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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海洋站观测数据准确性因素分析及对策

林同勇，陈宇东，傅艳红
（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８）

摘要：海洋站观测数据广泛应用于海洋防灾减灾、科学研究、经济发展、国防建设等各个领域，

其准确性对于数据应用各个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章从当前影响海洋站观测数据准确

性问题分析入手，从观测设施、仪器设备、人力资源、运行管理、质量控制方面，提出提高海洋

站观测数据准确性的对策，以期对提升海洋站观测数据质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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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海洋站（点）是指依托岸基、岛屿（或海上固

定平台）进行海洋水文、海洋气象观测，获取长

期、连续、可靠海洋环境观测资料的场所，它的主

要任务是按时、准确、连续地获取海洋环境信息

资料。截至２０１３年年底，我国在北起鸭绿江，南

止北仑河口的大陆海岸线和３８座岛屿建设了

１３１个海洋站（点）
［１］，全天候实时观测我国所辖

海域的海洋环境要素，获取了大量海洋观测数

据，在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防灾减灾、国防安全

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服务和保障作用。

观测数据是指海洋站获取时空上的海洋水

文气象等常规观测资料，是真实反映所观测海域

水文气象要素分布和时间变化重要信息的基础

数据，要求具有代表性、及时性、准确性、可比性

和连续性。从观测要素上来分，海洋站观测数据

主要包括潮汐、水温、盐度等水文观测数据及气

压、风向风速、降水量、温度、相对湿度等气象观

测数据；从存储时间上来分，主要有实时数据、延

时数据及海滨观测月报表、年报表等。

准确性是指对客观事物即研究对象的运动

规律和性质表述的接近程度。海洋观测数据的

准确性就是必须真实反映或代表当时、当地的海

洋水文气象变化规律及实际状况。准确性是观

测数据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海洋环境预报、灾害

预警、军事活动等都要求海洋站观测数据有较高

的准确性，它关系到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和人民

安居乐业的长远利益。然而，当今时代海洋科学

技术日新月异地变化，与观测数据准确性息息相

关的观测技术手段、人力资源配置、数据质量控

制等各方面都随之改变，新形势、新要求给观测

数据准确性提出新的挑战，所以，认真分析新形

势下影响观测数据准确性的存在因素，提出观测

数据准确性的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２　影响观测数据准确性因素分析

近年来，国家海洋局通过中国海洋环境监测

系统专项建设、防灾减灾专项建设以及台站升级

改造专项建设，为加快实现我国海洋观测的现代

化、自动化、信息化，海洋站的基础建设和观测能

力有了很大改善，海洋站观测数据获取方式也由

传统的人工观测逐步发展为自动化观测，其空间

密度和时效性也大大提高，但随之而来影响观测

数据准确性因素也在悄然改变或不断增多。

针对海洋站实施自动化观测以来，对影响观

测数据准确性原因进行分析后认为，以下５个方

面是影响观测数据准确性的重要因素。

（１）观测设施。① 观测设施建设不符合规范

要求，随着各级政府对海洋防灾减灾的重视，各

类海洋观测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地建设，但由于缺

乏专业指导和规范建设，造成观测设施不符合规

范、标准、规定要求，如观测设施选址不规范，设

计不科学，建设不标准，导致观测设施建设后无

法正常运行，严重影响观测数据准确性。② 观测

设施受周边环境影响大，海洋观测设施大都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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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真实反映当地海洋水文气象状况或代表当

地海域的沿海、岛屿，已经使用了几十年，但随着

海洋开发力度不断加大，以往偏僻、无人问津的

观测场地，已经成为海洋开发热点，并纳入政府

规划或开发范围，遭到强制拆除或环境破坏，数

据准确性无从谈起。

（２）仪器设备。随着我国海洋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自主海洋仪器生产能力的提高，传统的人工

观测方式逐步被采样频率、观测精度、观测连续

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等方面更具优势的自动化仪

器观测所代替，但存在：① 仪器生产商自主生产

的仪器设备自成一套体系，没有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生产，或是新型观测仪器设备不成熟就投入业

务化运行，如Ｘ波段测波雷达，观测数据受降雨、

刮风等影响较大，不仅故障频繁，而且数据准确

性难以保证。② 自动观测系统投入运行时间匆

促，运行不够稳定、技术不够成熟、仪器长期饱受

海洋气候高湿、高盐环境影响，以及风暴潮、海浪

等海洋灾害的侵蚀，加上缺乏人工观测机械式仪

器的稳定性和人为介入因素等，都影响观测数据

准确性。③ 部分在用观测仪器设备没有检定或

没有技术方法可检定，使用过程也没有开展现场

比对。

（３）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始终是观测数据准

确性的决定因素。经过几十年观测业务发展，目

前各海洋站观测员中既有大中专毕业生，又有内

招子弟，没有经过系统培训、考核，素质上存在良

莠不齐、高低各异的情况。海洋站业务内容逐年

增加，人力资源与工作任务之间矛盾越来越突

出，观测主业往往被忽略；部分台站人员数量不

够，且老化严重；年龄结构不合理，中高级观测人

才偏少，初级技术人员偏多的局面；一些艰苦偏

远海岛站或基层站由于生活和工作条件限制，引

进专业技术人才难，专业人员缺乏；部分台站使

用劳务派遣人员，管理不规范，业务素质不适应，

对观测新技术掌握不够，跟不上观测业务迅猛发

展，普遍存在观测人才断层，专业技术后备力量

明显不足现象。

（４）运行管理。长期以来，观测工作早已形

成了一整套规范、完整、有效的业务规章制度，制

定了人员考核、业务运行、奖惩机制等制度。但

自动化运行以后，海洋站执行以自动观测为主、

人工观测为辅的运行机制，早期成熟制度已无法

适应现阶段各类自动观测仪器运行，各中心站制

定了五花八门的各种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杂乱、

不完整、不健全，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新时

期业务规章制度。此外，运行管理过程不规范、

不严格执行制度，也缺乏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

造成各种规章制度名存实亡，观测数据的准确性

也就难以保证。

（５）质量控制。随着观测手段实现自动化，

观测频率大幅度提高，各类海量观测数据被源源

不断地采集、传输、保存及应用。虽然国家海洋

信息中心开发了台站观测资料处理系统软件，广

泛应用于海洋站延时数据质量控制，实现了延时

观测数据质量控制的半自动化。但目前海洋站

观测数据质量控制手段缺乏，方法单一，主要表

现在：① 针对人工观测和报表制定的观测数据质

量控制方法和运行机制远不能适应自动化观测

业务发展需求，缺乏针对自动观测为主、人工观

测为辅的质量控制方法，以及为确保观测数据准

确性的质量控制运行机制。② 重视对延时观测

数据质量的控制，忽视对海量实时观测数据质量

的控制，缺乏台站实时数据质量控制方法研究和

应用。③ 对观测数据质量控制采取的手段单一，

缺乏多样化，缺乏一个完整的从海洋站、中心站、

海区、国家规范化、业务化的实时数据质量控制

系统。

３　提高观测数据准确性对策

海洋站观测数据必须真实反映所在海域海

洋水文气象状况及特征，针对影响海洋站观测数

据准确性问题分析，结合当前海洋观测业务管

理、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提高海洋站观测数据准

确性提出了以下对策。

３１　观测设施规范化

海洋站观测设施主要有验潮井、温盐井、测

波室、海滨气象观测场、工作机房等，是获取观测

数据的重要场所，设施建设规范与否、周围环境

保护好坏直接影响着数据的准确性，所以，确保

有一个规范、良好的运行环境，使观测仪器设备

性能正常发挥，这是获取准确观测数据的前提。

（１）选址要科学论证。海洋站观测站点的选

择要求具有观测海域科学的代表性，同时具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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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海域的关联性，所以，科学论证观测设施选

址位置，才能获取有代表性的观测数据，《海滨观

测规范》《地面气象观测规范》及相关行业标准也

都对水文气象各要素的观测场所选址等做出了

明确的规定。

（２）建设须符合规范。国家海洋局出台了

《国家海洋局海洋观测设施标准化设计导则》，规

范了观测设施建设，此外，《海滨观测规范》《地面

气象观测规范》也对观测设施规范建设做出了明

确规定。观测设施建设只有符合规范要求，才能

确保观测数据准确性。

（３）运行需环境保证。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划

定海洋观测站（点）的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如潮汐

和温盐测点环境、水准点、海上浮标等保护范围，

依法、有效地保护海洋观测环境，确保海洋站观

测周边环境免遭破坏或影响。

３２　仪器设备标准化

观测仪器是海洋观测资料采集的设备，其稳

定性、可靠性、标准化至关重要，也是决定海洋观

测数据准确性的直接因素。

（１）《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未

经检定、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

具，不得用于海洋观测。对不具备检定条件的海

洋观测计量器具，应当通过校准保证量值溯源”。

计量仪器设备须经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

校准／测试合格后方可使用；在用计量仪器设备

须在检定／校准有效期内；计量仪器设备经维修

后必须重新检定／校准后方可继续使用；此外，还

须定期对计量仪器设备进行期间核查。

（２）要开展海洋观测仪器设备标准化建设，

建立与国际相接轨的海洋观测仪器标准，切实抓

好观测仪器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工作，制定统一

的海洋观测仪器设备通用技术要求，提高海洋观

测仪器产品质量，确保所有海洋观测使用仪器设

备符合国家有关产品标准、规范和海洋观测技术

要求。２０１３年９月，国家海洋局印发了《海洋站

水文气象观测设备与系统集成通用技术要求（试

行）》，对海洋站观测仪器系统的组成、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包装、储运等通用技术要求进行了统

一规定，这是对海洋站水文气象观测仪器设备的

检验、测试和评估方法进行规范，推进海洋观测

仪器设备的标准化。

（３）海洋观测仪器设备大多安装在岸边、海

岛和平台等地，须长期、连续、自动地观测海洋水

文气象等要素，其稳定性至关重要。气象部门为

确保自动观测系统稳定、连续运行，至今还保留

着人工与自动观测系统并同时运行，新型海洋观

测仪器设备要在恶劣环境、复杂海况下运行试验

成熟、可靠后，方能投入业务化运行。

３３　人力资源专业化

自动化观测虽然避免了观测数据人工观测

主观性带来的误差，但观测员仍然是观测数据准

确性的主体。因此，实现观测队伍专业化，是保

证观测数据准确性的根本策略。

（１）加强道德素质教育。要经常性地开展职

业道德教育，培养观测员树立对海洋事业高度负

责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执行规范规定和

岗位责任制，做到敬业爱岗、勇于奉献、安于清

贫。其次，观测员要有一定的专业素质，除了掌

握海洋水文气象观测基本的操作技能外，还必须

具备一定的海洋学、气象学等，随着观测手段的

不断改进、计算机应用于编发报和报表的制作，

这就要求观测员还必须掌握计算机应用、通信等

多门技术。

（２）实行持证上岗制度。为全面贯彻实施

《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确保海洋观测数据质

量的可靠有效，国家海洋局制定了《海洋站（点）

观测业务运行管理规定》等配套制度，建立了海

洋观测员持证上岗等制度。近期，东海分局对东

海区从事海洋观测岗位的人员分３批进行系统

技能培训，培训内容涵盖海洋观测与业务管理、

气象学与海洋学基础知识、海洋观测系统及其运

行维护以及数据通信与常见故障分析等方面知

识，对观测员进行了全面、系统、基础的培训，达

到了目的。各中心站还应定期举办了观测预报

业务基础业务培训。

（３）推进在职学历教育。要加大在职观测员

培养力度，积极推进在职学历教育，鼓励围绕岗位

需求参加在职学历教育，引导学为所用，是提高观

测员素质的基本途径之一。东海分局和中国海洋

大学、上海海洋大学联合举办了在职海洋专业的大

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学有所成，学有所

用，都成为海洋站观测岗位的业务骨干技术力量。

（４）加强岗位技能培训。重点开展观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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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培训、岗位新技能、新设备使用与维护等方

面培训，提升基层观测队伍整体素质，组织开展

岗位技能培训和岗位技术能评比，通过针对性的

技能竞赛促进人员岗位提高。

３４　运行管理制度化

观测业务运行管理需要规章制度的约束，有

章可循，才能保证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可见，规

章制度执行的“严与松”直接影响观测数据准确

性。为确保海洋站观测工作保质保量开展，国家

海洋局先后颁发了《海洋站测报工作规章制度》

等，针对自动观测系统运行又下发了《海洋观测

仪器设备运行维护责任制度》《海洋站（点）观测

业务运行管理规定》《海洋站（点）观测业务检查

考核办法》３份试行的台站观测业务管理文件，期

间各中心站结合实际情况，也制定了业务讲评、业

务学习、集体观测、仪器检查、值班监控等一系列制

度，所以，要确保观测数据准确性，首先要坚持并严

格规章制度的执行，严格按照标准、规范、规程及业

务技术规定开展海洋观测工作，同时要通过各项规

章制度的落实，切实提高观测资料质量，如通过举

行业务讲评会和质量控制分析会，观测人员可以提

出各自的意见和看法，分析影响观测质量问题，把

工作中较常遇到的疑难问题拿出来大家讨论，集体

解决，这也是积累经验，控制资料质量的好方法。

其次，中心站要加强对海洋站规章制度执行的监督

检查，强化业务检查和质量分析，认真检查规章制

度执行情况，严格业务质量考核，保证观测质量的

真实性，杜绝考核不严和瞒报、少报错情的现象，及

时消除各种隐患，杜绝人为重大差错。

３５　质量控制多样化

质量控制是确保观测数据准确性的方法，科

学地实施质量控制是海洋站观测数据准确性的

有效措施，其主要对策有：

（１）实行观测数据三级审核制度。观测业务

规章制度明确规定，当日观测数据实行二级质量控

制，即除值班员记录外，须经接班员校对；当月观测

报表实行三级质量控制，即初审、校对、预审，同时

还建立了质量考核、评比及奖惩机制。根据海洋站

观测业务管理规定及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要求，必须

严格对所有观测数据实行三级审核。

（２）建立质量控制考核与奖惩机制。质量考

核与奖惩的目的在于调动观测者搞好观测数据

准确性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所以必须坚持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制定质量控制考核内容与方法、

奖惩制度与标准，统计质量控制错情，明确质量

控制响应时间，对值班监控、巡视检查、维护保

养、故障处理、质控错情等进行统计、通报，以促

进了观测数据准确性提高。

（３）探索实时数据质控研究与应用。实时数

据是自动采集的，是海洋预报等必不可少的基础

资料，包括分钟级数据、小时级数据和日极值数

据等不同时间尺度，单单依靠人工值班监控判断

其数据准确性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在自动观测中

实时数据存在错误、疑义而没有及时发现，将会对

海洋预报的准确性产生极大影响。因此，要积极探

索实时观测数据质量控制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如可

采取多种手段，在海洋站层面要注重采用人工经验

等方法实施基本质量控制，在中心站层面通过软件

采用格式检查、缺测检查、极值检查、时间一致性检

查、空间一致性检查、内部一致性检查、综合判断检

查等实现自动质量控制，同时注重仪器设备尤其是

传感器失效、长期漂移等的质量评估［２］。

４　结束语

２０１２年颁布实施的《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

例》明确规定：“从事海洋观测活动的单位应当建

立质量保证体系和计量管理体系，加强对海洋观

测资料获取和传输的质量控制，保证海洋观测资

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如何提高海洋站

观测数据准确性，在海洋站观测工作中，从顶层

设计管理到基层海洋站一线观测，要不断强化观

测设施规范化建设、仪器设备标准化管理、人力

资源专业化建设、运行管理制度化操作、质量控

制多样化的现代观测数据准确性科学理念，加强

观测业务管理，严格数据质量控制，努力提高我

国海洋观测数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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