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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第三届国际 Argo科学研讨会将于 2009年 3月在我国杭州举行。这是国际 Argo计划
实施十年，以及全球海洋上由 3000 多个 Argo 浮标组成的实时海洋观测网正式建成后，全球
Argo人的又一盛事。寄希望我国海洋和大气领域的科学家能多出研究成果，积极争取这一与
国际上同行交流学习的机会，以推动 Argo资料在我国相关科学领域，以及海洋和天气业务化
预测预报中的应用，进一步巩固和发挥我国在国际 Argo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  

 

目  录 
项目进展 

太平洋—印度洋暖池的 Argo浮标观测研究课题通过自验收……………………………………（1） 

太平洋－印度洋暖池的 Argo浮标观测研究课题取得的主要成果……………………………（2） 

我国在西北太平洋布放第七批 Argo剖面浮标…………………………………………………（3） 

国内动态 

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重要活动（续）…………………………………………………………（4） 

国际动态 

国际 Argo计划实施进展（续）…………………………………………………………………（6） 

各国 Argo计划实施进展…………………………………………………………………………（7） 

Argo资料应用研究论文目录（续）…………………………………………………………… （46） 

最新消息 

第九次国际 Argo科学组会议在英国埃克塞特顺利召开…………………………………… （48） 

第九次Argo资料管理组会议将在美国举行……………………………………………………（53） 

第十次 Argo科学组会议和第三届国际 Argo科学研讨会将在杭州举行……………………（54） 

 

 

http://www.argo.org.cn


 1

项 目 进 展 
 

 

太平洋－印度洋暖池的 Argo浮标观测研究课题通过自验收 
 

2008年 6月 18日，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科研发展处组织专家在杭州召开了“太平

洋－印度洋暖池的 Argo 浮标观测研究”课题中的子课题“太平洋－印度洋暖池的 Argo 浮标观

测”的自验收会议。验收组由陈大可研究员任组长，成员有侍茂崇教授、张启龙研究员、朱小

华研究员、姚益平高级工程师、黄方高级工程师和徐小弟高级工程师。专家组审阅了子课题

有关材料、听取了子课题组的汇报，经质询和充分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1、 该课题提交的综合研究报告，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本课题所取得的调查研究成果，

完成了“课题计划任务书”中规定的、由两个共同负责单位分工明确的相关研究内容，达到了

预期的调查研究目标。 

2、 该课题在执行期间分三个航次，在西北太平洋和东印度洋海域布放了 14个 Argo剖

面浮标，补充并完善了正在建设中的我国 Argo大洋观测网，获得了一大批深海大洋的物理海

洋环境（水温、盐度、海流等）资料；通过引进国际上先进的高新海洋观测技术（Argo剖面

浮标），以及相关的数据接收和质量控制技术，使我国成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填补了我国准实时监测大洋上层物理海洋环境的空白。同时，按国际 Argo

资料管理小组的要求，及时向国际 Argo资料中心提交经过实时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后的观测

资料，达到了“课题计划任务书”中规定的技术指标要求。 

3、 自主研发的 Argo资料网络数据库可视化集成平台和基于数据库技术的 Argo数据光

盘，将 Argo数据管理从原来的文件管理方式转向规范化的数据库管理方式，既方便了用户实

时在线可视化查询和数据下载，又能满足用户数据归档、查询、导出、打印和绘图等，使得

数据共享功能得到不断扩充和完善，满足了不同用户对 Argo资料的使用需求。 

4、利用 Argo资料以及历史观测资料，对西北太平洋暖池及其附近海域的三维温、盐、

流结构及海洋动力过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调查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研究暖

池区混合层内的混合和热交换过程都有着重要意义，受到了国际国内同行的高度关注。由该

课题发起并成功承办的“首届全国 Argo科学研讨会”，推动了国内 Argo资料应用研究的进程。 

5、该课题通过国际合作和参与全球 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建立了一支 Argo浮标技

术应用和资料接收、处理及应用研究的专业队伍，为国际 Argo计划顺利实施作出了贡献。 

6、该课题经费使用合理，设备购置遵守国家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归档文件材料齐全、完

整、系统。 

验收组一致同意该课题通过验收。并建议国家相关部门继续给予中国 Argo计划支持。 

                                                                （孙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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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印度洋暖池的 Argo浮标观测研究课题取得的主要成果 
 

“太平洋－印度洋暖池的Argo浮标观测研究”是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和基础研究司批准的大

型科学观测课题。该课题通过引进国际上先进的高新海洋观测技术（Argo剖面浮标），以及相

关的数据接收和质量控制技术，不但加快了我国 Argo大洋观测网的建设进程，而且能够熟练

地应用这一高新技术，获取高质量的大洋观测资料，成为全球 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建成 Argo资料数据库，并能及时与课题组成员和国内用户共享，并被广泛应

用于对西太平洋暖池及其附近海域物理海洋现象的分析，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中，揭示或获

得的一些新现象和新认识，是以往采用常规海洋观测仪器设备所无法得到的，受到了国际同

行的关注。 

本课题在执行至今的 5年（2003-2007年）里，在课题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撰写了

一批调查研究论文和技术、分析报告，其中有近 30篇已在相关学术刊物上发表，出版编著 1

本。从而圆满完成了“课题计划任务书”中提出的年度计划和预期目标，以及由该所分工负责

承担的全部调查研究工作。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 4个方面： 

1、Argo大洋观测网建设 

执行完成 3个大洋观测航次，在西北太平洋和东印度洋海域成功布放了 14 个 Argo剖面

浮标，使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中的浮标数量增加到了 35 个，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2007年 10月底全球海洋中的浮标总数已经达到 3006个）的顺利建成做出了积极贡献。 

2、Argo资料质量控制 

通过对引进的 Argo 资料质量控制模式的吸收、消化和改进，Argo 资料质量有了明显提

高。不仅能熟练运用实时模式对 Argo资料进行快速处理，并及时提供给海洋和气象业务部门

使用，而且也能运用延时模式对 Argo资料进行高质量处理，以满足科研人员的需求；同时，

还能按国际 Argo资料管理小组的要求，将我国布放的 Argo浮标观测的资料经过实时和延时

模式质量控制后，及时向国际 Argo资料中心汇交，与各成员国共享。 

3、Argo资料免费共享 

在做好 Argo资料接收、处理的同时，不断完善我国和全球 Argo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的数

据库系统建设，研制开发成功 Argo数据的网络可视化集成平台，建成了全球海洋 Argo数据

库，将 Argo数据管理从原来的文件管理方式转向规范化的数据库管理方式，为广大用户提供

实时在线的可视化查询和数据下载服务。为了满足不同用户对 Argo 资料的要求，除了在“中

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网站上在线发布外，还制作成数据光盘，向用户免费分发。 

4、Argo资料应用研究 

利用 Argo资料以及历史观测资料，对西北太平洋暖池及其附近海域的三维温、盐、流结

构及其海洋动力过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其中利用了一个改进的 EOF 方法重新构造 3°×3°的

月平均网格 Argo资料，并在太平洋海域进行了验证计算，揭示的太平洋区域几个重要水文特

征，以及三维流场均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吻合；通过对夏季西北太平洋暖池区 Argo浮标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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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分析发现，当台风经过暖池区时，会引起海面盐度下降；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热带

气旋经过后，西北太平洋海域会呈现混合层深度加深的趋势。这些结果对研究暖池区混合层

内的混合和热交换过程有着重要意义。 

本课题的主要创新点有： 

1、利用国际上先进的高新海洋观测技术—Argo剖面浮标（国内迄今尚未研制成功），建

成的 Argo大洋观测网得到了不断补充和完善，并已初具规模，填补了我国准实时监测大洋物

理海洋环境的空白； 

2、通过对引进的 Argo资料质量控制模式的吸收、消化和改进，使得 Argo资料的质量有

了明显提高；而且对用延时模式处理的由我国布放的 Argo 浮标观测资料，可以在 15 天内提

供给用户，比国际 Argo资料管理小组提出的“三个月内提供”的要求，提早了二个多月。 

3、研发的 Argo数据网络可视化集成平台和基于数据库技术的 Argo光盘数据集，可以满

足不同用户对 Argo资料的应用需求，既可方便用户实时在线可视化查询和数据下载，又能满

足用户数据归档、查询、导出、打印和绘图等，使得数据共享功能不断扩充和完善，这在本

领域国内外数据交换过程中还十分鲜见。  

             （摘自“太平洋－印度洋暖池的 Argo浮标观测”子课题《综合报告》）  

 

我国在西北太平洋布放第七批 Argo剖面浮标 
 

2008年 5月 24日至 6月 12日，根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和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

所签订的“Argo浮标布放与资料接收处理”协议，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搭载《大洋一号》科

学考察船在西北太平洋顺利为其布放 10 个 Argo 浮标。此外，本航次还搭载布放了一个由中

国海委会资助购买的 Argo浮标（WMO号为 2901154）。至此，中国 Argo计划投放的 Argo浮

标总数已经达到 46 个。目前，仍有 20 个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第七批浮标的编号及投放信

息见下表。 

浮标编号及投放位置 
 

浮标编号WMO编号设计纬度(ºN)设计经度(ºE) 投放日期 投放纬度（ºN）投放经度（ºE） 

3437 2901154 21.75 122.43 2008-05-24 21.31 122.01 

3696 2901155 22.28 127.58 2008-05-24 21.33 124.85 

3697 2901156 22.52 130.52 2008-05-25 21.38 127.24 

3698 2901157 22.70 133.50 2008-05-26 21.43 130.59 

3699 2901158 22.83 136.93 2008-05-26 21.43 132.52 

3700 2901159 22.92 142.10 2008-05-27 21.49 136.53 

3701 2901160 22.83 146.53 2008-05-28 21.51 141.75 

3702 2901161 22.68 150.30 2008-05-29 21.14 146.54 

3703 2901162 22.33 155.03 2008-05-29 20.73 150.32 

3704 2901163 17.57 156.46 2008-06-03 20.48 159.03 

3705 2901164 11.52 156.35 2008-06-12 16.96 1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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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标投放海区及位置 

若需进一步了解这批浮标的信息以及需要获得这些浮标的观测资料，请访问中国 Argo实

时资料中心网站（http://www.argo.org.cn）并可以从“实时资料”专栏中下载。 

（刘增宏） 

 

 
国 内 动 态 
 

 

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重要活动（续） 
 

l 2008年 3月 6日，法国卫星地面接收中心（CLS）地区业务经理周红梅女士访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并向有关研究人员介绍了 CLS的相关业务及产品，还与中心人员就 Argos

数据卫星接收和 Argo浮标资料传输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周红梅女士访问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 

l 2008年 3月 17－20日，应英国国家气象局 Argo计划负责人 Jon Turton先生的邀请，国

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许建平研究员和刘仁清副译审出席了在英国埃克塞特市召开的

第九次国际 Argo科学组会议。本次会议由英国国家气象局承办，并由国际 Argo计划联

合主席 H. J. Freeland博士主持。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

印度、韩国、日本和中国等 10个国家的 31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http://www.argo.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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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08年 3月 21日，深圳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李听主任、潘家栋副主任一行 3人来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拜访苏纪兰院士期间，参观了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中心

科研人员向来访客人介绍了国际 Argo计划及我国 Argo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赠送了

相关资料。 

 

 

 

 

 

 

 

 

 

 

李听主任等一行参观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 

l 2008年 5月 7日，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从美国Webb研究公司引进的 10台 APEX型

Argo 剖面浮标运抵杭州。这是我国 Argo 计划引进的第八批浮标，由国家海洋局公益性

科研专项经费购置。该批浮标将择机布放在西北太平洋海域，补充和完善我国正在建设

的 Argo大洋观测网。 

l 2008年 5月 13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王东晓研究员访问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并作了题为“Argos and Argo observ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的学术报

告，展示了 Argo资料在南海物理海洋学研究中的应用成果。 

 

 

 

 

 

 

   

 

 

 

王东晓研究员学术报告会现场 

l 2008年 5月 18日，由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和环保司早期资助购置的 11个 Argo浮标运

抵广州，将搭载《大洋一号》科学调查船的太平洋考察航次布放，这将是我国 Argo计划

开展以来布放的第七批浮标。届时，中国 Argo计划布放的浮标总数将达到 46个。 

l 2008年 6月 18日，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科研发展处组织专家在杭州召开了“太平

洋－印度洋暖池的 Argo 浮标观测研究”课题中的子课题“太平洋－印度洋暖池的 Argo 浮

标观测”的自验收会议。专家组审阅了子课题有关材料、听取了子课题组的汇报，经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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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充分讨论后一致同意该课题通过验收，并建议国家科技部和国家海洋局能一如既往，

给予该国际合作项目高度重视和更大的支持。 

 

 

 

 

 

 

 

 

 

 

课题自验收会议现场 

                                                                              （孙朝辉） 

 
 
国 际 动 态 

 
 

国际 Argo 计划实施进展（续） 
 

国际 Argo计划自 2000年底正式实施以来，至 2008年 5月底，世界上共有 25个国家和

团体已经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等海域陆续投放了 5000 余个 Argo 剖面浮标。部分浮标

投放后由于受技术或通讯故障等原因相继停止了工作，到目前为止，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

的 Argo剖面浮标为 3111个（图 1）。其中美国 1787个占 57.44%、日本 379个占 12.18%，名

列第一、二位；澳大利亚 162个占 5.21%、法国 146个占 4.69％、德国 129个占 4.15%、韩国

105个占 3.38％、加拿大 103个占 3.31％、英国 101个占 3.25％、印度 88个占 2.83％、中国

20 个占 0.64％、欧盟 19 个占 0.61％、荷兰 16 个占 0.51％、阿根廷 11 个占 0.35％、新西兰

10个占 0.32％和智利 8个占 0.26％，分别处于第三至第十五位；巴西和挪威均为 7个各占 0.23

％，并列第十六位；爱尔兰和毛里求斯均为 4 个占 0.13％，并列第十八位；厄瓜多尔 3 个占

0.10％，西班牙 2个占 0.06％、俄罗斯 1个占 0.03％，列第二十至第二十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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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海洋上仍在工作的各国 Argo浮标概位（止 2008年 5月底） 

（孙朝辉） 

 

 

各国 Argo计划实施进展 
 

1、澳大利亚 
 

1.1 Argo计划执行现状 

1.1.1 浮标投放数量和性能 

2007年，澳大利亚投放了由美国Webb研究公司生产的APEX-SBE-41型浮标45个。目前在

海上正常工作的Argo浮标共有158个，分布在南印度洋、太平洋以及南大洋等海域。澳大利亚

还投放了多个配置溶解氧传感器的浮标。 

总的来说，在澳大利亚Argo观测系统中，APEX浮标的性能是比较好的。如2002年投放的

配置锂/碱混合电池的浮标，有14个连续工作超过5年，获取了热带和亚热带海域2000米水深的

观测剖面超过200条。 

在2007年投放的45个浮标中，大部分工作正常。有若干个浮标出现程序软件错误，经生

产厂家诊断已修复。其中有几个浮标已由生产厂家更换。 

1.1.2 遇到和已解决的浮标技术问题 

浮标运行状态的变化： 

所有的浮标都配置了锂电池，改变了以前锂/碱电池混合配置的做法。这种改变的目的是： 

1）避免由于碱电池可靠性存在问题而引起的浮标性能过早变差； 

2）延长浮标的工作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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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Argo计划的实施过程已经证明，APEX 浮标能有效探测到

2000米水深（包括热带海域），工作寿命可超过5年。 

去年解决的技术问题： 

1）浮标生产厂家发现，在配置溶解氧传感器的浮标软件中，存在一个程序错误。相应的

浮标投放工作因此而推迟，直到错误程序被修正，检测正常后才送交我们。但是先前已有4个

存在程序错误的浮标被投放到了海中。 

2) 我们注意到最近投放的部分浮标传送回来的数据出现异常情况，于是我们暂停了余下

浮标的投放，这引起了浮标生产厂家的警觉，后来厂家查明是软件的错误所致。采取的对策

是对余下没有投放的浮标重新设置程序，而对已经投入海中的有问题浮标，由厂家作出赔偿。 

3) 实验室测试发现，浮标气囊在生产中存在问题，根据生产厂家要求将浮标退回修复。

现厂家已经改进了QA/QC（质量评估/质量控制）程序。 

4) 实验室测试还发现，一个浮标供应商提供的浮标电池有缺陷；同时，当我们对同期生

产的一批浮标电池作复测时，意外发现浮标电压存在过早降低问题，于是暂时中断浮标的投

放工作。这个问题目前已经解决，新组装的这一批浮标状态良好，即将投放。下一步，实验

室要进行的测试工作，将查明部分浮标在工作中电压快速下降的原因。在浮标组装以前，我

们将对所有的电池进行工作（负荷）状态监测。有关浮标电池电压快速下降的原因，我们将

继续与电池供应商进行探讨，因为部分浮标电压快速下降的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迷。对此，我

们实验室还没有能力尽快诊断出其原因。 

1.1.3 资料管理方面的工作情况 

2007年11月13－16日，第八次国际Argo资料组会议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召开。会议由澳大

利亚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海洋与大气研究所承办，会议具体事项由Ann Thresher博士和澳大

利亚Argo小组负责。会议开得很成功，讨论了如何改进Argo数据流等有关方面的问题。整个

会议期间洋溢着“海洋观测的历史里程碑－Argo计划实现3000个浮标覆盖量”的喜庆氛围；同

时庆贺“Dean Roemmich教授获得美国Sverdrup Medal奖章”，从国际Argo计划实施以来他所展

示出的领导才能得到了肯定。 

实时资料： 

我们在去年更新了实时资料处理软件，获得了更稳定和及时的数据流。实时图表和浮标

监测资料可以从以下网站获得： 

http://www.marine.csiro.au/~gronell/ArgoRT/select_floats_WMO.html 

延迟模式质量控制现状： 

澳大利亚大约有70%合格可信的Argo资料经过延迟模式（D-mode）处理后发送，我们还

将改进这方面的工作。不久，我们将要对包括“尚好”的Argo 资料剖面在内的数据漂移问题，

开始评估工作；而对那些观测资料稀少的海域，作数据判断校正仍然存在困难。 

 

 

http://www.marine.csiro.au/~gronell/ArgoRT/select_floats_WM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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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经费现状前景分析 

澳大利亚Argo计划目前已经列入政府的创新计划，即澳大利亚综合海洋观测系统

（IMOS）。这项基础性研究系统的经费，来自“国家合作研究基础创新计划”。通过该系统的

支持，以及各参加单位能保持现有的经费支持力度，澳大利亚Argo计划将可能连续4年争取到

每年获得50－60个浮标的经费资助，以保持220－240个Argo浮标组成的观测系统。但是，Argo

计划现有的一个经费渠道“澳大利亚气候变化计划”出现变数，该计划预计在2009年7月结束，

与此相关的新的经费渠道还没有明晰。 

人力资源队伍： 

澳大利亚Argo项目需要1名全职工程师；一名75%工作时间的技术员承担浮标的检测和准

备以及研究任务；1名半职管理人员负责浮标运送协调和布放培训等事务；1.5名Argo延迟模

式数据处理专家，这方面的工作一直处于高负荷状态，希望资料处理完全程序化以后，这种

高负荷压力能有所减轻。 

 

1.3 浮标投放计划 

2008年澳大利亚Argo计划大约可投放83个浮标。下图为部分浮标计划投放的区域。我们

正在寻求协助，将浮标投放在西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海域，以填补那里的Argo浮标空白。 

 

 

 

 

 

 

 

 

 

图例说明：黄/白色‘×’表示2007/2008财政年度浮标投放的位置，这些浮标可能已到船上或者在实验室中即将

送出；兰色‘×’表示已经投放的浮标。在南大洋，大部分投放浮标工作只能在澳大利亚的夏季完成。而40°S

以北海域的投放工作在以后三个月中进行。 

 

1.4 Argo资料研究和业务化应用，以及对区域中心的贡献 

澳大利亚气象局Neville Smith 教授，已经将Argo 资料应用于上层海洋业务化日常分析业

务中。这些分析资料也被用来对“试验性季节雨量预报系统”进行初始化。详见网站

(http://www.bom.gov.au/bmrc/ocean/results/climocan.htm)。 

澳大利亚气象局Oscar Alves研究员，大量应用Argo资料于动态季节性预报系统POAMMA

中。 

http://www.bom.gov.au/bmrc/ocean/results/climoc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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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RO（澳大利亚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海洋研究中心与澳大利亚气象局研究中心合作，

已经研制出一套海洋模式/数据同化系统，可供海洋预报和海洋后报服务。大量的Argo现场资

料是该系统的主要数据的来源。海洋次表层资料的同化工作正在进行中。 

许多来自CSIRO和Tasmania大学的研究生，在他们的研究论文中都已在应用Argo资料，

且应用的范围相当广泛，如：南大洋中的潜沉现象研究(Sloyan)、新世纪气候学的形成(Ridgway 

and Dunn)、海洋变暖以及对海平面上升的作用(Church, Domingues, Wijffels)、海洋观测系统研

究(Oke and Schiller)、海洋盐度的变化研究(Durack/Wijffels)，以及基于模式的网格技术开展

Argo资料网格化数据库研究(Dunn, Oke, Tchen, Wijffels)等。 

 

1.5 目前遇到并希望Argo科学组考虑解决的问题 

南半球中浮标的空白区问题：尽管全球Argo计划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相比北半球，

南半球浮标观测网的密度仍然十分稀疏，特别是西南印度洋和中太平洋浮标的覆盖量是不够

的。我们希望各个区域的协调员关注这些区域。 

 

 

 

 

 

 

 

 

图例说明：2008年1月显示，这些区域Argo浮标的密度仅占了设计覆盖量的一小部分。兰色区域表示那

里的浮标量仅为设计覆盖量的一半甚至更少。 

 

 

 

 

 

 

 

 

图例说明：不同海域Argo 浮标平均覆盖密度历史记录曲线图。纵坐标数字1表示浮标布放达到设计密度。就

全球平均而言，Argo 观测网已经在2007年末达到设计的浮标覆盖量（3000个）。但是必须注意到，北半球

已经大大超出；而南半球则远远不足。 

 

—全球浮标覆盖度 
—北半球浮标覆盖度 
—南半球浮标覆盖度 
—澳大利亚区域浮标覆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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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拿大 
 

2.1 Argo计划执行现状 

2.1.1 投放浮标数量和性能 

2007年加拿大共投放了18个APEX型浮标，其中10个投放在大西洋，8个投放在太平洋。

截止到2008年2月，有1个浮标已经停止工作，而其余17个浮标能提供正常的观测资料。布放

在大西洋的浮标集中于大陆坡水域和拉普拉多海域。而投放在太平洋的浮标则集中在阿拉斯

加湾白令海域。感谢日本JAMSTEC协助利用日本海洋科学调查船R/V Mirai投放了5个浮标。

2008年的浮标投放计划尚未确定，因为目前我们浮标库存几乎为零。到2008年3月初，库存仅

有1个浮标，2008年将会订购12个。我们期待其他国家能为加拿大提供投放浮标的搭载机会。 

一年前，我们曾高兴地从METOCEAN Data Systems公司（METOCEAN Data Systems，

Dartmouth, Nova Scotia, Canada）得到承诺，该公司将用新研制的2个PNG－Provor型浮标，交

换我们库存的2个已经过时的Provor型浮标。我们一直急切地期待能在海上对这2个新型浮标进

行试验，但事到如今，有关浮标的交换毫无进展。我们所有在海上运行的Provor型浮标，均出

现电池电压快速下降的问题（正如我们判断锂电池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稳定后也出现同样问

题），我们估计2008年3月AST会议以后，所有的Provor型浮标都会停止工作。 

2.1.2 资料管理方面的工作情况 

加拿大综合科学数据管理中心（ISDM）继续接收还在运行的107个Argo浮标的数据（100

个APEX型浮标中有11个配置埃特拉溶解氧光学传感器；另外7个为 Provor型浮标；似乎有8

个浮标很快会停止工作）。这些资料每6小时一次，发送给全球通讯系统（GTS）和全球资料

中心（GDACs）。如果不能以6小时的间隔进入Argos 服务接收系统，我们增加接收频率为1

小时一次，从Argos 服务系统接收Argo数据。从2007年开始，大约75%的浮标资料在接收后

24小时内发送到GTS。到2007年10月底，我们已经向GDACs发送了大约3870组经延迟模式质

量控制的数据。目前我们还积累了大约4个月的经延迟模式质量控制的数据没有发送。我们的

网站每天会自动更新，提供浮标轨迹、温度、盐度、氧含量等值线图等资料，以及每个浮标

的技术指标信息。网站的地址为： 

http://www.meds-sdmm.dfo-mpo.gc.ca/meds/Prog_Int/Argo/ArgoHome_e.html 

今年，我们将继续监测GTS上的Argo 数据，如果发现任何问题立即报告。根据技术指导

说明，我们将更新Argo 数据和轨迹的NetCDF格式。有必要建立一套处理系统，以BUFR格式

传送和接收Argo 数据。下一步，我们将对部分软件程序重新编写和测试，用Java 语言格式

为新的服务器创建NetCDF 文件，因为旧的UNIX服务器在今年6月以后将被淘汰。 

 

2.2 经费现状、前景以及人员投入情况 

2007年，加拿大Argo 计划主要以研究项目的形式获得资助。我们起初的设想是，Argo

计划以常规或应用基础的形式筹得经费，但是这种设想还没有实现。我们仍然在做这方面的

努力。2007年的经费能维持往年的水平或略有增强，以履行加拿大对国际Argo计划应尽的责

任。 

2008年的经费要在财政年度计划（3月1－31日）后才能到达，到那时才能购买用于后期

投放的浮标，我们现在已经预定了21个浮标，有可能会增加订购的数量。由于财政拨款太迟，

http://www.meds-sdmm.dfo-mpo.gc.ca/meds/Prog_Int/Argo/ArgoHome_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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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在订购浮标时不能同时订购溶解氧传感器。此外，由于拨款时间推迟以及拨款数量的

不确定性，我们还无法制订出2008年浮标的投放计划。 

 

2.3 浮标投放计划 

2008年详细的浮标投放计划现在无法得知，要等到经费落实，知道能购买多少浮标以后

才能制订。不过我们希望手中现有的浮标大约以50%的比例布放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投放在

大西洋的浮标集中在拉布拉多海域；投放在太平洋的浮标倾向于偏北海域，包括白令海。 

 

2.4 希望AST会议讨论和解决的有关问题 

2007年，经延迟模式质量控制的Argo数据的传送有了重大进步。然而，我们认为，在及

时传送延迟模式质量控制的Argo数据方面仍存在有待提高的地方。 

我们热切盼望建立一个长久的国际Argo计划办公室，并希望国际Argo执行小组和Argo科

学组会议能促成这件事。我们认为国际Argo计划协调员（ATC）和Argo资料库（AD）的地点

应该同处一地。我们注意到，国际JCOMM 组织正在筹备成立一个观测计划支持中心。这个

中心也许是ATC和AD合适的工作地点所在，因为国际Argo计划今后的运作将与其他海洋观测

计划协同开展。 

如前所述，我们的经费还没有长期稳定的来源。我们觉得近期适当时候在加拿大（最好

在渥太华）召开一次AST会议将对现状有所帮助。 

附件：2007年加拿大浮标投放的情况表 

序号 投放日期 WMO-ID 编号 配氧传感器否 海 区 投放船只 工作正常否 

1 06/05/2007 4900875 N A Hudson Yes 

2 26/10/2007 4901066 N P Mirai Yes 

3 27/102007 4901067 N P Mirai Yes 

4 25/06/2007 4901068 N P TULLY NO 

5 22/06/2007 4901069 N P TULLY Yes 

6 24/10/2007 4901070 N P Mirai Yes 

7 25/10/2007 4901071 N P Mirai Yes 

8 12/06/2007 4901073 N P TULLY Yes 

9 24/10/2007 4901074 N P Mirai Yes 

10 14/05/2007 4901075 N A Hudson Yes 

11 15/05/2007 4901076 N A Hudson Yes 

12 17/05/2007 4901077 N A Hudson Yes 

13 25/05/2007 4901079 N A Hudson Yes 

14 25/05/2007 4901080 N A Hudson Yes 

15 08/10/2007 4901081 N A Hudson Yes 

16 12/10/2007 4901082 N A Hudson Yes 

17 14/10/2007 4901083 N A Hudson Yes 

18 07/10/2007 4901084 N A Hudson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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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 
 

3.1 Argo计划执行现状 

中国 Argo计划主要受到国家科技部、国家海洋局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的支

持，但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以项目的形式给予资助，其支持的力度还十分有限。 

3.1.1 浮标投放与回收情况 

2007年，中国未在任何海域投放 Argo浮标。早期布放的浮标，目前在海上正常工作的仅

仅只有 10个，其中 5900019号浮标已经在西北太平洋观测长达 5年以上，获得了近 180个剖

面资料。 

2007 年 7 月，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从美国 Webb 公司引进了 2 个装配新型锂电池的

APEX型浮标，但未布放；11月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又与Webb研究公司签订购买了 10个

APEX型浮标的合同。 

2007年 3月，我海南省渔民在海南岛以东（112°37'E、20° 30'N附近）海域意外网获

一个 Argo浮标，其编号为 3063。该浮标进入我国专属经济区海域后，并无国际组织或相关国

家通报该浮标的相关信息。2007年 8月，我浙江渔民在东海（28°50'N、125°40'E）海域又

意外网获一个编号为 168的 PALACE浮标。2007年 9月，在 Mathieu Belbeoch先生访问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期间，已向浮标的布放国发出相关信息，但至今我们也没有收到任何音讯。

目前这 2个浮标仍然由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保存，等待相关国家的回收。 

2007年 7月，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从国际 Argo信息办公室（AIC）获悉，我国于 2003

年 1月布放在菲律宾以东（127.42°E、13.90°N）海域的一个 Argo浮标（Argos平台号：21302；

WMO 编号：5900225），当年 8 月已被菲律宾渔民带入棉兰老岛达沃湾，并由菲律宾海岸警

卫队保存至今。早在 2004—2007 年期间，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曾多次联系菲律宾大学海

洋研究所的相关科研人员，希望他们帮助回收该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2004

年 7 月，菲律宾大学海洋研究所也帮助我们顺利回收了另一个被渔民带入棉兰老岛比斯利格

湾的 Argo浮标。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与菲律宾大学海洋研究所在 Argo资料交换和 Argo

浮标回收方面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双方合作愉快。目前，我们已经通过 AIC与菲律宾海

岸警卫队取得了联系，仍将委托菲律宾大学海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帮助把该浮标运回国内。 

为了更有效地做好 Argo浮标的回收工作，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还设计并印刷了一批

（5万份）Argo宣传海报，并在 2007年底全部发放到沿海渔民和从事海上活动的人员手中，

希望有更多的漂入近海或搁浅的浮标能得到及时回收。 

2007年 9月 25－28日，国际 Argo技术协调员 Mathieu Belbeoch先生专程访问了中国。

国家海洋局的海洋事务管理官员就我方所关注的外国 Argo浮标多次进入我专属经济区问题，

向 Mathieu Belbeoch先生进行了通报，并表明了我方立场。希望国际 Argo技术协调员能尽快

将通报的相关内容报告给国际 Argo科学组主席们或全体成员，敦促相关国家按国际 Argo计

划的宗旨，对任何以 Argo计划名义布放的浮标，应以科学研究和业务化应用为目的，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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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窃取他国专属经济区或领海的海洋环境信息，侵害他国海洋权益。并希望国际 Argo技术

协调员，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关于国际 Argo 计划的 XX—6 号决议的

有关规定，及时向沿海国提供 Argo浮标进入该国专属经济区或领海的相关信息，并征求这些

国家是否允许浮标继续观测的意见，以便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对这些国家海洋权益的侵害。 

3.1.2 遇到的技术问题 

目前工作的浮标都为 APEX型浮标，没有出现能量衰竭和 Druck压力传感器等技术问题。 

3.1.3 Argo资料管理现状 

（1）实时资料管理 

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负责接收中国投放的 Argo浮标的资料信息。所有数据经过实时

质量控制程序后生成 netcdf 文件并上传到 GDACs，所有的剖面资料由法国 CLS 帮助发布到

GTS上。在 2007年，我们已经向 GDACs传送了 382条剖面资料。 

（2）延时模式质量控制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2007 年已在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取得了较大进展。所有的 APEX

型浮标已经应用了热滞后校正。目前已向 GDACs共上传了 1611个延时质量控制的文件,90%

的剖面经过了延时模式质量控制。2008年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将对 OW方法进行试应用。 

（3）Argo资料产品 

太 平 洋 中 层 流 月 平 均 Argo 资 料 登 载 在 中 国 Argo 资 料 中 心 网 站

(http://www.argo-cndc.org/)。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已经把从 GTS上下载的 Argo资料和其

它资料应用于海洋同化系统中，相应的数据分析产品发布在下面的网站上：

http://dell1500sc.nmefc.gov.cn/argo-sz/argo11n.asp.。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已经把 Argo剖面资料

加入到 BCC-GODAS分析系统中，相应的分析数据发布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气候预测研

究所（IRI）的网站上：(http://iridl.ldeo.columbia.edu/SOURCES/.CMA/.BCC/.GODAS/)。 

3.1.4 Argo资料的业务化应用 

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和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已经把Argo资料与其他资料一起同化到气候

和海洋预报模式中，并已进入业务化试应用阶段。国家科技部和国家海洋局还在 2007年批准

了 2 个基于全球 Argo实时海洋观测计划的基础研究项目，重点开展 Argo数据同化及多源资

料再分析，研究热带太平洋副热带上层海洋结构的形式与变异、太平洋西边界流与中国近海

的热盐交换、以及热带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层海洋的季内到年际变化，为西北太平洋海洋环境

及热带短期气候可预测性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使得 Argo资料在天气、气候和海洋业务化

预测预报中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3.2 投放浮标计划 

3.2.1 2008年度浮标投放计划 

中国 2008年计划投放 32个浮标，其中包括 2个带溶解氧传感器（SeaBird IDO）的 APEX

型浮标，2 个采用铱星（Iridium）通讯的 APEX 型浮标。这些浮标标将主要集中布放在西北

太平洋海域。 

http://www.argo-cndc.org/
http://dell1500sc.nmefc.gov.cn/argo-sz/argo11n.asp
http://iridl.ldeo.columbia.edu/SOURCES/.CMA/.BCC/.GO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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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提供布放浮标机会 

中国的极地科学考察船《雪龙》号在每年的 11月至次年 3月都会驶往南极地区进行科学

考察，以及为中国南极科考站“长城站”和“中山站”提供后勤补给；中国的《大洋一号》科学考

察船完成 2006年度环球航行后，2007年 1月又完成太平洋－印度洋科学考察任务，2008年 5

月将开始为期 6个月的太平洋－印度洋科学考察计划。中国的 Argo浮标主要通过《雪龙》号

和《大洋一》号两艘调查船布放。我们也愿意为其他 Argo计划成员国利用上述两艘调查船在

太平洋、印度洋和南大洋海域投放 Argo浮标提供方便。 

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希望在中国杭州承办第三次国际 Argo科学研讨会，愿为促进 Argo资料的广泛应用和国

际 Argo计划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4、荷兰 

 

4.1 Argo计划实施状况 

荷兰的Argo计划由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KNMI)实施，从2004年开始并在西班牙和爱尔兰

之间海域投放了3个浮标。从那时起，先后又投放了17个浮标。合计共投放了20个，现在有2

个浮标已经停止工作。 

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KNMI)参与了欧洲的Euro-Argo计划。 

 

4.2 经费现状、前景以及人员投入情况 

在2006年的荷兰国家海洋观测策略中，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 (KNMI)确定了Argo观测计

划的规模，准备建立一个由30个浮标维持的观测系统。假定浮标的工作寿命为4年，意味着今

后每年要筹备补充购买8个浮标的经费，另外还有通讯费用。然而，荷兰Argo计划的浮标经费

还得与其他的观测计划竞争。截止2008年1月31日，在2008年度能否购买浮标还尚未决定。 

目前，荷兰只有Andreas Sterl 博士一人承担Argo方面的工作，他还兼任其他方面的研究

工作。 

 

4.3 下一年度浮标投放计划 

2008年准备至少投放4个浮标，位置在北大西洋北部海域。 

 

5、法国 
 

5.1 Argo计划执行状况 

5.1.1 浮标投放情况和性能 

2007年投放浮标共32个，比原计划（65个）减少了33个。这是由于有几个航次延迟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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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因此，2008年的浮标投放量将会有所增加。  

ARVOR型浮标是由Provor公司生产的新一代光电型剖面浮标，2006年12月，我们投放了1

个ARVOR型浮标。该浮标投放在比斯开湾海域。浮标完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使命，并获得了

186个探测剖面后才停止工作，原因是电池能量衰竭。该浮标设定为每2天完成一个循环，探

测深度为2000米，停留深度1000米，在上浮过程中连续泵水，6小时完成向Argos接收系统发

送数据。该浮标配备有18个电池。 

5.1.2 遇到并已解决的技术问题 

（1）ARVOR浮标产业化问题：由于种种（人员缺少、技术问题等）原因，原定于2006

年开始的ARVOR型浮标产业化生产阶段推迟到了2007年。这些问题现在已处于收尾阶段，

2008年2月对第一批订购的10个浮标已在水池中完成了试验，重量平衡也有了改进。软件也已

经编好，浮标完整的工作循环过程已经在实验室中完成模拟试验。ARVOR型浮标产业化试验

已在计划中，近期准备在一次搭载航次中进行浮标海上投放与回收工作。 

（2）Provor 型浮标配置溶解氧传感器（Provor-DO型浮标）问题：法国IFM提供给德国

IFM-GEOMAR（基尔大学海洋科学研究所）的2台光电型浮标（作为CARBOCEAN项目的一

部分），用来替换原计划提供的2台PROVCABON型浮标。2007年2月，这2台光电型浮标

（Provor-DO型浮标）已经投放下水，目前有1台仍然在工作，另一台则没有发回任何信息。 

对另外8台Provor-DO型浮标所作的试验表明，这些浮标在含氧量测定（O2）方面严重失

真。对2台浮标所作的含氧量（O2）补充测定试验表明，存在着含氧量（O2）测定系统性误差

低估的情况，其误差范围远大于安德拉技术指标。对于那些投放在含氧量最低海域（智利外

海海域）的浮标而言，出现含氧量（O2）浓度低估的情况是有疑问的，因为那里的含氧量已

经到达0 μ M/L。为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浮标投放前，必须要强制性地对氧传感器作重

新校正。 

2008年，我们将继续对Provor-DO型浮标作技术改进，首先要将DO传感器的位置从浮标

的底部移到顶部。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由法国Ifremer参与制定的第七期科技框架规划（FP7）

中的Oxywatch计划(Towards Global Observatories for Oxygen Depletion 面向全球的氧气耗尽观

测计划)已经报送给欧盟，Oxywatch计划将对含氧量的测定工作进行改进。 

（3）铱卫星通讯传输问题：已经用铱星天线对配备光学和生物传感器的Provor型浮标进

行了试验。由于美国三叉戟（Trident）传感器公司生产的天线存在许多问题，Ifremer研制成

功了自己的天线。2008年2月第一台ProvorCARBON 型浮标已经由IFM-GEOMAR（德国基尔

大学海洋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研制成功，并将投放下水。 

5.1.3 Argo 资料管理情况 

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Coriolis）继续负责对法国投放的浮标观测资料进行实时（RT）和

延迟模式（DM）处理。而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资料中心还负责对全球约775个浮标的资料处

理工作，到2007年11月，还有333个浮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Provor型浮标和APEX型浮标各

占一半）。这些浮标分别由11个国家投放（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法国、德国、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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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荷兰、挪威、俄罗斯、西班牙、以及欧盟），这些浮标分别属于不同国家的的35个

科技项目（Good-Hope,Mersea,MFSTEP,Tropat,Weccon等），详细内容请见第8次ADMT会议

报告（8thADMT report）。Argo资料的处理和分发工作根据Argo计划的建议要求执行。 

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Coriolis）还承担了全球两个Argo资料中心（GDACs）之一的“欧

洲全球Argo资料中心”的工作，并与另一个GDAC中心（由美国的海军舰队数值气象与海洋学

研究中心（FNMOC/ISA）运作）保持紧密合作。同时还协同Argo区域中心（ARC）的活动，

特别是在大西洋的浮标投放工作。 

 

5.2 延迟模式（数据）质量控制情况 

 图1显示了截止2008年2月底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Coriolis）数据中心（DAC）收集的并

经延迟模式质量控制的Argo剖面资料统计结果。其中有25052条剖面资料已经延迟模式处理，

占该中心总剖面数量的46%。Argo延迟模式剖面数量从2007年11月的ADMT会议以来一直没

有增加，原因是有些浮标的探测循环被重新解码，以校正轨迹数据和元数据。由于有些浮标

需要作重新解码，这些浮标的延迟模式数据已从数据库中卸下。仅仅有少数数据已经重新送

回并装入数据库，而大部分还在等待更新。这些问题只仅限于法国Coriolis投放的浮标

（ProvorCTS2和CTS3；APEX4和11）。 

 

 

 

 

 

 

 

 

图1  延迟模式质量控制的的统计结果 

 

 

 

 

 

 

 

 

图2  Coriolis DAC利用延迟模式质量控制的剖面矩形图 

（左：剖面数量； 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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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中显示了Coriolis 浮标的处理情况，46%的浮标资料已经处理，而18%还无法处理，

原因有多种，如温度传感器问题，以及浮标本身技术的还不够成熟等。在其余的必须作延迟

模式质量控制处理的浮标资料中，目前有29% PIs（项目负责人）正在考虑处理；另有10%存

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必须仔细分析认真对待。 

 

 

 

 

 

 

 

图3  Coriolis DAC利用延迟模式质量控制的现状 

从项目角度来说，有些项目的资料更新得很好，其余的需要补充研究才能提供延迟模式

数据，特别是那些投放在南大洋的浮标（如Goodhope项目;Drake项目）。用OW的新方法，要

将极地锋（流）环境考虑其中，我们希望这些项目能尽快提供延迟模式资料。有些浮标的延

迟模式资料理应从2007年12月就可获得，但由于PIs（项目负责人）送到Coriolis中心的matlab

文件有错误或者由于一时找不到PIs（项目负责人）而推迟，不过，这些资料很快就获得。在

另一个项目Ovide中，该PI提供了每一个浮标的详细情况，如浮标工作状况、实时数据变化标

志、以及对数据的校正情况等。这些报告登载在下面的网站上： 

http://www.ifremer.fr/lpo/ovide/data/argo_profiling_floats.htm 

当然，撰写这些报告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我们鼓励PIs对每一个浮标的校正提交类似的报告。

总之，Coriolis 数据中心的延迟模式质量控制工作有所进步，但是，由于处于起始阶段，经过

延迟模式处理的资料剖面数量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5.3 资助现状、前景以及人员投入情况 

2000年以来, 法国已经投放了335个浮标，另外还与欧盟共同资助投放了68个。法国浮标

投放的重点海域是为了满足本国的特殊需要，同时也考虑对全球Argo观测网的贡献。法国对

全球Argo观测网的贡献可以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媲美，为推动正在建设中的全球Argo网建设作

出了重大贡献（见表1）。 

 

 

 

 

 

 

http://www.ifremer.fr/lpo/ovide/data/argo_profiling_floa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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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法国Argo浮标逐年投放量。括号内的数字是由欧盟资助、并由Gyroscope, MFSTEP 

和 Mersea等研究项目所提供的浮标。2008年的投放数量还是估计的。 

 

 

 

 

 

 

 

 

 

 

 

法国的Argo经费主来自国家科学研究部（主要通过Ifremer下拨）资助，少部分来自国防

部（通过海军水文与海洋中心SHOM下拨）。2008年Ifremer准备购买50个浮标，而SHOM没有

购买浮标计划。从2009年开始，法国准备每年购买15个浮标，作为欧盟Argo计划的准备阶段，

Ifremer与经费提供部门（主要是研究部）达成了长期给予支持的资金额度和承诺。除了与欧

盟成员国合作外，Ifremer还与欧洲委员会（EC）建立了一项长期Argo计划基金。 

除购买浮标的资助以外，对相关人员的经费资助情况如表（2）所示（浮标准备和资料处

理所投入的人力）： 

表（2）、法国Argo计划人力投入情况 

年份 人/年 

2001 3 

2002 6 

2003 9 

2004 15 

2005 15 

2006 12 

2007 12 

2008 12 

法国是从全球海洋来考虑问题的，但重点放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南大洋。我们开始将浮

标放在北大西洋，随着该区域观测浮标密度增大然后逐渐向南移动。法国的Argo计划也在浮

标稀少的海域（如南印度洋、南大西洋和南大洋）投放。 

 

 

年份 法国投放的浮标数量 

2000 11 

2001 12 

2002 7(+4) 

2003 34(+20) 

2004 85 (+18) 

2005 89(+11) 

2006 65(+15) 

2007 32 

200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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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2008年度浮标投放计划 

根据计划安排，法国准备于2008年投放68个浮标，分别在地中海、南北大西洋、南大洋

和太平洋（见图4）。 

 

 

 

 

 

 

 

 

 

图4  浮标投放计划，桔黄色星号是代表法国2008年将投放的浮标 

Coriolis将继续承担Coriolis Argo数据中心（DAC）和欧洲全球Argo数据中心（GDAC）

的工作、以及协调北大西洋北极项目（North Atlantic Arc）的工作。欧盟Argo计划要做的工作

是，在GDAC加强识别检查RT资料和DM资料的异常情况；监测欧盟的浮标阵在海上的性能情

况，加强对NA-ARC（北大西洋北极项目）浮标资料的一致性检验。 

法国还为AIC提供了资助。Coriolis也愿意并有兴趣主持将来JCOMMOPS （JCOMM in-situ 

Observing Platform Support Centre)拓展后的有关工作。 

 

5.5 应用研究和业务化应用、以及对区域Argo数据中心的贡献 

法国Argo计划的重点是全面开发Argo数据，用于业务化预测预报应用和研究应用。因此，

为加强与有关研究单位的联系，Coriolis与法国MERCATOR (French operational oceanography 

forecast centre)发起成立了GMMC小组（Mercator-Coriolis Mission Group ），形成了一支实力

强大的研究团体。根据科学活动机会情况和吸收新人员的公告安排，这个研究团体大约由100

名左右的研究人员组成（每年调整更换）。该小组的任务是支持Mercator和Coriolis的科学活

动，参与相应产品的可靠性确认工作。 

（1）业务化海洋预报：所有的Argo资料(包括其他现场观测资料和遥感海洋资料)，都能

日常化地同化到MERCATOR的海洋业务预报系统中，该系统由ERCATOR-Ocean structure中

心管理运行。同化研究结果的评估清楚表明，Argo资料在海洋分析和预测中具有积极的作用。 

（2）海洋科学研究：在法国，研究人员已经把Argo资料用于提高对海洋特性的认识（如

环流、热储量、混合等）、气候监测、以及如何应用到海洋模式中(如：改进后的盐度同化等)。

法国的Argo资料用户发起了一个论坛，为科学家们与法国的Argo计划之间提供了一个交流平

台。 

GMMC会不定时公布部分科学活动机会（如：发布海洋志愿船只的通知），有关项目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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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PIs）可选择这种机会来投放他们所承担的研究项目中计划投放的浮标。下面列出的是

投放了浮标的海上实验项目。大部分项目都与Argo资料紧密相关：  

项目1：OVIDE and North Atlantic variability (负责人：H. Mercier, V. Thierry, T. Huck,  

P.Lherminier, B. Ferron) 

该项目研究的重点是季节和年度际尺度的热盐环流（THC）、水团分析和普查、以及热

平衡评估。这包括研究四维变量（4-D VAR）反演模式用以重构最佳环流。该项目还包括每2

年一次完成一条高分辨率的CTD探测剖面，从西班牙的Iberia海到格陵兰海海域，它对于延迟

模式质量控制是非常有用的。 

项目2：EGEE (负责人：B. Bourles) 

该项目研究的重点是几内亚海湾和东热带大西洋的变化。这项关于海洋（以及大尺度海

洋－大气相互作用）的研究项目，是AMMA计划(非洲季风多学科分析：African Monsoon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的组成部分。 

项目3：Flostral (负责人：R.Morrow)  

    该项目研究的重点是西南印度洋和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亚南极模态水（SAMW）

（subantarctic mode water）和南极中层水（AAIW）（Antarctic Intermediate Water)，以及温跃

层及其在建立深层T-S 关系中的作用。. 

项目4：GoodHope (负责人：S. Speich, M. Arhan)  

该项目主要研究印度洋和大西洋水团、热量以及淡水的交换，与全球热盐环流（THC）

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区域性海－气相互作用等。 

项目5：Cirene (负责人：J. Vialard)  

该项目重点研究热带印度洋热盐层环流的季节和年际变化。. 

项目6：Frontalis (负责人：T. Delcroix) 

此项目研究暖池和盐度隔离层的变化以及它们与ENSO的关系。 

项目7：EGYPT-MC (负责人：I. Taupier-Letage) 

此项目重点研究东地中海环流和小尺度湍流。 

项目8：CONGAS (负责人：A. Serpette)  

该项目旨在研究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沿陆架坡海域的海洋动力学。 

项目9：FLOPS (负责人：G. Eldin, A. Chaigneau)  

该项目旨在研究东太平洋水团的垂直结构、秘鲁沿海次表层溶解氧的最小值观测、以及

沿海的中尺度海流观测。该项目所投放的部分浮标配置溶解氧传感器。 

项目10：CANOA-ARGO (负责人：J. L. Pelegrì)  

    该项目重点研究加拿大海盆（Canary Basin）水团的时空分布。内容有水文观测、锚链观

测，以及表面漂流浮标观测等。 

项目11：PROBIO (负责人：H. Claustre) 

该项目的任务是在剖面浮标上配置光学传感器试验，并在世界大洋不同海域展开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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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12：DRAKE (负责人：C. Provost)  

该项目旨在研究热/盐层环流的冷水路径及其变化。重点放在三个方面：调查Malvinas海

流输送的可变化性、阿根廷海盆中尺度水团的交换、以及在德雷克海峡（Drake Passage）中

的南极绕极海流的变化等。 

另外还有Coriolis和Euro-Argo资助的项目，主要开展数据分析方面的工作。 

项目13：PABIM（Euro-Argo）（负责人：F. d'Ortensio） 

该项目旨在确定最佳方法来测定和处理从自动观测平台（剖面浮标、水下滑行器和水下

实验室等）获取的生物化学资料，重点在溶解氧和叶绿素。 

项目14：ARGO ALTI（Euro-Argo）（负责人：G. Larnicol） 

    该项目应用Argo资料和卫星高度计资料，从全球和区域尺度，认识海平面的变化机制。 

项目15：TOCAD（Euro-Argo）（负责人：F. Gailard,T.Huck,B.Ferron） 

该项目主要有3个目标：一是在2002－2007年度Argo计划期间，监测海洋的特征变化，并

与1980—2000年期间作对比；二是用自动诊断方法和反演模式研究大尺度海洋环流的变化；

三是对Argo资料和高度计资料作四维变分同化。 

项目16：PROSAT（负责人：L. Prieur） 

该项目的重点是综合分析方法研究，通过对现场观测剖面（CTD, Argo）时间系列资料和

卫星（SST, SChla）时间系列资料的综合分析，以便获得热、盐、以及生物量的时间系列数据。 

除了上述项目以外，还有一些科学家把Argo资料应用于他们承担的相关研究项目中（但

不投放浮标）。这些研究工作如：估算赤道大西洋1000米深度平均环流(负责人：M. Ollitrault)；

用温度和盐度的最佳内插法来描述和定量计算海洋的季节和年际变化（平均状态、热量和盐

度容量等）。 

 

6、德国 
 

6.1 Argo计划实施状况 

德国Argo计划由3家海洋单位联合发起，它们是AWI（Alfred-Wegner Institut, Bremerhaven，

德国阿尔费雷德韦格纳研究所）；BSH（Bundesamt für Seeschifffahrt und Hydrographie，德国海

洋水文局）和IFM-GEOMAR（The Leibniz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Kiel 

(IFM-GEOMAR)基尔大学海洋地球科学研究中心）。 

    德国 Argo计划始于 1998年，经费由科技部资助，一直延续到 2007年底。从 2008年

开始，德国 Argo计划将作为应用计划，由交通部提供长期经费。德国海洋水文局将负责国

际 Argo计划方面的事务。 

德国早在1998年就开始投放浮标，随之启动了几个研究项目。所有早期的Argo浮标

（Pre-Argo float）被称之为准Argo浮标（Argo-equivalent float）；所有的数据资料集，也已经

通过法国Coriolis提交给GDAC。而列入Mersea和WEN项目并由IfM-Hamburg投放的浮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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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Argo计划的组成部分了。 

德国海洋水文局和KDM（德国科学研究机构协会）参加了欧洲-Argo计划。该计划的目的

是促进欧洲对国际Argo计划的贡献；同时也通过各种类型的国家计划（详细见Euro-Argo计

划），2011年以后将建成欧盟的科技结构框架。 

6.1.1 浮标投放情况 

1998年以来，德国已经投放250多个浮标，分别位于不同的海域。这是由多家单位（机构）

承担的项目(ARGO-AWI； ARGO-Greenland； BSH； Clivar Marine German Programme； 

IFM2； IFM_GEOMAR,；SFB460； TROPAT； WECCON； WEN) 分别投放的。德国Argo

浮标投放区域的选择重点是，为了满足本国特定的研究要求，同时也考虑对国际Argo观测网

计划的贡献，德国在这方面贡献可以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对国际Argo观测网的建成，作出

了重要贡献。 

今后德国关注的重点仍在大西洋，但是如果出于维持全球Argo观测网布局的需要，德国

也可能在其他海域投放浮标。最近的浮标投放区域（Nordic Seas；the subpolar North Atlantic；

the tropical Atlantic；the Atlantic sector of the southern Ocean。），反映了德国特定的研究兴趣。 

表1、2007、2008年度投放Argo浮标统计 

年份 浮标投放数量 

2007 30+11 (WEN) 

2008 ~50 

6.1.2 浮标研制开发 

德国投放的浮标大部分是从美国Webb公司进口的APEX型浮标，但也有极少浮标是德国

Optimare公司生产的。Optimare公司与AWI 合作，已经研制出特别适合冰层覆盖区域的浮标。

这种类型的浮标配置了感觉运算程序，当浮标在冰区水域环境中上升到海面时，能避免浮标

被覆盖冰层的挤压损坏。探测剖面数据由浮标自动储存，直到在无冰覆盖的条件下才通过卫

星传送。 

大部分德国的Argo浮标配置标准的Seabird CTD 传感器，偶尔也配置其他类型的传感器，

如：Aanderaa optodes 传感器和 Rafos 声学传感器等。 

6.1.3 资料管理 

（1）实时资料处理 

德国的Argo实时资料由法国Coriolis中心负责处理，其处理过程遵循Coriolis设定的程序进

行。 

（2）延迟模式资料处理 

德国的Argo延迟模式资料处理，分别由德国参与Argo项目的不同研究单位按照各自的技

术特长承担完成。AWI负责南大洋浮标资料；IFM-Hamburg 处理Nordic Sea 的浮标资料；

IfM-Geomar 负责大西洋热带和副热带海域的浮标资料；BSH负责次北极大西洋海域浮标资料

的处理。这种延迟模式资料处理的分工在今后几年还将延续下去。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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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负责人（PI）的浮标资料，全部由BSH负责。所有德国的研究机构都与法国Coriolis密切

合作，Argo延迟模式资料以六个月为基准提供一次。延迟模式资料处理延长耽搁的情况也时

有发生，这是由于人员变动或由于南大洋冰覆盖层资料发送延迟造成的。延迟模式处理的方

法根据资料管理小组制定的规则进行。 

（3）北太平洋Argo区域中心(NA-ARC) 

德国参与北太平洋Argo区域中心的工作。主要负责获取最新的CTD资料，用于改进北大

西洋的参考数据集，用于浮标的资料质量控制（QC）；建立延迟模式供不同的研究机构处理

数据使用。 

6.1.4 Argo资料的业务化应用和科学研究应用 

    德国开展Argo计划的重要目的是研发和建立数据库，把Argo资料应用于气候分析，提供

业务化产品（时间系列、气候指数）用来解释局部气候的变化，提供应用研究的数据。德国

将举办Argo资料用户年会（研讨会），展示研究应用的成果，用户可对业务化产品提出详细

要求。 

目前，德国有许多研究人员正在应用Argo 数据来提高对海洋变化（环流、热储量和热收

支、对流等）的认识，并在气候监测和海洋模式（同化、边界条件等）中加以应用。  

 

6.2 经费情况 

6.2.1 当前Argo计划经费 

如上所述，德国2004-2007年度期间的Argo经费由研究部提供，2008年开始由交通部提供。

2007年的经费已经开始平稳过度到应用研究和人员费用。总的经费情况在下表中列出。交通

部的资助仅仅包括浮标和通讯费用，而人员费用则由BSH提供，目前仅提供1名科学家和1名

技术人员的费用。 

6.2.2 今后的经费—与欧盟Argo计划关联 

今后几年，德国将以每年投放50个浮标的规模，继续为国际Argo计划作出贡献。经费的

大致情况已经列入2009-2013年度预算中，但每年还是要对具体预算进行协商。在欧盟Argo计

划的预备阶段，BSH将与经费资助部门共同努力，达成一个长期的欧洲Argo经费计划框架。 

表2、Argo计划经费情况 

年份 与浮标相关的经费 人头费用月数/年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0  k€ 

550k€ 

600k€ 

600k€ 

600k€ 

600k€ 

650k€ 

36 

24 

24 

24 

24 

2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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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2008年度浮标投放计划 

德国2008年浮标投放计划将与研究单位共同实施。初步确定的投放在北大西洋海域的浮

标分别如下图所示。另外有6个浮标投放在南大洋威德尔海海域，具体位置尚未确定。 

德国浮标投放工作从今年6月中旬开始。投放浮标的志愿船只（Knorr 和 Oceanu）还有

待确定。2008年底以前，将有6个以上的浮标投放在威德尔海海域。 

 

 

 

 

 

 

 

 

 

 

 

 

7、印度 

 

7.1 Argo计划的组织结构 

印度Argo计划经费全部由国家地球科学部（MOES）资助。印度海洋信息中心（INCOIS）

负责计划的实施，该中心位于Hyderabad，隶属MOES。2007年开始，印度国家南极和海洋研

究中心（NCAOR）负责浮标的投放工作。 

2007-2012年设想：在热带印度洋投放200个 Argo浮标；并开展Argo资料管理活动；协调

印度洋浮标投放工作；研究海洋数据同化系统；以及开展Argo资料的分析和综合应用；以及

国家水平的能力建设等。 

国家海洋研究所（位于GOA）；印度国家南极和海洋研究中心（NCAOR，位于GOA））；

空间应用中心（位于Ahmedabad）；国家遥感中心（位于Hyderabad）；印度热带气象研究所

（位于Pune）；印度中长期气候预测中心(NCMRWF，位于New Delhi) ；数值计算和计算机

模拟中心（C-MMACS，位于Bangalore）等多家研究应用学术机构参加了Argo资料的综合应

用。各项措施和准备工作已经就位，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在这个领域开展工作。2008年7月

21-23日，将举办全国Argo资料综合应用研讨会。 

 

7.2 浮标投放和浮标性能 

（1）浮标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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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投放的浮标以财政年度统计如下表所示： 

财政年度 浮标投放数量 

2002-03 10 

2003-04 21 

2004-05 33 

2005-06 43 

2006-07 15（有4个配置溶解氧传感器） 

2007-08 38（有12个配置溶解氧传感器） 

总数 160 

2007-2008财政年度中，印度已经投放了38个Argo浮标，其中10个浮标配置溶解氧传感器。

另外，2008年10-12月还有30个浮标准备投放在北印度洋海域。 

在2007-2008年度已经投放的浮标中，10个配置溶解氧传感器的浮标被投放在孟加拉湾海

域，另有2个配置溶解氧传感器的浮标投放在西赤道印度洋海域。 

（2）浮标性能分析 

     在已投放的160个浮标中，还有89个浮标仍在工作；这其中有70个浮标的工作时间还不

到2年。 

  有1个Argo浮标漂移到了斯里兰卡海岸，被当地渔民拾到后送到了斯里兰卡国家水产资

源研究院（NARA）。目前此浮标为NARA所用，因为浮标没有受损，还处于工作状态。我们

高度赞赏和感谢斯里兰卡渔民、海洋信息中心、斯里兰卡国家水产资源研究院（NARA），

为回收此浮标所给予的帮助。 

 

7.3 Argo资料管理工作 

到目前为止，印度已经投放了160个浮标。其中有89个处于工作状态。所有这些浮标的数

据经过处理后送交GDAC。 

由于我们没有GTS通道接口，因此不能将印度的浮标数据直接发送到GTS上。只要我们提

出要求，CLS Argos仍继续将印度浮标数据用TESAC格式，送到GTS上。 

（1）实时质量控制处理 

    所有89个浮标的数据，都经过实时质量控制处理，然后再送GDAC。 

印度的Argo计划，在INCOIS专门建立了了基于Web-GIS的网址。该网页包括印度Argo计

划浮标的全部资料，也包括浮标轨迹资料在内。详情可连接以下地址： 

http://www.incois.gov.in/argo/argo home.jsp. 

Argo数据已被各类用户（如机构、大学、部门）使用。INCOIS网站（2007年）统计的情

况如下表所示： 

 

 

http://www.incois.gov.in/argo/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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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Hits（点击次数） Visitors（访问人数） 

Argo Web-GIS 3842 603 

Data download 7367 244 

Live Access Server 310 57 

Argo products 510 52 

（2）延迟质量模式控制（DMQC） 

从2006年7月起始，INCOIS开始生成延时质量控制文件并上传到GADC。到2007年7月，

有93个浮标资料符合延迟质量模式控制（DMQC）条件，有81个浮标资料被上传。超过70%

的浮标资料经过DMQC，在GADC可以查寻到。 

DMQC中发现的瓶径问题是：当要对复杂情况作判断时，缺少北印度洋的CTD剖面资料。

根据上次DMQC会议的推荐意见，如果在参考数据库中缺少CTD资料，那么许多海域可进行

DMQC处理的Argo剖面数量将大大减少。另外还有人员问题。 

（3）浮标轨迹资料 

处理了总数达140条的浮标轨迹的netcdf资料文件，并上传（送）到GDAC。浮标轨迹的

netcdf资料文件生成（形成）过程经过质量检查，如位置、时间、循环次数等；以及对每个参

数设定了相应的质量状态。最后通过人工检查，证明不存在“遗漏循环次数无循环数量”的情

况，以及检查表面时间间隔。 

对于2007年投放的8个新浮标，也进行了浮标轨迹资料的海面时间处理，资料也已经上传

到GDAC。 

关于使用 ATW-2 的推荐建议和实施情况（见下表） 

 轨迹格式检查 状态 

1 引入遗漏循环和循环次数+循环次数从零开始 完成 

2 使儒略日（JULD）单调增长 完成 

3 浮标位置- QC和JULD-QC与表2 中ATW-2的规定相一致 完成 

4 在JULD中的增量与循环次数相一致 完成 

 浮标轨迹—科学上面临的挑战 状态 

5 浮标上升结束时段、以及浮标开始下沉时段的估计 2007年投放浮标，这方面的相关工作完成 

6 通过浮标所报告的海面位置推测，估计出上述这些时段浮标的位置 处于建立模式的编码阶段 

 

7.4  经费现状、前景、以及人员投入情况 

印度Argo第一个五年计划从2002年4月到2007年3月，全部经费由国家地球科学部

（MOES）资助。目前，国家地球科学部已经批准了下一个五年计划（2007-2012年），每年

提供资助投放40个浮标（5年200个），其中有些浮标配置特殊的传感器。到2012年，200个浮

标的投放、数据管理、以及数据分析等，其经费能得到保证。 

有2名长期和1名临时的研究/技术人员参加印度Argo计划，他们分别从事浮标投放、数据

系统管理、资料分析等工作。他们属于3个不同的单位。希望有更多的人员参加印度Argo计划。 



 28 

7.5 今后的浮标投放计划和对国际Argo计划的承诺 

印度承诺在北印度洋浮标稀少的区域投放Argo浮标。同时在南印度洋投放几十个Argo浮

标。印度国家海洋信息中心(INCOIS)承担Argo区域中心和浮标投放的协调工作。 

 

7.6 Argo资料的研究和业务化应用，及对区域中心的工作 

目前，Argo资料已经在印度气象部门的业务化工作中得到应用。过去几年中，印度有许

多家研究机构(INCOIS, NIO, SAC, C-MMACS, NRSA, IITM, NCMRWF, IISc等)的科学家开始

分析研究Argo 资料在各个领域的应用。Argo资料在海洋环流模式（OGCMs：Ocean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s ）中的同化研究工作也正在开展。Argo资料已经被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印度洋的结构和变化； 

（2）研究北印度洋对夏季季风的响应； 

（3）印度洋的热量变化； 

（4）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障碍层的研究； 

（5）短期声速的变化研究； 

（6）Argo资料在海洋环流模式中的同化研究； 

（7）海洋模式的确认研究。 

新一年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Argo资料和其他卫星观测资料同化到海洋环流模式

（OGCMs）中，对印度洋区域发布季节性业务化现报/预报。 

印度Argo用户研讨会定于2008年7月21-23日召开。目的主要是鼓励在全国范围应用Argo

资料。 

区域数据中心(ARC)的职能主要有： 

（1）从国际GDAC中心获取除印度以外其他国家投放的Argo 浮标资料，并把这些资料

放到INCOIS 网站上。 

（2）延迟模式质量控制处理。 

（3）印度洋区域的资料按月份作成3°×3°网格，每10天更新一次。这些网格数据集，

可以通过LAS服务器获取。用户可以用自己需要的格式，查看和下载这些数据/图象。 

（4）另外，可以获取从TMI数据库得到SST资料、以及从Quickscat数据库得到风产品资

料，以每天和每月的方式提供（TMI：TRMM Microwave Imager，TRMM微波成像仪；TRMM：

Tropical Rainfall Measurement Mission，热带测雨卫星仪)。每10天在INCOIS LAS服务器上提供

SSHA合成产品。 

（5）向法国 （IFREMER）CORIOLIS 提供有关 CTD和XBT数据集，融入到参考数据

集中，以用于延迟模式质量控制。 

（6）Argo资料附加产品：目前已经形成2种产品可供用户使用，这些产品放在INCOIS

网站上。对应每个（印度）浮标的时间系列图，包括如下图表：降水图、海面压力、海底最

大压力、海表温度、海底最大温度、海表盐度、海底最大盐度、浮标轨、T/S图等。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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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对投放在印度洋的Argo浮标资料作客观分析得到：温度（在0米，75米，100米，200米，

500米，1000米）、盐度（在0米，75米，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地转流（在0米，

75米，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混合层深度、等温层深度、300米以上热容量、以

及20℃等温层深度和26℃等温层深度等。 

这些附加值产品可以从下面的网站得到： 

http://www.incois.gov.in/Incois/argo/products/argo_frames.html 

我们正在用高质量的CTD资料更新印度洋参考资料数据库，这些CTD资料由印度海洋调

查船获得。有些CTD资料已经通过法国CORIOLIS 数据中心送交CCHDO（CLIVAR & Carbon 

Hydrographic Data Office）。很快这些资料将公开在印度洋Argo区域中心网页上。一项专门的

研究工作已经开始，由印度海洋研究所和印度技术研究所联合，用CTD资料和最新的Argo浮

标剖面资料，研究建立DMQC参考数据库，印度洋图集，并对浮标剖面资料可靠性进行确认

（实时资料、延迟资料）。 

 

8、爱尔兰 
 

8.1 Argo计划实施情况 

爱尔兰于2007年开始，成为国际Argo计划成员国和欧盟Argo项目的参与者。通过欧洲区

域发展基金（ERDF）资助，已经获得12个浮标，其中有4个浮标已经于2008年3月由科学调查

船RV Thalassa投放（见下图）。 

 

 

 

 

 

 

 

 

 

 

 

 

 

 

 

图1  爱尔兰Argo浮标投放海域及工作情况 

http://www.incois.gov.in/Incois/argo/products/argo_fram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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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经费现状、前景以及人员投入情况 

当前，爱尔兰Argo计划还没有正式列入国家财经预算。如上所述，现有的Argo浮标是ERDF

资助购买的。4个浮标已经投放在Rockall Trough 海域（图1），由RV Thalassa考察船在一个

科学调查航次中帮助投放。今后阶段浮标投放出现的额外费用，将由爱尔兰海洋研究所（MI）

承担。该所已经与ERDF签定合同，能保证加快Argo浮标实时资料的发送、延时资料的可靠性

确认。浮标资料的发送和处理的费用，现在由爱尔兰海洋所实施的“海洋气候变化”项目来承

担。该计划时间为2年，有可能再延长5年。有关Argo浮标资料储存和设施测试所需费用，由

爱尔兰海洋所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支付。 

    关于Argo计划所投入的人力情况如下：Fiona Grantj已经被任命为参与欧盟Argo计划方面

负责人；Sheena Fennell负责实际业务（浮标投放、资料发送、MI网站维护等）；另外MI有1-2

名科技人员将应用Argo资料来验证ROMS模式的可靠性。由Glenn Nolan 为负责人的“海洋气

候变化”项目，相关研究人员也可能应用Argo资料。 

 

8.3 浮标投放计划  

从2008-2010年（欧盟Argo PP计划期间），每年投放4个浮标。爱尔兰海洋所（MI）是

WP计划的负责单位，主要承担ESNET NoP项目中的策略实施课题，以及EMSO PP项目中的“业

务计划和立法工作”课题。可以预计，筹措其他经费用于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机制，也许在这些

项目中得到确认，同时这些项目也会给欧盟Argo计划带来益处。 

 

8.4 Argo资料的研究应用和业务化应用 

爱尔兰海洋所（MI）应用ROMS模式（Rutgers Ocean Model）,作为业务化应用的基础。

Argo剖面资料被用作准实时资料，来检验模式运行产生的温度和盐度剖面结果。参见网站：

http://www.marine.ie/home/services/operational/oceanography/OceanModelSimulatio n.htm 

爱尔兰国家大学Martin White 教授，也投放了数个Argo浮标（其中有一个还在工作中）。

他与他的研究生将Argo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用于他们的研究工作中。 

我们可以想象，当我们的第一批Argo浮标接收到资料时，Argo资料与业务化应用的关系

将会更加密切。 

 

8.5 需要AST考虑解决的问题 

正如今年1月在Brest召开的Euro Argo计划启动会议上讨论的那样，对爱尔兰而言，购买

浮标主要存在着一个成本效益问题，那么下面的问题是否可以请AST考虑：对于爱尔兰海洋

所（MI）来说，应用BODC的资料发送和处理系统是受益的，而要爱尔兰在浮标投放数量很

少的情况下再建立一个相似的处理系统，显然是不却合实际的。 

 

 

http://www.marine.ie/home/services/operational/oceanography/OceanModelSimul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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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本 

 

9.1 Argo计划实施情况 

9.1.1 浮标投放和性能 

2007年日本海洋－地球科学技术中心(JAMSTEC)，在国内11个机构所属的科学调查船的

协助下，投放了80个浮标(全部是APEX浮标)。其中2个APEX浮标中分别配置了SEA-BIRD溶

解氧传感器和WETLAB 叶绿素传感器。2007年10月，日本JAMSTEC调查船Mirai 为加拿大

海洋研究所在白令海投放了5个APEX浮标，这几个浮标成为国际Argo观测网3000个浮标中有

纪念意义的最后几个。2006年10月在印度洋海域，日本JAMSTEC在“MISOM实验”中投放了5

个采用铱卫星通讯系统的APEX型浮标，它们已经完成了初步使命（1个循环/天，500米水深），

2007年3月重新设置开展常态的探测工作（1个循环/10天，1525米水深），通讯方式为双向。

这5个浮标中现在还有4个在海上正常工作。 

继日本2006年3月在北冰洋北极海域成功投放一套POPS浮标以来（见：Argonautics No.7 

and the Japan national report to AST-8），JAMSTEC极地研究小组于2007年10月试图在同一区

域投放第二批浮标，但是由于发生1000米电缆漏电现象，投放日期推迟。预期在2008年夏季

于北极海域投放2－3个POPS。POPS（Polar Ocean Profiling System)是适应于冰冻海域的漂移

浮标系统，所配置的一个Provor浮标可以沿着一根1000米长的电缆上下移动。观测到的资料（1

个温度/盐度剖面/3天；1次GPS定位/3小时；大气温度和气压等）发送到铱卫星通讯系统，再

通过JMA（日本气象厅）传送到GTS。 

1999-2008年2月间，日本JAMSTEC在太平洋、印度洋、南大洋共投放了613个浮标（530

个APEX型，72个Provor型，11个NINJIA型）。其中320个浮标（318个APEX型，2个NINJA型）

目前处于正常工作状态；249个浮标（171个APEX型，70个Provor型）停止了工作；4个浮标

（均为APEX型）在海岸搁浅，但是仍然传送信号；8个浮标（5个APEX型，2个Provor型，1

个NINJA型）已经回收。 

日本气象厅（JMA）2007年1-12月份在日本周围海域共投放了15个APEX型浮标（相当于

准Argo浮标），这些浮标资料已经应用于日本海洋业务分析和预报中。2005-2007年期间，JMA

共投放38个浮标（14个Provor型，24个APEX型），到2007年底还有31个正常工作（9个Provor

型，22个APEX型）；3个停止工作（（1个Provor型，2个APEX型）。 

日本渔业研究所引进了一个由美国Webb公司生产的Slocum Glider(水下潜行器)，并在

2007年9月用于黑潮－亲潮区域的研究工作。这是Slocum Glider(水下潜行器)在日本Argo研究

机构的首次应用。 

下面是关于3个浮标回收的情况：2个是在日本的Amami-oshima群岛(28.3°N, 129.5°E)

海域回收；另1个是从菲律宾Negros群岛海域回收的。 

1） JMA从当地一居民得到报告，称2007年11月在Amami-oshima海边发现一个浮标，经

确认是JMA于2006年2月投放的Provor型浮标（编号：MMO No 2900581），该浮标已经送回

J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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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海上自卫队（JCG）2007年11月在Amami-oshima码头发现一个浮标，经JAMSTEC

确认是APEX型浮标，属于美国海军海洋局（NAVOCEAN，Naval Oceanographic Office）投放

的浮标（编号：WMO No 2900382），JAMSTEC与AIC和NAVOCEAN联络通报以后，由日本

海上自卫队在浮标回收一周以后重新投放在黑潮区域。遗憾的是，此浮标重新投放以后，没

有任何信息返回。 

3）2008年2月，日本JAMSTEC从AIC通报得知，在菲律宾 Dumaguete市Negros 岛的海上

自卫队回收了一个Argo浮标，此浮标是2006年由当地渔民的鱼网捕获的。该浮标是日本

JAMSTEC在2003年3月投放的，而且还在发射讯号。JAMSTEC准备派技术人员去菲律宾，拆

除电池后，将浮标安全运送回日本。 

9.1.2 遇到的技术问题和解决办法 

2007年10月托运到日本JAMSTEC的40个APEX型浮标，其中有9个浮标的Argos发射器（由

Seimac公司生产）出现输出功率低、频率稳定性低于正常值的情况。这9的浮标的Argos发射

器已经送回Seimac公司，并更换了正常的Argos发射器。 

日本气象厅(JMA)在2007年有3个浮标中止工作，其中2个在浅海水域停止工作。在去年的

“日本ARGO年度报告”中已经提到，JMA推迟了3个APEX型浮标的投放，原因是这些浮标的

气囊自动收缩膨胀功能经检测失效退回供应商，经过检修正常后于2007年8月投放，目前工作

中没有发现问题。 

有一个APEX型浮标（编号WMO号2900667）起初时得到的一系列盐度剖面数据，与同一

地点的CTD观测数据相比，要低0.09psu。但从第9个循环剖面开始（见图1），逐渐趋于正常。

我们认为，这类问题在几年前已经解决了。 

 

 

 

 

 

 

 

 

 

 

图1  浮标（编号WMO No. 2900667）观测资料逐步与同位置CTD观测资料趋同。 

有一个APEX浮标（编号WMO号2900666）出现了观测压力异常的情况。该浮标在浅层工

作时，第16-30条剖面中没有压力观测数据（见图2）。从第17个剖面以后，所有观测所得到

的压力值与深度表中标出数值不同。加拿大海洋研究所H.Freeland教授曾报告，他们的APEX

型浮标（编号WMO号4900633）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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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表层缺少观测资料 

左图浮标编号WMO No. 2900666；右图浮标编号WMO No. 4900633 

9.1.3 Argo资料管理方面 

 日本气象厅Argo数据中心（DAC, JMA）已经业务化处理了所有Argo浮标和准Argo浮标的

资料，包括截止2008年1月24日还在工作的380个浮标。9名日本Argo计划的负责人（PIs ）同

意将这些资料提供给国际Argo资料中心。所有浮标的剖面资料已经用netCDF文件格式传送

GDACs ；并在业务应用基础上经过实时质量控制后，用TESAC码和BUFR码发送到GTS。Argo

数据BUFR资料信息从2007年5月开始传送到GTS。 

日本JAMSTEC公布了‘OW 版本SeHyD（参考数据库）’的资料，这些均是基础性资料，

用于太平洋Argo延迟质量控制处理。  

    日本JAMSTEC还正在与印度海洋信息中心（INCOIS）合作，综合印度洋的历史资料进入

IOHB（参考数据库），该资料库将成为印度洋海洋数据延迟模式质量控制的基础性参考资料。 

到2008年1月，JAMSTEC已经向国际Argo资料中心（GDAC）提交了27172个剖面的经过

延迟模式质量控制处理的资料。其中有16000个剖面资料是在近1年中提交的。除了本国的浮

标资料以外，JAMSTEC还将对其他国家Argo项目负责人的浮标资料进行延迟模式质量控制处

理。通过这次工作，那些积压未处理的遗留约12000个剖面资料将被清理。 

 

9.2 经费现状、前景、以及人员投入情况 

日本Argo计划列入FY1999-2004年度国家5年财政计划，是国家跨世纪千年计划的组成部

分，分别由文部省（（文部省由教育、文化、体育、科学、技术部组成）；具体由JAMSTEC实

施）、国土交通省、JMA和海上保安厅共同合作实施。 

该国家千年计划在2005年结束后，JAMSTEC继续开展Argo计划直到2008财政年度，经费

投入力度基本相同（每年投放80个浮标）；JMA则每年继续投放15个浮标，以作海洋业务分

析和预报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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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浮标投放计划 

在YN2007财政年度，JAMSTEC 将投放80－90 个浮标在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南大洋

海域。JMA将继续在日本附近海域每年投放15个浮标，以作海洋业务分析和预报为目的。 

2008年，JMA继续负责日本Argo数据中心（DAC）的工作，JAMSTEC继续负责太平洋

Argo区域中心的工作。 

 

9.4 Argo资料应用研究和业务化应用，以及区域中心的工作 

日本JAMSTEC, JMA和有关大学的许多研究小组，正在开展Argo资料应用于北太平洋水

团的形成、输送，中层水环流、混合层变化，以及隔离层变化等方面的研究。 

日本JMA将全球Argo的TESAC资料信息（Temperature,Salinity,and Current Report），应用

于海洋业务分析和预报工作。“海洋综合分析系统”形成的日本海域附近的各种海洋资料图表，

通过JMA的网站（日文）公布供全国用户应用。该分析系统产生的数字产品，可以在

NEAR-GOOS 区域实时数据库网站(http://goos.kishou.go.jp/) 得到，也可以从日本JAM管理运

作的GODAE服务器 (http://godae.kishou.go.jp/)得到。基于“海洋数据同化系统”和“El Nino预测

系统（一个海-气耦合模式）”所得到的有关“El Nino-南方涛动的诊断和预测报告”，按月发布

在JMA网站（日文）和日本东京气象中心网站上（http://ds.data.jma.go.jp/tcc/tcc/products/elnino/。

JMA准备将海洋气候监测和预报的范围扩大到热带印度洋。 

JAMSTEC作为主要贡献者，正在为太平洋海域Argo区域中心(PARC)网站提供各种产品，

以及提供与延迟模式质量控制（DMQC）有关的Argo浮标资料连续性检测等信息。JAMSTEC

将支持南大洋Argo区域中心（SOARC）在太平洋范围中的有关活动。 

 

10、韩国 

 

10.1 浮标投放现状和展望 

韩国气象局气象研究院(KMA/METRI)和韩国海洋开发研究院(KORDI)共同负责参与国际

Argo计划。2007年KORDI共投放9个浮标在东海/日本海海域。从1998年开始，韩国的Argo计

划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到2007年底为止，共投放了193个浮标，目前有96个浮标工作正常。 

2007年计划投放29个浮标，其中16个在东海/日本海海域，10个在北太平洋，3个在德雷克

海峡。另外，韩国气象局气象研究院（KMA/METRI）准备今年购买15个浮标，列入2009年投

放计划。预计METRI今后几年能够筹划到经费保持稳定的浮标投放数量。 

 

10.2 Argo资料管理 

韩国气象研究院（METRI）将经过实时资料质量控制（RTQC）的Argo浮标资料，用TESAC

格式和NetCDF格式，分别传送给GTS系统和GDAC中心。但是在2007年有几个月的时间，因

KMA的系统变化，Argo浮标资料传送给GTS过程出现问题，但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从2008

http://goos.kishou.go.jp/
http://godae.kishou.go.jp/
http://ds.data.jma.go.jp/tcc/tcc/products/eln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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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开始，KORDI 的Argo浮标RTQC资料以NetCDF格式传送给GDAC，工作正常。我们注

意到，在GDAC服务器上没有为KORDI开设目录。 

韩国海洋资料中心(KODC) 负责延迟模式质量控制（DMQC）的工作，对韩国投放在北

太平洋、东海/日本海、南极海域的Argo浮标数据进行DMQC处理。到2007年，DMQC已经向

GDACs发送1943条延迟模式剖面资料,占北太平洋总剖面数（3011条）的50%。KODC还建立

了东海/日本海的参考数据库，这是北太平洋的一个边缘海。这个资料库命名为ESHB（East Sea 

HydroBase）。东海/日本海的延迟模式资料也将送交GDACs。关于南极海域的Argo浮标数据

DMQC，KODC请求ADMT（国际Argo资料管理小组）给予帮助。 

2007年，韩国韩国气象研究院METRI的Argo网页作了更新，新的网址为：

(http://argo.metri.re.kr),韩国通过该Argo网页分发DMQC资料，但是韩国在西北太平洋浮标数量

有限。METRI计划在2008年再对DMQC DB（DMQC资料分发系统）作更新。 

 

10.3 Argo资料研究和业务化应用 

韩国气象研究院（METRI）已经确定了一项长期开展朝鲜半岛海洋气象预报，以及全球

海洋气象预报的计划。为此，METRI一直在开展Argo资料的同化模式系统的研制。同样，

KORDI应用Argo资料于科学研究和数据同化模式来认识东海/日本海的环流。另外，在韩国的

几所大学，也积极进行有关“混合层热量变化研究”、“数据同化研究”以及“海洋模式应用”等。 

Argo实时观测资料已经开始应用于KOPS系统模式（Korea Ocean Prediction System）对东

海海域进行研究。图1给出了每一个投放在东海（还在工作的）Argo浮标的当前位置。剖面资

料每2天更新1次，并用于资料同化。对于模式运行中某一天它所用到的Argo浮标，是最近10

天前观测的资料。 

 

     

 

 

 

 

 

 

 

图1  东海Argo浮标位置 

有些浮标观测资料有误差，有些丢失了两处的深度值。这些有错误的数据，用质量控制

检测方法从数据同化中被剔除。 

 

 

http://argo.metri.re.kr


 36 

 

 

 

 

 

 

 

 

 

 

图2  东海2001至2007年0.25°×0.25°网格上观测剖面的数量 

    在2001年，Argo观测资料的分布是相当稀疏的（是Argo计划的开始年），以后逐年增加。

现在可以得到的观测资料是呈0.25°×0.25°度分布。网格分布如图2所示。Argo观测资料在

东海的西南海域较密，而在北部相对较稀。 

 

11、新西兰 
 

新西兰国家水文与大气研究所（NIWA）参与了国际Argo计划。NIWA从2001年开始每年

购买2个浮标，但在2003年因为浮标无货供应而没有购买到。我们还帮助其他国家投放浮标，

并在大规模浮标投放中给予提供船只费用方面的合作。 

 

11.1 Argo浮标现状 

到目前为止，NIWA已经购买14个Argo浮标，投放了13个。第14个浮标将在2008年3月投

放。今后浮标购买和投放的力度将保持每年2个的水平。有关新西兰已经投放的Argo浮标的有

关编号信息如下： 

(WMO#)2039 (5900106)；(WMO#) 2042(5900109), (WMO#)2137 (5900205), (WMO#)2138 

(5900206),  (WMO#)2331 (5900631), (WMO#)2332 (5900632), (WMO#)2463(5901028),  

(WMO#)2547 (5901227), (WMO#)2555 (5901239)，(WMO#)2585 (5901271)，(WMO#)3693 

(5901763)，(WMO#)2659 (5901804)，(WMO#)2739 (5901843)，都可以在下面的网站中找到：        

    http://sio-argo.ucsd.edu/weqpac_web.html 

新西兰Argo浮标的资料，委托美国斯克利普斯海洋研究所管理，并可以在全球Argo资料

中心(GDACS)得到。 

 

11.2 提供投放浮标的机会 

NIWA一直为其他国家在西南太平洋和南大洋投放Argo浮标的提供机会。在目前上述海域

http://sio-argo.ucsd.edu/weqpac_we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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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标投放量（覆盖量）稀少、以及可利用过往商船投放Argo浮标机会有限的情况下，新西兰

NIWA愿意提供投放Argo浮标的机会，也是对全球Argo计划的贡献。 

在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和美国斯克利普斯海洋研究所的一项合作中，NIWA的海洋调查船

R/V Kaharoa为投放浮标活动提供了15%船只费用）。作为这项合作的一部分，新西兰NIWA

还派出大型科学调查船R/V Tangaroa，在南大洋帮助投放Argo浮标。从2004年开始的这些航次

中，共投放了530个浮标，主要在南太平洋，但也有在东热带太平洋和印度洋。 

另外，NIWA的海洋调查船R/V Kaharoa正在制订2008年度浮标投放计划。该调查船在2008

年度调查航次中至少要投放15个浮标，其中新西兰2个，美国13个。 

 

12、挪威 
 

挪威海洋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Marine Research)参与国际Argo计划，并承担投放浮标、

提供调查船只和资料应用等工作。目前，IMR是挪威唯一开展Argo工作的机构。 

 

12.1 Argo计划的实施情况 

到目前位置，挪威Argo已经投放11个浮标，有7个还在正常工作。其中2002年投放3个；

2003年6个。在2006年4月投放的2个浮标，分别配置了溶解氧传感器和荧光传感器。这些新增

添传感器的浮标到目前都工作正常。 

关于“延迟模式”资料问题，过去我们没有专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已经与法国

IFREMER达成了协议，由该所帮助我们对浮标资料作质量检查分析。然后，由IFREMER将高

质量的浮标资料和元数据，一并在网站上发布。 

 

12.2 经费情况 

到目前为止，Argo经费是研究所自筹解决的，已经投入了大约16万欧元购买浮标。Argo 

资料科学分析方面没有专门的资金投入，但有1人部分从事Argo浮标资料收集工作。Argo浮标

资料分析所需的费用是由另外课题资助的。 

挪威海洋研究所（IMR）不断与国家研究委员会联系，该委员会支持参与由欧盟资助的

ESFRI（European Stratege Forum on Infrastrcture- Pproject）计划，即“Euro Argo”计划（IMR是

该计划的成员）；该委员会将与IMR合作，努力争取国家教育和科学部的长期支持。 

 

12.3 浮标投放计划 

由于缺乏经费支持，目前暂无浮标投放计划。. 

 

12.4 Argo资料的研究和应用情况 

挪威Argo计划课题主要集中在斯堪的维亚海（Nordic Seas）的研究与气候监测。有3名科

学家所开展的3个研究课题与Argo 计划有直接关联，但是还有数名人员的工作涉及到技术支

持、资料管理、浮标投放时间安排、数据处理与分析等。在挪威的其他研究机构，对Argo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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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应用的积极性正在不断提升。 

目前研究的课题主要围绕斯堪的维亚海（包括：挪威海，冰岛海和格陵兰海）进行，如： 

（1）斯堪的维亚海深海环流研究。这些研究课题已经获得有关斯堪的维亚海环流最新成

果和认识； 

（2）水体变化与生物活动的关系研究。在2个Argo 浮标上配制溶解氧传感器和萤光传感

器，就是为了开展该课题的研究工作。 

 

12.5 希望AST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2个Argo浮标(Webb浮标)上配置了萤光传感器（WETLABS）。但是，在法国海洋

研究院（IFREMER/Coriolis（ftp.ifremer.fr/ifremer/argo/dac/coriolis)）的FTP- catalogue分类表中，

没有包括这些参数的netcdf文件。我们希望这些参数能列入到ftp-catalogue分类表中。 

 

13、英国 
 

13.1 背景和现状 

英国的 Argo计划，是在 1999年美国 NOAA局长和英国首席科学顾问（CAS）会谈时所

确定合作伙伴关系的背景下启动的。政府资助的 Argo经费，来自英国环境食品暨乡村事务部

(Defra)、国防部(MoD))、以及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NERC)；参与项目合作的部门有多个，具

体由英国气象局负责该计划，国家南安普敦海洋中心(NOCS)、海洋资料中心(BODC)、英国水

文局(UKHO)等参加。英国的 Argo计划在 2000年开始启动，第一个浮标在 2001年 1月投放。

英国 Argo计划已经在国际 Argo科学小组（AST）和国际 Argo资料管理小组中发挥着积极的

作用。 

 

13.2 浮标投放和性能 

2001年以来，英国在不同的海域投放的浮标数量约250个(包括赠送给毛里求斯的5个)，主

要满足英国的特定需求，同时也是为全球Argo观测网建设作出贡献。  
年度 英国Argo浮标 准Argo浮标 

2001 29 0 

2002 38 0 

2003 37 (1) 4 

2004 45 (2) 21 

2005 28 22 

2006 24 (2) 20 

2007 33 28 

2008 35  

表1、英国逐年投放浮标数量，括号中是赠送毛里求斯的浮标。2008年估计投放浮标数量为35 

个（10个已经投放完毕） 

ftp://ftp.ifremer.fr/ifremer/argo/dac/cori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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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Argo计划着眼于全球海洋，但特别关注大西洋和南大洋。由于有很多国家在北大

西洋投放了大量的浮标，所以英国在该海域投放的相对较少。特别是英国为支持建成全球观

测网，带头在其他浮标稀少的海域投放浮标（如：阿拉伯海、南印度洋、南大西洋和南大洋

等）。 

13.2.1 浮标的存活率情况 

（1）APEX型浮标 

相比2004年以前，目前投放的浮标存活寿命有了明显的提高（见图1）。2004年以前，只

有30-40%的浮标能获得100个剖面，当然也有个别浮标的最长工作寿命（从2002年开始）达到

185个剖面。然而，2004年投放的浮标70%能获得100个剖面的水平。Webb APEX型浮标早期

失效的现象，在2005年投放的浮标中也可以看到，但其数量已经开始减少。在2006年投放的

浮标中，只有3个浮标出现早期失效（2007年也有2个），这也许与冰层有关。 

 

 

 

 

 

 

 

 

 

图1  按%表示不同年份投放的APEX型浮标存活及工作情况。统计数字中剔除了在投放时发现有问题

的浮标；在浮标工作剖面（循环）数量中，对较浅的剖面或者有间息性较深的剖面作了剔除。 

 

 

 

 

 

 

 

 

 

图2  按%表示不同年份投放的Provor型浮标存活及工作情况。所有浮标在投放过程中没有发现问题。 

（2）Provor 型浮标 

Provor型浮标的存活率情况也基本相似（见图2）。2004-2005年投放的浮标（13个），其

存活率比2001-2002年（8个）有明显的提高。然而，大部分后期投放的Provor型浮标完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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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剖面后大都停止工作，只有2个浮标仍在工作（超过116个剖面）。2007年投放的4个Provor

型浮标（都是MARTEC公司改进后的产品），1个工作4个循环剖面后即停止工作，其他3个浮

标的工作剖面已经接近20个。 

13.2.2 Apex型浮标工作性能跟踪监测 

我们与澳大利亚科学与工业研究部(CSIRO) 结成合作伙伴关系，专门建立了一个工程网

站http://www.cmar.csiro.au/argo/tech/，用来跟踪监测英国和澳大利亚投放的APEX型浮标工作

状况和性能。这项工作有助于发现浮标技术性能方面存在的问题，以便于进一步改进。 

13.2.3 2008年浮标投放计划 

到2008年2月中旬，我们已经投放了本年度计划内的10个浮标，另外年内至少还有25个浮

标将投放。见表2。 

表2、2008年已经投放和将要投放的浮标情况 
到目前为止，2008年已经投放10个浮标 

东南印度洋 6个配置锂电池的Apex型浮标，由CMA/GGM Lavender调查船在1月份投放(IX-15 line)。 

阿拉伯海 4个Apex型浮标，在2008年1月底由R/V Sagarkanya 调查船投放。 
已经列入投放计划的浮标 (8个) 

东北大西洋(冰岛海盆/Rockall 海沟)  1 个Apex 型浮标 
阿拉伯海 1 个Apex 型浮标 
索马里海盆 4 个Apex 型浮标 
南大洋 1 个Apex 型浮标 
海域待定 1 个 Provor型浮标 

3-4月到货的浮标 (30个) 
东南大西洋 6个 Apex型浮标，计划8月份由Agulhas调查船投放。 
南大洋 8个Apex型浮标(配置锂电池),其中4个能避开冰层 
东北大西洋(冰岛海盆/Rockall 海沟)  6 个Apex型浮标 
东南印度洋 4 个Apex型浮标  
特殊海域 6 个Apex型浮标  

 

13.3 资料管理 

英国Argo资料中心设在BODC（国家南安普敦海洋中心），负责处理所有英国的浮标资

料。当新的浮标投放并获得了元数据后，这些浮标就纳入到该处理系统；每个浮标资料都生

成“一个元数据netCDF文件”，并分别传送到设在法国(Coriolis)和美国(USGODAE)的两个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DACS)。  

13.3.1 实时资料处理 

“实时资料自动处理系统”已研制成功并投入业务化应用。该系统每天2次从法国卫星地面

接收中心（CLS）下载原始浮标数据（16进制）；对数据流解码；进行公认的数据自动质量

控制程序检测（对有些必要的数据作出质量标记），用国际公认的格式绘出浮标剖面，生成

浮标轨迹数据文件。英国Argo 数据中心的网站每天自动更新英国浮标的工作状态信息，提供

浮标当前的位置、温度和盐度剖面等图表。 

实时资料自动处理系统形成的浮标资料有2种形式：WMO TESAC 格式和Argo netcdf格

式。TESAC格式的Argo资料自动地通过电子邮件（Email）送往英国气象局，然后这些资料通

http://www.cmar.csiro.au/argo/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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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Exeter (EGGR) 在GTS 上发布。GTS（以及将来的WMO天气信息预报系统）将保留原有功

能机制，由英国气象局（还有国家气象中心）接收实时资料（剖面浮标、海面漂流浮标和船

只观测资料等），供气象和海洋预报所用。 

Netcdf 格式的浮标资料（用FTP格式提供）一般在接收后24小时内，传送到2个国际

Argo-GDACs中心；同时公布在英国Argo资料中心的网站上，通过互动界面进入也可以获得这

些资料。另外，这些技术文件每周更新一次，澳大利亚CSIRO海洋研究所还把这些技术文件，

移植到CSIRO Marine Research技术网站上。 

13.3.2 延迟模式资料处理 

延迟模式资料处理由国家南安普敦海洋中心（BODC）负责，英国水文局（UKHO）协助。

已经提交4492条剖面资料，占已有的并将进行延迟模式处理浮标资料的40%（即不包括那些

运行时间还小于18个月的浮标）。 

13.3.3 南大洋Argo 区域中心(SOARC) 

如前所述，英国对南大洋特别关注，在建立南大洋Argo 区域中心(SOARC)过程中起了主

导作用。该中心的建立是英国海洋数据中心（BODC）和澳大利亚CSIRO共同合作的结果。

BODC主要负责南大洋中的南大西洋部分海域和西印度洋区域；而澳大利亚CSIRO则负责东印

度洋海域以及澳大拉西（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的总称）周围海域。最近，

美国华盛顿大学同意负责印度洋的部分海域、日本JAMSTC同意负责太平洋部分海域。BODC

所承担的南大洋Argo 区域中心(SOARC)的工作重点放在获得最新的CTD 资料，以改进和提

高南大洋的参考资料库，用于对上述海区的Argo 浮标资料进行所必要的质量控制。 

 

13.4 Argo资料的业务化应用和科学研究 

英国Argo计划的重点之一，是全面开发利用Argo资料，为业务化海洋预报应用和研究应

用服务。 

13.4.1 业务化海洋预报 

所有的Argo资料(包括其它现场海洋观测和海洋遥感观测资料)，已经日常性地同化到海洋

同化模式（FOAM）中的业务化海洋预报系统中，该FOAM系统的日常运行管理由国家海洋预

报中心(NCOF)负责。FOAM的预测数据供英国皇家海军应用；同时也为欧洲大陆架东北海域

的“高分辨率模式”提供基础的数据，该“高分辨率模式”能提供重要的分析结果，如海上溢油的

漂移和扩散、生态系统参数、有害藻类的爆发、以及渔汛等。实验结果已经表明，Argo资料

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1000米以内海洋温度和盐度的预测精度明显提高。如果没有Argo

资料，即使将其它现场的观测数据加以同化，海洋温度的误差仍达40%以上，海洋表面盐度

的误差要大于2倍。Argo资料还被用来对FOAM 系统中的“混合层模式”的改进和增强可靠性。

在国家海洋预报中心(NCOF)，有关研究工作继续对所应用的同化方法进行改进。 

13.4.2 季节性预报 

季节预报主要是为英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的天气预警预报（如撒哈拉干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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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部非洲的降雨量等）。这些预报预警主要取决于统计方法，而统计方法中的预报则依赖

于前期已经获得的海洋表面温度图型，因为海洋表面温度图型的变化缓慢且影响着天气图型。

用一个例子说明Argo资料在英国天气预报中有直接影响：2005年夏季Argo 资料监测到北大西

洋次表层温度异常，为统计预报发布“2005/2006欧洲将出现冷冬” 的预报预警，提供了非常清

楚的观测资料支持和依据。 

数值模式也被用来作季节性天气预报。虽然新近的“融入Argo 资料的季节性数值模式”能

改进和提高海洋表面温度的预测精度，但是就目前而言，其预报精度远不能与统计方法的预

报精度相比。因为数值模式方法还处于实验阶段，还不能全部利用Argo 资料。这是今后要继

续研究和开发的领域。 

13.4.3 气候监测和预报 

英国气象局Hadly研究中心的模式研究说明：传统的用科学考察船进行非经常性（或随意）

的海洋次表层观测，不能充分获得海洋的真实（空间和时间）采样资料，因而不能快速发现

气候变化的影响。Argo是唯一覆盖全球海洋的观测系统能不间断提供所需要的采样资料。英

国气象局Hadly研究中心气候模拟研究显示，3000个Argo浮标也许是接近最佳选择。该研究结

果表明：Argo浮标观测网3°×3°的分布，能够收集到海洋中热储量变化和有关信息，因为

浮标在3°×3°的分布状态下，模式中显示出温度变化（躁声）快速降低；而浮标分布采样

再密时，降低不明显（收益递减）。 

英国Hadley研究中心研发的“ HadGOA 数据集”，是一个新的海洋历史温度和盐度分析系

统。它基于观测资料（目前主要是Argo资料），用来对气候模式的可靠性进行确认；评估海

洋中的热容量历史变化状况；更全面地监测气候的变化。 “ HadGOA 数据集”将为英国Hadley

中心的“全球气候重要数据集”提供新的重要数据来源，为气候研究机构服务。 

研究证明，海洋热容量的初始化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增强了年际区域性气候预测的能力； 

Argo资料的应用对大西洋温盐环流的预报有着明显的影响，而大西洋热盐环流是造成欧洲西

部气候相对较为温暖的主要原因（预期其影响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而开始变弱）。 

13.4.4 海洋科学 

在英国，许多研究人员开始应用Argo 资料来提高对海洋特性的认识（如：海洋环流，海

洋热储量和热平衡，海洋混合等），以及如何把Argo 资料应用于海洋研究模式中（如：改进

后的盐度同化模式，混合层预报模式，以及季节性预报模式等）。应用Argo资料的范围，已

经扩散到Argo计划圈以外的许多科学家。“英国Argo 资料用户小组”建立的论坛，已经成为英

国Argo计划与Argo资料应用研究人员进行交流的平台。 

 

13.5 经费问题  

如上所说，英国的Argo经费来自国家环境食品暨乡村事务部(Defra)、国防部(MoD)（通过

气象局转，但从各部门研究经费渠道下拨）、以及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NERC)（通过国家南

安普敦海洋中心NOCS和海洋资料中心BODC转拨）。目前有部分经费资助可以延续到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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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部分经费需则每年一次进行确认。另外，国防部还下拨经费给国家水文局，用于开展Argo

资料的处理工作。 

我们设想，英国对全球Argo计划的贡献至少要投入国家一个GNP（国民生产总值）级别

的份额（约5%），即每年投放40-50个浮标。然而，目前国家资助的经费水平，不能实现每年

设想的浮标投放量。我们目前正在艰难缓慢地实施着“英国政府海洋监测与评估策略

(UKMMAS（UK government’s Marine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Strategy)”，目的是就“英国海

洋观测的长期经费支持”达成有关协议，而Argo计划则是目前需要支持的一个实例。英国海洋

监测和评估策略 (UKMMAS)委托研究的课题包括：在英国海域和公海的观测活动；进行大洋

观测活动以支持国际组织开展的有关计划，例如Argo计划，履行英国对GOOS, GCOS和GEOSS

国际计划所作出的承诺。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十分困难，原因是英国政府还没有形成把研

究经费转变到实际应用经费通道的机制。因此，今后几年Argo计划的经费，将会继续从现有

的国家研究经费渠道申请。 

 

13.6 Euro-Argo 

Euro-Argo（欧盟Argo计划）从2008年1月开始实施，为期30个月。该计划准备建成并建

议成为欧洲的基础观测系统，以提高欧洲国家的整体能力，为国际Argo计划作出贡献；通过

合作在将来更有效地开展工作。英国参与Euro-Argo的机构有：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NERC：

主要是国家海洋中心、南安普敦海洋中心、海洋资料中心）和国家气象局。Euro-Argo计划的

宗旨是，建成与欧洲参与国家的能力相当的一个基础观测系统，每年投放250个浮标；并有能

力跟踪检测这些浮标；确保能对这些浮标资料作实时、延迟模式处理；将资料处理系统中目

前积压的资料加以清理。以浮标的平均工作寿命为3.75年计算，欧洲对国际Argo 浮标观测网

的贡献将达到总浮标量的1/4。另外每年将提供50个浮标的投放量以增强欧洲海域和边缘海域

的覆盖密度。 

通过鼓励更多的欧洲国家参与国际Argo计划，并从EU GAMES寻求购买浮标经费，可以

预期，整个欧洲对国际Argo计划的贡献将会不断增强，并使基础更稳固。保证国际Argo观测

网3000个浮标长期运行，持续不断地向有关研究、应用单位和机构（用户）提供有价值的观

测资料。确保对英国Argo计划和Euro-Argo计划的长期经费支持，这对Euro-Argo和国际Argo

计划都是十分重要的。 

 

14、美国 

 

14.1 Argo计划组织情况 

美国Argo 计划的经费是通过综合机构“国家海洋联合会(NOPP)”支持的。该计划目前主要

由“美国浮标联合组织” 属下的6家单位实施，它们分别是：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SIO)，伍

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WHOI)，华盛顿大学( UW)，大西洋海洋和气象实验室(NOAA/AO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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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环境实验室( NOAA/PMEL)，海军舰队气象与海洋中心( FNMOC)。浮标的生产、投放

和资料处理系统等职责分别由这些单位在合作的基础上承担。在先期2年的工作（FY1999，

FY2000）由海军研究署（ONR）和国家海洋大气局（NOAA)支持；中期5年持续计划

（FY2001-2005）在NOPP支持下全面实施；2007年是美国Argo新的5年计划的第二年，由 

NOAA 和海军(FNMOC参加)资助。 

除了NOPP成员单位投放Argo浮标以外，还有许多机构投放了准Argo浮标，如夏威夷大学、 

太平洋环境实验室、大西洋海洋和气象实验室、 海军海洋局、以及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等。 

美国Argo 计划将持续到2011年中期结束。 

 

14.2 经费资助状况 

美国对Argo计划的资助力度，以提供全球Argo观测网浮标数量的一半为前提。指标是长

期保持1500个浮标正常工作，基本上保证每年投放约410个浮标。2002年投放315个浮标，2003

年344个，2004年410个，2005年410个，2006年390个，2007年370个。由于受经费限制，今后

可能会逐渐减少浮标的投放量。 

美国Argo计划包括：浮标生产和投放，技术改进，通讯，数据处理系统研发，进行实时

资料和延迟模式资料流的处理，参与国际Argo 计划的协调以及相应的外延活动。 

 

14.3 浮标投放及性能 

截止2008年3月3日，美国有1746个浮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Argo信息中心提供，见图1），

其中1662个Argo浮标由SIO, UW, WHOI, PMEL等单位投放，另外84 个准Argo浮标由其它合作

项目投放。2007年美国Argo计划和合作项目共投放了367个浮标（见图2）。美国现有大量工

作正常的Argo浮标（1746个）与目标数量1500个相当接近，反映了在2005-2006年期间投放了

大批量浮标，不包括那些以前积压没有投放的浮标。就整个国际Argo 观测网来说，美国浮标

的数量将可能减少到1500个的目标数量。 

 

 

 

 

 

 

 

图1  2008年3月美国 Argo 浮标的位置分布（以12天为周期），(AOML提供) 

2007年美国工作的重点是，为促进实现全球Argo观测网的目标，在Argo采样资料稀少的

海域增加浮标投放量。07年美国的大部分浮标（367个浮标中有246个）投放在南半球海域（见

图2）。其中在南太平洋的浮标投放航次有2个，一个航次搭载新西兰调查船 R/V Kaharoa；

另一个是调查船R/V Revelle在南印度洋作水文复测查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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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7年美国Argo 浮标投放情况（来源：AOML) 

现有在南半球正常工作的1654个浮标中，有66%的浮标（1088个）是美国投放的。美国

浮标优先投放区域取决于美国Argo科学指导小组，这个小组由“美国浮标联合组织”成员和

Argo资料用户代表组成。当然美国浮标投放最优选考虑的是全球Argo观测网。2008年浮标投

放的详细计划已经公布在 AST浮标投放计划的网页上。 

目前在南半球海洋中正常运行的1456个浮标中，有62% (903个浮标) 是美国资助投放的。

浮标投放的重点得到美国Argo科学和实施专家小组的认可，这个专家小组由美国浮标联合组

织成员和 Argo 资料用户代表组成。 最重要的是形成全球Argo观测网。2007年的浮标特别投

放计划同样已经公布在AST浮标投放计划的网页上。 

 美国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将集中在技术改进上，即延长浮标的工作寿命，改进浮标的技术

性能。这些年来，浮标的技术可靠性改进效果明显。2004年中投放的浮标，有2/3的工作寿命

已经达到4年（见图3），2005年投放的浮标，看来效果更好。美国的Argo浮标工作寿命目标

是超过4年。 

美国Argo数据中心设在NOAA/AOML。所有美国的Argo浮标实时资料都通过GTS发送。

GTS发送资料所用的计算机落户在美国Service ARGOS，24小时运行，应用的软件由AOML开

发，执行全球认可的质量控制检测。美国AOML 资料中心提供国家海洋资料管理服务，也是

Argo项目主要调查者（PIs）与GDACs之间发送接收Argo延迟模式资料的通道。2008年美国

Argo资料管理的目标包括：对改进后的实时质量控制方法进行开发应用；消除那些延迟质量

控制后积压下来的资料（图4）。 

 

 

 

 

 

 

图3  美国不同年份投放浮标的存活率图(来源：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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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在GDACs资料中心美国的浮标剖面数量（资料来源：AIC)。其中包括延迟模式和实时质量控制的

浮标剖面。大约有60000条RT剖面是1年以内，且不宜进行DM处理。 

设在美国蒙特利尔海军舰队气象与海洋中心( FNMOC/Monterey)的GDAC中心( Global 

Data Assembly Center)，除了承担国家海洋资料中心（DAC）的功能以外，还承担部分GODAE

服务系统的工作。全球两个Argo资料中心GDACs,一个设在美国的FNMOC/Monterey，另一个

设在法国的IFREMER/Brest。这两个中心汇总了全球所有Argo参与国家的Argo资料，同时也

负责Argo资料的分发工作。 

美国有几家研究机构参加了Argo 区域中心（ARC）的活动，如AOML主要参与南大西洋

Argo区域中心的活动。 

 

14.4 Argo资料的应用 

在美国，Argo资料在科学研究和业务化方面应用相当广泛，这可以从www.argo.ucsd.edu

网站列出的出版论文、以及应用业务中心的参考引用文献中得到很好的证明。美国Argo计划

存在的一个重要结构性问题，依然是缺乏经费，特别是针对Argo研究方面的经费不足（或者

从更广程度上来说，对可持续海洋观测系统的研究经费不足）。 

                  （朱伯康根据《第九次 Argo科学组会议资料汇编》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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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 
 

 

第九次国际 Argo科学组会议在英国埃克塞特顺利召开 
 

2008年 3月 17日至 20日，国际 Argo计划科学组执委会和第九次国际 Argo科学组年会

在位于英国埃克塞特市的英国国家气象局召开。应英国 Argo计划负责人 Jon Turton先生的邀

请，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许建平研究员和刘仁清副译审赴英参加了会议。 

 

一、 会议概况 

本次会议由英国国家气象局承办，并由国际 Argo计划联合主席 H.J. Freeland博士主持。

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印度、韩国、日本和中国等 10个国家

的 31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第九次国际Argo科学组会议是在去年 10月底经国际Argo计划成员国长达七年的共同努

力、全球 3000个 Argo浮标组成的实时海洋观测网正式宣告建成的背景下召开的，故而有着

十分重要的纪念和科学意义。国际 Argo计划联合主席 H.J. Freeland博士在向各成员国所作出

的贡献表示感谢和庆贺的同时，呼吁各参与国仍要再接再厉，以确保该观测网至少维持 10年

http://www.argo.ucs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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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而继续做出不懈努力。 

德国马可波罗电影公司电影“深海”摄制组首席制片人 A.Scheurich女士一行对本次会议，

以及各国 Argo计划负责人进行了专题采访，他们将通过电影宣传形式帮助公众了解和认识这

一具有挑战性的全球大洋观测计划及其对人类社会将要起到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二、 会议议程 

第九次国际 Argo科学组会议重点回顾了上一次会议以来 Argo计划的进展和各项行动计

划的落实情况，讨论了下阶段的工作重点。主要议题有： 

1、 资料管理：第 8次资料管理组会议和第一次Argo区域资料中心会议的有关情况介绍，

以及延时模式质量管理、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浮标压力偏差的校正、卫星高度计资料在 Argo

质量控制中的应用、系统海面压力误差的校正和浮标轨迹资料及其溶解氧资料的计算、校正

问题等。 

2、 浮标技术：剖面浮标技术的进展，以及两极冰层下和近表层剖面观测问题等。 

3、 计划实施：Argo信息中心的工作，以及偏远海区 Argo浮标的施放、政府间海委会– 

世界气象组织海洋学与大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观测计划支援中心的更新问题

等。 

4、 资料应用：Argo资料在英国气象局业务活动中的应用，以及十年气候预报中的应用

等。 

5、 地区活动：欧洲 Argo计划，以及地中海布放剖面浮标和 Argo活动问题等。 

6、 数据产品：太平洋海洋图集编制，以及与 Argo资料应用研究有关的文献目录的收集

和传播等。 

7、 会议安排：第十次 Argo科学组会议和第三届 Argo科学研讨会的举办地和会议举行

的时间等。 

会议围绕 Argo计划的未来，Argo浮标技术的发展（除常规的温、盐度观测外，还将增

加如溶解氧、营养盐、微结构、环境噪音和海洋生物等要素的观测）和 Argo观测网的拓展（伸

入两极浮冰海域和边缘海等），以及如何更好地促进海洋、气候界和公众对 Argo计划的关注

和了解，拓宽 Argo资料应用领域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入的讨论。 

国际 Argo计划联合主席 H.J. Freeland博士在会上指出，全球由 3000个 Argo浮标组成的

实时海洋观测网虽然已经在去年（2007年）的 10月底正式建成，但浮标在全球海洋中的分布

还极不平衡，南大洋和两极海域的浮标数量还明显偏少，使用的仪器设备和技术还需要不断

地改进，测量数据的质量还需要不断地提高，且观测资料在各领域的应用也有待于进一步开

发。所以，他呼吁各参与国仍要继续努力，以确保该观测网的观测时间能维持五到十年以上，

并能保持覆盖全球海洋，而浮标的技术性能和寿命又能维持一个适当的水平，观测网的设计

及其对人类的贡献能得到全面的评估，Argo计划才算正式完成使命。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尚

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合作，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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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美国和法国代表还介绍了 Apex、Provor和 SOLO等类型浮标的技术改进，以及极地

浮标和携带溶解氧传感器浮标的研制情况等。他们提出，近几年来浮标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

进步，其可靠性正在不断提高，寿命也在进一步延长。如美国在 2004年以后布放的浮标，其

观测寿命超过 4年的占了 1/3以上，2005年布放的浮标寿命则更长；英国在 2004年以前布放

的浮标，仅有 35%左右的观测剖面超过 100个（约 3年），而 2004年布放的浮标，其观测剖

面数超过 100个的已经接近 70%。在资料处理方面，随着一些新的校正、处理技术和方法的

开发与应用，处理效率和资料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资料的应用研究。会

议还特别邀请了英国国家气象局的专家，专门介绍了 Argo资料在业务海洋预报和十年气候预

报中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到，Argo资料已经成为英国国家海洋预报中心开发的业务海洋预报

系统的海洋同化模式（FOAM）所不可缺少的素材。他们的实验已经证明，如果没有 Argo资

料，其预报的温度误差将会增大 40%；近表层盐度误差则会超过两倍。该模式的预报产品正

被英国皇家海军使用，并被用作欧洲西北陆架海域高分辨率模式的驱动力，所获产品对近海

溢油的移动与扩散、生态参数、有害藻类的大量繁殖以及渔业生产等的预报都具有很好的应

用前景。此外，随着全球呈现的变暖趋势和两极冰川的加速消融，以及孟加拉国频频受到的

热带风暴袭击，美国东南部大旱，墨西哥、南亚地区（印度南部、尼泊尔、不丹和孟加拉国

等地）、朝鲜和中国南部地区又是洪水泛滥等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无不表明全球气候异

常变化已经愈演愈烈。然而，代表们欣慰地看到， Argo资料正被世界气候变化及预测

（CLIVAR）、全球海洋资料同化实验（GODAE）等国际计划用于海洋环流模式中，开始对全

球海洋进行详细的分析和预报；各国的海洋业务中心和气候中心也正在利用 Argo资料进行气

候和气象预报，以及用于海事安全、海上交通和海洋渔业管理，以及国防事务等各个领域。

全球 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及其提供的巨量 Argo资料，正有效地改变着人们对海洋和气候等

自然环境问题的认识，在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浮标总数已达 3110个（2008年 3月 17日），但呈现的主

要问题还是分布的密度不平衡。因此，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改进施放计划，减少采样过多海

区的浮标数量，并增加偏远海区的浮标施放数量，是目前国际 Argo计划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此外，管理机构（如 Argo计划办公室、Argo信息中心）的人手短缺也是国际 Argo计划执行

以来长期存在的问题，会议设想通过加强 JCOMM观测计划支持中心的力量来强化国际 Argo

计划的管理，但总因经费问题难以很快落实，还有待各方的协调和努力。 

在本次会议上，我国代表除了按会议的要求递交了“中国 Argo计划实施状态报告”外，会

上许建平研究员还介绍了我国渔民分别在南海和东海的近海海域意外网获美国和日本国布放

浮标的回收情况，并对一些外国浮标，特别是哪些带有特殊使命、而又打着 Argo计划旗号布

放的浮标，频繁进入他国专属经济区海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从而引起了国际 Argo科学组成

员和与会代表的关注，并展开了讨论。据会议代表透露，阿根廷外交部曾因类似事件向美国

提出过正式抗议。此外，阿根廷、加拿大、哥伦比亚、荷兰、塞内加尔、西班牙、多哥和土

耳其等国也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委员会（IOC）提出过意见建议。为此，美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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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海洋和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局曾致函 IOC，对相关问题提出了本国的意见和“解决”方案。

据悉，此议题将于今年 4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 IOC会议上进行专门磋商。 

最后，会议讨论了第十次 Argo科学组会议和第三届 Argo科学研讨会的举办地点和时间。

经我国代表的盛情邀请，以及全体与会代表的充分酝酿，会议决定于 2009年 3月在中国杭州

举行第十次 Argo科学组会议暨第三届国际 Argo科学研讨会。会议将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

研究所和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同承办。 

 

三、 体会与建议 

国际 Argo计划的实施至今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尽管它是一个完全由科学家发起和组织

实施的国际科学计划，但在联合国政府间海委会和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各沿海国家的

重视和支持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原定由 3000个浮标组成的全球 Argo实时海洋观测

网的建设目标，也已经于 2007年 10月底宣告建成。而且，随着浮标技术和资料处理技术的

不断改进和完善，其观测要素还在不断增加，资料质量也在进一步提高。Argo资料在海洋和

气候研究、天气预报、渔业生产和军事等领域的作用已经或正在不断地显示出来。Argo计划

还得到了越来越多沿海国家的关注和重视，参与该计划的国家已达 44个（含欧盟）之多，其

中 24个国家直接参与了在全球海洋上布放 Argo浮标。 

值得指出的是，在全球 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现有的 3110个浮标中，美国的占 56.13%，

为 1746个。美国 Argo计划主要有斯克里普斯和伍兹霍尔两个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与大气

管理局下属的大西洋海洋与气象实验室和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以及华盛顿大学和美国海

军舰队数值气象与海洋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参与。除此以外，夏威夷大学、大西洋海洋与气象

实验室、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美国海军局（NAVOCEANO）和弗罗里达州立大学等机构

也在大量布放类似于 Argo计划的浮标，如美国海军局近年来布放在南海及台湾岛周边海域的

数十个浮标就属此类。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国对 Argo计划的重视和其对收集 Argo资料的狂

热程度。据我们了解，欧盟也在制定其 Argo发展计划（EURO-ARGO）。在今后 10 – 20 年内，

欧盟计划每年布放 250个浮标，以便建成一个由 800个浮标组成的区域性（包括黑海和地中

海）实时海洋观测网。目前该计划正处于准备阶段，年内将召开成员国部长级会议进行讨论，

并定于 6月 24－25日举行首次由欧洲各国参与的 Argo用户会议。可以预料，随着 Argo计划

的观测范围不断向边缘海延伸，观测内容逐步向生物、微结构和环境噪声等海洋生物、海洋

化学和海洋环境等多学科多要素扩展，Argo资料与各国的经济和海洋安全等国家利益的关系

将会更加密切，围绕海洋权益的争斗也会日趋尖锐。为此建议如下： 

1、Argo剖面浮标自由漂移进入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势不可挡”，加强防范迫在眉睫 

随着 Argo浮标技术的不断改进，其观测范围已经从初期的开阔大洋（如大西洋、太平洋、

印度洋、南大洋、格陵兰/冰岛/挪威海、地中海、日本海/东海和白令海等无冰海域）扩大到

永久性的冰封海域（两极地区），甚至有机构已经准备在边缘海（如黑海）中布放 Argo浮标。

事实上，美国海军局近几年也一直在我国南海海域布放 Argo剖面浮标。由于这些海域没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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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早先设计的 Argo计划中，这就意味着在原来 3000个浮标的基础上，还要扩大观测网空

间和 Argo浮标数量；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国家想以此使得他们收集他国近海或重要海域的观

测资料变得合法化。同时，Argo观测网也为其它海洋观测活动提供了一个极有潜力的观测平

台，这些观测活动（如测定海水溶解氧和营养物质，以及观测海水的微结构、环境噪声、生

物活动和不同于常规 Argo浮标观测的温、盐度等）目前还没有纳入到 Argo计划的主要任务

中，国际 Argo科学组也正在考虑将这些观测活动，包括数据质量控制和分发等一并纳入到

Argo计划中。此外，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第 XX-6决议，由 Argo信息中心负责跟

踪 Argo浮标投放的有关信息，并发出公告；同时将 Argo浮标的位置和工作状态（包括那些

已经进入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浮标信息等），每月形成报告通报各 Argo成员国等。国际 Argo

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上述种种变化，希望能引起我国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认真加以

分析和研究，并及早采取防范措施。 

2、 进一步加大对 Argo计划的投入，争取在国际 Argo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 

我国自 2001年加入国际 Argo计划以来，得到科技部和国家海洋局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组织实施了“中国 Argo大洋观测网试验”项目，批量引进 Argo浮标在邻近我国的西北太

平洋海域构建起我国的 Argo大洋观测网框架，成为全球 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是，我国对 Argo计划的投入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甚远，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亚洲的

日本、韩国和印度。目前我国在海上正常工作的 Argo浮标仅有 10个，而日本则有 386个，

韩国 101个，印度 90个。由于投放的浮标数量较少，不仅影响了我国在国际 Argo计划中的

地位和作用，而且还影响到这支刚刚建立起来的 Argo资料接收、处理和应用研究队伍的巩固

和壮大，同时也影响到 Argo资料处理和应用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故而呼吁国家进一步加大

对 Argo计划的投入，并尽早设立国家专项对该计划给与长期支持，力争每年布放 50个浮标，

以进一步扩大我国获取深海大洋资料的来源，吸引更多的科学工作者投身于 Argo资料的处理

和应用研究工作中，争取在国际 Argo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 

3、积极筹办好第十次 Argo科学组会议和第三届 Argo科学研讨会，努力为国际 Argo计

划发展多做贡献 

自 1998年以来，国际 Argo科学组已经举办过 9次年会，其中我国曾在 2003年承办过第

五次国际 Argo科学组会议（AST-5），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

亚、韩国、印度、俄罗斯和中国等 11个国家的 54位国际 Argo科学组成员和各国代表参加了

会议。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并给各国与会代表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正如国际 Argo计划主席

D. Roemmich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他对中国 Argo计划的评价和对本次会议的印象

时说的那样，“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制订出国家 Argo计划，并辅之实施。这是对国际 Argo计划

最有力的支持……；国际 Argo科学组会议已举行过 5次，这是最完美、最成功的一次”。第

五次国际 Argo科学组会议（AST-5）曾得到国家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

和科技司、以及国家海洋局下属第二海洋研究所和海洋动力过程与卫星海洋学重点实验室等

部门和单位的重视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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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国际 Argo科学研讨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世界各国对 Argo计划的进一步重视和

Argo资料的广泛应用，展示各国科学家在 Argo资料业务化应用和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

交换 Argo剖面浮标和利用其它浮标所获资料的信息，阐述国际 Argo计划在各相关领域中的

应用及其重要性；以及展望 Argo资料的应用研究前景等。第一届国际 Argo科学研讨会

（ASW-1）于 2003年 11月在日本东京举行。来自世界上 19个国家（澳大利亚、巴西、加拿

大、智利、中国、哥斯达里加、菲济、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毛里

求斯、俄国、南非、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等）和一些国际组织（如欧共体、国际 Argo信息中

心、国际 Argo科学组等）以及与 Argo剖面浮标研制和数据传输等有关的生产和服务商（如、

Webb研究公司、MetOcean公司、TSK公司、SERPE－IESM公司、Martec公司、Sea-Bird公

司和 ARGOS有限公司等）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一些国家还派出了相关部门的政府官员、

行业和基金管理人员与会。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人数达到 200余人。这是国际 Argo计划组织

实施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交流内容最广泛的一次 Argo科学盛会。第二届国际 Argo科学研

讨会（ASW-2）于 2006年 3月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来自世界上近 30个国家（澳大利亚、

巴西、加拿大、荷兰、中国、哥斯达黎加、法国、德国、印度、日本、韩国、俄国、爱尔兰、

希腊、瑞士、西班牙、葡萄牙、突尼斯、马来西亚、阿根廷、尼日利亚、厄瓜多尔、新喀里

多尼亚、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等）、地区（台湾）和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育科技文化组

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和国际 Argo科学组等）的 300多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可见，两

届国际 Argo科学研讨会参加国家和出席人数之多，表明了各国对国际 Argo计划的重视和对

Argo资料应用研究的关注程度。 

现第十次 Argo科学组会议（AST-10）和第三届国际 Argo科学研讨会（ASW-3）将于 2009

年 3月中旬在杭州举行，这是我国与国际 Argo资料应用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交流经验和成果的

又一极好机会，必将会推动我国 Argo资料应用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希望能得到我国海洋和

气候研究领域，以及业务化应用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并为国际 Argo

计划的深入开展做出我国科学家的贡献。 

希望上述会议能继续得到国家科技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会，以及相关单位和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许建平、刘仁清） 

 

第九次 Argo资料管理组会议将在美国举行 
 

第九次 Argo资料管理组会议将于 2008年 10 月 29－31 日在美国夏威夷召开。其中，10

月 27 日为执行组会议，28 日为区域中心会议，29－31 日为资料管理组会议。有关会议内容

等进一步资料目前尚未公布。 

                                                                   （孙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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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 Argo科学组会议（AST-10）和 
第三届国际 Argo科学研讨会(ASW-3)将在杭州举行 

 

国际 Argo 科学组决定于 2009 年 3 月 21 日至 28 日在杭州举行第十次 Argo科学组会议

（10th  Argo Steering Team Meeting，简称 AST-10）和第三届国际 Argo 科学研讨会 (3rd 

International Argo Science Workshop, 简称 ASW-3)。 

AST-10 是 Argo科学组的例行年会，其主要任务是总结回顾第九次会议（2008年 3月在

英国召开）以来全球 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建设与维护、浮标技术、资料处理及应用等方面

的进展情况，以及各国 Argo计划的实施现状，以便发现和找出存在的问题，共同商讨和寻找

解决的办法，并部署下一年度的工作，以确保国际 Argo计划的顺利进行。 

ASW-3 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和交流国际 Argo计划实施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 Argo

资料在海洋和气候科学研究和业务应用等方面取得的成果，以促进Argo资料更加广泛的应用，

使之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服务。同时也为将于 2009年末举行的世界海洋观

测大会（OceanOBS 09）收集和提供观测和应用成果。 

（刘仁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