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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船舶水文气象要素观测 

 

一、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初步掌握各种船用气象仪器的使用方法，及船舶海洋水文气象要素的观测

和记录方法，了解各要素的编报格式；学会识别通过船用传真机接收的主要传真图，熟悉传真图上出现

的主要天气系统，初步具备应用传真天气图作简单天气分析的能力。 
二、实验场地和设备 

实验场地：航海气象实验室及室外平台。 

仪器设备：综合数字气象仪、空盒气压表、手持风速风向仪、表层海水温度计、真风盘、气象传真机

等。 

图书：中国云图。 

三、实验内容与要求 
1、实验内容 

1）室外项目： 

① 目测云量、云状、云底高度、水平能见度、天气现象。 

（因海浪、海发光现象无法在陆上观测，课上只介绍观测方法）。 

② 用手持测风仪测风速、风向，学习使用真风盘求算真风。 

③ 用表层海水温度计测水温。 

2）室内项目： 

① 用空盒气压表测气压。 

② 用综合数字气象仪测气温（干球温度）、湿球温度、相对湿度、风。 

③ 练习使用气象传真机收天气图，识别天气图的种类和图上天气系统和海况。 

2、实验要求：应初步学会观测仪器的操作方法，各种要素的观测步骤、注意事项和记录方法，了解

气象电报的编码格式；能操作气象传真机接收传真图，能识别传真图的种类和图中主要的天气海

况内容。 
四、实验步骤 

1、目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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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先介绍观测方法和注意事项及数据记录格式，后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己动手测量。 

1）水平能见度的观测 

观测方法：根据水天线的清晰程度，参照表“海面有效能见度参照表”判断。 

在陆上根据看得清的最远的目标物的距离判断。 

夜间观测时，应先在黑暗处停留至少 5 分钟，待眼睛适应后进行观测。 

注意事项：应选择在船上较高、视野开阔的地方（夜间应站在不受灯光影响处）。 

数据记录：取一位小数，不足 0.1 记为 0.0，单位 km。夜间无法观测时，记为“－”。 

2）云的观测 

观测方法：注意当时云的外形特征、结构、色泽及高度和各种常见的天气现象，参照云图综

合判断。 

注意事项：应尽量选择在能看见全部天空和水天线的位置上进行观测；如阳光较强，需戴黑

色眼镜；夜间观测应避开较强灯光进行。 

数据记录：云量指云遮蔽天空视野的成数，总云量是指天空被所有的云遮蔽的总成数，低云

量是指天空被低云所遮蔽的成数，单位分成（1/10），准确度为－1～＋1 成；云

状分高、中、低云三族记录，同族云量多的记在前面，填写云的国际简写符号；

最低云底高度以米为单位记录。 

3）天气现象的观测 

观测方法：现在天气现象是在定时观测时所观测到的天气现象，过去天气现象是在定时观测

之间六小时内所观测到的天气现象。每种天气现象的特征见教材 P65。 

数据记录：用 12 种天气现象符号填写观测到的天气现象。 

2、室外测风 

教师先介绍手持测风仪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及数据记录格式，并演示真风盘的使用方法，后让

学生自己动手试验，教师从旁指导。 

观测方法：观测时先记下当时船舶的航速和航向，按照测风仪的使用说明，对在航时风速和

风向进行测量，并用真风盘算真风。 

注意事项：应选择在船上四周无障碍、不挡风处，风向传感器的 0°应与船头一致。仪器失灵

或无法用仪器观测时，应根据海面状况目力测风。 

数据记录：风向以度（°）为单位，取整数，风速以米/秒（m/s）为单位，记到一位小数。 

3、室外测表层海水温度 

观测方法：先将帆布桶放入水中感温 1 分钟后采水提上，把水温表放入桶中搅动感温 2 分钟

后读数。 

注意事项：表层海水温度是指海水表面到 0.5 米深处之间的海水温度，采水点应避开船舶排

水孔处；读数时，水温表注水杯不能离开采水桶水面，尽量不将水温表提出帆布

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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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以摄氏度（℃）为单位，准确度－0.5～＋0.5℃。 

4、室内空盒气压表测气压 

观测方法：观测前，用手轻敲气压表玻璃面，待指针静止时读数，将气压表读数经过刻度订

正、温度订正、补充订正和高度订正后，填入记录表。 

注意事项：气压表应水平安置并固定在温度少变、没有热源、不直接通风处，应有减振装置

并避免太阳光的直接照射。 

数据记录：以百帕（hPa）为单位，准确度－1hPa～＋1hPa。 

5、室内综合数字气象仪测气温（干球温度）、湿球温度、相对湿度、风 

教师先演示综合数字气象仪的操作，并介绍注意事项及数据记录格式，后让学生自己动手试验，

教师从旁指导。 

注意事项：测风传感器应安装在船舶大桅顶部，风向传感器的 0°应与船头一致；干、湿球温

度传感器应安装在百叶箱中，百叶箱应水平固定在空气流通、远离热源的驾驶台

顶上，距甲板 1.5 米处，箱门方向不得与船头相同。 

数据记录：风的记录方法同前；干球、湿球温度均以摄氏度（℃）为单位，准确度为－0.2℃～

＋0.2℃，相对湿度以百分率（％）表示，当相对湿度≤50％，准确度－5％～＋5％；

当相对湿度>50％，准确度－2％～＋2％。 

6、室内使用气象传真机，收天气图并识别天气图的种类和图上天气系统和海况。 

教师先演示气象传真机的操作方法，并介绍注意事项，后让学生自己动手试验接受传真图，教师

从旁指导，课后根据所收传真图进行天气和海况的识别和分析。 

五、实验报告 
本实验要求学生完成实验报告，报告内容如下： 

１、 实验目的 

２、 实验仪器、资料 

３、 实验项目 

４、 根据所给数据和编码格式练习编码 

５、 根据所收传真图，识别图的种类，分析图中天气或海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