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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观测延时资料质量控制
审核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海洋站(点)、浮标、志愿船、高频地波雷达、标准海洋断面观测延时资料质量控制的对

象、原则、内容、方法以及质量控制流程与参数。
本规范适用于海洋观测延时资料的数据处理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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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460 海洋数据应用记录格式

GB/T12763.2 海洋调查规范海洋水文观测

GB/T12763.3 海洋调查规范海洋气象观测

GB/T12763.7 海洋调查规范海洋调查资料交换

GB/T14914 海滨观测规范

GB/T15920 海洋学术语物理海洋学

GB/T17838 船舶海洋水文气象辅助观测报规范

HY/T023 中国海洋观测站(点)代码

HY/T059—2002 海洋站自动化观测通用技术

3 术语与定义

GB/T12460、GB/T12763.2、GB/T12763.3、GB/T12763.7、GB/T14914、GB/T15920 和

GB/T1783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延时资料 delayed-modedata
观测数据获得后,不立即自动传输和提供使用,而是经过从观测资料获取单位到各级数据管理单位

逐级质量审核的数据。

3.2
质量控制 qualitycontrol
采用一定方法、模型和参数,判断数据质量的可靠性与准确性,并进行标识的处理过程。

3.3
质量控制符 qualitycontrolflag
标识数据质量的符号。
注:简称质量符。通常用数字或字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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