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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船舶测报是招募志愿船舶采集观测海洋水文气象要素数据并按要求发报的业务，一直以来

是全球天气监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联合国气象组织规定各海洋国家应尽的一项国际义务。

文章介绍我国船舶测报历史和现状并提出相应建议，帮助国内相关部门管理人员和科技工作者重

新认识这一重大国际观测计划，了解船舶测报的实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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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船舶测报简介

船舶海洋 水 文 气 象 辅 助 测 报 是 联 合 国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Ｗｏｒｌ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ｔｉｏｎ，

ＷＭＯ）的志愿观测船舶计划（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ｈｉｐｓＳｃｈｅｍｅ，ＶＯＳ），即 招 募 航 行 于 世 界 各 海 洋 的

志愿船舶，收 集 海 上 水 文 气 象 要 素 数 据，进 行 辅 助

观测和发报，简称船舶测报。该国际计划源于１８５３
年的布鲁塞尔会议，由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Ｆ．Ｍａｕｒｙ发起，他

提议对海上 气 象 和 海 洋 学 数 据 的 收 集 以 及 相 关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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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对航运的利益回报建立统一制度；会议就相关内

容进行讨论并接受这一建议，采用航海日记的标准

表格以及一套进行必要观测的标准指令［１］。

船舶测报是全球天气监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认识、研究、掌 握 海 洋 环 境 变 化 规 律 和 为 海 洋 预

报提供实时资料的有效手段，是 ＷＭＯ规定各海洋

国家应尽的一项国际义务［２］，鼓励各海洋国家有条

件地开展 志 愿 船 水 文 气 象 辅 助 测 报 工 作。船 舶 海

洋测报系统 测 量 的 水 文 气 象 要 素 主 要 有 海 面 有 效

能见度、风速、风向、气温、气压、天气现象、云、表层

海水温度、海浪、海冰等［３］，在《船舶海洋水文气象辅

助测报规范》（ＧＢ／Ｔ　１７８３８－１９９９）的修订版中还规

定表层海水 盐 度、海 发 光、垂 直 剖 面 海 水 温 度 等 要

素［４］。志愿船上应配备专门观测人员收集海洋水文

气象要素数 据，按 照 统 一 格 式 编 制 代 码，利 用 船 上

的卫星通信系统发送到就近岸站电台，待回国靠港

后将纸质记录表格资料移交给船舶测报管理员。

船舶测报 管 理 员 是 从 事 船 舶 测 报 业 务 的 岸 上

管理人员，主 要 任 务 是 招 募 志 愿 观 测 船、安 装 维 护

调查设备、提 供 观 测 培 训 服 务、回 收 观 测 数 据 资 料

等，也 称 港 口 气 象 官 （Ｐｏｒ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ｆ－

ｆｉｃｅｒｓ）。港口气 象 官 的 具 体 工 作 为 招 募 志 愿 船，确

保观测质量，对船上观测人员进行海上水文气象观

测培训、传输代码编码和报告程序，发放观测表格、

观测手册和测报仪器设备操作说明，校准测报仪器

设备，审查纸 质 记 录 表 格 并 评 奖，提 供 专 业 水 文 气

象观测技术服务和指导等。

２　我国船舶测报历史

我国船舶 测 报 工 作 从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就 陆 续 开

展。以上海为例，１９５１年３月，国 营 上 海 水 产 公 司

出海渔轮开 始 进 行 简 单 的 气 象 观 测，主 要 是 目 测，

采集要素主要有天气现象、风和波浪等，每天８时和

１４时进行观测，观测后３０ｍｉｎ内发报，将观测结果

报送上海气象 台；１９５３年５月，上 海 和 广 州 的 海 岸

电台在台风警报期间协助抄收１３０°Ｅ以西海上各船

舶向香港拍 发 的 每 小 时 气 象 电 报，并 用 广 播 播 报；

１９５４年４月，上海水产公司选取条件较好的渔轮进

行观测发报工作。

随着船舶测报工作的持续发展，交通部海运管

理局、商业部水产管理总局和中国气象局发出联合

通知，加强船 舶 测 报 工 作 的 管 理，提 出 船 舶 测 报 时

间、人 员、仪 器、传 递 和 保 密 等 要 求。１９６６年５月，

国家海洋局 东 海 分 局、上 海 市 气 象 局、第 四 机 械 工

业部第二十 二 研 究 所 和 上 海 轮 船 公 司 召 开 船 舶 测

报工作会议，决 定 同 意 记 录 格 式、记 录 资 料 由 国 家

海洋局东海分局统一归口管理［５］；其后，船舶测报工

作由国家海洋局统一组织管理。１９７５年４月，国家

海洋局东海分局、上海市水产局和上海市气象局制

订《关于渔轮开展海洋水文气象测报试点的协议》，

上海市水产 局 海 洋 渔 业 公 司 部 分 渔 轮 开 始 进 行 水

文气象观测 试 点；观 测 项 目 有 风、温 湿 度、气 压、能

见度、天气现 象、波 浪、海 发 光 和 表 层 水 温 等，每 天

８时、１４时、２０时观测，渔轮靠港后将观测记录表送

海洋渔业公司生产指挥室并转交上海中心海洋站，

仪器设备的 提 供、安 装、维 修 和 技 术 指 导 均 由 海 洋

站负责；采集的数据编制成船舶报发往上海市气象

局，转发给中 央 气 象 台 以 及 江 苏、浙 江 和 福 建 省 气

象台，同时转发给国家海洋预报总台。

１９７６年２月１５日，《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船 舶 水

文、气象辅 助 测 报 工 作 的 联 合 通 知》［６］中 明 确 交 通

部、农林部所 属 有 关 海 运、远 洋 运 输 和 渔 业 公 司 的

船舶开展船舶测报工作，大连、上海、广州海岸电台

负责传递国内外船舶水文气象观测电报，尤其强调

国家海洋局 负 责 船 舶 的 仪 器 设 备、技 术 指 导、资 料

处理和观测方法等。１９７８年１月１日８时，由国家

海洋局编 制 的《船 舶 水 文 气 象 辅 助 观 测 规 范》及 其

《报告电码》正式执行［５］，同时《船舶水文、气象辅助

测报暂行规定》和《渔轮水文、气象辅助测报暂行规

定》废止。至１９８０年有４０艘远洋轮船、沿海轮船以

及外 籍 轮 船 在 我 国 近 海 编 发 的 船 舶 报 参 加 国 际

交换。

改革开 放 以 后，船 舶 测 报 工 作 在 我 国 迅 猛 发

展，进入鼎盛时期。广州船舶测报管理站志愿船达

到６０多艘，航线遍及世界各大洋，年测报资料在万

时次以上，最高年份达到１６　０００多 时 次［７］；上 海 船

舶测报管理站船舶测报管理员最多时有３５人，志愿

船达１０５艘，观测要素有风速、风向、气温、气压、天

气现象、云、能 见 度、海 面 表 层 水 文 和 波 浪，观 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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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采取人工器测和人工目测，将观测结果记录在纸

质记录表上，人工编制电报码并发报至大连、武汉、

上海和广州海岸电台，靠岸后将纸质观测资料交给

船舶测 报 管 理 员 并 领 取 奖 金。与 此 同 时，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年，世界范 围 内 志 愿 观 测 船 数 量 达 到 顶 峰，约

７　７００艘［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由于业务经费减少，缺乏

有计划地补充发展志愿船，参与船舶观测的志愿船

因退役、仪器 设 备 老 化 而 数 量 锐 减，船 舶 测 报 工 作

在观念上、制 度 上 和 管 理 上 均 跟 不 上 时 代 的 发 展，

１９９６年广州 船 舶 测 报 资 料 不 足１００时 次［７］。国 际

志愿船数量也在减少，到２０００年初仅有５２个国家

的约６　７００艘志愿船参加测报工作［８］。

随着海洋技术的发展和自动设备的研发，海上

自动观测逐步取代人工观测成为主流；船舶测报的

风、温度、气 压 和 湿 度 等 观 测 要 素 也 逐 渐 从 人 工 观

测转为自动观测，选取的自动测报仪有国家海洋技

术中心的ＣＺＹ系列和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

研究所的ＸＺＣ系列。２００４年选取１２０艘商船装备

自动测报仪，其中３０艘志愿船装备海事卫星通信设

备［９］；青岛、上海和广州分别建立３个海事卫星接收

岸站，实现观 测 数 据 的 卫 星 通 信；其 他 志 愿 船 仍 然

通过海上通 信 部 门 向 海 岸 电 台 发 送 摩 尔 斯 码 船 舶

报。船舶测 报 管 理 站 对 收 到 的 实 时 和 非 实 时 志 愿

船测报数据 进 行 收 集、整 理，递 交 给 国 家 海 洋 预 报

中心和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实时数据发至武汉海岸

电台，并转发至相关单位参与国际数据交换。

３　我国船舶测报现状

目前我国 与 船 舶 测 报 工 作 相 关 的 法 律 法 规 还

较少。《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气 象 法》第 十 七 条 提 到 远

洋航行的船 舶 应 当 按 照 国 家 有 关 规 定 进 行 气 象 探

测并报告 气 象 信 息。《海 洋 观 测 预 报 管 理 条 例》第

十六条指出国家建立海上船舶志愿观测制度；承担

志愿观测的 船 舶 所 需 要 的 海 洋 观 测 仪 器 设 备 由 海

洋主管部门 负 责 购 置、安 装 和 维 修；船 舶 所 有 权 人

或者使 用 权 人 应 当 予 以 配 合，并 承 担 日 常 管 护 责

任。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０日 国 家 海 洋 局 印 发《海 上 船 舶

和平台志 愿 观 测 管 理 规 定》，明 确 船 舶 测 报 的 具 体

工作要求。目前船舶测报依据的标准有《船舶海洋

水文气象辅助测报规范》（ＧＢ／Ｔ　１７８３８－１９９９）、《海

洋数据应用记录格式》（ＧＢ／Ｔ　１２４６０－２００６）、《志愿

船自动测报仪》（ＨＹ／Ｔ　１４４－２０１１）等。

国家海洋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是 负 责 管 理 海 洋 事 务

的职能部 门，按 照 国 务 院“三 定 方 案”，国 家 海 洋 行

政管理部门 负 有 志 愿 船 管 理 的 职 责［１０］。国 家 海 洋

局先后在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和广州成立船舶测

报管理站［１１］，分别隶属于大连中心站、天津中心站、

北海预报中心、东海预报中心和南海预报中心。远

洋志愿船 舶 以 中 国 海 运（集 团）总 公 司 下 属 的 集 装

箱、油运和货运等大型船以及渔业公司的国际远洋

渔轮和远洋 调 查 科 考 船 为 主，近 海 志 愿 船 以 渔 船、

执法船和中 小 型 商 船 为 主，航 线 涉 及 北 太 平 洋、印

度洋、南大西洋、地中海和南北极等海域。

测报仪器设备生产厂家有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南京丹杰科技

有限公司等［１２］。随着北斗卫星技术的成熟，北斗卫

星远程双向通信传输技术也运用到志愿船上；在我

国近海、西太 平 洋、东 南 亚 等 海 域 行 驶 的 船 舶 利 用

北斗卫星或ＣＤＭＡ进行数据传输，可大大减少通信

费用，提高可 靠 性 和 安 全 性；远 洋 船 舶 数 据 利 用 海

事卫星发送到船舶管理站，通过专网递交到国家海

洋信息中心和国家海洋预报中心，纳入数据传输网

内。船舶测报系统采集的数据提供宝贵、详尽的海

洋观测数据资料，同时志愿船也获得相应的气象导

航服务，中央 气 象 台 气 象 导 航 中 心、上 海 海 洋 气 象

导航有限 公 司 等 均 提 供 船 舶 气 象 导 航 服 务。智 能

化双向通信 技 术 的 发 展 也 为 船 舶 测 报 服 务 提 供 便

捷条件。

２００８年６月，中国气象局法规司行业管理与标

准化处与海 洋、交 通 等 部 门 组 成 联 合 调 研 组，就 海

洋船舶气象观测情况进行调研［１３］，并在７月召开海

上船舶气象观测信息调研报告会［１４］，由此开展船舶

气象站建设，并 论 证《船 舶 气 象 站 建 设 与 观 测 业 务

规范》［１５］。到２０１２年，中国气象局已经投入业务运

行 海 岛 自 动 气 象 站 １９６ 个、船 舶 气 象 观 测 船

１５艘［１６］。

４　面临的问题

全球船 舶 测 报 工 作 仍 然 面 临 一 些 重 大 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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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测报的报告集中在一些主要大洋航线上，来自

沿海水域和港口的报告相对较少；远洋志愿船数量

一直在下降，招 募 工 作 遇 到 更 多 困 难；现 代 船 舶 正

在逐渐变为 高 度 自 动 化，船 员 规 模 已 大 大 减 少，导

致可自愿观测的时间相应减少。此外，新的气候建

模和长期预 测 重 点 要 求 也 为 观 测 的 准 确 性 施 加 不

小的压力。

我国船舶 测 报 工 作 存 在 各 单 位 和 部 门 各 自 为

战、采集方 法 没 有 按 照《船 舶 海 洋 水 文 气 象 辅 助 测

报规范》标准执行、仪器设备水平参差不齐、数据格

式没有统一、采 集 到 的 数 据 没 有 汇 总 提 交、参 与 国

家交换的船舶数据有限等问题。虽然《海上船舶和

平台志愿观 测 管 理 规 定》对 组 织 机 构 和 职 责，志 愿

船招募、运 行 要 求，数 据 处 理、质 控、存 储、传 输，档

案管理以及奖惩制度等都做了明确规定，但宣传工

作还没有跟 上，贯 彻 执 行 还 需 要 一 定 的 时 间，基 层

船舶站工作仍然存在很多实际问题。主要包括：

（１）思想 认 识 不 到 位，重 视 程 度 不 够。我 国 船

舶测报 管 理 站 成 立 时 间 较 早，也 取 得 过 优 秀 的 成

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船舶测报工作应逐步成

长、规模增大，但实际情况是因缺乏法律支持，船舶

资源利 用 率 低，对 船 舶 测 报 工 作 的 思 想 认 识 不 到

位，其作用和价值未被充分肯定，行政指导、经费支

持、协作机制 等 均 未 正 常 开 展，也 缺 乏 相 应 的 宣 传

手段和奖励机制。

（２）管理 体 系 不 完 善，运 行 机 制 较 被 动。船 舶

测报管理包 括 船 舶 管 理、信 息 数 据 管 理、仪 器 设 备

管理、外业管 理 和 观 测 人 员 培 训 管 理 等，其 中 船 舶

管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体是志愿船。增加志

愿船的数量 和 提 高 观 测 人 员 的 水 平 是 船 舶 测 报 工

作发展的迫 切 需 要，但 是 目 前 未 能 得 到 充 分 重 视。

增加志愿船仅限于从专项项目中增加，设备淘汰不

能得到 及 时 补 充；在 业 务 化 运 行 经 费 不 足 的 情 况

下，船舶测报 的 管 理 职 能 体 现 不 足；志 愿 船 所 属 不

同的船舶公司，经常更换船主，信息更新滞后，加上

跑船车辆进 出 码 头、港 口 的 通 关 手 续 繁 琐，整 体 运

行机制处于极其被动的状态。

（３）参照 规 范 不 统 一，资 源 浪 费 较 严 重。现 行

船舶测报相关标准较少，各行业分别重复制定类似

标准，参考标 准 规 范 不 统 一；标 定 传 感 器 和 采 集 器

使用的计量标准和检定方法不同；船舶测报仪设备

传输协议各 不 相 同、传 感 器 接 口 也 不 统 一；数 据 信

息格式、接收软件不同，无法纳入统一的数据库中，

传输到海洋信息数据网内造成资源浪费。

（４）人员 配 备 不 足，技 术 发 展 缓 慢。船 舶 测 报

专业人员在业务经费、管理制度、评估考核、培训发

展等方面明显不及其他观测类部门，导致人员尤其

是港口气象官严重缺乏；从事船舶测报业务的老同

志虽然有丰 富 的 台 站、海 洋 站 和 出 海 观 测 经 验，但

无法跟上当前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步伐，而具有自动

化仪器设备 相 关 电 子 专 业 知 识 的 大 学 生 又 缺 乏 海

洋站和 海 上 观 测 的 经 历 和 培 训，实 践 经 验 严 重 不

足；此外，由 于 跑 船 业 务 工 作 时 间 不 固 定 和 码 头 距

离市区较远，跑船作业专用车辆和后勤保障也十分

缺乏。

（５）国内外交流合作机会少。船舶测报工作涉

及船舶公司、港口、码头、海事局、边检、渔业等相关

单位，需要整体协调合作。目前船舶测报领域国内

外交流合作机会较少，缺乏信息沟通渠道和对专业

人员的培训和指导。

５　发展挑战和对策建议

船舶测报的未来发展必须解决４方面问题。一

是因参与观测活动的船舶数量大幅下降，必须提高

观测效率，并 认 识 到 这 一 问 题 的 重 要 性；二 是 更 多

远洋志愿船 的 招 募 必 须 在 数 据 报 告 较 少 的 海 洋 地

区，鼓励发展 没 有 固 定 航 线 的 渔 船 等，并 有 效 激 励

沿海水域多填写观测报告；三是加快引进新的软件

和自动观测系统，以尽量减少工作量并减少船舶测

报报告编码在转递中的错误，同时有利于促进志愿

船招募、提高数据质量、降低经营成本；四是基于对

观测气候变化及模型验证数据的要求，必须做好数

据质量控制，持续关注以确保海上观测的覆盖面和

准确性。

船舶测报 一 直 以 来 都 被 视 为 海 洋 辅 助 观 测 的

重要一环，为 实 现 船 舶 测 报 发 展 的 战 略 目 标，应 从

全局出发，明确职责，统一管理，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和标准体系，优 化 海 洋 公 共 服 务 环 境，提 升 海 洋 科

技水平，提高国际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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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职责，加 大 对 我 国 船 舶 测 报 的 支 持 力 度。

强化船舶测报的法制建设，为船舶测报工作提供法

律保障。完善船舶测报标准体系建设，尽快修订并

颁布国标《船舶海洋水文气象辅助测 报 规 范》（ＧＢ／

Ｔ　１７８３８－１９９９）。自１９７６年四部委发布联合通知

以来，国家层面再也没有对船舶测报工作发过任何

通知和要求；改 革 开 放 后 各 大 部 委 有 所 调 整、职 能

也有变化，海 洋 主 管 部 门 应 明 确 相 关 职 责 范 围，协

调好各单位和部门的工作，加大对船舶测报事业可

持续发展的 支 持，切 实 从 财 政、制 度 上 保 障 日 常 业

务运行。

统一管理，提升我国船舶测报资料的应用研究

水平。整合 各 方 资 源，在 原 有 发 展 公 务 船、商 船 和

渔船的基础上，努力争取从破冰船、供应船、石油钻

井平台等 沿 海 和 海 上 平 台 取 得 观 测 数 据。统 一 管

理，根据《海 洋 观 测 预 报 管 理 条 例》规 定，海 洋 观 测

仪器设 备 的 购 置、安 装 和 维 修 由 海 洋 主 管 部 门 负

责，资料向海洋主管部门统一汇交。

国际合作，巩固我国船舶测报在联合国气象组

织的地位。履行我国承担国际船舶测报的义务，需

要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交流合作，辅以大量海洋区域

气候观测能力建设，以巩固我国船舶测报在联合国

气象组织的地位。

保障有力，提高协作单位的积极性。对船 东 或

船舶使用权人配合船舶测报工作应当予以奖励，协

调其他单位部门制定奖赏制度并拨付专项经费，提

供财务保障，提 高 协 作 单 位 积 极 性，更 有 利 于 志 愿

船招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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