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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国际 Argo计划正朝着既定的目标顺利前进，由 3000个剖面浮标组成的全球 Argo实
时海洋观测网已经于 2007 年 10 月底宣告建成。但要维持该观测网长期运行 5－10 年以上，
并能保持覆盖全球海洋，尚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及各参与国的共同努力。我国

也正在积极争取第三届国际 Argo科学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以推动我国 Argo资料应用研究的
进程，以及提高我国对灾害性海洋与天气事件的认识和预测预报水平。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大

对 Argo计划的持续投入，确保我国有权利共享全球 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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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进 展 
 

 

中国 Argo计划实施状态报告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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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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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仅有 11个，其中 5900019号浮标已经在西北太平洋上观测长达 5年以上，获得了近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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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有合适航次布放；11 月，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又与该公司签订了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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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浙江渔民在东海海域又意外网获一个编号为 168的 PALACE浮标。2007年 9月，

在国际 Argo技术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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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今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音讯。目前，这 2个浮标依然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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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的一个 Argo 剖面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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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达沃湾，并由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回收保

存至今。早在 2004-2007年期间，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曾多次联系过菲律宾大学海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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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大学海洋科学研究所也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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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所在 Argo资料交换和

Argo浮标回收方面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双方合作十分愉快。目前，我们已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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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帮助我们把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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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已经全部发放到沿海渔民和从事海上活动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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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希望有更多的漂入我国近海或搁浅在海滩上的浮标能得到及时回收。 

2007年 9月 25日至 28日，国际 Argo技术协调员Mathieu Belbeoch先生专程访问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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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beoch 先生进行了通报，并表明了我方的立场。希望 Argo 技术协调员能尽快将通报的

相关内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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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对这些国家海洋权益的侵害。 

2、遇到的技术问题 

    目前活跃的浮标都为 APEX型浮标，没有出现能量衰竭（Energy flu）、Druck压力传感器

故障（Druck pressure transducer problem）等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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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投放的目前仍在工作的浮标资料。所有资料在经

过实时质量控制后，以 Netcdf 格式传送到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DACs），并且通过 CLS 上

传到 GTS。2007年，资料中心共向 GDACs上传了 382条剖面。 

（2）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 

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 2007年在延时模式质量控制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所有 APEX型

浮标已经应用了热滞后校正（thermal mass correction）。目前，已向全球 Argo资料中心总共上

传了 1611个经延时质量控制的剖面，经过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的剖面数占总数的 90%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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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Argo 定位信息估算的太平洋月平均中层流场图已发布在中国 Argo 资料中心网站 

(http://www.argo-cndc.org) 上；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则把 Argo资料和其他来自 GTS的资料

应 用 到 海 洋 同 化 系 统 中 ， 其 再 分 析 产 品 发 布 在 该 中 心 的 网 页

http://dell1500sc.nmefc.gov.cn/argo-sz/argo11n.asp上；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计算的 Argo同化

结果，不仅已被用于国家气候中心海洋资料同化业务系统（NCC-GODAS）中，而且还发布

在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国 际 气 候 预 测 研 究 所 （ IRI ） 的 网 页 

(http://iridl.ldeo.columbia.edu/SOURCES/.CMA/.BCC/.GODAS/)上。 

4、Argo资料的业务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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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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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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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太平洋副热带上层海洋结构的形成与变异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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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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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标投放计划 

1、2008年度浮标投放计划 

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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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浮标和 2个采用铱星(iridium)通讯的 APEX型浮标。这些浮标将主要集中布放在西北

太平洋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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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又完成了一次太平洋－印度洋科学考察任

务，2008年 5月又将开始为期半年的太平洋－印度洋科学考察计划。中国的 Argo浮标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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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国 Argo 实时资料

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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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第九次国际 Argo科学组年会（IAST－9）”国家报告） 

 

 

Argo浮标观测及应用研究获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资助 
 

在国家海洋局科技司的重视和支持下，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许建平研究员负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和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共

同参与的“西北太平洋 Argo 剖面浮标观测及其应用研究”项目获得了 2007 年海洋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项经费的资助。该项目将从美国引进 10个新颖的 Argo剖面浮标，补充我国 Argo大

洋观测网，并开展 Argo资料的试应用研究。 

本项目将通过在西北太平洋暖池区布放 Argo剖面浮标，补充和完善我国的 Argo大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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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网，并履行国际 Argo成员国的义务，以便能有权利共享全球 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资料，

从而为广大用户继续提供全球海洋上的 Argo资料。同时，将开展 Argo资料应用研究工作，

利用 Argo、TAO及卫星观测等资料，以及数据融合技术，分析西太平洋上层结构的时空分布

和演变规律，探索西北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的热力和动力过程，并开展 Argo资料在海洋业务

化预报中的试应用研究，为提高我国海洋业务化预测、预报水平做出贡献。 

                                                                  （孙朝辉） 

 

 

应 用 研 究 
 

 

Argo剖面浮标观测及其资料应用探讨 
 

许建平 1, 2  刘增宏 1, 2  朱伯康 1 

1.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杭州 310012 

2.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12 

 
摘  要:Argo 剖面浮标已经成为全球实时海洋观测的主要仪器设备，由其组成的全球

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也是目前世界上其他观测网（如 TAO）和观测手段（如 XBT、Argos

表层漂流浮标、船载 CTD仪等）所无法比拟的，它是对卫星高度计观测的有效补充，给海洋

和大气科学家提供了海量的，且前所未有的、高质量的海洋环境要素资料，但 Argo剖面浮标

及观测资料的优势和作用等还远未被人们所认识。本文通过一个在海上长达 5年的 Argo剖面

浮标观测过程的描述，以及观测资料的应用和综合分析，帮助人们对全球 Argo实时海洋观测

系统有一全面的了解，以促进 Argo资料的应用研究。 

其实，Argo资料的科学应用远不止本文所述的内容，仅仅是其在物理海洋学研究中最简

单而又直接的应用结果。大量的 Argo资料可以用来建立一个精确的随深度变化的月平均温、

盐度全球气候数据库，从而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大尺度海洋环流，特别是大洋内部水体、

热量和淡水输送等的平均状态和变化；还可结合卫星高度计资料，通过对降水与蒸发差、冷

热差、热量和淡水对流，以及由风力驱动的水体重新分配的研究，了解 El Niño所造成的全球

海平面变化等。同时，Argo资料也已在业务化海洋和天气预报中得到试应用，并展示了其广

阔的应用前景。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环境问题，全球 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将在认

识和解决该问题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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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数据管理及其应用技术的发展 
 

宁鹏飞 1 许建平 1,2   

1.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杭州 310012 

2.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12 

 
摘  要：Argo资料除了在互联网（www或 FTP ）和世界气象组织（WMO）的全球通信

系统（GTS）上发布外，也有被制作成数据光盘的形式，提供给无法用上述途径获得 Argo资

料的用户，以及对数据归档保存的用户。随着 Argo资料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宽，一些用户希望

能及时了解其感兴趣海域 Argo浮标的活动信息、资料状况，以及海水的温盐度结构和运动轨

迹等，于是，Argo网络数据库可视化平台和 Argo GIS系统技术应运而生，使得 Argo信息或

数据，无论是专业技术人员，还是资料管理人员，甚至行政管理人员，都能方便地获取并应

用到各个领域中。但随着全球海洋上 Argo浮标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观测持续时间的不断延

长，Argo数据量与日俱增，数据存储和管理的难度也愈来愈大，特别是以数据光盘形式提供

的 Argo资料数据库，由于光盘本身的容量有限，所以增加存储量和提高访问速度是亟需解决

的两大难题，必需改进和完善数据处理技术和数据库应用技术。 

本文综述了国内外 Argo数据管理的现状，探讨了网络数据库技术的体系结构和特点，以

及网络数据库技术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改进和完善 Argo资料数据库的建议，以便更好地适应

Argo计划发展和满足 Argo资料用户的需求。 

 

 

国 内 动 态 
 

 

我国自然灾害频发亟须重视全球海洋观测 
许建平 

国际 Argo科学组成员、中国 Argo大洋观测网试验项目首席科学家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近年来，我国气候变化异常，降雨严重不均，极端天气事件频繁，特别是今年初发生在我国

南方地区的低温、雨雪和冰冻等极端气象灾害，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天气事件，而与全球气候变化

息息相关。但针对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多发的情况，我国相关部门依然行动迟缓，

有可能再次错失我国跻身于国际上在本世纪初掀起的新一轮观测、研究和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浪潮

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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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灾害反思尚有遗漏 

在最近召开的我国低温雨雪冰冻极端气象灾害研讨会上，我们注意到，国家有关部门对刚

刚过去的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持续低温、雨雪和冰冻天气，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坦承在这场灾害发生之初，中国气象局并没有预料到这场罕见的灾害性天气持续时间会超过

20 天。同时也认识到，客观上我国气象灾害监测探测的范围、精度、时空分辩率不足，数值

天气预报模式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主观上预报员对于以前很少发生的小概率极端天气

事件的预测缺乏经验。为此，气象部门提出了未来提高我国气象预报预测水平的措施，即首

先要提高气象灾害综合监测能力。在高速公路、铁路两侧布设更多气象观测点，尤其要注意

在边远山区加强气象监测点的建设。其次要抓紧开发我国自己的数值预报模式，提高天气预

报精细化水平。此外，要提高预报员对以往发生概率小的极端天气事件的预报能力及灾害天

气具体影响的分析能力。为此，我们期待着，通过这次突发灾害事件，领导的高度重视、经

费的有力保障、研究技术力量的加强和充实，我国的气象预报和气候预测水平能跃上一个新

的台阶。 

但从上述认识、措施以及业于发布的“中国气候观测系统实施方案”来看，我国的气象部门

似乎忽略了“海洋”在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气象预报和气候预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有的

计划或方案中虽也提到海洋，但仅仅局限于我国近海，对全球海洋，即使是邻近我国的外海

大洋也还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为此，我们认为，在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强度

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要想提高我国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的水平，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就必须同时重视和加强对海洋，特别是深海大洋的观测和研究。 

 

二、海洋作用应予高度重视 

最近由国际上 36位著名气候学家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未来全球九大气候事件将危

及人类安全，其中预测的北冰洋冰层、格陵兰冰盖和西南极冰盖融化，以及大西洋湾流崩溃

和厄尔尼诺现象等气候事件无不与海洋有关，且其他四大气候事件也间接与海洋变化密切相

关；而海洋问题历来又是国家的战略问题，我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无论在维护国家安全和

海洋权益、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环境方面，还是在发展和壮大海洋经济、海洋科

技和海洋综合力量方面，也都应该重视和发展海洋安全环境保障技术，并能积极主动地开展

深海大洋调查。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国不仅要加大对自然灾害的研究力度，力争能预测一

天、一周，一个月，甚至一年的天气情况，还应具备预测几年、几十年内将要发生灾害的能

力，使人们能从灾害源头上提前预防。当然“预”是“防”的先行阶段，没有准确的预测，灾害的

防与治也都无从谈起。而要对天气进行准确的预测尚需大范围，乃至全球区域的、长时间的

观测资料积累，更需提高对引起灾害的海洋或天气异常现象的认知程度。事实上，海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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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特别是海洋和气候业务化预测预报技术的发展，广宽海洋上（占地球面积的 71%）

大范围、准同步和深层次调查资料的匮乏，也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而 20 世纪 90 年代

问世的 Argo剖面浮标，以及在 2000年启动的国际 Argo计划，给海洋和大气科学家带来了一

次难得的机遇，使人类深入了解和掌握大尺度实时海洋的变化，提高天气和海洋预报的精度，

有效防御全球日益严重的天气和海洋灾害的愿望终将可能成为现实。 

 

三、全球海洋观测机遇难求 

根据国际 Argo信息中心的统计表明，全球由 3000个 Argo浮标组成的实时海洋观测网已

经于 2007年 10月底（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浮标总数已达到 3006个）全面建成，并将维

持十年以上。我国于 2001 年经国务院批准加入国际 Argo 计划时，曾承诺将在西太平洋和东

印度洋海域布放并维持由 100-150个浮标组成的中国 Argo大洋观测网，以此作为全球海洋观

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共享该观测网的长期观测资料。但直到 2007年底，我国布放的浮标

数量却还十分有限（35个），且目前仍在海上正常工作的仅有 10个，而美国则有 1741个，亚

洲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分别为 369个、100个，印度也有 84个。 

为此，我国科学家建议在未来几年内，应加大在上述海域布放浮标的力度。这不仅因为

Argo观测网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个全球实时海洋观测系统，其观测和积累的资料对海洋和

大气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而且对我国这样一个饱受海洋和气候灾害影响的海洋

大国，特别是过去长期以来对邻近我国的外海大洋和全球海洋观测重视不够，观测资料积累

严重不足的国家来说，参与全球 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Argo资料用途广泛 

尽管 Argo计划的实施时间还不长，全球 3000个浮标组成的海洋观测网还刚刚建成，但

其作用和价值已经在许多方面体现出来。Argo 资料正被世界气候变化及预测（CLIVAR）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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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致的分析和预报。各国的海洋业务中心和气候中心正用 Argo资料进行气候和气象预报，以及

用于海事安全、海上交通、渔业管理、近海工业和国防事务等各个领域；澳大利亚、法国、

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国还用 Argo资料对全球和区域性海洋的次表层特征进行常规分析，得出

的结果可以对海温与盐度异常，以及海洋环境变化提供早期预报；英国气象局根据 Argo观测

网获得的大西洋次表层温度资料，每年夏天发布当年冬季的海况预报和欧洲大陆的气候预报，

从而大大提高了预报的可靠性。特别是，2005年 10月发布的当年冬季欧洲大陆平均气温、英

国南部地区的平均气温和英国降雨量都会低于或少于多年平均值，以及北大西洋涛动为逆向

涛动等预报结果，也均已得到了证实。 

Argo资料的应用提高了人们对全球温室效应引起的海平面上升的估算和预报精度，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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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季节性气候预报和加深对飓（台）风活动的认识中也正起着关键性作用。而 Argo观测网最

显著的成效还在于，可以大大提高对全球海洋热储存总量的估算精确度，使得人类确定全球

气候变暖与海平面上升以及预测它们未来趋势终将成为现实。 

 

五、强化 Argo大洋观测网建设迫在眉睫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建成是世界上 30 多个国家和欧盟合作的结果。目前，该观

测网使用的浮标为每隔 10 天做一个海面到 2000米水深的剖面观测，其寿命大约为 4 年，所

以，要维持由 3000个浮标组成的全球海洋观测网，每年大约需要补充布放 800个浮标。美国

已经承诺为维持该观测网提供约 1/2的浮标，其他参与国也都在为维持该观测网的长期运行而

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 

我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和 Argo 计划成员国，应加快中国 Argo 计划实施的进程，拓展

Argo资料的应用领域，建立完善的 Argo资料接收、处理与分发服务系统，使 Argo资料在我

国社会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建议如下： 

1、加大我国 Argo 浮标的投放力度。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需要长期计划和经费的

支持。国家相关部门应有计划，重点支持我国科学家持续不断、分期分批地在邻近我国的大

洋区域布放 Argo浮标，改变目前由研究项目出资购置浮标、且时断时续布放的被动局面，以

便长期、广泛地收集这些海域的海洋环境资料，提高我国在国际 Argo计划中的显示度。 

2、完善我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的职能，建立起接收和处理准实时和海量 Argo 资

料的能力，广泛收集和充分利用各国际 Argo计划成员国在其他大洋区域观测的 Argo资料，

为我国深海大洋研究和全球气候变异研究积累长时间系列的全球海洋次表层观测资料。 

3、拓宽 Argo资料的应用研究领域。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也包括我国）的科学家尝

试把 Argo 资料应用到海-气耦合模式、海洋资料同化以及气候业务化预报系统中，我国的科

研机构和业务管理部门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探索和推进 Argo资料应用研究的步伐，充分

发挥我国科学家在利用 Argo资料和相关资源解决全球或区域重大海洋与大气科学问题，以及

提高我国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水平中的作用。 

 

 
我国将在西北太平洋布放一批 Argo浮标 

 

2008 年，中国 Argo 计划拟在北太平洋和东印度洋布放 32 个 Argo 剖面浮标，进一步补

充和完善我国 Argo大洋观测网。这批浮标主要由国家海洋局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UNESCO/IOC）中国委员会专项经费、海洋防灾减

灾工作专项经费、以及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项目经费等的资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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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了 2 个装载 SBE溶解氧传感器和 2 个带铱卫星通信的新型 Argo浮标。该批浮标计划

分 2－3个航次布放，原则上投放在北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现存浮标比较稀少的区域，也可以根

据国内用户的需求布放。承担相关研究项目的海洋和大气领域的专家学者，可以根据项目研

究的需要，向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提出建议，使我国布放的浮标，既能符合中国 Argo大

洋观测网建设的目标，又能满足国内相关研究项目的需求，更好的发挥 Argo 大洋观测网和

Argo资料在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刘增宏） 

 
 

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重要活动（续） 
 

l 2007年10月29日，国家海洋局在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中批准了一个与中国Argo

计划有关的项目，即“西北太平洋 Argo 剖面浮标观测及其应用研究”。该项目由国家海

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负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和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共同参与。 

l 2007年 11月 1日，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向国际 Argo信息中心发送电子邮件，庆贺国

际 Argo计划于 1998年发起的，由 3000个剖面浮标组成的全球 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全

面建成，并在中国海洋报、科学时报等报纸上刊文表示祝贺。 

l 2007年 11月 8日，根据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和中国 Argo计划办公室的指示精神，中

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负责编制了 5万份“Argo（阿尔戈）需要您的呵护！”的宣传广告

资料（带 2008 年日历），免费向沿海省市的海洋和渔业管理部门分发，旨在向沿海渔民

和一切从事海上活动的人们宣传国际上正在建设的全球 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和 Argo剖

面浮标，以便及时发现和回收因随波逐流漂入近海或搁浅在海滩上的浮标，共同为全球

海洋观测做出贡献。 

l 2007年 11月 11日，民盟浙江省委常委、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许建平研究员应邀

参加了在广东湛江召开的“民盟沿海省市发展海洋经济研讨会”，利用大会专题发言的机

会，向来自全国 17 个沿海省市的近百名代表扼要介绍了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和中

国 Argo 大洋观测网的建设情况，并向全体代表发放“Argo（阿尔戈）需要您的呵护！”

的宣传广告资料。 

l 2007年 11月 12日，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牵头，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国家海

洋信息中心、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国家海洋局第一海

洋研究所和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等单位共同参与完成的国家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前期研究专

项“我国新一代海洋实时观测系统（Argo）—大洋观测网试验”项目获 2007年海洋创新

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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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08年 1月 15日，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科研发展处冯旭文副处长的陪同下，财

政部专家评审组一行考察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对中心通过“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

修缮购置专项”资助购置的两台刀片式服务器进行了审查。当专家们亲眼目睹两台大容量

服务器在该中心技术人员的操控下，能将全球海洋上不断增加的 Argo资料及时、快速地

向国内外用户提供共享服务后表示满意；同时，也对 Argo浮标这一新颖海洋观测设备和

Argo计划表现出浓厚兴趣，并进行了详细了解。中心技术人员对专家组提出的问题作了

一一回答，并对国家有关部门和专家给予本中心的重视和支持深表感谢！ 

l 2008年 2月 15日，应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胡敦欣院士的邀请，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许建平研究员参加了在青岛举行的“西北太平洋海域海洋调查协商会”，详细介绍了

我国 Argo大洋观测网的建设现状，以及未来五年引进 Argo浮标的数量和布放海域，与

会专家学者分别代表各自承担的相关研究项目，提出了在其研究的关键海域布放浮标的

建议，并对引进国外新颖 Argo浮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l 2008年 2月 21日，浙江省湖州市气象局朱红副局长和湖州市气象台黄玲琳台长等一行参

观了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并与技术人员进行了交流。当听到湖州今年遭受五十年以

来最大的降雪灾害，各级政府领导十分重视气象灾害的预测、预防工作后，该中心许建

平研究员表示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气象灾害频发与热带海洋异常，赤道太平洋上的 El 

Niño 和 La Niña 现象的发生有密切关系，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正在负责和参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和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已经积累了大量热带海洋上的剖面

观测资料，而且还包括了大量实时海洋观测资料，若地方气象部门需要，该中心将无条

件免费提供并给予技术上的支持。                                                           

 

 

 

 

 

 

 

 

 

朱红副局长等一行参观中国 Argo实时资料中心 

                                                                                  （孙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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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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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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从

表中可以看到，在 2000年至 2005年期间，国际 Argo计划成员国投放在各大洋中的 Argo浮

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2005年投放的浮标总数达到了 1003个，但 2006、2007年则有所下降。

8 年来，国际 Argo计划在太平洋中布放的浮标最多，达 2619个；其次为大西洋（1499个）

和印度洋（823个）。 

表 1  从 2000年至 2007年各海域浮标投放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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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6 个（图 1）。其中美国 1741 个占 57%、日本 369 个占

12.1%，名列第一、二位；澳大利亚 151 个占 4.9%、德国 145 个占 4.7%、法国 144 个占 4.7

％、英国 106个占 3.5％、加拿大 103个占 3.4％、韩国 100个占 3.3％、印度 84个占 2.7％、

欧盟 29个占 0.9％、荷兰 18个占 0.6％分别处于第三至第十一位；阿根廷和中国均为 11个各

占 0.4％，并列第十二位；智利和新西兰均为 8个占 0.26％，并列第十三位；巴西和挪威均为

7个各占 0.2％，并列第十四位；毛里求斯 4个占 0.1％，厄瓜多尔 3个占 0.098％，列第十五、

十六位；俄罗斯和西班牙均为 2个占 0.065％，并列第十七位；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均为 1个

各占 0.032％，并列第十八位。 

 

 

 

 

 

 

海  域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总  数 

大西洋 65 97 148 189 242 306 301 151 1499 

印度洋 13 24 106 124 158 113 149 136 823 

太平洋 32 163 188 345 446 562 470 413 2619 

其他洋 6 11 10 13 23 22 13 14 112 

总  数 116 295 452 671 869 1003 933 714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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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现在海上工作各国 Argo浮标所在海域及概位（止 2008年 1月底） 

（孙朝辉整理，资料来源于《Argonautic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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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 
 

 

西北太平洋海域海洋调查协商会在青岛召开 
 

2008年 2月 15日，西北太平洋海域海洋调查协商会在中科院海洋所胡敦欣院士的办公室

举行，应邀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中国海洋大学吴立新教授和兰健教授，以及国家海洋二所许建

平研究员和中科院海洋所陈永利研究员等 5 人，分别代表目前国内 3个与海洋有关的 973项

目的具体负责单位，商讨有关在西北太平洋海域共同开展海洋调查事宜。其中中科院海洋所

负责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吴国雄院士任首席科学家的“亚印太交汇区海气相互作用

及其对我国短期气候的影响”（2006CB403600）项目的海上观测部分；中国海洋大学负责由吴

立新教授任首席科学家的“北太平洋副热带环流变异及其对我国近海动力环境的影响”

（2007CB411800）项目的海上观测部分；而国家海洋二所负责由陈大可研究员任首席科学家

的“基于全球实时海洋观测计划（Argo）的上层海洋结构、变异及预测研究”（2007CB816000）

项目的海上观测部分。 

与会代表首先听取了胡敦欣院士对西北太平洋海域相关海洋科学问题的回顾，以及为揭示

这些科学问题将要开展的海洋调查计划，如西北太平洋海洋环流试验（NPOCE）；吴立新教

授介绍了其负责项目的海洋调查方案和设想；许建平研究员则重点介绍了 2008 年至 2010 年

中国 Argo浮标的布放计划和设想等。根据上述 3个项目介绍的海洋调查计划、方案和设想，

可以看出均希望在其调查区域布放一定数量的 Argo剖面浮标，且对具有双向通讯功能（利用

铱星）的 APEX型 Argo浮标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并要求将 18°N断面和 10°— 0°N之间的西

太平洋海域作为我国布放 Argo浮标的重点海域，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加大引进浮标力度，加快

我国 Argo大洋观测网的建设进度，使之能更好地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提供长期的、高精

http://www.argo.ucs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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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大洋剖面观测资料。 

未来 4年内，上述研究项目计划在南海东北部和西太平洋海域（即 25°—10°N，130°E以

西）组织实施 3－5 个调查航次，其中每个航次的海上持续时间约在 20－40 天之间。调查项

目主要以吕宋海峡和 18°N 断面的潜标观测、Argo 剖面浮标观测，以及南海东北部和西太平

洋海域的 CTD断面观测为主。 

                              （许建平） 

 

 

第三次国际 Argo资料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研讨会将在美国举行 
 

第三次国际 Argo资料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研讨会将于 2008年 9月 10－12日在美国华盛顿

大学海洋学院召开。本次研讨会将围绕 Argo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的统一性、质量控制软件、参

考数据集等议题展开讨论。 

（刘增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