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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浮标观测站（点）代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国海洋浮标观测站（点）（以下简称浮标站）代码的编码原则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海洋领域浮标站的管理及资料的标识、记录、传输、处理、存储、交换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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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T  0292—2020  近海预报海区划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浮标站 buoy station 

以浮标为传感器载体进行海洋观测、监测的固定观测站点或移动观测站点。 

3.2  

站代码 code of station 

用于标识浮标站的代码。 

3.3  

锚系浮标 moored buoy 

以浮标为传感器载体，对定点海洋水文气象等要素进行观测、监测的仪器。 

3.4  

表层漂流浮标 surface drifting buoy 

以浮标为传感器载体，在海洋表面移动过程中进行观测、监测的仪器。 

3.5  

自持式剖面浮标 autonomous profiling float 

以掌握、描述海洋状况为目的，在海洋中自由漂移，自动测量从海面到一定水深的温度、盐度和压

力的观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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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浮标站代码结构与编码 

4.1 浮标站代码结构 

浮标站的代码采用三层结构，为等长七位码，分别由大写字母和数字组成，第一层即前两位（从左

到右）为浮标站类型代码，第二层即三四位（从左到右）为浮标站所在海区代码，第三层即五六七位（从

左到右）为浮标站流水号，见图1。 

XX XX XXX

流水号

所在海区代码

类型代码
 

图1 浮标站代码结构图 

4.2 浮标站代码编码原则和规则 

4.2.1 浮标站代码编码原则 

浮标站代码编码主要原则有两个，分别为可扩展性和唯一性。可扩展性是指对于将来新增的各类浮

标站，可根据本文件规定的方法编制站代码。唯一性是指新增的浮标站不应与原先浮标站代码重复。 

4.2.2 浮标站类型代码编码规则 

本文件中浮标站类型进行了外在定义的延伸，相关类型及具体编码规则见表 1。 

表1 浮标站类型标识代码 

序号 代码 浮标类型 

1 MF 锚系浮标 

2 PF 表层漂流浮标 

3 AR 自持式剖面浮标 

4 QT 其他浮标 

4.2.3 浮标站所在海区代码编码规则 

浮标站所在海区代码的编码遵循以下规则： 

a）浮标站所在中国周边海区代码采用 HY/T 0292—2020 中海区的划分方式，见图 2； 

b）如果浮标站位置位于海区交界线上，海区代码可以选择相交海区代码中的任意一个。如果浮标

站位置不在 HY/T 0292—2020《近海预报海区划分》命名海区范围内，海区代码一律设为“99”； 

c）表层漂流浮标、自持式剖面浮标及其他移动式浮标的海区代码为该浮标最先布放位置所在海区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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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近海预报海区划分示例图 

4.2.4 浮标站流水号编码规则 

浮标站流水号的编码遵循以下规则： 

a）海区内浮标站流水号由“001～999”的数字组成（数字编号不足，则使用 A至 Z的字母标识）； 

b）同一位置（领海线外站点位置变化不超过 10 km 半径，领海线及领海线以内站点位置变化不超

过 1 km 半径，即理解为同一位置）固定锚系浮标观测站点采用唯一的流水号标识，即用新浮标代替旧

浮标进行观测时，浮标站流水号不变； 

c）若同一位置存在两个或以上固定锚系浮标观测站点同时观测，则不同锚系浮标观测站点需编码

不同流水号； 

d）对于同一锚系浮标非同一位置观测站点，需要编码不同浮标站流水号； 

e）观测位置不固定的表层漂流浮标及自持式剖面浮标，不同标体需编码不同流水号； 

f）中国海洋浮标观测站（点）具体编码示例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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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中国海洋浮标观测站（点）编码示例 

自然资源部北海区具有多个长期固定浮标观测站点。如 QF111 长期所在位置站点新编码代码为

MF03002。编码过程如下： 

锚系浮标，则类型代码为“MF”。 

浮标位置点在图 2中“03”区块，因此海区代码为“03”。 

浮标站流水号：该区块一直设有多个长期浮标观测站，对于该位置编码流水号为“002”或其他。 

假定QF111需要维修，调配另外一个浮标到QF111位置进行观测，则该浮标站仍命名为MF03002。 

假定QF111位于领海线外，如果距离QF111小于10 km位置处布放一新的浮标同时进行长期观测，则

新浮标站需要重新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