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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仪器海上试验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仪器研制过程中进行的海上试验的基本程序、合同签订、试验前的准备、试验的 

实施、试验报告编写、试验结果评价与验收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研制阶段的海洋仪器海上试验的组织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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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2763.1  海洋调查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T  12763.2 海洋调查规范  第2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  12763.3 海洋调查规范  第3部分：海洋气象观测

GB/T  12763.4  海洋调查规范  第4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T  12763.5 海洋调查规范  第5部分：海洋声、光要素调查

GB/T  12763.6 海洋调查规范  第6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T  12763.7 海洋调查规范  第7部分：海洋调查资料交换

GB/T  12763.8 海洋调查规范  第8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GB/T  12763.9 海洋调查规范  第9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GB/T12763.10    海洋调查规范 第10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GB/T12763.11    海洋调查规范 第11 部分：海洋工程地质调查

GB/T  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HY/T058        海洋调查观测监测档案业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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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洋仪器  oceanographic instruments

用于海洋观测、取样、测试的仪器。

[HY/T    008-1992,定义01-004]

3.2

海上试验  sea  test

以调查船为载体，对研制阶段的海洋仪器进行的试验。

3.3

参试仪器  instruments under test

处于研制阶段参加海上试验的各种海洋仪器、设备、装置、软件、系统及部件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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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比测仪器  instruments for comparative measurement

与参试仪器有可比性，具有相同或高一等级准确度的同类仪器。

3.5

比测试验  comparative   test

为了考核参试仪器的性能，而使它与比测仪器处于相同或相近的空间位置和测量环境，并以相同或 

相近的数据采样方式工作的海上试验。

4  海上试验基本程序

4.1  合同签订阶段

合同签订阶段的工作内容包括：

a)     项目委托；

b)  合同签订；

c)    合同修改。

4.2  准备阶段

海上试验准备阶段工作内容包括：

a)     试验大纲编写；

b)     试验大纲评审和参试仪器确认；

c)     试验计划编制；

d)    试验计划的评审；

e)     试验人员确定；

f)     试验船舶确定；

g)    试验组织与管理

4.3  实施阶段

海上试验实施阶段工作内容包括：

a)     试验组织实施；

b)    试验的工作内容；

c)     试验质量控制。

4.4  报告编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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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试验报告编写阶段工作内容包括：

a)     资料整理与样品分析，并填写海上试验航次数据获取情况汇总表；

b)    报告编写；

c)     资料和成果归档。

4.5  结果评价与验收阶段

结果评价与验收阶段工作内容包括：

a)     海上试验结果评价；

b)     海上试验成果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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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同签订阶段

5.1  项目委托

5.1.1  甲方为项目委托单位即仪器研制项目单位，乙方为项目受托单位即试验承担单位，按相关规定 

或双方通过协商，达成项目委托。

5.1.2  项目委托应以合同委托方式或下达任务方式办理，委托书或任务书由委托单位提出。

5.1.3  项目受托单位应是独立法人或由其授权的，并具有相应资质的海洋技术机构。该机构应按 

GB/T   27025 的规定建立适宜本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并保持有效运行。承担向社会出具公证数据的调 

查任务的单位，应通过计量认证。

5.2  合同签订

合同书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本标准的要求起草。项目委托单位与项目受托单位应在达

成共识的基础上，签订合同。

5.3  合同修改

合同修改应经双方协商达到一致，并保留记录。

6  海上试验准备阶段

6.1  海上试验大纲编制

6.1.1  海上试验大纲编制单位

海上试验大纲由项目委托单位组织编写，并签署审查意见后，提交给项目受托单位。

6.1.2  海上试验大纲的编制内容

海上试验大纲编制的内容主要包括：

a)     项目简介及来源；

b)    海上试验性质和目的；

c)     参试仪器的技术状态和数量(含备件的数量);

d)     海上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及其技术依据、作业程序和作业要求；

e)     海上试验地点、时间和环境条件，特别是极限条件要求；

f)     海上试验的组织，管理，操作人员的数量、岗位及职能要求；

g)      比测仪器及其状态，比测方法和比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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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试验数据和比测数据的处理方法；

i)      海上试验结果的评定准则；

j)     海上试验保障条件和特殊要求；

k)     海上试验安全控制方案和应急措施；

1)  作业现场技术文件、记录表格及操作程序等；

m)   达到海上试验条件的证明材料，包括基本环境试验结果评价报告、室内测试结果报告、湖试报 

告、海试报告等。

海上试验大纲封面与内容格式见附录 A 中的图 A.1  和图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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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海上试验大纲的评审

海上试验大纲提交项目受托单位后，由项目受托单位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填写《参试仪器海上试 

验大纲评审表》(见附录 A 中的图 A.3),     确认参加海上试验的参试仪器和试验项目。评审通过后方可 

组织实施。

6.2  海上试验计划编制

6.2.1  海上试验计划编制单位

签订合同书或收到项目任务书后，项目受托单位应在技术设计基础上编制海上试验计划。

6.2.2  海上试验计划技术设计

航次首席科学家负责技术设计，技术设计应按 GB/T12763.1～GB/T       12763.11 中的相关规定进

行，工作内容应满足合同书或项目任务书以及各参试仪器试验大纲的要求。

6.2.3  海上试验计划编制原则

海上试验计划编制遵循以下原则：

a)    符合各参试仪器试验大纲要求和GB/T12763.1～GB/T       12763.11的规定；

b)    根据参试仪器的种类和数量合理进行相应的资源配置；

c)     充分利用已有的具有溯源性的文献和材料；

d)    提高效益，减少损耗，充分利用资源，保障安全，合理安排海上试验；

e)    遵守相关的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规定。

6.2.4  海上试验计划的编制内容

海上试验计划编制的主要内容包括：

a)     项目概述及来源：

b)    参试仪器的种类及数量；

c)     比测仪器的种类、技术指标及数量；

d)    试验海域及站位；

e)     人员组织；

f)     时间安排；

g)  条件保障；

h)     安全措施；

i)     其他说明。

海上试验计划封面与内容格式见附录 B 中的图 B.1  和图 B.2。

6.2.5  海上试验计划的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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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试验计划由项目受托单位签署审查意见后，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评审，并填写《参试仪器海 

上试验计划评审表》(见附录 B 中的图 B.3) 。 评审通过后方可组织实施。

6.3  海上试验人员

6.3.1  航次首席科学家

6.3.1.1  航次首席科学家的确定

航次首席科学家由项目受托单位推荐，经相关领域专家和各参试仪器项目负责人代表进行评审确

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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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确认后与项目受托单位签订聘任合同。

6.3.1.2  航次首席科学家的基本条件和职责

航次首席科学家基本条件和职责如下：

a)    熟悉海洋仪器海上试验的背景，熟悉本航次参试仪器的技术原理及理论基础，掌握必备的专业 

操作技能，有较丰富的海上作业经验；

b)    能够正确处理海上试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合理分配试验资源；

c)     熟悉国际、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d)    全面负责本航次海上试验的领导、组织、指挥和各参试项目间的协调；

e)    严格按海试计划要求实施海上试验，确保航次海上试验目标的实现。

6.3.2  海上试验各参试仪器项目负责人

6.3.2.1  海上试验各参试仪器项目负责人的确定

海上试验各参试仪器项目负责人应为参试仪器课题组组长或其授权的技术负责人。

6.3.2.2  海上试验各参试仪器项目负责人的基本条件和职责

海上试验各参试仪器项目负责人基本条件和职责如下：

a)    熟练掌握本项目涉及学科的基本理论、专业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能够处理海上试验过程中出

现的各类问题；

b)     具备一定的组织与协调能力，遵从航次首席科学家的领导；

c)     协助首席科学家开展海上试验工作，负责本项目的人员安排和组织；

d)     负责本项目海上试验按海上试验计划和本项目海上试验大纲要求实施，保证本项目海上试验

目标的实现；

e)     负责编写本项目的海上试验报告。

6.3.3  海上试验队员

6.3.3.1  海上试验队员的确定

海上试验各参试仪器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的实际需要，确定各项目的海上试验队员。

6.3.3.2  海上试验队员的基本条件和职责

海上试验队员基本条件和职责如下：

a)  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技能，具有一定的海洋理论基础知识，熟悉本项目海洋仪器工作原理和操 

作，具备一定的资料处理与分析能力；

b)    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遵从航次首席科学家和海上试验项目负责人的领导；

c)     负责海上试验的操作、资料获取及资料分析处理，保证海上试验数据的真实、完整、可靠。

6.4  海上试验船舶

6.3.1.2
6.3.2.1
6.3.2.2
6.3.3.1
6.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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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海上试验船舶应满足如下一般要求：

a)     具有适应海上试验用的所需甲板调查设备，作业面满足试验需要；

b)    具有便于安装船载海洋仪器的通海竖井或其他安装条件；

c)    具有满足现场试验作业和现场样品处理、测试、分析与资料整理所需的实验室； 

d)  具有海上试验所需的供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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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具有周密、可靠、有效的航海安全、消防和救生措施及设备，并配有全球导航定位系统和通讯 

系统 ；

f)  具有不同航速下连续航行的能力；

g)     具有准确可靠的测深设备；

h)     深、远海区海上试验应有较大的续航力和自持力，能在广泛的深水洋区作业； 

i)      具有低电磁辐射环境。

6.4.2  海上试验船舶应满足如下管理要求：

a)    通过船舶和有关检验机构的检查，符合适航标准和安全检查条例；

b)    船长及船员应具有相应职位的资质证书，熟悉本职业务，明确海上试验任务对船舶的作业要

求，并能积极主动地配合完成海上试验任务；

c)     保证海上试验人员的必要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d)    船长按计划完成备航和安全检查、教育工作；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船舶的行动应尊重航次

首席科学家的意见，保证按照海上试验任务的需要准确地操纵船舶；

e)     船属所有设备，均需经常保持良好状态。

6.5  海上试验组织与管理

6.5.1  航次首席科学家应对上船的海上试验人员，按试验项目或专业合理分工，成立比测试验组、质量 

控制组和第三方独立检验组。

6.5.2  比测试验组职责如下：

a)     协助参试仪器组(项目)按照“海上试验大纲”开展海上试验；

b)    负责比测仪器操作、资料获取与处理分析；

c)     负责海上试验资料的收集、整理及移交；

d)    负责各试验项目海上试验报告的汇总。

6.5.3  质量控制组职责如下：

a)     负责参试仪器、设备安装调试过程和海上试验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b)    负责监控海上试验过程中故障处理过程和技术状况；

c)     全程跟踪、监督海上试验关键过程；

d)     编制海上试验过程质量控制报告。

6.5.4  第三方独立检验组职责如下：

a)     负责对申请第三方独立检验的参试仪器开展第三方独立检验；

b)    全程跟踪、监督海上试验过程；

c)    依据仪器研制合同书、仪器企业标准、其他适用的或可供参考的有关国家(或行业、企业)的标

准(或规范、规程、方法)、室内检测方法和海上比测试验方法，完成第三方独立检测报告；

d)    出具第三方独立检验报告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以确定仪器是否符合计量法制管理要求和 

合同书规定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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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上试验阶段

7.1  海上试验组织实施

在航次首席科学家组织和领导下，严格按照海上试验计划和试验大纲要求实施海上试验。

7.2  试验工作内容

7.2.1  比测试验分类

海上比测试验分为以下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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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具备检定或校准条件的仪器进行海上比测试验，主要检验仪器的环境适应性、可靠性及稳 

定性 ；

b)    在测量原理上暂不具备检定或校准条件的仪器进行海上比测试验，主要验证参试仪器的技术 

指标和观测数据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7.2.2  比测试验方案

在设计比测试验方案时，应使比测仪器和参试仪器处于相同或相近的空间位置和测量环境，两者数 

据采集的频次和周期尽可能相同。

7.2.3  比测仪器

用于比测的仪器应与参试仪器有可比性。宜采用测量原理相同，并具有相同或较高准确度的仪器。 

用于比测的仪器设备应经法定计量单位检定合格，并在检定、校准证书有效期内使用。海洋物理量测量 

仪器宜采用仪器比测方法；化学测量仪器应采用同步采样分析比测方法。

7.2.4  检定或校准

比测仪器设备应送授权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或校准；没有授权机构的，由仪器持有单位按合法 

化的自校或互校方法进行自校或互校。比测仪器设备应在检定、校准证书有效期内使用。

7.2.5  观测时间

对于随时都可以观测的参试仪器，每相邻两次观测的时间间隔，应大于所有传感器中时间常数最大 

者的两倍。若被测环境要素的变化量较小，可适当增加间隔时间，反之可适当减少间隔时间。仪器安装 

后的第一次比测观测，应在所有仪器都与海洋环境条件充分平衡后进行， 一般应大于30 min。

7.2.6  基点漂移

为检验参试仪器本身的稳定性，并消除仪器因运输、环境变化等因素造成的基点漂移，海上比测试 

验后，应重新对比测仪器和参试仪器进行检定或进行合法化的自校、互校，以检验海上测量数据的可靠 

性，并排除数据的系统误差。

7.2.7  数据处理

处理比测试验数据时，应注意消除测量误差和剔除异常数据，按下述原则进行：

a)     区分影响量和被测量，影响量是指本身不是被测量却影响仪器或传感器示值(测量值)的环境

参量 ；

b)    区别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分析系统误差来源，并消除测量过程中引起的系统误差；

c)     剔除参试仪器或比测仪器出现故障时的测量结果；

d)     剔除经复测确认的人为操作或测量失误的测量数据；

e)  剔除测量时的使用条件不符合参试或比测仪器规定使用条件的数据；

f)     剔除超出仪器测量范围时的测量结果；

g)     剔除在一组差值中，大于该组的均方差3倍以上的个别差值。

7.2.8  比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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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比测试验结束后，应对试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比测结论，按以下要求进行： 

a)     应排除影响量和系统偏差；

b)    同种多台仪器在同一环境条件下的同步比测，同一被测量物理量以它们的观测数据之间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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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根误差表示；

c)  同类不同仪器之间的海上比测，其数据之间的偏差不作为参试仪器准确度指标的合格判定依 

据， 一般情况下，应对比测数据进行相关处理，将其相关性作为参试仪器测量数据可信度的一 

种依据。不同方法测量结果经统计回归处理后，其趋势应一致，并应与对海洋环境规律性认识 

一致；

d)    比测结果应对参试仪器与比测仪器是否具有可比性作出明确的结论。

7.3  质量控制

7.3.1  出航前准备状态检查

海上试验出航前准备状态检查主要内容包括：

a)    各参试仪器项目组负责完成参试仪器准备，填写《海上试验前准备状态检查申请表》(见附录C 
中的图 C.1),   并附于海试大纲中；

b)    参试仪器项目组负责组织完成比测仪器准备，比测仪器应具有法定计量单位出具的检定合格

证书或合法化的自互校证明，并作为附件附于海试大纲中；

c)     参试仪器应进行基本环境试验、室内测试、湖试等，并出具相应的证明材料，作为附件附于海试

大纲中；

d)    由航次首席科学家和各业务组对参试仪器、比测仪器、计量器具等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 

时进行整改。

7.3.2  海上试验前准备状态检查

海上试验前，参试仪器项目组对参试仪器开展准备状态检查，并填写《海上试验前准备状态检查 

表》,(见附录 C 中的图C.2)。

7.3.3  海上试验过程中质量控制

海上试验大纲是参试仪器准备与试验的依据，应严格遵照其内容实施。海上试验过程中质量控制 

主要内容包括：

a)     根据海上试验大纲，参试仪器项目组进行海上设备的调试，海上试验仪器的布放、打捞等，并填 

写《操作程序检查表》(见附录C 中的图C.3);

b)    海上试验过程中，如果发生技术状态偏离设计，更改时应填写《海上试验更改通知单》(见附录 

C 中的图 C.4)  和《海上试验技术状态偏离确认单》(见附录C  中的图 C.5);

c)     海上试验过程中仪器发生故障，应进行故障审理并填写《故障报告表》(见附录C 中的图 C.6)、 

《故障分析报告表》(见附录 C 中的图 C.7)  和《纠正措施实施报告表》(见附录 C 中的图 C.8);

d)    海试过程中如果需要对《海上试验大纲》规定的项目、程序进行更改，应填写《海上试验更改通 

知单》,并经航次首席科学家确认签字后方可实施。

7.3.4  试验质量监督报告

质量控制人员在航次结束后应对质量监督情况编写《海上试验质量监督报告》。其主要内容应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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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质量监督项目简介；

b)    质量监督的组织和职责；

c)     质量监督的措施：

d)    对参试仪器海上试验质量监督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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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对参试仪器海上试验过程中故障及纠正措施的质量监督；

f)     海上试验质量监督结论；

g)    存在的问题。

8 海上试验报告编写阶段

8.1  资料整理与样品分析

海上试验资料整理与样品分析应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a)    原始资料和样品的交接与审核；

b) 样品分析、测试、鉴定方法及概况；

c)    资料整理、处理、计算和图件编绘方法及概况；

d)    比测资料比对方法与结果分析；

e)    海上试验航次数据汇总，填写《海上试验航次数据获取情况汇总表》(见附录 D 中的图 D.1)。

8.2  报告编写

海上试验结束后，各参试仪器项目组应编写海上试验报告，海上试验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a)    项目简介、海上试验性质和目的及参试仪器的技术状态和数量(含备件的数量);

b)    海上试验执行情况，主要内容包括：

1)  试验前准备；

2)  试验前的状态检查情况；

3)  每个项目的试验方法、步骤、持续时间、获取资料数量，试验海区相应的水文、气象、地质等 

环境条件；

4)  海上试验大纲规定的试验项目完成情况；

5)  故障分析处理情况；

c)     样品分析、测试、鉴定方法；

d)    资料整理、处理、计算和图件编绘方法；

e)    试验数据(包括比测数据)处理方法；

f)     试验结果评定准则和结论；

g)     试验中发现的问题和分析；

h)    作业现场技术文件包括试验记录、操作程序检查表等。

参试仪器海上试验报告封面与内容格式见附录 E 中的图E.1  和图 E.2。

8.3  资料和成果归档

8.3.1  归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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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范围主要包括：

a)    合同书或任务书以及有关的请示报告、批复、汇报及重要信函等；

b)    海上试验大纲、海上试验计划及其评审意见；

c)     质量控制各类状态检查表和试验质量监督报告；

d)    各种载体的试验数据、比测数据、原始记录等；

e)  海上试验报告；

f)     第三方独立检验报告及其评价书；

g)    试验结果评价和成果验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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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比测仪器检定证书。

8.3.2  归档要求

8.3.2.1  从项目委托开始，由项目受托单位负责组织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文件，按 HY/T   058   
的规定系统整理立卷。归档文件由项目受托单位负责人审查签字，经项目受托单位档案管理部门审查， 

确认符合 HY/T     058 的规定后，提交档案管理部门归档。

8.3.2.2  归档应按 HY/T    058 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办理归档手续。

8.3.2.3  海试资料应按保密规定划分密级，妥善保管。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管理文件、材料、海 

试大纲、海试计划、原始记录、海试资料、比测资料、质量控制检查表、海试报告、结果评价和验收文件等 

应永久保管。其他文件可视情况定为长期或短期保管。

8.3.2.4  归档的有关文件材料应为原件。

8.3.3  归档时间

持续时间为2年以内的海上试验项目，于验收或鉴定前、后两次完成归档；持续时间为2年以上的 

海上试验项目，还应在每个航次结束后6个月内归档一次。

8.3.4  归档质量要求

海上试验项目档案质量应符合 HY/T 
验收。

058 的有关规定。归档不符合要求的项目，不应进行成果

9  试验结果评价与验收阶段

9.1  结果评价

9.1.1  试验结果评价对象应包括试验报告、成果图件和资料报表等。

9.1.2  评价依据是合同书或任务书、参试仪器海上试验大纲和海上试验计划。

9.1.3  评价应在资料和成果汇总后，由航次首席科学家会同各业务组组长按9. 1.2的评价依据对本航 

次各参试仪器进行评价，并填写《海上试验结果评价表》(见附录F  中的图 F.1)。

9.1.4  申请第三方独立检验的参试仪器，由第三方进行独立检验和评价，并出具第三方检验报告和评 

价证明。

9.2  成果验收

9.2.1  验收内容主要是对试验情况和试验结果进行验收。

9.2.2  应依据项目合同书或任务书、海试计划、海试大纲、结果评价表进行验收。

8.3.2.1
8.3.2.2
8.3.2.3
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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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参试仪器海上试验大纲格式

参试仪器海上试验大纲封面、内容与评审表格式如图 A.1～ 图 A.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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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参试仪器海上试验大纲

参试仪器名称：

所属课题：

课题编号：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1 2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210

图 A.1      参试仪器海上试验大纲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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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一、项目简介及来源

一、海上试验性质和日的

三、参试仪器的技术状态和数量(含备件的数量)

四、海上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及其技术依据、作业程序和作业要求

五、海上试验地点、时间和环境条件，特别是极限条件要求

六、海上试验的组织管理，操作人员的数量、岗位及职能



13

210

图 A.2      参试仪器海上试验大纲主要内容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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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七、比测仪器及其状态，比测方法和比测程序

八、试验数据和比测数据的处理方法

儿、海上试验结果的评定准则

十、海上试验保障条件和特殊要求

十一、海上试验安全控制方案和应急措施

十二、作业现场技术文件、记录表格及操作程序等

十三、达到海上试验条件的证明材料，包括基本环境试验结果评价报告、室内测试结果报 

告、湖试报告、海上试验报告等

急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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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续)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

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906013240014010153

https://d.book118.com/906013240014010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