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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站（点）观测环境代表性调查与评估


叶颖，成方林，李博，郭海，王鹏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天津　３００１１１）

摘要：由于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观测点周围环境受到人为活动的影响日益加重，直接影响到

水文气象观测数据的准确性、代表性。因此，对海洋站（点）周围环境进行全面了解，并及时调

整观测布局的工作十分重要。文章主要介绍了“海洋站（点）观测环境代表性调查与评估”工

作，并以三亚海洋站为例，进行调查与评估研究。该项工作是国家海洋局首次开展的对辖属

１０６个业务化海洋观测站（点）周围观测环境的调查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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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海洋站（点）周围观测环境现状

海洋观测数据的准确性不仅取决于精准的

测量方法，观测点周围的环境情况也十分重要。

随着我国海洋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海洋

站（点）观测环境受到周边大型海洋工程建设、沿

岸滩涂的围垦开发利用、海水养殖和海洋排污等

人为活动的影响日益加重。例如，某海洋站气象

场附近建有高大的建筑物，距离气象场仅有不到

１００ｍ的距离，该建筑物会严重影响所测风速风

向等气象数据的准确性；一些海洋站的验潮井建

在码头，可能会受到周围码头建设、大型海洋工

程建设等影响，致使潮汐等水文数据的准确性无

法保证。目前，部分海洋站（点）的一些观测要素

已失去其区域代表性、准确性，直接影响到观测

质量和数据应用。

为实际掌握观测环境对观测业务的影响程

度，及时调整观测布局，保障业务化观测系统的

正常运行，对海洋站（点）观测设施周围环境进行

调查，并进行评估的工作非常必要。

２　调查评估工作的开展

２１　调查依据

国家海洋局在２０１３年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

海洋站（点）观测环境代表性调查与评估工作。

在开展调查评估工作之前，技术组结合《海滨观

测规范》［１］要求，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６１５号令《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
［２］中的相关内

容，编写了用于观测环境调查评估的《海洋站

（点）观测环境代表性调查与评估技术规程》（以

下简称《技术规程》）。根据《技术规程》内容，全

面细致地调查了海洋站（点）的基本情况、水文气

象设施情况及设施周围环境情况，并且对所调查

的资料进行了客观地评估和分析，对周围环境影

响较大且失去代表性的海洋站（点）进行了综合

评估。

２２　调查与评估工作

海洋站（点）观测环境代表性调查与评估主

要分为调查与评估两个阶段。

调查阶段，是对海洋站水文气象观测设备、

设施周围的障碍物、干扰源、高大建筑植物、铁路

公路等情况进行精准地调查，从而了解掌握该站

观测点的总体情况。

评估阶段又分成一般性评估阶段和综合评

估阶段。一般性评估是根据对海洋站的全面调

查，对障碍物、干扰源等影响因素的记录，对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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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的评估分成“好”“良好”“基本满足”和“不

满足”４种结论（表１）。一般性评估结论为“不满

足”的站点，初步判断其水文气象观测设施周围

的障碍物可能影响到了观测数据的准确性，需要

对该站进行综合评估。综合评估是取某观测要

素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最后判断该站是否受到

周围障碍物或干扰源的影响。

表１　一般性评估结论分类

序号 条件 一般性评估结论

１ 不存在影响观测环境的项目 好

２
存在１项或２项影响观测环境的因

素，且影响不严重
良好

３
存在３项影响观测环境的因素，且影

响不严重
基本满足

４
存在３项以上影响观测环境的因素，

且影响严重
不满足

２０１３年海洋站（点）的调查与评估工作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东海分局、

南海分局３个海区分局高度重视，在各分局成立

专题工作组，依据《技术规程》开展海洋站（点）观

测环境代表性调查与评估工作，保证了调查工作

的质量和效率。根据《技术规程》的调查、评估方

法，在调查的１０６个海洋站（点）中，共有１３个海

洋站（点）的一般性评估结论为“不满足”，需要进

行综合评估，所占比例为１２．３％。

其中，镇海、瓯江口、沙港头、翔安、盐田和硇

洲等６个海洋站（点）水文观测环境代表性需要

进行综合评估；京唐港、塘沽、黄骅等３个海洋站

（点）气象观测环境代表性需要进行综合评估；石

岛、葫芦岛、清澜和三亚４个海洋站水文和气象

观测环境代表性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综合评估

（表２）。

表２　各海区一般性评估结论为“不满足”的

站（点）统计

序号 海区 一般性评估为“不满足”的站（点）

１ 北海 葫芦岛站、京唐港站、塘沽站、黄骅站、石岛站

２ 东海 镇海站、瓯江口站、沙港头站、翔安测点

３ 南海 盐田站、硇洲站、三亚站、清澜站

根据《技术规程》中“综合评估方法”，２０１４年

各分局对３个海区中调查情况较为严重的１３个

站（点）进行了综合评估，并且组织专家对报告进

行了评审。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各海洋站对综合

评估工作进行了改进和完善。评估结果为１３个

海洋站（点）的观测环境代表性都存在一定的问

题（表３），需要对有问题的站（点）进行整改。

表３　海洋站（点）观测环境代表性综合评估结果

海洋站

（点）
一般性评估结论 综合评估结论

葫芦岛
水文观测环境：不满足

气象观测环境：不满足

盐度和风观测环

境受到影响

京唐港
水文观测环境：好

气象观测环境：不满足

风观测环境受到

影响

塘沽
水文观测环境：好

气象观测环境：不满足

风观测环境受到

影响

黄骅
水文观测环境：好

气象观测环境：不满足

风观测环境受到

影响

石岛
水文观测环境：好

气象观测环境：不满足

风观测环境受到

影响

镇海
水文观测环境：不满足

气象观测环境：好

波浪观测环境受

到影响

瓯江口
水文观测环境：不满足

气象观测环境：基本满足

水温观测环境受

到影响

沙港头
水文观测环境：不满足

气象观测环境：良好

水温观测环境受

到影响

翔安
水文观测环境：不满足

气象观测环境：良好

验潮井周围大面

积淤 积，拟 建 新

站，未做评估

盐田
水文观测环境：基本满足

气象观测环境：不满足

潮汐、盐度、风和

气温观测环境受

到影响

硇洲
水文观测环境：不满足

气象观测环境：好

盐度、风和气温观

测环境受到影响

三亚
水文观测环境：不满足

气象观测环境：不满足

盐度和风观测环

境受到影响

清澜
水文观测环境：不满足

气象观测环境：不满足

盐度和水温观测

环境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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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海洋站观测环境调查与评估案例研究

３１　研究案例概况

本文选取南海海区的三亚海洋站作为案例

进行分析。三亚海洋站于１９９２年建站，位于海

南省三亚市和平路三亚湾三亚港内，隶属海口海

洋环境监测中心站。三亚海洋站现有气象观测

场、验潮井和温盐井，观测项目有能见度、风向、

风速、气压、气温、降雨量、潮汐、海发光、水温、盐

度、ＧＰＳ等。此外还进行海水浴场监测。

三亚海洋站验潮井位于气象观测场南面三

亚港旁边的护堤上，正对凤凰岛，建站初期，海洋

站周围海域开阔，最低潮水时，水深仍能保持

４ｍ。２００２年三亚湾白排围填人工岛，采用人工

便道运送填埋石料，三亚湾与三亚港被人工便道

分隔开，海水流通受阻，验潮井附近出现淤积现

象。２００６年６月份人工便道拆除，海水交换畅

通，但淤积现象依然严重。

３２　观测环境调查

因为调查方法以实际勘测和拍照为主，调查

工作中需要用到经纬仪、激光测距仪、ＧＰＳ定位

仪等设备。海洋站布局图采用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软

件绘制。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软件是一款实用性强的地

图软件，通过调整不同的位置、比例，绘制详细的

街道、农田、房屋、河流等所在方位［３］。

通过使用精密仪器测量，调查了三亚海洋站

的潮汐和温盐观测点周围２ｋｍ范围内障碍物及

３ｋｍ范围内干扰源，气象观测场四周５００ｍ范围

内成排、孤立障碍物和３００ｍ范围内铁路公路干

扰源［４］。调查出的障碍物和干扰源较为严重的

共有５个（表４）。

表４　三亚海洋站水文、气象观测点周围障碍物或干扰源统计

序号 观测点
障碍物或干扰源

名称

到观测点

最近直线距离／ｍ

所在方位／

（°）

建成（或出现）

时间
备注

１

２

潮汐和温盐

观测点

三亚河出海口 ２０００ １８０ 一直存在 排污、排水

凤凰岛 ６００ ２７０ ２００２年 人工岛

３

４

５

气象观测场

三亚海洋局小区楼房 ５０ ５～９０ 一直存在 成排建设物

三亚海洋局小区树木 １０ ５～１８０ 一直存在 成片树木集合体

三亚海洋局小区道路 ４ ９０ 一直存在 －

３３　观测环境评估

根据观测环境代表性调查结果，由表１判断可

知，三亚站的观测环境一般性评估结论为“不满足”。

本文选取三亚站对潮汐的综合评估作详细分析。三

亚站附近围填人工岛，验潮井发现有淤泥，可能对潮

汐观测产生影响，需要综合评估，深入了解。

三亚湾的潮汐同时受南海和北部湾两个水

域潮汐系统的影响。海湾中潮波主要表现为前

进波性质，潮波从南海传至湾口东南水域，继续

向西传播，部分潮波向西北偏西传向北部湾、部

分向北进入三亚湾和三亚港水域。三亚湾的潮

汐性质为不正规全日潮，多年平均潮差０．７９ｍ，

属弱潮海区。

根据《技术规程》中“潮汐观测环境综合评估

方法”，选取三亚湾人工岛开工前２００１年，施工

期２００３年和工期后２００８年３个时期典型年份作

数据对比分析。由于三亚潮汐属于不规则日潮，

因此计算各年犓１、犗１，结果如下：

｜犓
２００１
１ －犓２００３１ ｜

犓２００１１

×１００％＝２．５％≤１０％

｜犗
２００１
１ －犗２００３１ ｜

犗２００１１

×１００％＝４．８６％≤１０％

｜犓
２００３
１ －犓２００８１ ｜

犓２００３１

×１００％＝３．５９％≤１０％

｜犗
２００３
１ －犗２００８１ ｜

犗２００３１

×１００％＝１．１５％≤１０％

｜犓
２００１
１ －犓２００８１ ｜

犓２００１１

×１００％＝６．２６％≤１０％

｜犗
２００１
１ －犗２００８１ ｜

犗２００１１

×１００％＝６．０７％≤１０％

此外，选取了三亚站附近的清澜站和博鳌站

在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８年每月的潮位数据进

行比较（图１）。在人工岛施工前及施工期间三亚

与清澜潮位呈准同步变化趋势，同时在人工岛建

成后的潮汐变化过程同步，人工岛的建设对三亚

潮位没有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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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各站月平均潮位变化对比

根据《技术规程》中“潮汐观测环境综合评估

方法”，相关系数小于１０％，则认为潮汐观测环境

代表性不受影响。

４　结束语

“海洋站（点）观测环境代表性调查与评估”

工作是国家海洋局首次开展对辖属业务化海洋

观测站（点）的观测环境进行了全面调查与评估。

经过两年时间的不懈努力，共调查了１０６个海洋

站（点）情况，全面了解海洋站（点）观测环境现

状。对筛查出情况较为严重的１３个站（点）进行

了综合评估，并对影响到观测数据的情况，提出

了整改方案。

通过对各海洋站（点）的调查与评估，确保了

海洋站（点）水文气象观测数据的准确性与代表

性；为海洋站（点）优化调整和科学布局提供基本

信息及建设依据；积累观测环境基本资料，为科

学、定量评价海洋水文气象观测数据提供基本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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