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24-2025年度海南省五个标准海洋观测站运维服务采购项目

2、项目背景

南海海域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突出，是我国重要的安全屏 障和贸易通道，是国

家海洋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海洋强国目 标的重要支撑。海南是海洋大省，授权管

辖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在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十四五”

规划提出将依托海南地理区位优势和海洋资源优势，发展海南省海洋经济。为了助力海南省

的海洋经济，提升海洋的观监测、预警预报工作十分有必要。

观测仪器的管理和维护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观测仪器能否长期保持良好的工作精度

和性能，关系到海洋观测数据质量及海洋站的正常运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以《海洋观测

预报管理条例》、《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海洋观测网纳入国家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网

工作方案的通知》等为依据，以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和自然资源管理“两统一”职责为核

心，为了加强海南省五个自建海洋观测站管理及数据管控，确保获取的水文气象数据准确而

连续，需开展海洋观测站的运维工作。

3、项目现状

海洋水文气象观测是海洋观测工作中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是基础的海洋观测数据

的获取途径，准确可靠的气象要素观测数据对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科研、海洋生态等领域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关系到预报工作的开展。为提升海南省海洋观监测与预警预报

能力，2017 年分别在文昌铺前、文昌翁田、万宁港北、昌江海尾、澄迈马村建设 5 个海洋

观测站，具体位置信息如下：

表 1 海洋观测站位置

序号 站名 位置

1 文昌铺前 文昌铺前镇铺前渔港

2 文昌翁田 文昌翁田响浪湾抱虎角



序号 站名 位置

3 万宁港北 万宁港北港小海口门

4 昌江海尾 昌江海尾电厂码头

5 澄迈马村 澄迈马村港三期码头

海洋观测站由水文和气象传感器、视频监控设备、数据采集器、供电设备、通讯系统、

数据接收软件及配套基础设施组成，随着长期运行，且处于高盐雾的恶劣环境中，对系统的

使用寿命和工作性能有较大影响，观测仪器设备及配套基础设施易受腐蚀，相关的观测仪器

会出现参数偏移的情况，导致观测数据误差大，获取的观测数据不准确。因此，开展 5 个海

洋观测站运行维护工作，对仪器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工作十分必要。

4、项目目标

通过开展海南省文昌铺前、文昌翁田、万宁港北、昌江海尾、澄迈马村 5 个海洋观测站

运行维护工作，加强对海洋观测站的管理，定期维护仪器设备，能够有效提升设备运行效率，

提升观测数据质量，保障海洋观测系统可靠、准确、稳定的运行，持续观测海洋要素，辅助

预报工作，为海洋防灾减灾工作提供数据支持。为海洋渔业生产提供安全保障，推进"一带

一路"战略布局，服务“建设海洋强国”国家战略。

二、项目具体技术标准及规范

1、技术标准和规范

（1）《GB/T 14914.2-2019 海洋观测规范第 2 部分：海滨观测》；

（2）《JB/T 5750-2014 气象仪器防盐雾、防潮湿、防霉菌工艺技术要求》；

（3）《GB/T 35221-201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总则》；

（4）《GB/T 33703-2017 自动气象站观测规范》；

（5）《HYT 059-2002 海洋站自动化观测通用技术要求》；

（6）《HY/T 147.4-2013 海洋监测技术规程 第 4部分：海洋大气》；

（7）《HYT 0316-2021 海洋站建设规范》；

（8）《QX/T 622-2021 应用气象观测站建设规范 海港》；

（9）《QX∕T 520-2019 自动气象站》；



（10）《QX∕T 455-2018 便携式自动气象站》；

（11）《QX∕T 582-2020 气象观测专用技术装备测试规范地面气象观测仪器》；

（12）《QX∕T 522-2019 海洋气象观测用自动气象站防护技术指南》；

（13）《QX∕T 526-2019 气象观测专用技术装备测试规范 通用要求》；

2、安全作业规范

（1）提高维护人员安全意识和个人防护能力，定期开展场地巡查，作业时穿戴救生衣

等防护设备，排查漏电、火灾、建筑破损、海岸基岩崩塌、闲杂人员闯入等安全隐患，及时

报告。

（2）设备维护、更换时严禁带电操作，需带电进行设备故障排查时，穿戴使用能提供

良好保护的绝缘护具，以免造成人员受伤或导致设备损坏；

（3）设备的维护保养、故障检查需依照维护方案中相关设备的具体说明进行，不可随

意对设备进行拆装；

（4）维护过程中所更换的配件、设备等，除有另外说明外，所有拆卸替换部件均需带

回进行进一步的故障诊断或修复，不可随意破坏、丢弃。

（5）维护人员及时掌握当地水文、气象状况，海况及天气情况；

（6）现场需保证至少两人一组、协同作业，以保障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三、项目具

体运行维护服务内容

按照《 海洋观测规范第 2 部分海滨观测 GBT 14914.2-2019 》、《国家海洋局海洋观测

仪器设备运行维护责任制度》、《国家海洋局海洋站（点）观测业务运行管理规定》、《海洋站

（点）观测业务检查考核办法》、《自然资源南海局海洋观测工作守则》等要求，对 5 个标准

海洋观测站开展运行维护，包括日常监控、月度维护、对比观测、应急维护等技术服务。

1、日常监控

每天通过查看观测站终端数据接收软件，实现对观测数据的监控。及时了解设备的运行

情况，通过对各个传感器的报到情况，判断观测系统目前的运行状况，对异常数据状态进行

分析，快速做出数据异常诊断结果，做好相应反馈和应急工作。

2、月度维护

每月开展 1次海洋观测站月度维护。维护设备包括水文设备（浮子式水位计、温盐传感

器、井内/井外水尺）、气象设备（风速传感器、气压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雨量传感器）、



视频监控设备、数据采集设备、供电设备、通信设备以及站点周围设施（站点基础设施、周

围环境、防雷设施），对设备进行清理、保养，检查设备运行状态，对常规耗材进行更换，

并提交月度运行维护报告。

3、对比观测

每月开展 2次自动观测要素对比观测。各种自动观测要素的对比方法采用有关技术规范

或专业技术范围内惯例通用的观测方法。水文要素包括潮位、水温、盐度 3 项，气象要素包

括风、气压、温度、湿度、降雨量 5 项，同时对各观测要素数据处理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给出对比工作的结论。

4、应急维护

海洋观测站站房和仪器设备出现的故障时必须在 24 小时内响应，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排

查处理，应急维护次数不大于 10 次，应急清井服务不大于 2次。若故障设备需要返厂检修，

无法现场修复的，及时提交合理的维修计划或方案。

四、运行维护服务总体目标及具体要求

4.1、工作目标

建立科学的、有效的设备管理运维机制，加大设备日常管理力度，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科学合理的制定海洋观测站的运行维护计划。通过开展海洋观测站运行维护工作，及时识别

和汇报设备的仪器故障，确保观测仪器设备始终处于稳定运行状态，减少故障停机日，提高

设备完好率、利用率，减少设备磨损，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降低设备运行和维修成本，保证

测报工作的顺利开展。

4.2、工作方案

为保证海洋观测站设备经常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设备运行维护保养贯彻“养修并重，

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到定期保养、强制进行，正确处理使用、保养和修理的关系。本项目

主要开展 5个标准海洋观测站运行维护工作，包括日常监控、月度维护、对比观测、应急维

护等技术服务。



4.2.1、日常监控

根据项目现场的实际工况，综合考虑海水、生物附着严重等对系统运行的影响，保持运

维期内主要监测设备和传感器能够正常运行，使观测数据能够正常传输使用，保证观测数据

符合国家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网的要求。

（1）安排数据运维人员每天通过查看观测站终端数据接收软件，实现对观测数据的监

控。检查的站点数据包括水位、海水温度、海水盐度、风速风向、气温、相对湿度、降雨量、

气压等。

（2）及时了解设备的运行情况，通过对各个传感器的报到情况，判断观测系统目前的

运行状况，对异常数据状态进行分析，快速做出数据异常诊断结果，做好相应反馈和应急工

作。

（3）每天对数据传输网络进行检查，确保观测数据的稳定传输。

（4）检查和维护数据传输接收处理系统相关设备，确保数据接收处理系统软件及硬件

设备的良好、持续不间断地运行，在发现系统软件或硬件设备严重异常等突发情况时会将情

况整理并记录汇报给业主单位的管理人员。

4.2.2、月度维护

每月开展 1次海洋观测站月度维护。维护设备包括水文设备（浮子式水位计和温盐传感

器）、视频监控设备、气象设备（风速传感器、气压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雨量传感器）

及其他设备（通讯设备、太阳能及电源线路以及站点周围设施），对设备进行清理、保养，

检查设备运行状态，对常规耗材进行更换，并提交月度运行维护报告。

4.2.2.1、浮子式水位计

（1）对浮子和重锤进行清洁；

（2）检查观测数据有无异常；

（3）检查浮子是否有进水、支架螺丝生锈掉落、变形的情情况，及时擦拭进水、维修

支架、更换螺丝；

（4）检查水位计钢丝绳是否有损坏、支架变形、不牢固、滚轮卡死等现象，并及时进

行修复，对使用较频繁的一段钢丝绳涂抹润滑油，以减少钢丝绳的摩擦阻力，延长钢丝绳使

用寿命。



4.2.2.2、温盐传感器

（1）维护时对水下温盐传感器进行除藻、除贝类、剔除玷污的工作并使用清水进行清

洗；

（2）现场检查时若发现温盐传感器所包裹黄铜网发生破损，对黄铜网进行更换；

（3）温盐传感器的转刷及防玷污组件污染严重时进行更换。

4.2.2.3、井内/井外水尺

（1）对水尺进行清洁，并进行对比观测；

（2）检查水尺刻度是否清晰可见，若有污渍遮挡或磨损，进行清洁或修补；

（3）检查水尺是否发生变形，轻微变形则对其进行维修复原。

4.2.2.4、风速风向传感器

（1）查看设备外观有无损坏，用棉纱蘸清水清洗表面盐渍及污物，再用工业酒精擦拭

接插件及其表面；

（2）检查并保持传感器轴与水平面垂直；

（3）观察传感器机械转轴转动是否灵活、平稳；

（4）定期维护风速风向传感器，检查、校准风向标指北方位。

4.2.2.5、温湿传感器

（1）清洁探头要用沾有温和去污剂的柔软无绒布擦拭；

（2）清洁温湿传感器表面污渍；

（3）温湿传感器的头部有保护滤膜，防止感应元件被尘埃污染，每次维护时拆开传感

器头部网罩，若污染严重更换新的滤膜；

（4）检查温湿传感器与数据传输线的连接，发现松动或生锈要及时紧固或进行更换；

（5）清理百叶箱，检查百叶箱侧门是否腐蚀、进水或处于开启状态。

4.2.2.6、气压传感器

（1）检查设备外观并进行相应的清洁维护保养，用工业酒精擦拭其表面及接插件；

（2）检查气压传感器的各线缆，是否存在损坏、开裂的情况；

（3）注意检查气压传感器进气口的通畅性，使传感器内部气压与周围空气环境保持一

致。



4.2.2.7、雨量传感器

（1）设备表面存在污渍时用干燥洁净的抹布进行擦拭；

（2）观察盛水桶内是否有脏物，如有，要将脏物清理干净；

（3）检查各线缆是否存在损坏、开裂的情况；

（4）维护保养过程中严禁对设备进行热插拔操作；

（5）检查数据传输状态和设备工作状态，记录异常信息并及时反馈。

4.2.2.8、视频监控设备

针对文昌铺前、文昌翁田、万宁港北 3 个海洋观测站的视频监控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定期清洁

保持设备的清洁和防尘是首要任务。使用软刷清除设备表面的灰尘和污物，使用尘埃

清除器或干净的棉毛清除设备内部的灰尘。

使用干净的擦拭布和专用清洁剂清洁设备的显示屏和镜头，避免使用含酒精或腐蚀性

强的清洁剂。

（2）检查连接

定期检查电源线和连接线是否磨损、断裂或接触不良，如有问题及时更换或修复。

确保所有连接端口都连接牢固，避免带电插拔。

检查数据传输状态和设备工作状态，记录异常信息并及时反馈。

4.2.2.9、数据采集设备

（1）检查数据采集设备的工作状态，检查数据采集情况；

（2）检查每一条接入采集器的连接电缆接头底座是否松动、腐蚀、进水；

（3）拆装采集设备端盖时，对端盖固定螺丝进行防锈黄油的涂抹，防止螺栓锈蚀，便

于后续维护的拆装工作；

（4）完成维护工作后，使用干燥的干净抹布对采集器表面进行擦拭，确保采集器工作

环境的干燥清洁；

（5）关闭采集设备显示屏，以降低功耗。



4.2.2.10、供电设备

（1）用数字万用表对各蓄电池、太阳能板电压进行测量并记录，电池电压范围为

10-15VDC，天气晴朗时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压范围为 10-18VDC；

（2）对站点各开关线路接头进行检查（是否有烧焦、软化等现象），保证正常。

（3）对室内零星电源线路故障进行维修，保障供电正常；

（4）使用设备测量电池使用寿命，按照实际情况进行相应更换；

（5）检查太阳能板水密接线盒是否渗漏、松动；

（6）因太阳能电池板自身特性导致，当单片太阳能电池存在遮挡时，会对整个太阳能

电池板的输出电压造成影响，故在进行维护工作时，对太阳能电池板表面进行清洁，降低被

遮挡的可能性，保证太阳能电池板的正常使用。

4.2.2.11、通信设备

（1）设备表面存在污渍时用干燥洁净的抹布进行擦拭；

（2）天线的连接电缆及接头避免硬性折弯和重力挤压，以免造成电缆线和接头的折断

和脱落；

（3）维护保养过程中严禁对设备进行热插拔操作；

（4）检查数据传输状态和设备工作状态，记录异常信息并及时反馈。

4.2.2.12、站点周围设施

（1）对站点周围设施进行巡查，如出现损坏或影响观测情况，需要及时汇报并配合处

理。

（2）清理站点卫生，配备常规卫生工具、玻璃钢软尺、对比浮子等小物件，及时更换

如灯具、门锁等易损件。

（3）对站内、外防雷与接地装置（包括风杆、风杆避雷针、避雷引下线、接地汇集线、

馈线接地排、接地线、接地引入线、户外入海接地装置等）及它们的连接状况进行巡检。

（4）对站内、外的金属围栏，雨量计、百叶箱、风杆、风杆避雷针、避雷带、避雷引

下线、接地汇集线、馈线接地排、接地线、接地引入线、雷电专用引下线、户外入海接地装

置等金属构件的锈蚀情况进行巡检并对锈蚀处刷防锈漆。



（5）对电涌保护器系统（包括电涌保护器阀片、熔断器或空气断路器）进行全面检查，

发现异常及时进行修复、处理。当发现电源电涌保护器的状态显示窗口已显示失效（或测试

漏电流≥30µA）、信号类及馈线类电涌保护器处于短路/断路状态，则应进行及时更换。

（6）对站点出现的防雷设施的现状及遭受雷击造成设备和站内外设施损坏情况，均作

详细记录。对雷害原因进行分析，提出针对性整改措施。

（7）定期开展场地巡查，排查漏电、火灾、建筑破损、山体滑坡、海岸基岩崩塌、闲

杂人员闯入等安全隐患，及时上报。

4.2.3、对比观测

为了保障设备所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提高观测数据的准确性，每月开展 2 次自

动观测要素对比观测。各种自动观测要素的对比方法采用有关技术规范或专业技术范围内惯

例通用的观测方法。水文要素包括潮位、水温、盐度 3 项，气象要素包括风、气压、温度、

湿度、降雨量 5 项，同时对各观测要素数据处理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给出对比工作的结论，

以保障设备所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提高观测数据的准确性。

4.2.3．1、对比观测方法

依据《GB/T 14914.2-2019 海洋观测规范》中的相关要求选取对比观测方法，采用便携

式的仪器进行现场比测，对比观测时以同等级别或以上的具备相同测量要素的测量系统作为

参考标准，参考标准和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在相同环境里同时测量，参考标准测量

的要素值作为标准值，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测量的要素值作为测量值，对比两者的

结果，得出相对应的测量误差，即比测结果。

通过数据比测分析，验证测量仪器的工作状态和数据资料的可靠性，并在比测结束后出

具完整详实的比测数据分析报告。

4.2.3．2 对比观测流程

对比观测方法和潮位站自动观测方法在相同环境同时按照观测要求开展要素测量工作，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判断比测结果，如果结果超出误差允许范围，相关工作人员

开展误差分析，寻找原因并修正结果，最后整合得出分析报告。具体工作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3 对比观测工作流程图

4.2.3．3 现场比测设备

所采用的比测仪器都是满足比测要求精度的仪器，并且有良好的操作性和稳定性，每年

都会在比测进行前送具有专业计量单位检定或校正，并由专业计量单位出具检定证书，同时

比测仪器会按规范进行保存，除比测任务外不会用于其他用途。

4.2.3．4 现场对比观测

水文要素的对比观测项目有潮位、水温、盐度 3项。气象要素的对比观测项目包括风、

气压、温度、湿度、降雨量 5项。

4.2.4 应急维护

海洋观测站站房和仪器设备出现的故障时在 24 小时内响应，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排查处

理，应急维护次数不大于 10 次，应急清井服务不大于 2 次。若故障设备需要返厂检修，无

法现场修复的，及时提交合理的维修计划或方案。

如遇紧急故障将在 24 小时内响应，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查找观测系统运行中出现

的故障。

4.2.5 清井服务

本年度运维针对 5 个站点各提供 1次清井服务，共计 5 次清井服务。



（1）由专业潜水员对验潮站验潮井进水口进行疏通、验潮井内淤泥与其他杂物进行清

理；

（2）清井作业时，不能损坏验潮站中已有的水位计等任何设备及验潮井等设施；

（3）作业前，对作业人员做好安全教育；作业时，作业人员按相关规定做好安全工作，

穿戴氧气瓶，潜水装备等安全防护装备。

4.2.6 零星修缮

在运维期内，将为 5个海洋观测站提供零星修缮服务，并对海洋观测站仪器、辅助设备

及外部环境配件等提供总价值人民币 20000 元的免费更换（采购更换的仪器设备、辅助设备、

外部环境配件等按照实时市场单价计算，且更换设备需满足业主要求），累计超出 20000 元

的部分，由业主进行采购，成交供应商全面配合进行更换安装。

4.2.7 资料整理

负责现场维护记录的整理、归档等管理工作以及项目成果过程中文档的编制。记录整

个运维期运行维护过程资料，包括日巡检维护日常维护、故障处理、应急事故处理、数据比

对及数据评估的整个过程，并归档。记录各仪器设备的基础信息、检定记录、检定周期及维

护周期，并存档。具体提供资料如下：

（1）出具月度运维巡检报告 12 份；

（2）出具月度数据比对观测报告 24 份；

（3）出具月度数据监控报表 12 份；

（4）出具台风影响海南岛期间过程数据监控报告；

（5）出具潮位仪参数调整过程专项报告；

（6）出具年度运维巡检总结报告 1 份。

5、*运维服务内容动态调整说明

本次运维技术服务工作，将根据我中心观测业务工作实际开展情况，对运维技术服务内

容或服务期限进行动态调整，整体技术服务价值不低于采购合同总金额，特此声明。

供应商在提供运维方案时，除提供本方案内要求的技术服务外，还需提供其他的运维

技术服务内容及服务价格，包括但不限于传输系统升级、警戒潮位标识及校核水尺更新、监

控系统优化等，作为后期运维工作动态调整备选项。

运维服务内容：合同签订后，供应商按照合同约定内容定期开展运维工作，当我中心



提出运维工作调整时，合同总金额不变，按照我中心要求调整技术服务内容。

运维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运维工作满足合同验收条件后。

运维服务工作验收条件：供应商按照要求提供了全部合同额的等值技术服务且经双方

确认后，即可进行项目验收。

付款方式：合同生效后,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等额合法有效增值税普通发票后十个工作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70%，合同期满，甲方组织项目验收，验收通过并收到乙方开具的等

额合法有效增值税普通发票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项 30%。


	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2、项目背景
	3、项目现状
	4、项目目标

	二、项目具体技术标准及规范
	1、技术标准和规范
	2、安全作业规范
	1、日常监控
	2、月度维护
	3、对比观测
	4、应急维护

	四、运行维护服务总体目标及具体要求
	4.1、工作目标
	4.2、工作方案
	4.2.1、日常监控
	4.2.2、月度维护
	4.2.2.1、浮子式水位计
	4.2.2.2、温盐传感器
	4.2.2.3、井内/井外水尺
	4.2.2.4、风速风向传感器
	4.2.2.5、温湿传感器
	4.2.2.6、气压传感器
	4.2.2.7、雨量传感器
	4.2.2.8、视频监控设备
	4.2.2.9、数据采集设备
	4.2.2.10、供电设备
	4.2.2.11、通信设备
	4.2.2.12、站点周围设施

	4.2.3、对比观测
	4.2.3．1、对比观测方法
	4.2.3．2对比观测流程
	4.2.3．3现场比测设备
	4.2.3．4现场对比观测

	4.2.4应急维护
	4.2.5清井服务
	4.2.6零星修缮
	4.2.7资料整理
	5、*运维服务内容动态调整说明
	本次运维技术服务工作，将根据我中心观测业务工作实际开展情况，对运维技术服务内容或服务期限进行动态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