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浒苔绿潮海上漂移现场观测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浒苔绿潮海上漂移现场观测的一般要求、漂浮浒苔斑块特征要素和漂移轨迹观测、海

洋与气象环境要素观测以及资料处理与报告编写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浒苔绿潮海上漂移现场观测的方案设计和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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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63.7 海洋调查规范 第7部分：海洋调查资料交换 

GB/T 17838 船舶海洋水文气象辅助测报规范 

HY/T 0331 绿潮现场生态调查与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潮 green tide 

海洋中一些大型藻类（如浒苔）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漂浮增殖或聚集达到某一水平，导致海洋生态环

境异常的一种现象。 

[来源：HY/T 217—2017，2.1] 

3.2  

漂浮浒苔斑块 floating patches of Ulva prolifera green tide 

漂浮浒苔在海面聚集形成的条带状或片状斑块。 

3.3  

单位面积浒苔生物量 biomass of Ulva prolifera per unit area  

海面单位面积漂浮浒苔的湿重。 

注：单位为千克每平方米（kg/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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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漂浮浒苔斑块特征要素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of floating Ulva prolifera green tide 

patch 

漂浮浒苔斑块的形状、面积、漂浮状态、浒苔健康状况和单位面积浒苔生物量等。 

3.5  

漂移轨迹 drifting trajectories 

漂浮浒苔斑块受外力（如海面风、海流、海浪等环境因素）作用下依时间顺序形成的位置连线。 

4 一般要求 

4.1 调查海域 

选择调查海域时，应考虑漂浮浒苔斑块的可能漂移距离和方向，尽量避开船舶通航密集区域。 

4.2 时间标准 

按GB/T 12763.1的相关规定执行。 

4.3 坐标系 

采用2000年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 

4.4 观测要素 

观测要素应包括漂浮浒苔斑块特征要素、漂移轨迹及其所在海域海洋与气象环境要素。 

4.5 观测顺序 

现场观测一般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a) 到达调查海域后，根据漂浮浒苔斑块整体分布情况，选择代表性的斑块，并记录观测时间和斑

块位置； 

b) 开展漂浮浒苔斑块特征要素观测； 

c) 开展漂浮浒苔斑块漂移观测，并开展海洋与气象环境要素同步观测。 

4.6 观测仪器和设备 

观测仪器和设备应按GB/T 12763.1、GB/T 12763.2、GB/T 12763.3、GB/T 17838和HY/T 0331的有

关规定执行。 

4.7 现场拍摄 

现场拍摄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观测漂浮浒苔斑块特征要素的同时，应尽可能进行全景和特征拍摄。全景拍摄应反映斑块在调

查海域的分布情况。特征拍摄应对斑块进行近景拍照或视频拍摄，以反映浒苔的颜色和漂浮状

态； 

b) 船舶跟踪漂浮浒苔斑块漂移过程中，应进行跟踪拍摄。跟踪拍摄应反映漂浮浒苔斑块的漂移过

程； 

c) 拍摄图像应尽可能选高处，并记录观测时间、地点和高度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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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调查人员 

调查人员应符合GB/T 12763.1的有关规定。 

4.9 质量控制管理 

质量控制管理按GB/T 12763.1、GB/T 12763.2和GB/T 12763.3的有关规定执行。 

5 漂浮浒苔斑块特征要素观测 

5.1 观测要素 

观测要素包括漂浮浒苔斑块的形状、面积、漂浮状态、浒苔健康状况和单位面积浒苔生物量。 

5.2 观测和记录方法 

5.2.1 形状观测 

采用目测法基于海上参照物观测漂浮浒苔斑块的长度和宽度。长度和宽度比例大于（或等于）3:1

记录为“条带状”，小于3:1记录为“片状”。 

5.2.2 面积观测 

面积观测可选择以下方法之一： 

a) 采用船舶走航法围绕漂浮浒苔斑块外缘线，获取位置信息，并计算斑块面积； 

b) 采用无人机观测，利用无人机数据处理软件计算斑块的像元点数，根据无人机的水平分辨率和

像元点数，计算斑块面积；  

c) 在无设备或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可采用目测法基于海上参照物观测漂浮浒苔斑块的长度和

宽度，并计算斑块面积。 

5.2.3 漂浮状态观测 

采用目测法观测。漂浮浒苔斑块露出水面，漂浮状态记录为“海面漂浮”；漂浮浒苔斑块紧贴水面

漂浮，但主体基本位于水面以下，漂浮状态记录为“近海面漂浮”。 

5.2.4 浒苔健康状况观测 

按以下步骤和要求实施： 

a) 采用采样框（0.5 m 0.5 m 或 1 m 1 m）在漂浮浒苔斑块内确定采样面积，使用捞网或攻兜

网收集浒苔，若发现框外有浒苔，用剪刀等剪除；在漂浮浒苔斑块内不同位置随机采样 5 次。

样品同时用于单位面积浒苔生物量观测； 

b) 用过滤海水冲洗采集的浒苔样品 2～3 次，并去除泥沙等杂物，现场采用荧光仪进行浒苔叶绿

素荧光测量，记录 Fv/Fm参数，记录时取 2位小数； 

c) 根据浒苔健康状况等级表（见表 1），记录浒苔健康状况和等级； 

d) 当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藻体健康状况，按其数量多少依次记录；量相同时，按表 1所列

顺序记录； 

e) 无仪器时，可根据浒苔颜色（见表 1），记录健康状况和等级。 

注：Fm 指最大荧光产量，Fv 为可变荧光产量，Fv/Fm 为 PSⅡ最大光化学量子产量，反映浒苔的潜在最大光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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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检测浒苔生长状态的最重要和最常用的参数。 

                              表 1  浒苔健康状况等级表  

等级 浒苔颜色 Fv/Fm 健康状况 

Ⅰ级 绿色 0.70 ≤ Fv/Fm ≤ 0.75 健康 

Ⅱ级 黄绿色 0.60 ≤ Fv/Fm < 0.70 亚健康 

Ⅲ级 黄色 0.40 ≤ Fv/Fm < 0.60 不健康 

Ⅳ级 黄白色 0 ≤ Fv/Fm < 0.40 衰败 

5.2.5 单位面积浒苔生物量观测 

按照 5.1.4 要求进行浒苔采样，具体单位面积浒苔生物量的观测和计算方法应按照 HY/T 0331 的

相关规定进行。 

5.3 技术指标 

漂浮浒苔绿潮斑块的长度和宽度单位为米（m），漂浮浒苔绿潮斑块的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单

位面积浒苔生物量的单位为千克/平方米（kg/m
2
），准确度为±0.01 kg/m

2
。 

6 漂浮浒苔斑块漂移轨迹观测 

6.1 观测要素 

观测要素为观测时间和漂浮浒苔斑块的漂移位置。 

6.2 观测方法 

6.2.1 绿潮跟踪器跟踪观测 

带定位跟踪设备的绿潮跟踪器抛放于漂浮浒苔斑块中，跟随其一起漂移，并通过定位跟踪设备获得

漂浮浒苔斑块的不同时刻位置信息。绿潮跟踪器应尽量不影响漂浮浒苔斑块的漂移和扩散、浒苔的生消

等过程，应避免跟踪器离开漂浮浒苔斑块。 

6.2.2 船舶定位观测 

带定位设备的船舶跟踪漂浮浒苔斑块。观测船舶位置，同时采用目测法或激光测距仪或无人机等观

测船舶与漂浮浒苔斑块主体之间的相对位置。船舶跟踪漂浮浒苔斑块时，宜处于漂浮浒苔斑块的下风处，

应避免船舶对漂浮浒苔斑块漂移的影响。 

6.3 记录方法 

观测时间记录到 1 min；位置信息采用经度和纬度形式记录。相对位置采用相对距离和方位表示，

相对距离以米（m）为单位，方位以度（°）为单位，正北为 0°，顺时针计量。 

6.4 技术指标 

6.4.1 观测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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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潮跟踪器跟踪观测时，漂浮浒苔斑块位置的观测准确度为±10 m；船舶定位观测时，漂浮浒苔斑

块位置的观测准确度±30 m。 

6.4.2 观测时间长度和时次 

海上连续漂移跟踪观测时间长度应不小于 12 h，至少每 10 min观测一次。 

7 海洋与气象环境要素观测 

7.1 天气观测 

7.1.1 观测要素 

观测要素为漂浮浒苔斑块所在海域的能见度、天气现象、云量。 

7.1.2 观测和记录方法 

观测和记录方法应符合 GB/T 12763.3的相关要求。  

7.1.3 技术指标 

能见度、天气现象和云量观测的技术指标应符合 GB/T 12763.3的要求。  

7.2 海面风观测 

7.2.1 观测要素 

观测要素为海面风速和风向。 

7.2.2 观测和记录方法 

船舶跟随漂浮浒苔斑块，采用船舶人工或自动观测方法观测海面风，其中： 

a） 采用船舶自动观测方法时，设备选择、观测步骤和要求、记录方法，应符合 GB/T 12763.3 的

规定； 

b） 采用船舶人工观测方法时，设备选择、观测步骤和要求、记录方法，应符合 GB/T 17838 的规

定； 

c） 在每次记录观测数据前，应调整观测船舶位置，使其相对于漂浮浒苔斑块的位置不超过 50 m。

观测时应记录测风仪器高度。 

7.2.3 技术指标 

7.2.3.1 观测参数的要求 

采用船舶观测海面风应符合以下要求： 

a）采用船舶自动观测方式时，应观测海面 10 min平均风速及相应风向； 

b）采用船舶人工观测方式时，应观测海面 2 min 平均风速及相应风向。 

7.2.3.2 观测准确度 

应符合 GB/T 12763.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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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3 观测时间长度和时次 

观测时间长度与漂移轨迹的观测时间长度一致，至少每 30 min观测一次。 

7.2.4 风速推算 

7.2.4.1 总体要求 

观测的风速宜推算为海面 10 m高处 10 min平均风速。 

7.2.4.2 10 min平均风速推算 

根据公式(1)进行 10 min平均风速推算： 

𝑣 = 𝑣𝑡/(1.45 − 0.07𝑙𝑛𝑡)                           ………………（1） 

式中： 

v ——10 min平均风速，单位为米每秒（m/s）； 

vt——统计时距为 t的平均风速，单位为米每秒（m/s）； 

t ——风速时距，单位为秒（s）。 

7.2.4.3 10 m风速推算 

根据风廓线指数公式将海面 Z 高度的风速推算为海面 10 m 处平均风速，风廓线指数公式如下： 

𝑈𝑧=𝑈10 (
𝑍

10
)
𝛼
                               ………………（2） 

式中： 

Uz ——高度 Z处的风速，单位为米每秒（m/s）； 

U10——10 m高度处的风速，单位为米每秒（m/s）； 

Z ——高度，单位为米（m）； 

α——地面粗糙度系数，其中近海海面、海岛、海岸附近海域的地面粗糙系数一般为 0.12。 

7.3 海流观测 

7.3.1 观测要素 

观测要素为漂浮浒苔斑块所在海域的海面以下 3 m以内水层的流速和流向。 

7.3.2 观测和记录方法 

7.3.2.1 海表面漂移浮标测流 

仪器选择、观测步骤和要求、记录、资料处理，应符合 GB/T 12763.2的有关规定。在每次记录观

测数据前 15 min，应对浮标位置进行调整，使其相对于漂浮浒苔斑块的位置不超过 50 m。 

7.3.2.2 船只锚碇测流 

在海域流场较均匀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船只锚碇测流方式进行定点海流观测。仪器选择、观测步骤

和要求、记录、资料处理，应符合 GB/T 12763.2的规定。 

7.3.2.3 走航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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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船载声学多普勒流速仪等测流设备跟随漂浮浒苔斑块，获得海流数据。仪器选择、观测步骤和

要求、记录、资料处理，应符合 GB/T 12763.2 的规定。在每次观测前，应调整观测船舶位置，使其与

漂浮浒苔斑块的相对距离不超过 50 m。 

7.3.3 技术指标 

7.3.3.1 观测准确度 

观测准确度应符合 GB/T 12763.2 的规定。流向一般为瞬时值；流速值通常使用 3 min的平均流

速。否则，应说明取样时段。 

7.3.3.2 观测时间长度和时次 

观测时间长度与漂移轨迹的观测时间长度一致，至少每 30 min观测一次。 

7.4 海浪观测 

7.4.1 观测要素 

观测要素为波高、周期、波向、波型和海况。 

7.4.2 观测和记录方法 

7.4.2.1 目测法 

船舶跟随漂浮浒苔斑块，海浪的观测步骤和要求、记录和资料处理，应符合 GB/T 12763.2的有关

规定。 

7.4.2.2 仪器观测方法 

采用浮球式加速度型测波仪观测海浪时，仪器选择、观测步骤和要求、记录、资料处理，应符合 GB/T 

12763.2的规定。在每次记录观测数据前 15 min，应对测波仪位置进行调整，使其相对于漂浮浒苔斑块

的位置不超过 50 m。 

在调查海域海浪均匀的情况下，可采用声学测波仪或重力测波仪等锚锭测波方法观测海浪，仪器选

择、观测步骤和要求、记录、资料处理，应符合 GB/T 12763.2 的规定。 

7.4.3 技术指标 

7.4.3.1 观测准确度 

观测的准确度应符合 GB/T 12763.2的有关规定。 

7.4.3.2 观测时间长度和时次 

观测时间长度与漂移轨迹的观测时间长度一致，至少每 30 min观测一次。 

8 资料处理与报告编写 

8.1 观测数据填写和整理 

按 GB/T 12763.1、GB/T 12763.2、GB/T 12763.3和 HY/T 0331相关规定填写和整理浒苔绿潮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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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移观测要素记录表，具体可参考附录 A。 

8.2 图件绘制和监测影像资料整理 

图件绘制和监测影像资料整理要求如下： 

a) 绘制漂浮浒苔斑块的漂移轨迹图，在特征时刻标注时间和位置； 

b) 根据需要选择绘制海面风、海流或海浪等环境要素图件； 

c) 整理现场监测的影像资料，对未标注监测时间、地点等信息的文件进行标注。 

8.3 报告编写与资料归档 

8.3.1 报告编写 

按GB/T 12763.1的有关规定编写报告，报告应包括任务执行情况、质量管理和观测结果，根据任务

目的、内容和具体要求，可适当增减报告内容。 

8.3.2 资料归档 

整理观测资料，按GB/T 12763.1和 GB/T 12763.7 的有关规定进行归档，确保资料完整性、准确性

与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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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浒苔绿潮海上漂移现场观测要素记录表格示例 

 

表A.1、表A.2分别给出漂浮浒苔斑块特征要素和漂移轨迹观测记录表和海洋与气象环境要素观测

记录表的表格示例。 

表A.1漂浮浒苔斑块特征要素和漂移轨迹观测记录表 

调查海域： 

调查单位： 

观测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观测者：                  记录者：                       校对者： 

漂 浮

浒 苔

斑 块

特征 

面积 形状 

漂浮状态 

(海面漂浮/

近海面漂浮) 

浒苔健康状况 
浒苔单位面积生物

量（kg/m
2
） 

（长宽: 

m×m） 

条带

状/片

状 

Fv/Fm 

Ⅰ级（健康）/ 

Ⅱ级（亚健康）/ 

Ⅲ级（不健康）/  

Ⅳ级（衰败） 

浒苔 

湿重

（kg） 

 

采样框

面积

（m
2
） 

       

       

       

漂浮

浒苔

斑块

漂移

轨迹

观测 

观测方法：绿潮跟踪器跟踪观测/船舶定位观测 

时间 

(BJS) 

经度 

N/S 

纬度 

E/W 
相对位置 

备注 

（°） （′） （°） （′） 
相对距离

（m） 

方位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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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海洋与气象环境要素观测记录表 

调查海域： 

调查单位： 

观测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观测者：                  记录者：                  校对者： 

天

气

观

测 

时间

（BJS） 

经度 

N/S 

纬度 

E/W 
能见度

（km） 

天气现

象 

云量 

（成） 
（°） （′） （°） （′） 

        

        

        

海

面

风

观

测 

观测方法：船舶自动/人工观测 

观测设备： 

时间

（BJS） 

经度 

N/S 

纬度 

E/W 
风速 

（m/s） 

风向 

（°） 
高度（m） 

（°） （′） （°） （′） 

        

        

        

海

流

观

测 

观测方法：海表面漂移浮标测流/船只锚碇测流/走航测流 

观测设备： 

时间

（BJS） 

经度 

N/S 

纬度 

E/W 

表层 

备注 流速 

（m/s） 

流向 

（°） （°） （′） （°） （′） 

        

        

        

海

浪

观

测 

观测方法：仪器观测/人工观测 

观测设备： 

时间

（BJS） 

经度 

E/W 

纬度 

E/W 
波高 

（m） 

周期

（s） 

波向 

（°） 

波型 

 

海况

（级） 

（°） （′） （°） （′）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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