和走航式CTD(MVP300)资料处理见5．3．2。6．3．3实验室盐度计测量海水样品盐度资料处理见附录A。7海流观测7．1技术指标7．1．1观测要素主要观测要素为流速和流向。辅助观测要素为风速和风向，辅助要素的观测应符合GB／T12763．3的有关规定。7．1．2测量的准确度海流观测方式多种，有定点测流、漂流浮标和走航测流。对于定点测流，应达到表4中规定的准确度。寰4海流观测的准确度流速／水深／准确度(cm／s)m流速流向≤200士5cm／s<100>200士3cm／s±5。≤200士5％≥100>200士3％7．1．3观测层次参照表2，根据需要选定。7．1．4海流观测的取样时段流向一般为瞬时值}流速值通常使用3min的平均流速。否则，应在观测记录E说明取样时段。7．1．5连续观测的时间长度与时次海流连续观测的时间长度应不少于25h，至少每小时观测一次。预报潮流的测站，一般应不少于三次符合良好天文条件的周日连续观测。7．2观测方法7．2．1海表面漂移浮标测流7．2．1．1仪器设备目前使用较为普遍的仪器设备是卫星跟踪海表面漂流浮标。7．2．1．2观测步骤和要求漂流浮标按以下步骤和要求投放：a)布放前，应提前租用有关卫星的接收通道。8



Ga／T12763．2—2007b)投放前，应用信号感应器测试发射机工作情况。发射机工作正常．能连续工作，方可投放。c)漂流浮标最好在停船前或开船后1kn的航速下，在船尾部的左侧或右侧投放。投放时先放漂流袋，后放漂流体。d)投放结束后，应及时填写漂流浮标观测记录表(见表D．9)。7．2．2船只锚碇测流7．2．2．1仪器设备在锚碇船上，用以测流的仪器大致可分为直读和自记两大类。目前常用的主要有直读海流计(非白记)和安德拉海流计(自记)等。7．2．2．2观测步骤和要求以锚碇船为承载工具，观测海流的基本步骤和要求如下：a)观测期间首先应按表D．10的格式记录观测r：t期、站位(经度、纬度)等有关信息。b)利用直读等类型非自记海流计测海流时，待海流计沉放至预定水层后，即可进行流速和流向的测量。室内终端设备直接显示观测数据，可采用手工记录．也可采用记录仪记录。c)安德拉等类型自记海流计观测海流时，可根据绞车和钢丝绳的负载，以及观测任务的具体要求，串挂多台海流计同时测多层海流。测流时应记录观测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观测结束后，取出内存记录板，使用厂家配带的交换器与计算机通讯口相连，在计算机上读取观测数据。d)当施放海流计的钢丝绳或电缆的倾角超过10。时，应对仪器沉放深度进行倾角订正。e)在锚碇船上进行海流连续观测时，应每三小时观测一次船位。如发现船只严重走锚(超过定位准确度要求)，应移至原位，重新开始观测。f)周日连续观测一般不得缺测。凡中断观测两小时以上者，应重新开始观测。7．2．3锚碇潜标测流7．2．3．1潜标的组成潜标系统的组成参见图l和图2实例，常用的海流计有ADCP和安德拉海流计等。7．2．3．2观测步骤和要求锚碇潜标测流按以下步骤和要求实施：a)任务的准备——根据研究目的和任务要求，同时参考收集到的观测海区风场、流场、水深、地形和海底底质及船只设备状况，确定锚碇系统的系留方式(见图1和图2实例)，并拟定详细的布放方案。——出海前进行仪器的实验检查，使海流仪和声学释放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按锚碇系统设计、计算，准备好全部器材。b)锚碇系统的投放——船只到达锚碇投放点前，进行海流仪的采样设置，再次检查海流仪和声学释放器的工作状态，尤其是无线电发射机的状态。——在甲板上连接各部件。——船只到达测点后，最好抛锚并用GPS进行准确定位；如果水深太大，船只无法抛锚，则应随时定位，确保锚碇仪器的准确位置。同时，注意调整船向，使作业一舷迎风向。——布放步骤：在浅水海区(水深小于200m)，一般应按“先锚后标”的顺序，首先放沉块，然后顺次下放声学释放器、海流计、浮力球；在深水海区，则应按“先标后锚”的顺序，首先顺次下放浮力球、海流计、声学释放器，然后释放沉块，沉块拉着锚定系统直沉海底。——以上各步骤都应详细记录，内容包括海流仪采样设置，开始工作时间，下水时间，沉块着落海底的时间，锚碇的精确位置及有否异常情况等。0



GB／T12763．2—2007筹黼i[B玻璃肆卧耐捌}玻璃球I艰释放毒图1锚碇浅水应用型潜标图2锚碇深水应用型潜标圈3锚碇明标系统的组成c)锚碇系统的回收一一一回收船只应有GPS或其他定位设备，并应备有工作艇。回收应尽量在良好海况下的日间进行。——当船只到达锚碇站后，把声学应答器放至海面下5m～10m处，发射指令信号，同时注意搜索上浮的浮标。。——浮标上浮后，用抛钩钩住系统的尼龙绳，利用船上的吊车和绞缆机收回锚碇系统；必要时，亦可放下工作艇，把缆绳系到浮标上收回锚碇系统。7．2．4锚碇明标测流7．2．4．1明标系统的组成与潜标系统相比，主要增加了水上浮筒部分(内装有电池盒和闪光装置)(见图3实例)。7．2．4．2观测步骤和要求a)锚碇系统的投放一明标投放前，应根据有关规定发布航行通告。——明标投放方法与潜标的投放基本相同(见7．2．3．2．a)、b))。——-明标上的闪光装置应切实水密，保证正常连续闪光。b)锚碇系统的回收明标目标清晰，当船只到达锚碇站后，即可利用船只上的吊车和绞缆机收回锚碇系统。7．2．5走航测流7．2．5．1仪器设备走航测流主要使用船载AD'CP进行海流观测。1f)



GB／T12763．2—20077．2．5．2观测步骤和要求使用船载ADCP进行海流观测应按以下步骤和要求实施：a)出海前应进行ADCP、ADCP换能器舱、罗经及GPS等有关设备的检查，使其皆处于正常工作状态。b)运行ADCP自检程序，记录测试程序的运行结果。c)检查计算机，并清理硬盘，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存储ADCP观测数据。d)准确校准电罗经，设置ADCP的罗经初始角。同时校准时间，将计算机和ADCP的时钟与GPS时钟校准，校准误差应小于1．0s。e)按照技术设计书的要求，设置ADCP的测层间隔、数据平均方式和航次识别符等参数，建立设置文件。f)对新安装的ADCP，应根据底跟踪资料，计算出ADCP换能器的方向修正角，并输入设置文件。g)启动数据采集程序，调人配置文件，检查基本参数，当一切正常后开始采集数据。采集过程中，应记录原始数据文件、平均数据文件、导航数据文件等。更改ADCP设置后，要及时存储新的设置文件。h)观测过程中，应确保值班人员在位。值班人员应随时观测ADCP系统的工作状态。详细填写值班日记，如发现异常，应及时处理，并将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详细记录在值班日记中。i)在航测中，调查船应尽可能保证匀速直线航行，并保证航速不超过ADCP观测的临界速度。j)结束ADCP观测后，要及时备份硬盘上的观测数据。在条件许可情况下，不使用压缩方式备份数据。以避免解压失败。k)结束ADCP观测后，要重新校准计算机和ADCP的时钟与GPS时钟．并在值班日记中详细记录时钟的差值。同时，应详细填写ADCP观测记录表(见表D．11)。7．3资料处理7．3．1海表面瀑移浮标测流资料处理绘制浮标漂流轨迹时间序列图，并从原始数据中剔除明显错误的数据(一般认为，在位置资料中加速度大于0．0034cm／s2的数据为不合理数据)I然后，获取流速和流向。7．3．2ADCP测流仪的资料处理ADCP观测数据的处理应使用通过鉴定的软件进行，其基本规则和步骤如下ta)首先应对原始采集数据进行以下几方面的质量控制：剔除良好率较低的数据F——剔除由于船速过快，或仪器发生故障等原因产生的坏数据；——标识受干扰层，剔除来自鱼群等物体的f扰。b)剔除ADCP观测资料中的船速，计算得到真实流速。c)插值计算出各标准层的流速，并将处理结果按规定格式存人数据文件。d)绘制流的时间序列矢量图和垂直分布图。7．3．3其他类型海流计测流资料的整理按以下规则和步骤实施：a)利用以数字显示、记录纸带或直读等记录方式的海流计测流时，应按仪器的技术性能所要求的方法和程序对所测数据进行整理，求得实际流速和真流向。b)利用内存记录板的自容式海流计测流时，记录板可通过厂家配带的交接器与计算机通讯口相连，在计算机上读取观测值或直接打印出流速和流向值。8海浪观测8．1技术指标8．1．1观测要素主要观测要素为波高、周期、波向、波型和海况。辅助要素为风速和风向，辅助要素的观测应符合11



GB／T12763．2—2007GB／T12763．3的有关规定。8．1．2测量的单位和准确度a)波高测量单位为米(m)，记录取一位小数。准确度规定为两级：一级为土10％，二级为±15％。b)周期测量单位为秒(s)，准确度为±0．5s。c)波向测量单位为度(。)，准确度为士5。。8．1．3观测时次大面或断面测站，船到站观测一次；连续测站每三小时观测一次，观测时间为北京标准时02，05，08，11，14，】7，20，23时。目测只在白天进行。8．1．4波面记录的时间长度和采样时间间隔自记测波仪的采样时间间隔应小于或等于0．5s，连续记录的波数不少于100个波}记录的时间长度视平均周期的大小而定，一般取17min～20min。8．2观测方法8．2．1目测方法8．2．1．1观测点和观测海域的选择目测海浪时，观测员应站在船只迎风面，以离船身30m(或船长之半)以外的海面作为观测区域(同时还应环视广阔海面)来估计波浪尺寸和判断海浪外貌特征。8．2．1．2海况的观测以目力观测海面征象，根据海面上波峰的形状、峰顶的破碎程度和浪花出现的多少，按表5判断海况所属等级，并填人记录表中。表5海况等级表海况(级)海面征状0海面光_}l}如镜1渡纹2风浪很小．波峰开始破碎，但浪花不显白色3风浪不大．但很触目，波峰破裂，其中有些地方形成白色浪花白浪4风浪具有明显的形状，到处形成白浪5出现高大的波峰，浪花占了波峰上很大的面积，风开始削去波峰上的浪花6波峰上被风削去的浪花开始沿海浪斜面伸长成带状7风削去的浪花带布满了海浪斜面，有些地方到达波谷，波峰上布满了浪花层8稠密的浪花布满了海浪斜面．海面变成白色．只在波谷某些地方没有浪花9整个海面布满了稠密的浪花层，空气中充满了水滴和飞沫，能见度显著降低8．2．1．3波型的观测观测时，按表6判定所属波型，并记录其符号。海面无浪，波型栏空白。裹6波型分类表渡型符号海浪外貌特征风浪F受风力的直接作用，波形极不规则，波峰较尖．波峰线较短．背风面比迎风面陡，波峰上常有浪花和飞沫涌浪U受惯性力作用传播，外形较规则，波峰线较长，波向明显，波陡较小FU风浪和涌浪同时存在，风浪波高和涌浪波高相差不大混台浪F／U风浪和涌浪同时存在，风浪波高明显大于涌浪波高U／F风浪和涌浪同时存在，风浪波高明显小于涌浪波高



GB／T12763．2—20078．2．1．4波向的观测a)观测波向时，观测员应站在船只较高位置，利用罗经方位仪，使其瞄准线平行于离船舷较远的波峰线，转动90。后使其对着波浪的来向，读取罗经刻度盘上的度数即为波向(用磁罗经测波向须进行磁差校正)。b)当海上无浪或浪向不明时，波向记C；风浪和涌浪同时存在时，波向分别观测，并填人记录表中。8．2．1．5波高和周期的观测a)目测波高和周期时，应先环视整个海面，注意波高的分布状况，然后目测10个显著波(在观测的波系中，较大的、发展完好的波浪)的波高及其周期，取其平均值，即为有效波高(H，)及其对应的有效波周期。从10个波高记录中选取一个最大值作为最大波高H⋯。将H；、H⋯填人记录表中。b)当波长小于船长时，可将甲板与吃水线间的距离作为参考标尺来测定波高；而以相邻两个显著波峰经过海面浮动的某一标志物的时间问隔，作为这个波的周期。c)当波长大于船长时，应在船只下沉到波谷后，估计前后两个波峰相对于船高的几分之几(或几倍)来确定波高；而以船身为标志物，相邻两个显著波峰经过此物的时间间隔，作为这个波的周期。8．2．2仪器观测方法8．2．2．1以船只为承载工具观测波浪8．2．2．1．1仪器设备目前一般采用浮球式加速度型测波仪。8．2．2．1．2观测步骤和要求在船上采用测波仪观测海浪的主要步骤和要求如下：a)当船只进入作业区后，应根据风向和海流确定船只的工作方式(漂移或抛锚)和测头的施放位置。b)依观测点水深和海况确定仪器记录量程，按8．1．4的要求，选定采样时间间隔，在采样的时间长度(17rain20min)测定不少于100个波的波高和周期，取其中100个连续波求得各特征值或记录波面模拟曲线。c)观测位置应避开影响海浪的障碍物，如暗礁、浅滩、岛屿和人工建筑物等。测点附近有障碍物时，应记录影响海浪的情况。d)在强流区测波时．不宜采用海流会导致海浪记录漂零等误差的测波仪；测点附近有强电干扰时。不宜采用遥测波浪仪。8．2．2．2锚碇测波8．2．2．2．1仪器设备锚碇测波常使用声学测波仪和重力测波仪。8．2．2．2．2观测步骤和要求锚碇测波的主要步骤和要求如下：a)应根据项目要求以及观测现场的海洋环境，选用测波仪类型，并确定浮标系留方式。b)锚碇系统连接前，应对仪器各项性能进行测试，确认仪器良好方可使用。c)锚系的投放与回收步骤，可参见7．2．3．2和7．2．4．2。8．3资料处理8．3．1仪测海浪记录的整理按以下规则实施：a)仪测海浪记录以模拟曲线形式给出时，自海浪连续记录中量取相邻两上跨(或下跨)零点(图413



GB／T12763．2—2007中的A。、A。)间一个显著波峰与一个显著波谷间的铅直距离作为一个波的波高l量取相邻两个显著波峰(图4中的C。、C。)或两个上跨零点的时间间隔作为一个波的周期。然后依有效渡高和有效波周期定义，计算有效波高和有效波周期。选取所有波高中的最大值为最大波高，其所对应的周期为最大波周期。根据有效波高查波级表(见表C．1)得波级。图4波面随时间的变化曲线b5海浪以存储器记录时，可利用仪器公司或有关商家提供的专用软件进行处理。并可直接打印出有效波高、有效波周期，最大波高和最大波周期。根据有效波高查波级表(见表C．L)得波级。8．3．2目测海浪记录的整理从目测的10个显著波的波高和周期分别取平均值，得有效波高和有效波周期。10个波高中的最大值为最大波高，其所对应的周期为最大波周期。根据有效波高查波级表得波级。目测海浪记录表格参见表D．1。9水位观测9．1技术指标9．1．1需测的■水位观测需测的量如下：a)总压强，它是气压与水压的总和。由水位计的压力传感器测得，单位为kPa。b)现场水温，由水位计的温度传感器测得，单位为℃。c)现场气压，由自记气压表测得，单位为kPa。9．1．2水位测量的准确度水位测量的准确度规定为三级：一级为±o．01m；二级为±o．05m·三级为士0．10m。9．1．3取样时间间隔连续观测在30d以内时，取样时间间隔为5rain；连续观测超过30d时，取样时间间隔定为10mln。9．2观测方法9．2．1仪器设备可采用压力式和声学式等水位计进行观测。9．2．2观测步骤和要求水位测量一般按以下步骤和要求实施：a)观测水位通常采用锚定系留方式(见图1～图3实例)；b)测量水位锚碇系统的投放和回收步骤见7．2．3．2和7．2．4．2；c)观测前应检查水位计的取样间隔开关是否在正确位置上，上好内存记录板，打开主机开关，记下第一次取样时间；d)水位观测应防止仪器下陷，确保仪器在垂直方向没有变动}4



GB／T12763．2—2007e)观测结束收回仪器后应先用淡水冲洗，然后打开仪器。如仪器工作正常，待仪器再工作一次并记录完毕，记下结束时间，关上主开关，取出记录板，并应放入盒中妥善保存。9．3资料处理水位测量资料按以下要求和方法处理：a)记录板可通过厂家配带的交接器与计算机通讯口相连，在计算机上读取观测值或直接打印出原始数据。b)根据打印的数据、记录的起止日期和时间，检查数据的总数是否正确，有无误码以及资料是否正常。c)经审查确认数据无误后，可用原始软盘上机，并同时输入现场气压值、海水密度值和重力加速度值进行计算，求得水位的变化值和逐时值，水位的计算公式见式(1)。"啬户——总压强，单位为千帕斯卡(kPa)}P。——现场气压，单位为千帕斯卡(kPa)Ir海水密度，由海水盐度与温度的关系曲线查得，或根据历史温、盐资料箅得。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重力加速度，根据测站所在纬度算得。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m／s2)。10海水透明度、水色和海发光观测10．1技术指标10．1．1海水透明度透明度观测只在白天进行，大面或断厦测站，船到站观测一次’连续测站，每两zbft,1"观测一次。计量单位为m，观测时读数取一位小数。10．1．2水色水色观测与透明度观测同时进行，准确度为士1级。10．1．3海发光10．1．3．1观测要素发光类型和发光强度(等级)。10．1．3．2观测时次海发光观测只在夜间进行。大面或断面测站，船到站观测一次，并在两站的航行中观测一次；连续测站，在当地时间20，23和02时观测。发光类型依发光特征分三类，每类叉依发光强弱分五级(见表C．3)。10．2观测方法10．2．1海水透明度观测按以下步骤和要求实施；a)海水透明度应用透明度盘进行观测。透明度盘为直径30C1TI，底部系有重锤，卜部系有绳索的木质或金属质白色圆盘。绳索上有以米为单位的长度标记。b)透明度盘的绳索标记使用前应进行校正。标记必须清晰、完整。新绳索须事先进行缩水处理。c)透明度盘应保持洁白。当油漆脱落或脏污时应重新油漆。d)观测应在主甲板的背阳光处进行。观测时将透明度盘铅直放入水中，沉到刚好看不见的深度】5p=Hm米为位单位水帆一式H



GB／T12763．2—2007后，再慢慢提升到白色圆盘隐约可见时读取绳索在水面的标记数值，即为该次观测的透明度值。有波浪时，应分别读取绳索在波峰和波谷处的数值标记，读到一位小数，重复2～3次，取其平均值作为该次观测的透明度值。观测结果记入表D．2。e)若倾角超过lo。，则应进行深度订正。当绳索倾角过大时，盘下的铅锤应适当加重。10．2．2水色观测按以下步骤和要求实施：a)水色依水色计目测确定。观测完透明度后，将透明度盘提升到透明度值一半的水层，根据透明度盘上方海水呈现的颜色，在水色计中找出与之相似的色级号码，即为该次观测的水色。观测时观测者的视线必须与水色计玻璃管垂直。观测结果记人表D．2。b)水色计应保存在阴凉干燥处，切忌日光照射，以免褪色。发现褪色现象，应立即更换。c)水色计在六个月内至少应与标准水色计校准一次。作为校准用的标准水色计(在同批出厂的水色计中保留一盒)平时应始终装在里红外黑的布套中，保存在阴凉处。10．2．3海发光观测按以下步骤和要求实施：a)观测点应选在船上灯光照不到的黑暗处。当观测员从亮处到暗处观测时，待适应环境后再进行观测。b)观测时依表C．3所述发光特征目视判定发光类型，以符号记录。并依发光强弱程度及征象日视判定发光强度等级，按五级记录。当两种或两种以上海发光类型同时出现时，应分别记泶。因月光强，无法观测时记“X”，无海发光时记“O”。观测结果记入表D．2。c)海面平静观测不到海发光时，可用杆子搅动海水，然后进行观测。11海冰观测11．1技术指标11．1．1观测要素包括主要观测要素和辅助观测要素：a)浮冰观测的要素为：冰量、密集度、冰型、表面特征、冰状、漂流方向和速度、冰厚及冰区边缘线。b)固定冰观测的要素为：冰型、冰厚和冰界。c)冰山观测的要素为：位置、大小、形状及漂流方向和速度。d)海冰的辅助观测要素为：海面能见度、气温、风速、风向及天气现象。辅助观测项目应符合GB／T12763．3的有关规定。11．1．2观测要素的单位与准确度各观测要素测量的单位和准确度见表7。衰7海冰观测要素的单位和准确度观测要素单位准确度海冰冰量、密集度成土】漂流方向(。)±5漂流速度m／s土0．1冰厚土111．1．3观测时次大面或断面测站，船到站即观测#连续测站，每两小时观测一次。】6



GB／T12763．2—200711．2观测方法11．2．1观测点的位置海冰通常在调查船或飞机上进行观测。船上观测海冰的位置，应尽可能选在高处。观测对象应以二倍于船长以外的海冰为主，以避免船只对海冰观测的影响。11．2．2浮冰观测11．2．2．1冰量观测按以下步骤和要求实施：a)浮冰量为浮冰覆盖整个能见海面的成数。用0～10和10，共12个数字和符号表示。记录时取整数。b)观测时环视整个海面。估计浮冰分布面积占整个能见海域面积的成数。海面无冰时，记录栏空白；浮冰分布面积占整个能见海域面积不足半成时，冰量记⋯0’；占半成以一fi，不足一成半时，冰量记“1”，余类推。整个能见海面布满浮冰时，冰量记“10”，有缝隙时记“10⋯。c)海面能见度小于或等于1km时，不进行冰量观测，记录栏记横杠“”。11．2．2．2密集度观测按以下步骤和要求实施：a)密集度为浮冰覆盖面积与浮冰分布面积的比值。密集度观测和记录方法与冰量相同。海面无冰时，密集度栏空白}冰量为⋯0’时，密集度记⋯0’。b)当浮冰分布的海域内有超过其面积一成以上的完整无冰水域时，此水域不能算作浮冰分布海域。当海面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浮冰分布区域时，应分别进行观测，取平均值作为密集度。11．2．2．3冰型观测按以下步骤和要求实施：a)冰型是根据海冰的生成原因和发展过程而划分的海冰类型。观测时环视整个能见海面，根据表c．4判断其所属类型，用符号记录。b)当海面上同时存在多种冰型时，按量多少依次记录；量相同时，按厚度大小的顺序记录。每次观测最多记五种。c)当海冰距离观测点很远，无法判定冰型时，冰型栏记横杠“”。11．2．2．4冰表面特征观测按以下步骤和要求实施：a)冰表面特征是指浮冰在动力或热力作用下所呈现的外貌。观测时环视整个能见海面，按表D．3判断其所属种类，用符号记录。b)当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冰表面特征时，按其数量多少依次记录；量相同时，按表C．5所列顺序记录。每次观测最多记三种。11．2．2．5冰状观测a)冰状是浮冰冰块最大水平尺度的表征。观测时环视整个能见海面，按表C．6判定其所属冰状，以符号记录。b)当几种冰状同时存在时，按其数量多少依次记录。数量相同时，按表C．6所列顺序记录。每次观测最多记三种。11．2．2．6漂流方向和速度的观测按以下步骤和要求实施：a)漂流方向指浮冰漂流的去向，以度(。)表示；漂流速度为单位时间内浮冰移动的距离，以m／s为单位，取一位小数。b)漂流方向和速度应在锚定船只上利用雷达或罗经和测距仪进行观测。观测时，首先在雷达荧光屏或海面上两倍于船长距离以外选择具有明显特征的浮冰块，测定其方向和至船的距离(起17



GB／T12763．2—2007点位置)，同时启动秒表记时。当所测冰块移动距离超过原离船距离的二分之一或其方向改变20。时，读取时间间隔．同时测定其方向和距离(终点位置)。然后，根据起点位置和终点位置的方向和距离，用矢量法计算或用计算圆盘求得浮冰的漂流方向和移动距离。再用移动距离除以间隔时间，使得漂流速度。c)无仪器时，可根据浮冰块的移动特征，按表8估测漂流速度(”)，以等级记录。衰8浮冰漂流速度的目测估计相当速度／冰块移动特征速度等级(m／s)很慢u<o．31明显o3≤u<o．52快o．5≤"<1．o3很快口≥1．o4d)海面无浮冰或仅有初生冰时，流向、流速栏空白；漂流速度小于0．05m／s时，流向记“C”，流速记“O”；海面有浮冰，但无法观测漂流速度和方向时。应在备注栏说明。11．2．2．7冰厚观测冰厚为从冰面至冰底的垂直距离，单位为厘米(cm)，记录时只取整数。观测时可用绞车或网具捞取冰块(最好取三个以上)，分别测量冰块厚度。最后取其平均值作为冰厚观测值。或选择有代表性的冰块，用冰钻钻孔，用冰尺测量其厚度。11．2．2．8冰区边缘线观测冰区边缘线指海冰分布区域的廓线，也即冰水分界线。当冰区与开阔水域存在明显分界线时进行此项观测。观测时环视整个能见海域，在冰水分界线上选定几个特征点【一般不少于三个，远离冰区的少量冰块不能选作特征点)，用雷达或罗经和测距仪测出各点相对测站的方向和距离。将各特征点标注在调查研究海区空白图上，用圆滑曲线连接各特征点，即为冰区边缘线。观测不到冰区边缘线时，应在备注栏说明。11．2．2．9浮冰观测结果的记录浮冰各观测项目的观测结果，记入浮冰观测记录表。记录表格式见表D．3。11．2．3囿定冰观测11．2．3．1冰型观测按以下步骤和要求实施：a)固定冰冰型是依冰的生成和形态等划分的固定冰类型。观测时环视整个能见海面，按表C．7判定其所属类型，用符号记录。b)当海面上同时存在多种冰型时，按表c．7的顺序记录。c)当海冰距离观测点很远，无法判定冰型时，冰型栏记横杠“一”。11．2．3．2冰厚观测冰厚观测通常用冰钻和冰尺进行。测点选好后，用冰钻钻孔。钻孔过程中，冰钻应保持垂直状况，直至钻透为止，然后将冰尺插入冰iL测量其厚度。11．2．3．3冰界观测固定冰冰界为固定冰和浮冰或固定冰和无冰水域的分界。观测方法与浮冰冰区边缘线的观测方法相同。11．2．3．4固定冰观测结果的记录固定冰各观测项目的观测结果记人固定冰观测记录表。记录表格式见表D．4。8



GB／T12763．2—200711．2．4冰山观测11．2．4．1冰山位置观测用雷达或GPS观测确定出冰山实际位置。11．2．4．2冰山大小的观测根据冰山露出水面部分的高度和水平尺度，将其分为四级(见表C．8)。观测时以高度为主，按表c．8确定其等级，并以符号记录。11．2．4．3冰山形状观测冰山形状分平顶(桌状)、圆顶、尖顶和斜顶四种。观测时按表C．9目视判定，以符号记录。11．2．4．4冰山漂流方向和速度观测观测与记录方法与浮冰相同。11．2．4．5冰山观测结果的记录冰山观测项目的观测结果，记入冰山观测记录表。记录表格式见表D．5。11．3资料处理资料处理按以下要求进行：a)根据海冰观测记录，在观测海区空白图上绘制冰情图。冰情图的内容包括：冰区边缘线、冰区内各测点的观测结果及航线附近冰山的分布和漂流情况。b)如视野范围内全部被海冰覆盖，不绘冰区边缘线，只绘最大视程线。



GB／T12763．2—2007附录A(规范性附录)实验室盐度计测量海水样品盐度和计算盐度的有关公式A．1利用实验室盐度计测量海水样品盐度操作使用方法如下：a)利用电极式或感应式实验室盐度计测定水样盐度时，须先行定标，求得温度T(℃)时标准海水电导比的定标值，然后将定标调节在R，读数各档上。重复调节定位校准各档，使得两次读数在最后～位相差在3以内定标结束。测量海水样品时，定位校准各旋钮不再变动。b)测量海水样品时，先将海水样品注入电导池中，待启动搅拌器搅拌1min～2min后测量海水样品的温度。调节Rt各档旋钮，使表头指针趋于零，读取R，值。若发现读数可疑，必须重测，直至认为数据合理为止。将测量的海水样品温度及R，值记人盐度分析记录表中。记录表格式见附录D的表D．7。c)连续观测时，每天至少应用标准海水定标一次。定标和测量时，不得在未搅拌的情形下进行，且电导池内不允许存在气泡和其他漂浮物。d)被测海水样品的温度与标准海水的温度相近时方可进行测量。感应式盐度计要求两者相差在2。C以内}电极式盐度计要求在搅拌器启动1min～2rain，待两者温度基本趋于相等。e)工作结束后，电导池应用蒸馏水清洗干净。电极式盐度计应在电导池内注满蒸馏水，以保护电极。A．2实用盐度的确定实用盐度由K．。通过式(A．1)确定。S=‰+“1K警+n2Kl5+n3K警+d4Ki。+Ⅱ。K；：2⋯⋯⋯⋯⋯⋯⋯(A．1)式中：K，。为温度在15。C时，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海水样品的电导率，与相同温度和压强下质量比为32．4356×103的氯化钾溶液的电导率的比值；“。一0．0080；口，一一0．1692；“2—25．3851；∞一14．094l；Ⅱ。一一7．0261；n。一2．7081。当K。s精确地等于1时，海水样品的实用盐度恰好等于35，即∑a，一35．0000。式(A．1)的适用盐度范围为：2≤S≤42。A．3电导率换算为盐度根据测得的电导率、温度和压强数据，经过处理后，可借助以下实用盐度计算公式(A．2)，将电导率换算为盐度。S一矾+ⅡlR￥2+Ⅱ2Rr+a3R￥2+“。R；+a5R￥2+r干i轰尚[乩+6，Ry2--bzRr+机R￥2+吼R；--bsRy]⋯⋯⋯(A．2)20



GB／T12763．2—2007式中：Rr——被测海水样品与实用盐度为35的标准海水样品，在相同温度和一个标准大气压下电导率的比值；丁——被测海水样品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阮一0．0005；b1一～0．0056；b2一～0．0066；b3=～0．0375；b_一0．0636；b5一～0．0144；K—o．ol62。do，n1，n2，n3，n4和45的值同式(A．1)。电导比Rr，可根据现场测得的电导率、温度和压强值，通过式(A．3)计算。Rr一—≥⋯⋯⋯⋯⋯⋯cA3，式中：R——现场测得的电导率与s一35，T=15。C，P=0时标准海水电导率的比值；R，——现场测得的电导率与同一样品在相同温度和p=0条件下电导率的比值；rr——实用盐度为3s的参考海水在温度为T(℃)时与其在15。C时电导率的比值。R。可通过式(A．4)计算。R，一，+耳器击警篇‰⋯⋯⋯⋯¨．n，式中：p——现场测得的压强，单位为千帕斯卡(kPa)；T——现场测得的海水温度，单位为摄氏度(℃)；R——现场测得的电导率与s一35，丁一15"C，户一0的标准海水电导率的比值；Al一2．070×10；A2一一6．370×10”；A3—3．989×10”；B．一3．426×10；B2—4．464×10—4；B3—4．215×10；B。一一3．107×10。rr的计算公式见式(A．5)。7r—Co+C1T+C2T2+C。T3+GT4⋯⋯⋯⋯⋯⋯⋯⋯(A．5)式中：T——现场测得的海水温度，单位为摄氏度(℃)；Co一0．6766097；Cl=2．00564×10一；C2=1．104259×10～；C3一～6．9698×10～；C。一1．0031×10。上述式(A．2)、式(A．3)和式(A．5)，在温度为一2℃～35。C，压强为0kPa105kPa，实用盐度为2】



GB／T12763．2—20072～42范围内均有效。A．4利用实验室盐度计测量海水样品盐度记录的整理利用实验室盐度计测量海水样品的盐度时，可根据测得的电导比Rt值和海水样品的温度l、值。通过(A．2)式计算盐度S值}也可利用测得的电导比和海水样品的温度查国际海洋学常用表得S。(未修正值)和AS值，然后将两者相加便得盐度值，S--S。+AS。



附录B(规范性附录)利用颠倒温度衰观测海水温度GB／T12763．2—2007B．1仪器设备和主要技术指标B．1．1仪器设备标准层水温通常用颠倒温度表和颠倒采水器配合进行观测。颠倒温度表分为闭端颠倒温度表和开端颠倒温度表。闭端颠倒温度表用以测量海水温度；开端颠倒温度表与闭端颠倒温度表配合使用，测量颠倒处的深度。B．1．2主要技术指标颠倒温度表系列主要技术指标见表B．1。衰B．1颠倒温度衰系列主要技术指标主温度表／副温度表／最大使用深度／型式型号分度值示值范围分度值示值范围SWC，一l2500o．1—1～}32闭端颠倒SWC，一26oooo．05—2～+15o．5——20～—L-50温度表Swc-一41000o．1“o”，+15～+40SwQ—l250o．1—2～+32开端颠倒SWC，26000o．2—2～+60o5—20～+50温度表SWc2—36oooo．1“o”，+30～+60B．2操作使用方法B．2．1使用前的检查使用前应进行以下各项的检查：a)检查颠倒温度表的检定证书，内容应完整，在有效期内。b)检查所用颠倒温度表是否合格。c)经检查确认合格的颠倒温度表，在同一采水器上放两支闭端颠倒温度表的情况下，要做配对工作。挑选V。值接近、外形尺寸相近的两支配对使用。B．2．2安装和测量使用颠倒温度表测量海水温度按以下步骤和要求实施：a)将选好的颠倒温度表安装到采水器上，观测100m以浅(含100m)各标准层的水温时。使用双管式温度表套管，安装两支砜值相近的闭端颠倒温度表；观测100m以深各标准层的水温时，使用三管式温度表套管，安装两支Vn值相近的闭端颠倒温度表和一支开端颠倒温度表。b)将装好温度表的采水器从表层至深层依次安放在采水器架上。根据测站水深确定观测层次。将各层采水器编号、颠倒温度表器号和y。值记人表D．6．1(水深小于或等于100133)或表D．6．2(水深大于100m)。c)观测时，将绳端系有重锤的绞车钢丝绳移至舷外，将底层采水器挂在重锤以上lm处的钢丝绳上。然后根据各观测水层之间的间距下放钢丝绳，并将采水器依次挂在钢丝绳上。若存在温23



GB／T12763．2—2007跃层时，在跃层内应适当增加测层。d)当水深在100m以浅时，在悬挂表层采水器之前，应先测量钢丝绳倾角。倾角大于10。时，应求得倾角订正值。若订正值大于5m，应每隔5m增挂一个采水器，直到底层采水器离预定的底层在5m以内再挂表层采水器，最后将其下放到表层水中。e)颠倒温度表的感温时间自最上层(表层)采水器沉入水中后开始计时，感温7mintl0rain后，测量钢丝绳倾角，投下“使锤”(连续观测时正点打锤)，记下钢丝绳倾角和打锤时间。并用手轻触钢丝绳，凭感觉到的振动次数(每个采水器振动两次)来判断最下层采水器是否已经颠倒。待各层采水器全部颠倒后，依次提取采水器，并将其放回采水器架原来的位置上，立即读取各层温度表的主、副温值，记人颠倒温度表测温记录表的第一次读数栏内。f)如需取水样，待取完水样后，第二次读取温度表的主、副温值，并记人观测记录表的第二次读数栏内。第二次读数应换人复核，若同一支温度表的主温读数相差超过O．02℃时，应重新复核，以确认读数无误。g)如某预定水层的采水层未颠倒或某层水温读数有疑，应立即补测；如某水层的测量值经计算整理后，两支温度表之间的水温差值多次出现超过0．06℃，应考虑更换其中可疑的温度表。h)颠倒温度表不宜长期倒置，每次观测结束后必须正置采水器。i)如因某种原因，不能一次完成全部标准层的水温观测时，可分两次进行。但两次观测的时间间隔应尽量缩短。B．3资料处理资料处理按以下步骤和要求实施：a)利用颠倒温度表测标准层水温时，温度表读数须作器差订正。订正时先根据主、副温度表的第二次读数，从温度表检定书中分别查得相应的订正值，再计算闭端颠倒温度表的，(副温+副温器差)和T(主温+主温器差)及开端颠倒温度表的t’(副温+ill温器差)和T’(主温+主温器差)。b)颠倒温度表读数经器差订正后，还应作还原订正。1)闭端颠倒温度表还原订正值K的计算公式(B．1)为：K：!三二!!!!±坠!『1+!±坠1⋯⋯⋯⋯⋯⋯(B．1)n1L”1J式中：T——经器差订正后的主温表读数，单位为摄氏度(℃)5f——经器差订正后的副温表读数，单位为摄氏度(℃)‘v。，——闭端颠倒温度表的主温表自接受泡至刻度o℃处的水银容积(以摄氏度表示)，单位为摄氏度(℃)；1／n，——水银与温度表玻璃的相对体膨胀系数，通常rlt一6300或6100。闭端颠倒温度表的主温表读数经器差和还原订正后，即为实测水温71w一7'+K。2)开端颠倒温度表还原订正值k的计算公式(B．2)为：^：竖[塑型丝尘『1+竖#尘]⋯⋯⋯⋯(B．2)”2L‘”2J式中：T0——闭端颠倒温度表经器差和还原订正后的主温表读数，单位为摄氏度(℃)；￡7——开端颠倒温度表的副温表经器差订正后的读数。单位为摄氏度(℃)；孵一开端颠倒温度表的主温表白接受泡至刻度o℃处的水银容积，单位为摄氏度(℃)；T7——开端颠倒温度表的主温表经器差订正后的读数，单位为摄氏度(℃)；24



GB／T12763．2—20071／．z——水银与开端颠倒温度表玻璃的相对体膨胀系数，通常”。一6300或6100。开端颠倒温度表经器差和还原订正后的主温表读数为丁。一丁+K。c)确定观测水温时，若某观测层两支颠倒温度表实测水温的差小于0．06％时，取两支温度表实测水温的平均值作为该层的水温，当两支颠倒温度表实测水温的差值大于0．06。C时，可根据相邻两层的水温或前后两次观测的水温(连续观测时)的比较，取两者中合理的一个温度值，并加括号。若无法判断时，可将两个水温值都记入记录表的丁b档内。d)确定温度表测温的实际深度时，对于100m以浅的水层(含100m)，当钢丝绳倾角在10。以内时，放出绳长即可作为温度表测温的实际深度；钢丝绳倾角超过10。时，应作钢丝绳的倾角订正，求得温度表测温的实际深度。对于100m以深的水层，可根据开、闭端颠倒温度表的T。和Tw值，求得各温度表的计算深度，即为温度表测温的实际深度。温度表的计算深度公式(B．3)为：。=半磊掣(B．3)式中：L——开端颠倒温度表经器差和还原订正后的主温表读数，单位为摄氏度(℃)；Q——颠倒温度表的压缩系数(由温度表检定证给出)，单位为摄氏度每千帕斯卡(℃／kPa)：阳——从海面至开端颠倒温度表所在深度之整个水柱的平均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秆)g——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m／s2)。



GB／T12763．2—2007c．1波级观测用表波级观测用表见表C．1和表C．2。附录C(规范性附录)海洋水文观测用裹衰C．1波级表波高／渡级m名称H。为有效波高H⋯。为十分之一大波波高o0O无浪lH．<o．1Hl，10<o．1微浪2o．14H。<0．50．1≤Hl，10<0．5小浪3o．5≤H，<1．250．5≤Hl，10<1．5轻浪4125≤H。<2．51．5≤Hl，lo<3．0中浪52．54H．<4．03．0≤Hl，10<5．O大浪64．0≤H。<6．05．0≤Hl儿0<7．5巨浪76．04H。<9．07．5≤HⅢo<11．5狂浪89．04H．<14．011．5≤H1，10<18．o狂涛914．04H。18．04H1，lo怒涛衰c．2+六个方位与度数换算裹方位度数方位度数N348．9。～11．3。S】6890～1913。NNE11．4。～33．8。SSE1914。～213．8。NE3390～563。SW2139。～2363。ENE56．46～78．8。WSW236．40～25880E780。～101．3。W258．9。～2813。ESE1014。～1238。WNW2814。～3038。SE1239。～1463。NW30390～32630SSE146．4。～168．8。NNW326．4。～348．8。C．2海发光观测用衰海发光观测用表见表C．3。26



表C．3海发光类型及强度等级表GB／T12763．2—2007发光类型发光特征发光强度等级强度描述0无发光现象发光形态与萤火虫相似，当海1在机械作用下发光勉强可见面受机械扰动或生物受某些化学物质刺激时．此类发光显著，2在水面或风浪的波峰处发光明晰可见火花型(H)通常情况下发光微弱。它主要在风浪和涌浪波面上发光著目可见。漆黑3由O．02mm～5Tllm的发光浮游夜晚可借此见到水面物体轮廓生物引起，是常见的海发光类型4发光特别明亮，波纹上也能见到发光0无发光现象海面呈现一片弥漫的光辉．它1发光可见主要由发光细菌引起．只要有大弥漫性(M)2发光明晰可见量细菌存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光3发光著目可见4强烈发光0无发光现象发光常呈阵性，在机械作用或1在视野内有几个发光体某些物质刺激下，发光较醒目．闪光性(S)它由大型发光动物产生．这种发2在视野内有f几个发光体光动物魉常孤立地出现。当其3在视野内有几十个发光体成群出现时，这种发光更显著4视野内有大量的发光体C．3海冰观测用表海冰观测用表见表C．4～表C．9。衰C．4浮冰冰型裹浮冰冰型符号特征初生冰海水直接冻结或雪降至低温海面未被融化而成。多呈针状、薄层状、油脂状或海绵N状。它比较松徽，且只有当它聚集漂浮在海面上时才具有一定的形状。有初生冰存在(ncwice)时，悔面反光微弱，无光泽，遇风不起波纹冰皮由初生冰冻结或在平静海面七直接冻结而成的冰壳层。表面光滑、湿润而有光泽，R(icerind)厚度5cm左右，能随风起伏，易被风浪折碎尼罗冰厚度小于10cm的有弹性的薄冰壳层。表面无光泽，在波浪和外力作用下易于弯曲NI(nilas)和破碎，并能产生“指状”重叠现象莲叶冰直径30cm～300cm、厚度10cm以内的圆形冰块。由于彼此互相碰撞而具有隆起P(pancakeice)的边缘。它可由初生冰冻结而成，也可由冰皮或尼罗冰破碎而成灰冰厚度为10cm～15cm的冰盖层，由尼罗冰发展而成。表面平坦湿润，多呈灰色，比尼G(grey)罗冰的弹性小，易被涌浪折断，受到挤压时多发生重叠灰白冰厚度为15cm～30cFn的冰层，由灰冰发展而成。表面比较粗糙．呈灰白色．受到挤压Gw(grey-whiteIce)时大多彤成冰脊白冰W厚度为30cm～70cnl的冰层，由灰白冰发展而成。表面粗糙，多呈Ff色(whiteIce)



GB／T12763．2—2007表C．5浮冰表面特征分类衰冰面种类符号特征平整冰未受变形作用影响的海冰。冰面平整或冰块边缘仅有少量冰瘤及其他I．(1evelice)挤压冻结的痕迹重叠冰在动力作用下，一层冰叠到另一层冰上形成，有时甚至三、四层冰相互重Ra(raftedice)叠而成，但其重叠面的倾斜角不大．冰面仍较平坦冰脊Ri碎冰在挤压作用下形成的一排具有一定长度的山脊状的堆积冰(ridge)冰丘H在动力作用下，冰块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所形成的山丘状的堆积冰(hummockice)覆雪冰S表面有积雪的冰(sllow—covered)表C．6浮冰冰状表水平尺度／冰状类别符号巨冰盘GfL≥2000(giantfloe)大冰盘Bf500≤L<2000(bigfloe)中冰盘Mf100≤L<：500(medjumfloe)小冰盘Sf20≤J，<100(sinailfloe)冰块Ic2≤L<20(1eecake)碎冰BiL<2(brashice)衰C．7囿定冰冰型表固定冰冰型符号特征冰川舌Gf陆地冰川向～边的舌状伸展。在南极，冰川可以向海延伸数十公里以上(glaciertongue)冰架与海岸相连的、高出海面2m～50m或更高的漂浮或搁浅的冰原。其表面平Ls(Iceshelf)滑或略起伏．向海一边比较陡峭沿岸冰沿着海岸、浅滩或冰架形成．并与其牢固地冻结在～起的海冰。沿岸冰可以Ci(coastal1ee)随海面的升降作垂直运动冰脚固着在海岸上的狭窄沿岸冰带，是沿岸冰流走后的残留部分，它不随潮汐变If(1cefoot)化而升降搁浅冰Si退期时留在期间带或在浅水中搁浅的海冰(strandedice)28



衰c．8冰山等级表GB／T12763．2—2007高度／水平尺度／等级名称符号rFl1小冰山△5～1515～602中冰山A16～4561～1223大冰山△46～75123～2134巨冰山△>75>213表C．9冰山形状分类表冰山形状符号平顶(桌状)冰山[]圆顶冰山△尖顶冰山A斜顶冰山么



GB／T12763．2—2007附录D(资料性附录)海洋水文观测记录表格式海洋水文观测记录表格式见表D．1～表D．11。表D．1目测海浪记录表调查海区断面号观测日期调查船航次号年月日至年月日站位渡向水风风海渡(。)序站纬度经度观测时问深向速况号号N／SE／Wm(。)m／s(级)型风浪涌浪(。)(‘)(”)(。)(’)C)时分波序数有效有效波最大最大渡序站渡要素波高周期波高周期波级号号12345678910sm渡高周期波高周期备注观测者计算者校对者寰D．2海水透明度、水色和海发光观测记录表调查海区断面号观测日期调查船航次号年月日至年月日站位透发发观测水水光海有无星月序站纬度经度时间深明色光等况号号N／SE／W度类n1(级)级(级)降水(。)(’)(”)(。)(‘)(”)时分m型(级)备注观测者计算者校对者



衰D．3浮冰观测记录表GB／T12763．2—2007调查海区断面号观测日期调查船航次号年月El至年月日站位海面天密表观测时间气风风冰冰冰冰能见气集面厚站纬度经度度温速向量度特℃m／s(。)现1／10型状cm号N／SE／W时分km象1／10征(。)(’)(”)(。)(’)(”)漂流速度和方向冰区边缘线特征点起点终点1234移动时间速方距离间隔度向方向距离方向距离mSm／,(。)方向距离方向距离方向距离方向距离(。)m(。)m(。)m(。)1"11(。)m(。)iTi备注观测者计算者校对者衰D．4固定冰观测记录裹调查海区断面号观测日期凋查船航次号年月日至年月日站位天冰界特征点观测海面气风风冰站纬度经度时间能见气冰1234号N／SE／W度温速向厚km℃m／s(。)现型方向距离方向距离方向距离方向距离象ctn(。)(’)C)(o)(’)(”)时分(。)m(。)m(。)m(。)m备注观测者计算者校对者31



GB／T12763．2—2007袭D．5冰山观测记录衰调查海区断面号观测日期调查船航次号年月日至年月日船位冰山位置冰冰漂流方向和速度观测山山起点终点移动时问纬度经度时间方向距离纬度经度高方向速度N／SE／W形方向距离方向距离距离间隔度(。)m／s状(o)m(。)mmS(。)(’)(”)(。)(7)C)时分(。)(。)(7)(。)(‘)m备注观测者计算者校对者表D．6．1颠倒温度表铡温记录表(I)调查海区调查船站号站纬度凋查机构航次号准确度等级位：经度观测日期年月目颠倒时间读数I读数Ⅱ水温深度订实际采水温度Vo器号表号℃副温主温副温器差t主温器差T丁+V。T—tKT+KTw正值深度℃m℃℃℃℃℃℃℃℃℃℃℃℃备注32观测者计算者校对者



衰D．6．2颠倒温度裹测温记录衰(Ⅱ)GB／T12763．2—2007调查海区调查船站号站纬度调查机构航次号准确度等级位：经度观测日期年月日颠倒时间读数I读数ⅡLTw采水温度v0Tw计算frT+Vn丁一tK丁+K尸m(v：)副温主温副温器差主温器差(To)深度器号表号(￡7)(T’)(r+矾)(丁w—t’)(k)(r+K)℃℃℃℃℃℃℃℃Om℃℃℃℃℃℃备注观测者计算者校对者表D．7盐度分析记录表调查海区调查船站号站纬度(N／S)。’”调查机构航次号准确度等级位：经度(E／W)。‘”采水日期年月日分析日期年月目采水时间水浴电导盐度未盐度实测瓶实用盐度水层号温度比修正值修正值定标备注(S=Sn+AS)时分℃(RT)(S。)(△S)时间S=×10、R15=水温T--℃定标值观测者计算者校对者33



GB／T12763．2—2007裹D．8CTD观测记录表调查船海区航次号水深仪器型号探头号观测日期现场工作情况站号纬度经度取样间隔入水时间出水时间下放速度电池电压海况CTD采水记录压力温度采水器号层次电导率盐度采水瓶号盐度计值备注MPa℃海区诃查船观测者计算者校对者裹D．9漂流浮标记录裹航次号水深漂流浮标器号日期现场情况记录开机时间北京时间GMT日期投放时间北京时间GMT经度投放位置纬度海面温度海况风速风向观测者计算者校对者



调查船表D．10船只锚碇测流记录寰海区——磁偏差——仪器型号站号————经度——纬度——水深GB／T12763．2—2007观测日期仪器工作情况经度投放位置纬度直读／自记入水时间出水时间海况风速风向调查船海区观测者计算者校对者衰D．11声学多蕾勒测流记录寰磁偏差仪器型号站号——经度——纬度——永深文件名仪器工作情况层数层厚m平均间隔输入盐度输入温度开始Ping日期开始Ping时间直读／自记人水时闻出水时间观测者计算者校对者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