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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9721《海洋预报和警报发布》共分为3个部分:
———第1部分:风暴潮警报发布;
———第2部分:海浪预报和警报发布;
———第3部分:海冰预报和警报发布。
本部分为GB/T19721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9721.2—2005《海洋预报和警报发布 第2部分:海浪预报和警报发布》。与

GB/T19721.2—2005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删除了“海浪灾害”“有效波”等术语的定义(见2005年版的3.2、3.5);
———增加了“有效波高”“波向”“波周期”“波级”“近岸海域”“近海预报海域”等术语的定义(见3.4、

3.5、3.6、3.7、3.8、3.9);
———删除了“目的”和“基本原则”(见2005年版的第4章、第5章);
———修改了等级划分的内容(见第4章,2005年版的6.1);
———修改了预报和警报要求的标题和内容(见第5章,2005年版的第6章);
———删除了 “发布方式”“格式”“资料”“归档”(见2005年版的6.3、6.4、6.5、7);
———修改了附录A波级表(见附录A,2005年版的附录A);
———删除了附录B、附录C、附录D(见2005年版的附录B、附录C、附录D)。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3)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本霞、邢闯。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9721.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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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预报和警报发布
第2部分:海浪预报和警报发布

1 范围

GB/T19721的本部分规定了海浪预报和警报的等级划分、内容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海洋预报机构开展海浪预报和警报服务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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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5920—2010 海洋学术语 物理海洋学

3 术语和定义

GB/T15920—20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15920—2010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海浪 oceanwave
由风引起的海面波动现象。主要包括风浪和涌浪。
[GB/T15920—2010,定义2.4.1]

3.2
风浪 windwave
风直接作用于水面上产生的表面重力波。
[GB/T15920—2010,定义2.4.24]

3.3
涌浪 swell
由其他海区传来的或者当地风速迅速减小、平息,或者风向改变后,海面上遗留下来的波动。
[GB/T15920—2010,定义2.4.25]

3.4
有效波高 significantwaveheight
将某一时段连续测得的波高序列从大到小排列,取排序后前1/3个波高的平均值。

3.5
波向 wavedirection
波浪传来的方向。
注:改写GB/T15920—2010,定义2.4.13。

3.6
波周期 waveperiod
波剖面上相邻两个波峰(或者波谷)通过某一固定点所经历的时间。
[GB/T15920—2010,定义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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