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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2024 年 3 月 25 日，《海洋观测站（点）运行评估技术指

南 第 1 部分:总则》标准获得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

复立项，计划编号：20240269-T-418。该标准由自然资源部海

洋预警监测司指导并提出，牵头起草单位为国家海洋技术中

心，参与起草单位包括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海洋预警监测处、

自然资源部东海局海洋预警监测处、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海洋

预警监测处、国家海洋局南海信息中心、国家海洋局烟台海

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国家海洋局宁波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自然资源部珠海海洋中心、福建省海洋预报台、海南省海洋

环境监测预报中心等。 

（二） 制定背景 

《海洋观测站（点）运行评估技术指南》系列标准旨在

量化评价海洋观测站（点）的整体运行情况，发现薄弱环节，

为海洋观测站（点）能力提升及运维管理等提供指导依据，

指引全国各有关部门、涉海科研院所及涉海企事业单位不断

优化并提升各类海洋观测站（点）的总体运行维护和管理水

平。 

按照当前海洋观测技术发展与业务化运行管理水平，

《海洋观测站（点）运行评估技术指南》系列标准暂计划分

5 个部分设计并编制。本文件为“第 1 部分：总则”，主要明

确了海洋观测站（点）评估的总体原则、评估对象、评估方

法、主要评估指标、评估程序及评估报告内容提纲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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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则”标准计划设计为：《海洋观测站（点）运行评估技术

指南 第 2 部分：海洋站》《海洋观测站（点）运行评估技术

指南 第 3 部分：浮标》《海洋观测站（点）运行评估技术指

南 第 4 部分：海洋观测雷达》《海洋观测站（点）运行评估

技术指南 第 5 部分：海底观测站点》。该标准的制定将以不

同类型观测站（点）的技术特性和运行维护需求为牵引，坚

持“客观性、全面性、科学性、指导性”等基本原则，设计

指标体系层次和评估要素，形成具体指导性评估结论并提出

优化改进措施。随着海洋观测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海洋观测装

备业务应用的逐步成熟，其他“分则”标准还将适时增补。 

（三） 主要工作过程 

2019 年 3 月至 2023 年 12 月：按照自然资源部工作要

求，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牵头编制了《地方海洋观测站（点）

纳入国家全球立体海洋观测网评估技术规程》（以下简称“入

网评估规程”），先后组织完成了全国 320 余个地方海洋观测

站（点）纳入国家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网的评估工作并取得了

良好应该效果，其成果报告均被自然资源部采纳应用。鉴于

以上，按照“入网评估规程”的主体内容，初步酝酿形成了

该标准草案。考虑到全国海洋观测网建设管理由自然资源部

牵头，联合交通部、水利部、教育部、中科院、气象局等多

家部门联合实施，该标准定位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3 月：完成了该推荐性国家标准

的申报和立项。 

2024 年 3 月至 2024 年 5 月：组织成立编写组，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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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为基础，以电话、社交软件和线上会议的形式开展内部

讨论，并与行业内技术专家进行多次交流探讨，形成了标准

工作组讨论稿，并组织召开了专家启动会，确定了标准的总

体架构与编写计划分工等。 

2024 年 5 月至今：编写组多次通过电话、社交软件和内

部视频会议，查阅大量现行海洋观测业务运行管理制度、标

准规范等，以评估指标体系设计为重点，对工作组讨论稿的

内容条款进行了逐条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工作 

编制任务下达后，由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牵头，自然资源

部北海局海洋预警监测处、自然资源部东海局海洋预警监测

处、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海洋预警监测处、自然资源部东海标

准计量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宁波海

洋中心、自然资源部烟台海洋中心、自然资源部珠海海洋中

心、福建省海洋预报台、海南省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等单

位参加，共同成立了编制组。牵头起草单位国家海洋技术中

心是海洋观测网的总体技术支撑单位，编制组成员包括国家、

海区、地方海洋预警监测管理机构、业务执行行单位等的行

政管理、业务执行等层面的领导和骨干人员，编制组成员分

工合作开展标准各章节的编写，主要人员组成及分工见表 1。 

表 1 编制组人员分工 

序号 姓名 单位 任务分工 

1 杨子原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标准负责人，负责

组织协调，负责标

准主体框架和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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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任务分工 

2 王鹏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3 张东亮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4 邱文博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5 姜民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6 冯月永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7 张翼飞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8 邵毅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9 姚世强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10 宋雨泽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11 杨磊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12 张宇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13 曾继平 
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海洋预

警监测处 
参与标准编制 

14 乔彬 
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海洋预

警监测处 
参与标准编制 

15 韩晓鹏 
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海洋预

警监测处 
参与标准编制 

16 陈冬麟 
自然资源部东海局自然资

源处 
参与标准编制 

17 吴志伟 
自然资源部东海局海洋预

警监测处 
参与标准编制 

18 赵秀玲 
自然资源部东海标准计量

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19 黄志聪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海洋预

警监测处 
参与标准编制 

20 游大伟 国家海洋局南海信息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21 刘李钊 
国家海洋局烟台海洋环境

监测中心站 
参与标准编制 

22 贝京阳 
国家海洋局宁波海洋环境

监测中心站 
参与标准编制 

23 杨凡 自然资源部珠海海洋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24 张彦 福建省海洋预报台 参与标准编制 

25 王同行 
海南省海洋环境监测预报

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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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包括

试验、统计数据） 

（一）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总体框架结构依据 GB/T 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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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以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国家标

准为依据，坚持“科学、严谨、合理、实用和可操作”的编

写原则，结合我国实际需求，力求语言简明、内容全面，便

于应用单位参照实施。 

（二）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关于“范围”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构建形成了覆盖“岸-海-空-天”

的立体海洋观测网，海洋站、海洋观测浮标、海洋观测雷达、

志愿船自动测报站、海床基、潜标、无人机、卫星遥感等业

务化观测能力和手段正日趋完善，为海洋观测预报和防灾减

灾提供了基础保障。与此同时，也对上述业务化观测能力的

运行维护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海洋观测站（点）运行评估技术指南》系列标准以《海

洋观测预报条例》及 2022 年印发的新一轮全国海洋观测网

规划等文件为指导，立足于国家海洋基本海洋观测网巡检和

运行评估以及地方海洋观测站点纳入国家全球海洋立体观

测网评估的工作经验起草编制，旨在指导全国各有关部门、

涉海科研院所及涉海企事业单位不断优化并提升各类海洋

观测站（点）的总体运行维护和管理水平。本标准是系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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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总则”部分，为其他“分则”部分确立了统一的原则、

评估规则、评估程序等。 

2.关于“术语和定义” 

在标准的“术语和定义”部分定义了“基础设施”和“仪

器设备”等 2 项术语。 

为了即可与《海洋观测预报条例》尽可能保持一致，又

兼顾本标准对海洋观测站（点）评估指标体系设计的需求，

开展精细化评估，将“海洋观测设施”术语—“海洋观测设

施，是指海洋观测站（点）所使用的观测站房、雷达站房、

观测平台、观测井、观测船、浮标、潜标、海床基、观测标

志、仪器设备、通信线路等及附属设施”，拆分为 2 项。这 2

项术语所指的对象，在本标准中需要独立设计评估方法和评

分规则。 

其中，第 1 项术语“基础设施”主要指海洋观测站（点）

辅助配套土建设施和海上浮（潜）标观测平台等；第 2 项术

语“仪器设备”主要指海洋观测站（点）所使用的观测设备

和供电、防雷等辅助设备。 

3.关于“评估对象” 

与有效贯彻落实 2022 年印发的《全国海洋观测网规划》

要求，统筹管理全国海洋观测工作，推动全国海洋观测“一

张网”“一盘棋”，在“5.评估对象”章条中着重明确了海洋

站、海洋观测浮标、海洋观测雷达及海底观测站点等海洋观

测站（点）运行维护的责任主任是全国各有关部门、涉海科

研院所及涉海企事业单位，包括自然资源部、科技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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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国科学院、交通部、水利部、气象局、港航企业等全

国所有涉及建设运行相关海洋观测站（点）的部门和单位。

同时明确了评估的客体对象和内容主要包括：站点布局、观

测环境、基础设施、仪器设备、运行维护等方面，也将以这

5 方面为基础构建评估指标体系。 

4.关于“评估指标设计” 

本节介绍了《海洋观测站（点）运行评估技术指南》系

列标准评估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要求与主要内容，为后续分

则部分设计编写提供总体指南。各分则部分的一级评估指标

均相同，为“站点布局、海洋观测环境、基础设施、仪器设

备、运行维护”5 部分，这 5 部分系统归纳概括了海洋观测

站（点）运行管理的通用要素。 

在二级指标描述时，考虑到本标准作为总则，宜指明在

对应一级指标下需要开展评估的总体要素考虑，提出相关方

向性建议（即后续有关“分则”标准中具体评分指标编制的

指引），暂不涉及具体评分标准，如“海洋观测站（点）布局

选址与国家或地区发展规划的符合性和一致性”。至于具体

评分标准，如“海洋站温湿度观测设备达到什么精度，可评

估得多少分”，将在系列标准第 2 部分—“海洋站分则”部分

具体设计并明确。本节有关内容及编制依据如下： 

（1）站点布局 

序号 主要评估指标内容 编制依据或论据 

1 
海洋观测站（点）布局选址与

国家或地区发展规划的符合性

与国家、地方发展规划

的一致性是站点布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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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致性 理性判定的“上位依

据”和“先决条件”，是

海洋观测站（点）服务

保障国家、地区海洋观

测能力总体战略布局和

长期可持续发展需求的

最重要体现。 

2 

海洋观测站（点）布局选址对

于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科学研

究、海洋工程建设及海运交通

运输等的保障性作用 

用于评估所建站点的实

际作用和功效，应有明

确的保障目标和服务对

象，防止站点只建不用

或重复建设等情况发

生。 

（2）海洋观测环境 

序号 主要评估指标内容 编制依据或论据 

1 

海洋观测站（点）观测数据所

能反映的周边海域海洋环境特

征的真实性、客观性 

依据《海洋观测规范》

系列标准设置。以海洋

站观测要素为例，周边

环境条件应符合

GB14914.2-2019、的

6.1.3、7.1.3、8.1.2 等章

条内容的要求。 

2 

海洋观测站（点）周边的自然

环境或电磁环境噪声等对观测

仪器设备正常安装使用的不利

影响程度 

由于周围观测环境因素

会不同程度影响各类海

洋观测设备的测量准确

度和稳定性，由此设置

此项指标来评判海洋观

测站（点）周边各类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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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要素对正常业务观测

活动的影响程度。 

（3）基础设施 

序号 主要评估指标内容 编制依据或论据 

1 

海洋观测站（点）基础设施建

设与相关标准规范的符合性程

度 

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对

海洋观测站（点）的观

测基础设施，比如验潮

井、浮标体、雷达天线

场地等，一般都作出了

相关建设、建造的技术

标准要求，设置该指标

来评判基础设施的实际

符合程度。 

2 

基础设施建设地点及其依托构

筑物的用海用地是否已完成确

权或签署长期租约，以及对观

测设备长期连续在位运行的影

响程度 

作为长期业务化观测站

点，一般应对观测站所

用土地或海域进行确

权，或者与土地权属单

位签订相关租赁协约

等，确保观测业务的长

期、连续、稳定运行。 

3 
基础设施老化程度或超期使用

情况等 

随着时间推移，在高

温、高盐的恶劣海洋环

境下，站点基础设施均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

或破损。在实践业务运

行中，老旧或破损基础

设施会不同程度应该海

洋观测业务的正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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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甚至影响到生产甚

至作业人员人身安全，

由此需开展此项指标的

评估评判。 

4 

浮标站及其附属设施与当地海

域安全通航及海上交通安全管

理要求的符合性； 

海上平台站与所在平台（如海

上油气平台）安全管理要求的

符合性 

该项评估指标从安全生

产角度出发而制定，参

考了国家标准 

GB14914.3-2021 的

4.1.3、5.3.4 章条内容。 

（4）仪器设备 

序号 主要评估指标内容 编制依据或论据 

1 观测项目齐全性 

观测项目齐全性能够直观体

现海洋观测站点仪器设备的

观测性能或技术能力，是重

要的仪器设备评估指标。以

全要素岸基海洋站为例，其

仪器设备的观测要素一般包

括：潮位、盐度、水温、大

气温度、大气相对湿度、风

速、风向、气压、降水量、

能见度、波高、波向等。 

2 

设备观测要素的观测范围、

准确度等与有关观测规范要

求的符合性程度 

以潮位为例，根据

GB14914.2-2019  6.1.2.1 潮

高的单位为厘米(cm)。潮高

的准确度等级分为三级：一

级最大允许误差为±1 cm;

二级最大允许误差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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