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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海洋预报和海洋灾害警报信息，《条例》要求海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媒体要安排固定的时段或者版

面，及时刊播海洋预报和海洋灾害警报；沿海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要建立和完善海洋灾害信息发布平台。

此外，针对个别非专业机构和个人擅自向社会发布

海洋预报和海洋灾害警报的问题，《条例》还规定了除

海洋主管部门所属的海洋预报机构外，其他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不得向公众发布海洋预报和海洋灾害警报。

发展海洋观测技术  
建设业务保障体系

罗续业

海
洋观测是人类认识海洋自然属性和环境特征

的基本手段，是海洋事业发展的基石。海洋

观测所获取的海洋环境资料，对海洋防灾减

灾、维护海洋安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开展海洋科学

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我国观测业务体系、政策

法规与规划体系建设都取得了重要进步，为今后海洋观

测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新时期，在国家海洋局的正确领导和“三个六”

工作部署、“五个用海”科学管理理念的指导下，加快

发展海洋观测技术，提升海洋观测业务水平，强化海洋

观测业务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地满足沿海地区经济社会

持续发展和海洋事业快速进步的需求，是我们肩负的重

要而艰巨的职责。

我国海洋观测业务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经过多年的建设，我国海洋观测工作发展迅速，海

洋观测的综合实力和服务保障水平不断提升，现已初步

形成了由岸基 ( 岛屿 ) 观测站点、雷达、浮标、潜标、船舶、

飞机和卫星构成的海洋观测网。观测范围不断扩大，观

测要素不断增加，实时性不断增强。

一是加快推进了海洋观测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开发应

用，观测技术水平不断提升。通过加强技术自主创新和

集成开发，在岸基观测、船基观测、海床基观测、浮标

潜标、水下滑翔器、海洋遥感等技术领域，突破了一系

列的重要技术，开发了多种类的关键技术装备，并有效

应用于海洋观测业务体系建设中。

二是加大了海洋观测基础能力建设力度，提高岸基

和离岸海洋观测能力，推进海洋台站升级改造。截至

2011 年底，已经完成了 40 多个老旧海洋站的升级改造，

海洋台站的面貌得到了较大改观。业务化海洋观测领域

逐步由近海向深海大洋延伸，在西北太平洋海域布放了

44 套 Argo 浮标和 21 套表面漂流浮标，将布放在东印度

洋的浮标和潜标纳入业务化运行。

三是进一步强化了海洋观测业务管理，海洋观测网

业务化运行更加规范。严格实行了观测数据周报、月报

制度和仪器设备故障报告制度。着重加强了海洋站仪器

设备日常校准比测、定期巡检等维护和保障工作。经共

同努力，海洋观测工作有了明显改观，观测质量和数据

传输率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四是进一步完善了海洋观测技术支撑体系，积极推

动海洋观测仪器设备标准化工作。制定了《海洋观测仪

器设备应用标准化方案》，编制了《海洋观测仪器设备

入网管理规定》以及 14 类 20 多项配套应用技术要求。

我国海洋观测事业进入重要发展机遇期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海洋事业实现新跨越的关键时

期，也是深入推进海洋观测预报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机遇

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海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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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监测（观测）技术等海洋技术列入重点发展计划，为

我国海洋观测高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国

家“十二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我国要围绕海洋公益服务事业需求，形成近海现场实时、

快速观测技术体系，拓展深远海的调查、观测能力，突破

近海环境观测关键技术，重点发展海洋立体观测关键技术，

促进海洋观测高技术仪器设备的产业发展。

近年来，国家加强了海洋观测预报的法制化和规划体

系建设，编写了《中国海洋观测网总体规划（2011-2020）》，

沿海各级海洋部门先后出台了本省区的海洋观测预报和防

灾减灾规划。继续全面实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不断加强我国海洋气候变化观测和评估能力。《海洋观测

预报管理条例》的颁布，填补了我国海洋观测预报领域的

法律空白，对于进一步加强海洋观测预报监督管理，规范

海洋观测预报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洋观测预报法规和规划体系的不断完善，为我国海

洋观测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法制保障和制度基础。我国海洋

观测将充分把握当前海洋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加快推

进海洋观测技术保障体系与仪器设备标准化建设工作，继

续加强海洋观测基础能力，提升我国海洋观测总体实力。

加快推进海洋观测技术保障体系与仪器设备

标准化建设
海洋观测技术保障体系与仪器设备标准化建设，是随

着海洋观测业务能力的提升和各种类型海洋观测仪器设备

的广泛应用而提出的。其根本目标是有效解决海洋观测仪

器设备应用技术标准不统一、可靠性低、管理维护难以及

仪器设备通信系统和供电系统故障多发等问题，提高海洋

观测仪器设备的应用水平和数据获取能力，确保海洋观测

数据的质量。健全海洋观测技术保障体系，开展海洋观测

仪器设备应用标准化工作，建立备品备件库，创新管理与

运行机制，是当前非常必要而紧迫的任务，也是落实全国

海洋工作会议部署和“十二五”相关规划要求的重要举措。

海洋观测技术保障体系，是以海洋观测预报和防灾

减灾工作为保障对象的。其主要任务是针对海洋站、志

愿船、浮标、雷达等基础观测能力，通过国家防灾减灾

专项建立的两网三系统等业务化系统、仪器设备及基础

设施，进行运行、维护、监控等技术保障。主要工作是

开展观测系统建设和发展的规划，新技术的预研和应用

验证，仪器设备和系统的技术状态要求、控制、验证、

管理以及适用性测试评估，以达到科学管理海洋观测系

统，并使其有效业务化运行的目的。

海洋观测仪器设备标准化和备品备件库建设，是海洋

观测系统技术保障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通过该项工作，

要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海洋观测系统及其仪器设备，有

关技术体制、运行保障、维护更新的技术状态控制和管理

的体制和机制，以建立健全海洋观测系统技术保障体系。

开展海洋观测技术保障体系与标准化建设工作，从

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和海洋观测保障需求出发，结合业务

工作的实际情况，以海洋观测仪器设备标准化和备品备

件库建设工作为先导和基础，建立海洋观测仪器设备入

网许可、退出和评价制度，在技术上整体提高海洋观测

仪器设备的适用性、测试性、维修性、保障性和可靠性

要求，逐步建立健全海洋观测系统技术保障体系，并保

障其有效的业务化运行。

当今我国海洋事业春潮澎湃，波澜壮阔，形势喜人。

作为海洋事业基石的海洋观测业务，是一项利国利民、

功在千秋的基础公益事业，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国家

海洋局的大力领导下，我们一定立足高远，把握机遇，

锐意进取，以海洋观测高新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业务保

障能力的持续提升服务于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

服务于我国海洋强国建设。 （作者罗续业，国家海洋

技术中心主任）

国家海洋局刘赐贵局长（右）在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