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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2021年 4月，中国水利学会根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经过立项论证，公示后以《中国水利学会关于批准<河湖生态空间管控与保

护技术导则> 等 48 项标准立项的通知》（水学[2021] 96 号），批准该标准立

项。

本标准的编制单位为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1.2 任务背景

河口是河流与海洋交汇的过渡区，混合河流、海洋的各种要素，环境也更加

复杂多变。河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快速，人类活动日趋频繁，由此也带来一系列

新的问题,对河口防洪与供水形势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迫切需要加强河口动力

及水沙盐等物质输移过程的观测，掌握各项变化特征和演变情势。

海洋浮标沿海洋带布设远离河口，未重点关注泥沙、水质、盐度、潮汐演

变、红蓝藻等方面的要素，浮标体以钢制材料为主，河口地区船只通航频繁，尤

其已小型渔船为主，与钢制浮标碰撞造成的损失较大。钢制浮标体外层会进行喷

漆处理，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河口基础观测数据多以河口水文站潮位观测或是

潮流、泥沙等要素的短期观测，数据缺乏系统性、代表性不足，特别是缺少河口

整体水域和局部重点水域长时间序列、多垂向分层、多要素，以及暴雨、洪水、

台风暴潮等极端恶劣天气条件下的基础观测数据。

国务院、水利部多次提出加强河口地区的综合治理、发展规划、水安全保障

等要求，且在长江口、珠江口已开展了一批河口原型浮标监测站的建设，已初见

成效。

总体来说，目前我国入海河口监测浮标的研制相对较为滞后，监测浮标样式

与种类较多，浮标功能不一，尚未形成完整的浮标监测网。

河口监测浮标服务于河口气候、自然环境、水文要素的演变情况收集，为岸

线治理、潮流观测等研究提供第一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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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监测浮标利用先进的物联网技术、智能传感技术实现对水文、波浪、风

况、泥沙以及水质等参数进行在线监测。以浮标形式布设，可实现原位、实时、

在线、自动分层观测，是一套多参数、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观测系统。以浮标

体为平台，通过搭载的新型剖面升降系统可对不同水深条件下的各项参数进行更

加准确的勘测，如盐度、流速、泥沙等。河口监测浮标以智能化为设计理念，通

过分时、分段、分部供电实现的电量供应的自给自足。河口监测浮标同时配备了

安全防护系统及运行监测及自检系统有效保障了观测点在长期无人值守状态下稳

定运行。

目前，因为没有河口监测浮标的相关标准，所以河口监测浮标的工作只能围

绕海洋浮标的部分标准来展开。现行的海洋观测技术标准无法满足河口监测浮标

相关工作的要求，海洋浮标规范标准侧重点是海洋监测，只对河口监测浮标的通

用技术内容有所涉及，却没有覆盖河口监测浮标点位设置、监测要素等多方面的

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就会导致河口浮标设计、施工组织等工作无法顺利

展开。

现有的浮标技术标准己有十余项，主要用于海洋浮标和交通航标，用于河口

监测浮标的尚无相关标准规范，国家也尚未针对河口监测浮标进行规范性规定或

要求。这种现状导致当前河口监测浮标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也给相关工程建设施

工规范化管理带来不便。同时也会导致河口观测的研究，缺乏标准规范依据，阻

碍研究进程。所以迫切需要编制河口监测浮标通用技术标准，来填补河口监测浮

标技术标准的空白，完善整个监测浮标技术体系。这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也有

助于提高河口监测浮标产品质量，规范化相关工程的施工，使其更加科学，实用

性更强，也为河口观测的研究，提供了标准规范依据，使监测要素、监测过程、

数据传输处理等方面工作更加规范标准化。

河口监测浮标通用技术标准为河口监测浮标站提供技术支撑，可以帮助采集

水沙盐基础数据，通过对基础资料的分析和评估，可提高河口防洪防潮预警能

力，减少河口洪潮灾害损失；可以为河口供水安全和抑咸实践提供数据支撑，帮

助应对咸潮上溯，降低河口咸潮所造成的损失；可以为河口滩槽演变研究提供基

础数据，有助于保护河口深水资源，维持航道水深；可以对水沙盐运动和滩槽演

变规律开展基础数据观测，为河口地区防洪防潮安全提供数据支持；可以对滩涂

湿地的基础数据进行观测，帮助促进河口滩涂生态功能的保护和修复；可帮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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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监测浮标对河口整体水域进行同步观测和局部重点水域加密观测，通过具备原

位、实时、在线、可移动、自动功能的观测试验设备，监测包括水深、潮流、波

浪、风况、盐度、含沙量、温度、氨氮、COD等在内的河口关键参数，具备长时

间的定点观测、垂向多分层观测以及极端恶劣天气条件下连续观测的功能。

编制河口监测浮标通用技术标准，旨在充实河口监测浮标的通用产品、监测

等技术标准，实现河口监测浮标站建设标准化、监测规范化，适应各类环境情

况。为河口监测浮标站在入海河口水文水质、河势动态、潮汐演变、生态环境、

海洋生物、水污染等监测工作提供标准依据和规范指导。亦可填补河口浮标标准

的空白，完善整个监测浮标技术体系。有助于提高河口监测浮标产品质量，规范

化相关工程的施工，为河口区域的基础信息收集和基础研究提供重要的技术标准

支持和监测规范依据。

在标准指导下的新型综合性的河口监测浮标，能实时、准确、全面的反映监

测点的所有环境信息，填补了河口监测浮标综合性在线环境监测的空白，将进一

步提升对入海河口水质、水生态、水文环境的监测能力。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组建标准编制组

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作为标准编制实施机构，于2021年6月组建了由珠江水

利科学研究院的行业专家及一线人员组成的标准编制组，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方

案，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1.3.2文献和资料收集

标准编制组收集整理了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如《热喷涂金属零部件表面

的预处理》（GB/T 11373-2017）、《热喷涂涂层厚度的无损测量方法》（GB/T

11374-2012）、《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GB/T 13384-2008）、《中国海

区水上助航标志》（GB 4696-2016）、《电焊锚链》（GB/T 549-2017）、《固定

型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第1部分：技术条件》（GB/T 19638.1-2014）、《船用

防锈漆》（GB/T 6748-2008）、《视觉信号表面色》（GB/T 8416-2003）、《外

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 4208-2017）、《道路交通反光膜》（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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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3-2012）、《海洋水文仪器通用技术条件》（GB/T 13972-2010）、《水文监

测数据通信规约》（SL 651-2014）、《小型海洋环境监测浮标》（HY/T 143-

2011）、《聚脲弹性体浮标通用规范》（HJB 92-2007）等相关标准和资料。标

准编制组按照标准编制依据和原则，对上述资料进行了认真分析、学习和研讨，

初步理顺了标准编制的方向和思路。

1.3.3调研及标准编制

（1）调研

标准编制组通过行业协会等平台，召集相关科研院所、工程管理部门和生产

单位进行座谈，与从事河口、泥沙等研究方面的专家进行交流，了解国内相关河

口监测浮标建设的开展情况，总结其经验，分析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同时，

标准编制组还赴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进行了调研，了解河口

监测浮标建设的相关情况，获取了工作经验，总结了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研，标准编制组系统梳理了《河口监测浮标通用技术条件》编制项目

实施的主要内容，分析了防治装置设计实施中各环节的主要目的、内容及要求，

基本理清了本标准的编制思路。

（2）科研

针对本标准有关的河口监测浮标在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项目组前期

开展了一系列试验，检验了浮标的结构和浮标的功能，以及浮标安防的效果等。

在结构方面，进行了密性试验、姿态试验，密封、平衡效果良好。在功能方面，

进行了通讯试验、供电试验，通信、配电效果良好。最后，根据调研得到的河口

环境情况进行安防试验，安保效果良好。根据已有的河口监测浮标的建设情况提

出了铅直分层系统的设计，该系统是专供河口监测浮标使用的设备搭载平台，主

要用于实现通过绞车定时向水体投放、回收设备或传感器，并进行固定的功能。

上述资料的分析和深入研究，为《河口监测浮标通用技术条件》团体标准的

编制指明了方向。

（3）形成标准初稿

通过调研、科研，标准编制组对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资料进行了详细的分



析、研讨和总结，结合河口监测浮标的特点，围绕安全高效、经济合理的要求，

形成了河口监测浮标通用技术的设计思路。在此基础上，参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写了《河口监

测浮标通用技术标准》标准初稿。

（4）标准立项

2021年3月24日，标准编制组完成《河口监测浮标通用技术标准》初稿和立

项申请材料，提交中国水利学会。2021年4月22日，中国水利学会在广州组织召

开专家论证会议，对《河口监测浮标通用技术标准》进行立项论证，审查专家

一致同意该标准立项，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及建议。4月26日，水利学会发布该

标准立项公示。立项论证专家意见及建议主要包括：

1）名称改为《河口监测浮标通用技术条件》；

2）进一步明确标准内容定位，并处理好与其他相关标准的协调关系。

（5）形成征求意见稿

根据立项论证专家意见，标准编制组逐条讨论处理，对《河口监测浮标通用

技术标准》初稿进行了多次讨论、修改，于2021年12月6日形成《河口监测浮标

通用技术条件》征求意见稿，完成征求意见阶段材料（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

明），于 年 月 日提交中国水利学会。

（6）形成送审稿

（空）

（7）送审稿修改

（空）

（8）形成报批稿

（空）

1.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1.4.1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工作由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牵头负责。



本标准起草单位：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

1.4.2任务分配介绍

中国水利学会作为主管单位负责指导与协调标准的编制工作。

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作为标准起草的主编单位，负责标准起草、处理反馈意

见、会议召集以及编制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

XXXXXX负责数据分析整理工作，参与草稿的编写、讨论及技术支持等。

二、主要内容及来源依据

2.1 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包括7章，分别为：

引言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本章给出了本规范的主要术语和定义。

4.基本规定

本章给出了对河口监测浮标的基本要求。

5.浮标组成

本章给出了河口监测浮标的组成相关内容的一般要求和技术规定。

6.检验方法

本章给出了河口监测浮标的检验方法相关内容的一般要求和技术规定。

7.标志、组装、运输、布放、贮存、运维

本章给出河口监测浮标的标志、组装、运输、布放、贮存、运维相关内容的

一般要求和技术规定。

2.2 来源依据

《热喷涂金属零部件表面的预处理》（GB/T 11373-2017）、《热喷涂涂层厚



度的无损测量方法》（GB/T 11374-2012）、《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3384-2008）、《中国海区水上助航标志》（GB 4696-2016）、《电焊锚

链》（GB/T 549-2017）、《固定型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第1部分：技术条件》

（GB/T 19638.1-2014）、《船用防锈漆》（GB/T 6748-2008）、《视觉信号表面

色》（GB/T 8416-2003）、《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 4208-2017）、

《道路交通反光膜》（GB/T 18833-2012）、《海洋水文仪器通用技术条件》

（GB/T 13972-2010）、《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SL 651-2014）、《小型海

洋环境监测浮标》（HY/T 143-2011）、《聚脲弹性体浮标通用规范》（HJB 92-

2007）。

2.3 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该标准涉及的试验主要包括：

（1）浸水试验：针对浸泡在水下的电池舱的渗水问题，进行了浸水试验，

试验结果，河口监测浮标电池舱的密封手段可以保证良好的密封性，长时间浸泡

舱内也无水滴或水迹，表明电池舱满足河口环境下的密封要求。

（2）灌水试验：针对仪器舱、电池舱的连接处、焊缝处的密闭性问题，进

行了灌水试验。试验结果，仪器舱、电池舱在灌水长时间后水面未出现下降，外

壁连接处、焊缝处也无水迹、水滴等漏水现象，表明仪器舱、电池舱的连接、焊

缝的满足河口环境下的密闭要求。

（3）冲水试验：针对仪器舱盖板、焊缝在波浪冲刷下的漏水问题，进行了

冲水试验。试验结果，经长时间高强度的冲水后，舱内无水滴或水迹，内壁焊缝

处也无渗水现象，结果表明，仪器舱盖板、焊缝能抵挡一定强度的波浪冲刷，能

满足河口环境下仪器舱的密闭要求。

在上述试验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浮标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河口监测浮标

通用技术条件。

本项目参与单位，涉及研究院、工程管理部门等多个单位，这些单位长期以

来，从河口演变、河口水沙动力、水旱灾害防御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主

持完成了多项科研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



本标准的编写，旨在为河口监测浮标的通用产品、监测等技术提供标准依

据，实现浮标体产品标准化、监测规范化，以适应各类环境情况。同时为规范河

口监测浮标建设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与评价、运行与维护，提供科学依据和

技术支撑。目前，相关技术已经在珠江河口原型观测试验站一期项目建设中得到

应用，取得显著效果。标准的编写，吸纳了示范应用过程中的成功经验，解决了

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对标准的验证、试行和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三、专利情况说明

该标准涉及的专利包括：

[1] 实用新型： 林俊，王磊，徐奕蒙，范光伟，赵旭升，邢方亮，陈俊，郭

泽斌，张兵，王天奕，丘瑾炜 . 用于海上浮标的线缆排线结构 . 2021.2，

202022122203.1

[2] 实用新型：徐奕蒙，王磊，林俊，范光伟，赵旭升，邢方亮，陈俊，郭

泽斌，张兵，王天奕，丘瑾炜.高稳定性的海上浮标. 2021.2， 2020 11018020.3

[3] 实用新型：王磊，徐奕蒙，林俊，范光伟，赵旭升，邢方亮，陈俊，郭

泽斌，张兵，王天奕，丘瑾炜.用于海上浮标的剖面升降系统. 2021.2，

202022122227.7

四、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4.1 与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表1监测浮标应用范围及效果比较

监测浮标标准名称 应用范围 效果评估

《小型海洋环境监测浮标》 离岸较近海域
仅监测基本水文气象数据，搭载设备有限，

不涉及多垂向分层、多要素的连续监测。



《大型海洋环境监测浮标》 离岸较远海域

直径十米以上，影响河口航道安全。仅监测

基本水文气象数据，不涉及多垂向分层的连

续监测。

《极区海洋环境自动监测浮

标》
极地地区海域

浮标的设计仅适用于极区环境，不涉及多垂

向分层、多要素的连续监测。

《河口监测浮标通用技术条

件》
河口地区水域

体积较小，不影响河口通航。设计有铅直分

层系统、大容量仪器舱，可进行长时间序

列、多垂向分层、多要素的连续监测。

4.2 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性分析。

本规程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与国内相关标准的协调性问题，如浮标主体

涂层厚度的检验应参照GB/T 11374-2012（热喷涂涂层厚度的无损测量方法）执

行、锚链的选用标准应参照GB/T 549-2017（电焊锚链）执行。标准编写工作参考

了国内相关标准，所述内容与国内相关标准保持协调。

五、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贯彻措施及预期效果

2020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明确将“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做为

今后一个时期水利行业的工作和发展重心。海洋、内河浮标的现有标准都无法满

足河口浮标的建设生产、监测维护的需要且无现行的河口浮标的相关标准，保障

河口监测浮标工程建设的安全运行，迫切需要编制河口监测浮标通用技术条件，

填补河口监测浮标标准的空白，完善整个浮标技术体系，这是“补短板”和“强

监管”总基调要求的具体体现。因此，需要根据河口监测浮标的基本理论，结合

河口监测浮标工程建设的工作实践，加快《河口监测浮标通用技术条件》团体标

准编制进程，争取早日发布和实施，为相关工程建设提供科学方法和技术支撑。



《河口监测浮标通用技术条件》团体标准出版后，应加大对本标准的宣贯力

度，使之及时传达至相关的建设、管理单位，并将标准积极运用到具体工程建设

和管理中，逐步提高行业、社会的标准意识，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七、其他说明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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