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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用光学测波仪自校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岸用光学测波仪的自校项目、环境条件、自校准备、自校步骤、性能判别、数据修

正、复校时间间隔。 

本标准适用于岸用光学测波仪（以下简称测波仪）的波高、波向现场自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2898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 15920  海洋学术语 物理海洋学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9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岸用光学测波仪  the coast borne optical wave gauge 

由观测者在岸边固定观测点，通过专用望远镜借助随波浪跳动的浮筒，观测波高、周期、波向等

海浪要素的仪器。 

注：测波仪由望远镜瞄准机构、管状水准泡、俯仰微动手轮、解脱手柄、方向微动手轮、指标盘、水平度盘、调

平螺丝、圆形水准泡和底座等组成，测波仪外形见图1，分划板是望远镜瞄准机构中最主要的部件，它装入望远镜目镜

的一端，分划板形式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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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岸用光学测波仪 

①望远镜 ②管状水准泡 ③俯仰微动手轮 ④解脱手柄 ⑤方向微动手轮 

⑥指标盘 ⑦水平度盘 ⑧底座 ⑨调平螺丝 ⑩圆形水准泡 

 

图 2   分划板 

 ①水平距离标尺线 ②横向等距离标尺线 ③波高标尺线 ④基准水平线 ⑤海天交界线 

4 自校 

4.1  自校项目 

波高、波向，宜先波向、后波高的顺序进行。 

4.2  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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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风速小于5 m/s的白天进行，气温在10 ℃~25 ℃之间。 

4.3  自校准备 

4.3.1  直尺 

直尺标称长度应不小于3.0 m，分度值为1 cm，宜使用水准测量用尺。 

4.3.2  校准基点 

根据测波仪安装高度及有效水平距离，在测站陆地周边区域选取一个波高校准基点，基点应通过

测波仪可见，便于观测和人员操作。测波仪光学轴至波高校准基点的高差（见表A.1）、水平距离应符

合测波仪安装高度及有效水平范围要求。测波仪光学轴至波高校准基点的高差测量应按照GB/T 12898

中三等水准测量的规定执行。 

4.3.3  方位参照点 

应设置2个固定点作为方位参照点，其相对测波仪的方位度数（ sD ）须已知。 

4.4  自校步骤 

4.4.1  调整仪器 

检查测波仪工作状态，调整仪器水平，使其处于波向、波高观测正常状态。填写岸用光学测波仪

自校数据记录表（参见表A.1）。 

4.4.2  波向读数、记录 

步骤如下： 

a) 打开测波仪解脱手柄，人眼处于测波仪望远镜出瞳位置观察，用望远镜瞄准第一方位参照点，

松开测波仪解脱手柄，转动测波仪方向微动手轮，使分划板水平距离标尺线与第一方位参照点的中心

基本重合，读取测波仪望远镜物镜下指示盘的读数（ iD ），以度（°）为单位，精确到整数； 

b) 将读数（ iD ）记录到表 A.2中波向测得值； 

c) 打开测波仪解脱手柄，人眼处于测波仪望远镜出瞳位置观察，用望远镜瞄准第二方位参照点，

松开测波仪解脱手柄，转动测波仪方向微动手轮，使分划板水平距离标尺线与第二方位参照点的中心

基本重合，读取测波仪望远镜物镜下指示盘的读数（ iD ），以度（°）为单位，精确到整数； 

d) 将读数（ iD ）记录到表 A.2中波向测得值； 

e) 重复 a)～d)依次读取 3 组数据，计算平均值，原始数据及平均值记录在表 A.2 中波向测得值，

将平均值同时记录在表 A.1 中波向测得值。 

4.4.3 波高读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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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直尺（4.3.1）置于校准基点（4.3.2），保持直尺铅直。在直尺上选取长度 1 m、3 m两处波高

标准值( sH )，代表波高标准值顶点、底点的直尺刻线应提前做好标记，然后进行两次模拟波高测量，

步骤如下： 

a) 进行 1 m模拟波高测量，打开测波仪解脱手柄，人眼处于测波仪望远镜出瞳位置观察，用望远

镜瞄准直尺，松开测波仪解脱手柄，转动测波仪方向微动手轮，使分划板波高标尺线对准直尺刻线，

并使波高标尺线横丝与直尺刻线平行，瞄准提前标记好的两处直尺上刻线，然后根据分划板波高标尺

线分化线分别读取波高标准值顶点(
1

d )、底点(
2

d )的读数，两读数之差即为波高标准值在光学轴中

的格数(A)，保留一位小数； 

b) 依次读取 3组数据，计算平均值，原始数据记录在表 A.2中顶点读数(
1

d )、底点读数(
2

d )； 

c) 直尺上波高标准值中点在波高标尺线上的读数(d )，按公式
 

2

21 dd
d


 计算求得，记录在表

A.1 中波高标准值中点在波高标尺线上的读数； 

d) 1 m模拟波高观测的波高标准值( sH )数值为 1 m，记录在表 A.1中波高标准值； 

e) 波高测得值（ iH ）按附录 B进行计算，记录在表 A.1中波高测得值； 

f) 重复 a) ～e)，进行 3 m模拟波高测量，分别读数并记录在表 A.1、A.2中。 

4.4.4  数据计算 

4.4.4.1  波向校准值按公式（1）计算: 
 

sDDD
i


               
...............（1）

 

式中： 

D ——波向校准值，单位为度（°）； 

iD  ——波向测得值，单位为度（°）； 

sD  ——波向标准值（常数），单位为度（°）。 

4.4.4.2  按公式（2）分别计算出1 m、3 m波高标准值对应的波高校准因子 1H 、 2H ；当波高测

得值小于等于1 m时，波高校准因子取 1H ；当波高测得值大于等于3 m时，波高校准因子取 2H ；

当波高测得值介于1 m至3 m之间时，波高校准因子按公式（3）进行计算。 

  %100/  ssi HHHH        …………………（2） 



5 

式中： 

H ——波高校准因子，单位为百分比（%）； 

iH  ——波高测得值，单位为米（m）； 

sH ——波高标准值，单位为米（m）。 

 1
13

i
12

1 



 H

HH
HH  ………………………（3） 

式中： 

1H ——1 m波高标准值对应的波高校准因子，单位为百分比（%）； 

2H ——3 m波高标准值对应的波高校准因子，单位为百分比（%）； 

4.5  性能判别 

4.5.1 波向部分 

若 D ＜1°，则测波仪波向不需修正； 

若1°≤ D ＜15°,则测波仪须对波向进行修正；计算获得 

若 D ≥15°,则该测波仪波向不符合要求，须维修调整后，重新校准。 

4.5.2 波高部分 

若 H ＜10%，则认定为对应的波高测量范围段不需修正； 

若10%≤ H ＜30%，则对应的波高测量范围段须对波高进行修正； 

若 H ≥30%，则该测波仪波高测量须维修调整后，重新校准。 

4.6  数据修正 

4.6.1  波向修正 

    根据4.5规定，若需对波向进行修正，按公式(4)计算： 

DDD  -i修正       
…………………………（4）

 

式中： 

修正D ——波向修正值, 单位为度（°）； 

iD ——波向测得值,单位为度（°）； 

D ——波向校准值，单位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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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波高修正 

根据4.5规定，若需对波高进行修正，按公式(5)计算： 

 H

H
H




1
i

修正

       

……………………………………（5） 

式中： 

修正H ——波高修正值, 单位米（m）； 

iH ——波高测得值，单位米（m）； 

H ——波高校准因子，单位百分比（%）。 

5  复校时间间隔 

复校时间间隔应不超过12个月。遇测波仪搬移或其他可能影响其使用性能时应及时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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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表 A.1、表 A.2给出了岸用光学测波仪自校相关记录表。 

表 A.1岸用光学测波仪自校数据记录表 

单位名称(盖章):                                

仪器型号  自 校 人  

仪器编号  参加人员  

时   间  地    点  

温   度  风    速  

基  本  参  数 

测波仪设计高度(H)     m 测波仪光学轴海拔高度    m 

分划板波高标尺单位刻度值(B)  波高校准基点海拔高度    m 

测波仪设计波高标尺中心刻度值(d0)  测波仪光学轴至波高校准基点高差(a)
1 

 

直尺长度 m 直尺最小刻度值  

波  向  自  校 

第一方位参照点 

波向标准值 ° 

第二方位参照点 

波向标准值 ° 

波向测得值 ° 波向测得值 ° 

波  高  自  校 

1 m 模拟波高测量 

波高标准值     m 

3 m 模拟波高测量 

波高标准值    m 

波高测得值     m 波高测得值      m 

注 1
：测波仪光学轴至波高校准基点的高差（a）= 测波仪光学轴海拔高度 - 波高校准基点海拔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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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波向、波高原始数据记录表 

 

波高 次数 

顶点

读数

（ 1
d

） 

底点读数

（ 2
d

） 

波高标准

值在光学

轴中的格

数（A）
1 

波高标准值中

点在波高标尺

线上的读数

（ d ）
2 

测波仪光

学轴至波

高标准值

中点的高

差（ H ）
3 

波高标准

值中点至

波高校准

基点的高

差（h）
4 

1 m

模拟

波高

测量 

1     

  
2     

3     

平均值     

3 m

模拟

波高

测量 

1     

  

2     

3     

平均值     

波向 次数 波向测得值（
iD ） 波向 次数 波向测得值（

iD ） 

第一

方位

参照

点 

1  

第二方位

参照点 

1  

2  2  

3  3  

平均值  平均值  

注 1：
 21

ddA                                         

注 2：

 

 
2

21 dd
d




 

 

注 3： haH                         

注 4
： h 即波高标准值中点对应的直尺刻度值 

记录人：                          核对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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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波高计算方法 

 

波高计算公式如下： 

      HABKHi
                               ……………………………… (B.1) 

 BddH
K

0

1


                           ………………………………(B.2) 

haH                                  ………………………………(B.3) 

式中： 

iH ——波高测得值（m）； 

   H  —— 测波仪的设计高度（m）； 

A  ——波高标准值在测波仪光学轴中的格数； 

B  ——分划板波高标尺单位刻度值； 

K  ——波高修正因子； 

H ——测波仪光学轴至波高标准值中间点的高差（m）； 

d  ——直尺上波高标准值中点在波高标尺线上的读数； 

  0d  ——测波仪设计波高标尺的中心刻度值； 

a  ——测波仪光学轴至波高校准基点的高差（m）； 

h  ——直尺上波高标准值中点至波高校准基点的高差（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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