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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针对海流观测分类及命名在实际应用中存在部分专业术语使用不规范、分类不统一等

问题，参考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和相关文献资料，结合观测原理、发展应用、优缺点和典型设备，按

照漂浮法测流、定点测流、走航测流和表层遥感测流四大类，对海流观测方法进行梳理和分析，为

业界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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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海流是海水大规模相对稳定的非周期性流

动［１－２］，是海洋动力环境的重要参数，对全球气候稳

定、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和海洋开发利用等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因此，海流观测一直是海洋监测领域

所关注的焦点之一［３－４］。

为了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下准确、方便地观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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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人类自１７世纪前后开始使用漂流瓶、海冰等漂

浮物观测表层海流［５－６］，１９０５年世界首台机械式海

流计厄克曼海流计诞生［７］，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

８０年代初首台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ＡＤＣＰ）问

世［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海洋遥感卫星、海洋观测

雷达等遥感、探测技术应用于海流观测［９］。经过不

断的探索和发展，海流观测仪器和观测方法不断丰

富和发展，为人类认知海洋、探索海洋、研究海洋和

应用海洋奠定了坚实基础。

海流观测有多种分类方法，现行《海洋调查规

范第２部分：海洋水文观测》（ＧＢ／Ｔ　１２７６３．２—

２００７）将海流观测方式分为定点测流、漂流浮标（建

议称“漂流浮标测流”）和走航测流，同时规范将海

流观测方法分海表面漂移浮标测流（规范中章节标

题为“海表面漂移浮标测流”，文中称“海表面漂流

浮标”，为了保持一致性且兼顾业界惯用名称，以下

称“海表面漂流浮标测流”）、船只锚碇测流、锚碇潜

标测流、锚碇明标测流和走航测流５种方法［１０］。其

他文献或资料分类方法有：接触式测流和非接触式

测流［１１］；漂浮法测流、海流计测流和表层遥感观

测［３］；浮标漂移测流法、定点观测海流和走航测

流［１２］。目前，对于海流观测仍然存在部分专业术语

使用不准确、分类不统一等现象。为了使海流观测

分类和命名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避免出现新的混

乱，笔者参照相关标准或规范、权威书籍、专业文献

等，依据其工作原理或探测性质，结合业界使用经

验，在原有分类基础上，对海流观测方法进行了梳

理和总结，并对存在争议或不统一的地方给出了相

关建议，供读者借鉴和参考。

１　海流观测方法

海流观测的主要目的在于掌握它的特性，研究

其时空变化和分布，找出其活动规律［１０］。海流主要

观测要素为流速和流向［１０］。流速指海水在单位时

间内流过的距离，单位为ｃｍ／ｓ或ｍ／ｓ［１３］；流向指海

水流去的方向，单位为度（°），正北为零，顺时针

计量［１０，１３］。

综合不同的海流观测分类方法，以现行国家规

范为基础，在兼顾业界其他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按

照测流方式或原理，本研究将海流观测方法分漂浮

法测流、定点测流、走航测流和表层遥感测流四

大类。

１．１　漂浮法测流

漂浮法测流是一种传统的海流观测方法，其通

过跟踪漂浮物随海水流动的时空变化来确定海水

的流速和流向［３，５］。早期的漂浮物通常选择漂浮木

板、海面浮冰、漂流瓶或船体，后来使用漂流浮标实

现对海流的观测［１４］。根据测流技术沿革漂浮法测

流可分为漂流瓶测流和漂流浮标测流两种。

１．１．１　漂流瓶测流

漂流瓶又称邮瓶，根据其漂移路径及所用时间

大致确定海水流速和流向，据此研究海流物质输

送、海洋长期气候状况变化等情况，该方法适用于

表层流的观测［１２］。漂流瓶测流是早期认知和研究

洋流的重要方法和依据，目前该方法已经很少使用。

１．１．２　漂流浮标测流

漂流浮标测流是随着全球定位和卫星通信技

术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大尺度海

洋环境监测手段，通过岸站、船载、飞机或者卫星搭

载的定位系统跟踪浮标的运动轨迹实现对海流的

观测。根据测量水深不同，漂流浮标测流可分为海

表面漂流浮标测流和中性浮标测流两种。

（１）海表面漂流浮标测流。海表面漂流浮标又

称表层漂流浮标［１５］，根据其随海水流动的情况来确

定海水的流速和流向。主要有两种跟踪定位方法：

一是船体跟踪，早期通过航船尾随漂流浮标（如，双

联浮筒），并用ＧＰＳ等设备对船体定位，从而获得漂

流浮标的位置；二是仪器跟踪，采用卫星定位、雷达

跟踪和航空摄影等方法对浮标进行直接定位，改善

和提高了漂流浮标的位置测量准确度［１４］。目前，常

用的海表面漂流浮标由水面浮标和水帆组成，水面

浮标内装有测量传感器、数据采集控制模块、卫星

通信模块和电源等，通过Ａｒｇｏｓ数据采集与定位系

统或北斗导航系统进行定位和数据传输［１５］。该方

法主要用于３ｍ以浅海流观测，通常应用于海表层

大尺度洋流观测。

（２）中性浮标测流。中性浮标会根据要求下潜

到设定深度随海水漂流，从而获得海面以下特定深

度的海水流速和流向，目前主要有两种定位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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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是船载声呐跟踪，可直接跟踪定位浮标在

水下的位置［１４］，浮标不需要反复下潜和上浮，但受

水声定位等技术条件限制，该方法定位距离和精度

有限，且需随船保障，成本较高；二是卫星跟踪，浮

标在预定时间自动上浮至海面，通过卫星完成定位

和通信，然后再下潜至设定深度开始下一轮观测循

环［３］，相对于前者而言该方法摆脱了随船保障和声

学定位的制约，不仅节省了成本而且提高了布放的

机动性，扩大了作业范围［１６］。中性浮标一般可实现

２　０００ｍ 以浅，最深６　０００ｍ 的海流观测［３，１１，１４］。

２０００年起实施的 Ａｒｇｏ全球海洋观测计划，使用

Ａｒｇｏ自动剖面浮标（属中性浮标）可测量２　０００ｍ
以浅的海水温度、盐度和其他特性，并通过浮标的

运动轨迹来实现深层流的观测。截至２０２１年４月，

全球已有近３　８００个 Ａｒｇｏ浮标在海洋中进行测量

工作［１７］。２０世纪末，为了同时满足垂直剖面温盐

参数的循环探测需要，中性浮标逐步演变成搭载温

盐等传感器的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ＡＰＥＸ）［１６］，

扩展了浮标的探测功能。

漂浮法测流，尤其是漂流浮标测流，不但可实

现对海洋表层流、深层流的观测，通过搭载的不同

传感器同时获得海表面风场、波浪场、气温场及不

同层深的海水温度、盐度、深度等数据，为海洋实际

流场、地转流场、涡动能场和温度场等结构研究提

供重要依据。

１．２　定点测流

以锚碇船只或浮标、海洋平台、测流固定架等

作为承载工具，定点安装或悬挂海流计，实现定点

区域海流的长期连续观测。

１．２．１　定点台架测流

在浅海海流观测中，以固定台架为承载工具悬

挂海流计，使其处于稳定状态，实现对海流准确、长

期、连续观测。固定台架一般分两种：一是水面支

架，海上平台或其他可借用的固定台架；二是海底

台架，放置于海底等边三角形或正棱锥形台架［１２］。

定点台架测流常用机械式海流计和声学海流计。

其中，常用机械式海流计有安德拉海流计和直读式

海流计，具有成本低、安装方便等特点；常用声学海

流计有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ＡＤＣＰ）、声学多普

勒海流单点测量仪、声学多普勒流速仪（ＡＤＶ）、时

差式声学海流计等都可用于定点测流，可实现剖

面、精细化、大深度测流，同时能测三维流速和弱

流，具有技术先进，不破坏流场、测量精度高等特

点，在业界得到迅速发展和应用，很快成为海流观

测主力军。定点测流可实现小尺度、精细化流速观

测，主要用于长期观测、仪器比对、局部流场等研究。

１．２．２　船只锚碇测流

以锚碇船为承载工具，利用绞车和钢丝绳悬挂

海流计实现海流观测。目前常用的海流计主要有

直读式海流计和安德拉海流计［１０］。该方法通常用

于机动定点流速测量，弥补了定点台架测流机动性

差的问题，但由于受船体或悬挂装置等影响，观测

精度较定点台架测流差。

１．２．３　锚碇潜标测流

以锚碇潜标为承载工具，悬挂自容式海流计实

现对海流的观测，分锚碇浅水应用型潜标和锚碇深

水应用型潜标两种［１０］。常用海流计有自容式

ＡＤＣＰ和安德拉海流计。锚碇潜标测流可实现对单

层或多层海流的长期连续观测，具有精度高、观测

数据连续等特点，同时该方法对自容式海流计的稳

定性要求较高，一般布放和回收周期不小于６个月。

１．２．４　锚碇明标测流

与锚碇潜标测流相比，锚碇明标测流主要增加

了水上浮筒部分，其内装有电池盒和闪光装置［１０］。

水上浮筒搭载发射器、电池盒和风速计等装置，实

现对海流计状态监测和控制，并可将测流数据实时

传回岸站，相较锚碇潜标测流有效地解决了海流计

状态无法监测、海流数据获取周期长等问题。

１．３　走航测流

以航船、无人潜航器等移动载体为承载工具，

搭载走航式ＡＤＣＰ等测流仪器实现对航行区域海

流的剖面观测［１０］。该方法可以同时观测不同深度

的多层剖面海流，不仅节省时间、效率高，而且观

测范围广，且可通过船载发电设备或牵引电缆供

电，能实时获取海流数据，实时性高。近年来，走

航式ＡＤＣＰ最大可探测８８０ｍ～１　０００ｍ深度的

水层流速，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海洋测

流方面的应用，实现了全球海域千米海深内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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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测量，是目前最先进的一种测流方法［１８］。走航

测流比较难以克服的问题有：①外界自然因素容

易导致船体晃动，进而影响仪器测量的准确性；

②船体产生的噪声也会对设备造成干扰，引起测

量结果不准确；③测量时需对坐标、数据进行空间

变换、方向修正，对测量船航行稳定性和航速大小

要求较高。

１．４　表层遥感测流

１．４．１　海洋遥感卫星测流

随着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从卫星数据中提取

海表流场参数的反演算法成为研究热点。海洋遥

感卫星从功能上一般分为海洋光学遥感卫星和微

波遥感卫星［９］。海洋光学遥感卫星主要通过遥感测

量海洋水体的可见光和近红外的光谱信息来提取

海洋的叶绿素、海平面高度、海表温度和波浪场以

及其他污染物质等监测信息，目前用于海流观测较

少；海洋微波遥感卫星携带雷达高度计、合成孔径

雷达等微波遥感传感器，获得流、浪、海面风速等重

要动力参数，据此实现海洋表面风场反演、洋流监

测、海洋内波和表面波的测量等。

其中，雷达高度计是一种垂直下视非成像雷

达［１９］，利用卫星正下方的脉冲回波特征，分别测量

海面高度、有效波高及后向散射系数，可同时获得

流、浪、海面风速等重要动力参数，实现对大洋环

流、海洋潮汐和中尺度海洋现象等观测［９］。１９７３年

首台星载雷达高度计测高精度１ｍ，经过４０余年的

发展，其测量精度达到厘米级，据此反演海流数据

精度在近赤道处为３０ｃｍ／ｓ，在中高纬地区为５～

１０ｃｍ／ｓ［２０］；合成孔径雷达是一种主动式微波遥感

系统，其利用卫星运动状态下天线阵列的孔径合成

技术，通过测量海面微波后向散射信号及其相位获

取海面信息，经数据处理后得到的海面雷达后向散

射图像主要与海面粗糙度相关，据此实现海洋表面

风场反演、洋流监测、海洋内波和表面波的测量

等［３，９］。近年来，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发展迅速，空间

分辨率可达１ｍ量级，通过与ＡＤＣＰ现场同步实验

及数值模拟结果比较表明，空间分辨率１００ｍ前提

下反演的海表流速的均方根误差为０．１ｍ／ｓ［２１］。

海洋遥感卫星测流具有大面积同步、全天时、

全天候、高重复频率的海表流场数据观测等特点［３］。

随着海洋遥感时间、空间和辐射分辨率的提升，海

洋遥感测流精度不断提高，在兼顾大尺度、全天候

的前提下实现了高精度测量。

１．４．２　海洋观测雷达测流

海洋观测雷达测流是现代海流观测技术的重

要手段和发展方向，其原理为雷达向海面辐射电磁

波，经海洋表面反射后被雷达接收，通过分析其随

时空变化情况，得到清晰、实时的海表面高度变化

等相关数据，据此反演海流信息［３］。常用的以波浪

场和流场为观测对象的海洋观测雷达主要有高频

地波雷达、Ｘ波段测波雷达、Ｃ波段多普勒测波雷达

或Ｓ波段多普勒测波雷达。

其中，高频地波雷达，工作频率３～３０ＭＨｚ，作

用距离３００ｋｍ以上，利用海洋表面对高频电磁波

的一阶散射和二阶散射机制，从回波中提取风场、

浪场和流场等信息。目前，国外产品地波雷达观测

海流流速和传统测流仪器观测结果均方差约

０．１ｍ／ｓ量级，统计均值为０．１３２ｍ／ｓ，最大值不超

０．２ｍ／ｓ［２２］；国产 ＯＳＭＡＲ－Ｓ便携式雷达系统与海

流计在统一位置海流观测结果对比，其中流速相关

系数和均方根误差分别为０．８８ｍ／ｓ和０．１０３　７ｍ／ｓ，

流向的相关系数和均方根误差则分别为０．９８°和

１５．１２°［２３］。由此表明，雷达观测得到的矢量流速与

海流计观测结果吻合得很好；Ｘ波段测波雷达，一般

安装于船舶、海岸、海岛或海洋平台上，利用回波信

号的强弱获取海面波浪信息，海面回波信号会形成

明暗相间的条纹影像，通过分析影响序列，获取表

面流（场）、波浪（场）等信息，另外该型雷达还用来

观测海冰和溢油等［９，１９］。目前，Ｘ波段测波雷达观

测海流流速和传统测流仪器观测结果均方差在

１０ｃｍ／ｓ量级。由于该波段测波雷达的波长为３ｃｍ
左右，在使用过程中极易受到降雨、冰雹等天气过

程的影响［１９］；多普勒测波雷达，是一种先进的微波

雷达，通过脉冲多普勒原理得到水体质点的速度

谱，从而获得海浪和海表面流等参数。该类型雷达

工作在Ｃ波段或Ｓ波段，具有测量精度高、无须标

定、可观测不同海况等特点，国内在石油平台上有

少量应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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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海洋观测雷达测流已逐步从单机观测到

多机联网观测，可采用不同的电磁波波段，同时兼

顾大范围遥感和高精度测量，弥补了走航测流观测

范围有限和海洋遥感测流观测精度难以提高的

问题。

２　小结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海流观测技术得到了丰

富的发展和提升，各观测手段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

特点，但也存在局限性，对于漂浮法测流属被动式

测流，测流精度不高，适用于大尺度海洋环流观测；

对于岸基台站、明标、潜标等定点测流，观测范围以

点、面或某一层深海流为主；对于走航式测流，虽然

增大了测量范围，提高了观测效率，但受船体晃动

等引起的测流误差不可忽视，直接影响测流精度；

对于表层遥感测流，虽具有宏观大尺度、快速和高

频度动态观测等优点，主要观测或反演表层流，且

受分辨率等影响，测流精度不高，同时也易受云量、

雨雪、运行轨道或频率等因素影响。

近年来，伴随数字信号的处理技术、水声技术、

遥感技术、图形图像处理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的日益

成熟和完善，未来海流观测仍会以走航测流实现大

范围、高精度、大断面观测为主，以表层遥感测流和

漂流浮标测流实现大范围、不间断观测为辅，以定

点测流实现长期、精细化观测为补充，多种测流方

法并存的局面，测流设备更加智能化、测流数据更

加精细化、测流产品更加专用化。

目前，我国海洋测流技术已取得飞速发展，相

关技术已步入世界前列，测流体系相对成熟，行业

规范或标准相对齐全，对于海流观测分类或术语的

进一步规范和统一是适应新技术新方法的迫切需

求，相信在行业人员的不断努力下，我国的海洋探

测体系会更加成熟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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