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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７７６５—１９９９《航标术语》，与ＧＢ／Ｔ１７７６５—１９９９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航标遥测遥控系统”章条（见１９９９年版的６．５）；

———修改了“一般术语”中的“基本术语”“航标灯器及附属设备”“海上浮标制式”“内河航标制式”

“无限电航标”的基本术语”等部分章条及条标题（见２．１、３．４、３．６、３．７、５．１，１９９９年版的３．１、

４．４、４．６、４．７、６．１）；

———增加了“地基增强系统”“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船舶交通管理系统”“航标管理”的“通用部分”等

部分章条（见５．５～５．７、６．１）；

———修改了“助航标志、音响航标、无线电航标、固定标志、桥梁助航标志、灯桩、立标、导标、测速标、

罗经校正标、航道、主航道、特定航道、推荐航道、航道走向、航道分岔处、航道汇合处、短捷航

道、过河航道、河心航道、桥区航道、深槽河段、航道界限、定线制、分道通航制、分隔带（线）、通

航分道、环行航道、沿岸通航带、航行警戒区、新危险物、灯光中心高度、视距、地理视距、亮度对

比度 、节奏光的有效光强、棱镜、灯泡有效寿命、备用灯、灯笼、日光阀、定光、大型助航浮标、锥

形浮标、柱形浮标、杆形浮标、航行标志、侧面标、左右通航标、示位标、桥涵标、信号标志、通行

信号标、界限标、顶标、浮标倾角、浮标锚链、短链节、前导标、后导标、前标标顶高程、雾号、雾号

信号设备、无线电导航、无线电定位、等精度曲线、基线、峰值包络功率、台对、台链、主台、副台、

旁瓣抑制、扫频雷达应答器、频率捷变雷达应答器、固定频率雷达应答器、固定频偏频率捷变雷

达应答器、固定时偏频率捷变雷达应答器、频率捷变应答雷达指向标、全球定位系统、格洛纳斯

卫星导航系统、航标配布设计、航标巡检、航标维护座天数、航标正常率、航标失常、灯光失常、

航标表”等部分术语和部分术语的定义（见２．１．１、２．１．５～２．１．７、２．１．１０、２．１．１３、２．１．１５、２．１．１６、

２．１．２１、２．１．２２、２．２．１、２．２．４～２．２．６、２．２．８～２．２．１０、２．２．１１．２、２．２．１３、２．２．１５、２．２．１６、２．２．１９、

２．２．２１～２．２．２８、２．２．３０、３．１．２、３．１．１２、３．１．１３、３．１．１７、３．１．１９、３．２．２、３．３．３、３．４．６、３．４．１０、３．４．２０、

３．５．４、３．６．２、３．６．４、３．６．６、３．６．７、３．７．１、３．７．６、３．７．７、３．７．８、３．７．１０、３．７．１１、３．７．１１．１、３．７．１１．３、

３．８．１１、３．８．１７、３．８．１７．２、３．９．１、３．９．２、３．９．１５、４．２．１、４．２．３、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８、５．１．９、５．１．１１、

５．１．１２、５．１．１３、５．１．１４、５．１．１５、５．１．１８、５．２．１５、５．２．４、５．２．５、５．２．６、５．２．７、５．２．８、５．２．９、５．４．４、５．４．６、

６．１．１、６．１．３．２、６．１．５、６．１．６、６．１．１２、６．１．１２．１、６．２．５，１９９９年版的３．１．１、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７、４．６．１、

４．６．５、４．６．４、４．９．１、４．６．２８、４．６．２９、３．２．４、３．２．６、３．２．１４、３．２．１５、３．２．７、３．２．１９、３．２．２０、３．２．２１．２、

３．２．２４、３．２．２６、３．２．２７、３．２．３１、３．２．３２、３．２．３、３．２．８～３．２．１３、３．１．２０、４．１．６、４．１．１６、４．１．１７、４．１．２１、

４．１．２３、４．２．２、４．２．６、４．３．６、４．５．３、４．４．１、４．４．８、４．５．１３、４．６．３、４．６．１０、４．６．１１、４．６．１３、４．７．１、４．６．２０、

４．７．７、４．７．８、４．７．１０、４．７．１１、４．７．１１．１、４．７．１１．３、４．８．６、４．８．１２、４．８．１２．２、４．９．１．１、４．９．１．２、４．９．１３、

５．２．１、５．２．３、６．１．２、６．１．３、６．１．８、６．１．９、６．１．１１、６．１．１２、６．１．１３、６．１．１４、６．１．１５、６．２．１４、６．４．３、

６．２．３、６．２．４、６．２．５、６．２．６、６．２．７、６．２．８、６．４．６、７．１．１、７．１．１７、７．１．４、７．１．５、７．１．１３、７．１．１３．３、７．１．９）；

———增加了“水中固定标志，历史灯塔，设计通航水位，设计最高通航水位，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定线

制，航标灯，发光二极管航标灯，主、备灯转换装置，应急沉船示位标，专用标志，航道信息标，航

道整治建筑物提示标，管线标，专用标，警示标志，禁止抛锚标，危险水域标，塔标，杆标，冰期浮

标，标体，半链节，全链节，中导标，雷达信标，增强罗兰Ｃ系统，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差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差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ＡＩＳ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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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ＡＩＳ航标，虚拟ＡＩＳ航标，合成ＡＩＳ航标，船舶交通管理系统，专用航标，航标维护，航标

巡视，航标保养，航标修复，航标保护范围，航标附属设施，航标动态，航标效能，Ｅ航海，航行通

告，改正通告，历史灯塔保护，航标异动”等部分术语（见２．１．８、２．１．１２、２．２．２、２．２．２．１、２．２．２．２、

２．２．２２、３．４．１、３．４．３、３．４．１４、３．６．１３、３．７．１１．７、３．７．１１．８、３．７．１２、３．７．１２．１、３．７．１２．２、３．７．１３、３．７．１３．１、

３．７．１３．２、３．７．１４、３．７．１５、３．８．４、３．８．７、３．８．１７．３、３．８．１７．４、３．９．３、５．２．１、５．３．５、５．４．２、５．４．３、５．４．７、

５．５．１、５．５．３、５．６．１～５．６．４、５．７．１、６．１．２、６．１．３、６．１．３．１、６．１．３．３、６．１．３．４、６．１．１５～６．１．１８、６．１．２０、

６．２．２、６．２．３、６．２．６、６．３．１４）；

———删除了“海区航道左侧、右侧，内河航道左侧、右侧，进港航道，光轴，焦点，焦面，焦距，焦散域，

水平能见度，透镜，反射镜，抛物面反射镜，球面反射镜，菲涅耳透镜，色泡，灯泡达白炽时间，灯

泡变暗时间，灯壳，压制透镜，注塑透镜，磨光透镜，季节灯，潮灯，渔灯，高焦面浮标，钟浮标，哨

浮标，海洋资料浮标，横带，竖条，海军导航卫星系统，遥测平台，遥测中继站，遥测控制中心，航

标综合设计，导航表，航标设置，航标变动，航标撤除，航标移位，灯质改变，浮标离位，浮标失

踪，灯光熄灭，恢复发光，浮标复位，航标补给检查，航标作业计划，航标巡检里程，设标里程，航

道最小水深，航行指南”等部分术语（见１９９９年版的３．２．１７、３．２．１８、３．２．２２、４．１．１～４．１．４、４．１．８、

４．１．１５、４．２．１、４．２．３～４．２．６、４．３．２～４．３．４、４．４．２、４．４．９～４．４．１１、４．５．７～４．５．９、４．６．１４～４．６．１９、

６．４．２、６．５．２～６．５．４、７．１．２、７．１．１０～７．１．１２、７．１．１２．１～７．１．１２．３、７．１．１３．１、７．１．１３．２、７．１．１３．４、

７．１．１４．１、７．１．１４．２、７．１．１５、７．１．１６、７．１．１８、７．１．１９、７．２．５、７．２．１１）。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陆永强、杨文志、徐元、阳建云、项鹭、狄伟、俞毅、李昕、邹德华、曹德良、李慧敏、

杨倩、闻光华、邱德阳。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７７６５—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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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标　术　语

１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航标的一般术语和定义，以及视觉航标、音响航标、无线电航标和航标管理的术语和

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航标管理、建设、科研、教学和器材生产等领域。

２　一般术语

２．１　基本术语

２．１．１

助航标志　犪犻犱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犃狋狅犖

航标

为帮助船舶安全、经济和便利航行而设置的供船舶定位、导航或者用于其他专用目的的助航设施。

　　注：包括视觉航标、无线电航标和音响航标。

２．１．２

海上浮标制式　犿犪狉犻狋犻犿犲犫狌狅狔犪犵犲狊狔狊狋犲犿

在海区、通海河口以助航为目的而设置浮标的规则。

２．１．３

内河航标制式　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狅狀犻狀犾犪狀犱狑犪狋犲狉狑犪狔

在江、河、湖泊、水库通航水域设置助航标志的规则。

２．１．４

视觉航标　狏犻狊狌犪犾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狏犻狊狌犪犾犪犻犱狊；狏犻狊狌犪犾犿犪狉犽

目视航标

以形状、颜色和灯光等特征，供直观识别的固定式或浮动式的助航标志。

２．１．５

音响航标　犪狌犱犻犫犾犲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犪狌犱犻犫犾犲犪犻犱狊；狊狅狌狀犱狊犻犵狀犪犾

以音响传送信息的助航标志。

２．１．６

无线电航标　狉犪犱犻狅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狉犪犱犻狅犪犻犱狊

以无线电波、网络等方式传送信息的助航标志。

２．１．７

固定标志　犳犻狓犲犱犿犪狉犽

位置固定的助航标志。

　　示例：陆地上或水中的灯塔、灯桩、立标、塔标、杆标等。

２．１．８

水中固定标志　狅犳犳狊犺狅狉犲犳犻狓犲犱犿犪狉犽

设标点的高程在当地平均大潮高潮面以下，标志的基础或标身的一部分被平均大潮高潮面淹没的

水中立标、灯桩等海区助航标志。

［ＧＢ４６９６—２０１６，定义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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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

浮动标志　犳犾狅犪狋犻狀犵犿犪狉犽

设置在水中带有浮体的助航标志。

　　示例：灯船、浮标等。

２．１．１０

桥梁助航标志　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狀犫狉犻犱犵犲

为保障桥梁和船舶航行安全，具有引导、示位、警告危险和指示通航桥孔及桥柱位置等功能，设置于

桥梁（墩）上的视觉、音响和无线电航标。

　　注：改写ＧＢ２４４１８—２００９，定义３．１。

２．１．１１

灯塔　犾犻犵犺狋犺狅狌狊犲

装有高光强灯器，射程一般不小于１５ｎｍｉｌｅ，还可同时装有音响或无线电助航设备的塔形大型固

定标志。

　　注：通常设在沿海、港口等重要位置。

２．１．１２

历史灯塔　犺犻狊狋狅狉犻犮犾犻犵犺狋犺狅狌狊犲

具有历史、艺术、文化、科学技术价值，且具有助航功能的灯塔。

［ＪＴ／Ｔ１２１２—２０１８，定义３．１］

２．１．１３

灯桩　犾犻犵犺狋犫犲犪犮狅狀

设置在陆地或水中，装有发光灯器，射程一般小于１５ｎｍｉｌｅ的固定标志。

２．１．１４

岸标　犾犪狀犱犿犪狉犽

设在陆地上的助航标志。

２．１．１５

立标　狌狀犾犻犵犺狋犲犱犫犲犪犮狅狀

设置在陆地或水中，不发光的固定标志。

２．１．１６

导标　犾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狉犽狊；犾犲犪犱犻狀犵犾犻狀犲狊；狉犪狀犵犲犿犪狉犽狊；狋狉犪狀狊犻狋犿犪狉犽狊

叠标

在同一垂直面上，由两座或两座以上构成一条方位线，一般用于狭窄航道，作为指向的助航设施。

２．１．１７

日标　犱犪狔犿犪狉犽

为便于判别标志特征和白天增加其视距而在标体上附加的装置。

２．１．１８

浮标　犫狌狅狔

锚碇在指定的位置，具有一定形状、尺寸和颜色等特征的浮动标志。

２．１．１９

灯浮标　犾犻犵犺狋犲犱犫狌狅狔

灯浮

装有灯器的浮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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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０

活节式灯桩　犫狌狅狔犪狀狋犫犲犪犮狅狀；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ｂｅａｃｏｎ

弹性灯桩

由标身、浮室、活络接头和锚碇装置组成的装有灯器及其他助航设备，以浮室的浮力保持标身接近

垂直的水中助航标志。

２．１．２１

测速标　犿犲犪狊狌狉犲犱犿犻犾犲犿犪狉犽

供船舶测定航速用的固定标志。

２．１．２２

罗经校正标　犿犪狉犽狊犳狅狉犮狅犿狆犪狊狊犪犱犼狌狊狋犿犲狀狋

供校正船用罗经自差而专门设置的固定标志。

２．２　相关术语

２．２．１

航道　狑犪狋犲狉狑犪狔；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犮犺犪狀狀犲犾

江河、湖泊等内陆水域中可以供船舶通航的通道，以及内海、领海中经建设、养护可以供船舶通航的

通道。

２．２．２

设计通航水位　犱犲狊犻犵狀犲犱狀犪狏犻犵犪犫犾犲狊狋犪犵犲

设计所采用的允许标准船舶或船队正常通航的水位。

［ＪＴＳ１８１—２０１６，定义２．０．１７］

２．２．２．１

设计最高通航水位　犱犲狊犻犵狀犲犱犺犻犵犺犲狊狋狀犪狏犻犵犪犫犾犲狊狋犪犵犲

设计所采用的允许标准船舶或船队正常通航的最高水位。

［ＪＴＪ／Ｔ２０４—１９９６，定义８．２．３］

２．２．２．２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　犱犲狊犻犵狀犲犱犾狅狑犲狊狋狀犪狏犻犵犪犫犾犲狊狋犪犵犲

设计所采用的允许标准船舶或船队正常通航的最低水位。

［ＪＴＪ／Ｔ２０４—１９９６，定义８．２．５］

２．２．３

通航净空　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犮犾犲犪狉犪狀犮犲

通航净高及净宽尺度的总称。

２．２．３．１

通航净宽　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犮犾犲犪狉狑犻犱狋犺

跨越航道建筑物通航孔相邻两墩内侧间可供船舶或船队安全航行的有效宽度。

２．２．３．２

通航净高　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犮犾犲犪狉犺犲犻犵犺狋

设计最高通航水位至跨越航道的建筑物或其他设施最低点之间的垂直距离。

２．２．４

主航道　犿犪犻狀犮犺犪狀狀犲犾

供多数相对尺度较大的标准船舶或船队航行的航道。或在两条以上可供选择的航道中，由于自然

条件较好或经主管部门指定供主要船舶航行的航道。

［ＪＴＪ／Ｔ２０４—１９９６，定义３．１．１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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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

特定航道　狊狆犲犮犻犪犾犮犺犪狀狀犲犾

为特殊目的及用途，由有关管理部门作出某种规定的航道。

２．２．６

推荐航道　狆狉犲犳犲狉狉犲犱犮犺犪狀狀犲犾

为安全和经济而推荐的某种船舶行驶的航道。

２．２．７

河流左岸、右岸　犾犲犳狋犫犪狀犽，狉犻犵犺狋犫犪狀犽

以水流方向确定河流的上、下游，面向河流下游，左手一侧为左岸，右手一侧为右岸。

２．２．８

航道走向　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犫狌狅狔犪犵犲

船舶在沿海、河口的航道航行时用以确定航道左右侧的根据，即浮标系统习惯走向。

　　注：航道走向一般为：

ａ）　从海上驶近或进入港口、河口、港湾或其他水道的方向；

ｂ）　在外海、海峡或岛屿之间的水道，原则上指围绕大陆顺时针航行的方向；

ｃ）　在复杂的环境里，航道走向由航标管理部门确定，并在海图上用“ ”标示。

２．２．９

航道分岔处　犫犻犳狌狉犮犪狋犻狅狀

顺航道走向，一条航道分成两条或两条以上航道的地点。

２．２．１０

航道汇合处　犮狅狀犳犾狌犲狀犮犲

顺航道走向，两条或两条以上航道汇合成一条航道的地点。

２．２．１１

经济航道　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犪犾犮犺犪狀狀犲犾

为减少船舶在某区段内所需航行时间而开辟的航道。

　　注：包括缓流航道和短捷航道。

２．２．１１．１

缓流航道　狊犾狌犵犵犻狊犺犮犺犪狀狀犲犾

为使上行船舶能利用缓流航行而开辟的航道。

２．２．１１．２

短捷航道　狊犺狅狉狋犮狌狋犮犺犪狀狀犲犾

在分岔河道上或弯曲航道上开辟的较主航道航程短捷的航道。

２．２．１２

深泓线　狋犺犪犾狑犲犵

?线

连接航道沿程最深处所形成的平滑曲线。

２．２．１３

过河航道　犮狉狅狊狊犻狀犵犮犺犪狀狀犲犾

由一岸驶向另一岸的航道。

２．２．１４

沿岸航道　犫犪狀犽狊犻犱犲犮犺犪狀狀犲犾

河道深泓线靠近一岸，可以沿该岸航行的航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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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５

河心航道　犿犻犱狉犻狏犲狉犮犺犪狀狀犲犾

河道深泓线位于河心，可航水域位于河心的航道。

２．２．１６

桥区航道　狀犪狏犻犵犪犫犾犲犮犺犪狀狀犲犾狌狀犱犲狉犪犫狉犻犱犵犲；犫狉犻犱犵犲犮狉狅狊狊犻狀犵犮犺犪狀狀犲犾

位于桥梁及其上、下游一定范围内的航道。

２．２．１７

季节性航道　狊犲犪狊狅狀犪犾犮犺犪狀狀犲犾

只能在一定季节或水位期内通航的航道。

２．２．１８

浅滩河段　狊犺狅犪犾狊犲犮狋犻狅狀

航道自然水深有时不能满足设计标准或维护要求的河段。

２．２．１９

深槽河段　犱犲犲狆狆狅狅犾狊犲犮狋犻狅狀

航道自然条件好，自然水深常年达到或超过通航标准的河段。

２．２．２０

通航控制河段　狋狉犪犳犳犻犮犮狅狀狋狉狅犾狊犲犮狋犻狅狀

对船舶对驶、追越或同向并驶有危险的狭窄与急弯航段、单孔通航桥梁或通航建（构）筑物，必须控

制船舶单向通航的河段。

２．２．２１

航道界限　犾犪狋犲狉犪犾犾犻犿犻狋狅犳犮犺犪狀狀犲犾

具有规定通航尺度的航道两侧边界线。

２．２．２２

定线制　狉狅狌狋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以提高航行安全为目的的、一条或多条航道的有关通航规定或定线措施。

　　注：包括分道通航制、双向航路、推荐航路、避航区、沿岸通航区、环行道、警戒区和深水航路等。

２．２．２３

分道通航制　狋狉犪犳犳犻犮狊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狊犮犺犲犿犲

用适当的措施或规定划定通航分道，以分隔交通流的一种定线方法。

２．２．２４

分隔带（线）　狊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狕狅狀犲（犾犻狀犲）

将相反方向或接近相反方向的船舶分隔航行的区域（线），或分隔通航分道与其他可航水域的区域

（线）。

２．２．２５

通航分道　狋狉犪犳犳犻犮犾犪狀犲

在分道通航制水域中，规定界线内仅限单向通航的水域。

２．２．２６

环行航道　狉狅狌狀犱犪犫狅狌狋

围绕分隔点或圆形分隔区的规定范围内的环形通航分道。

２．２．２７

沿岸通航带　犻狀狊犺狅狉犲狋狉犪犳犳犻犮狕狅狀犲

分道通航制靠岸一侧边界和相邻海岸之间的指定区域组成的一种定线措施。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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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８

航行警戒区　狆狉犲犮犪狌狋犻狅狀犪狉狔犪狉犲犪

由主管部门划定界限的特定区域，在该区域内船舶应特别谨慎地按照推荐的船舶交通流方向航行。

２．２．２９

航标背景　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狅犳犪犻犱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观察者观察航标时所见到的航标背后的地物、地貌、水面、空际、灯光等景象。

２．２．３０

新危险物　狀犲狑犱犪狀犵犲狉

尚未发布在航海资料上的新发现的危险物，如浅滩、礁石等天然碍航物或如沉船、沉物等人为危

险物。

［ＧＢ４６９６—２０１６，定义３．６］

３　视觉航标

３．１　航标光学

３．１．１

对焦　犳狅犮狌狊犻狀犵

将光源置于透镜焦点处的操作过程。

３．１．２

灯光中心高度　犺犲犻犵犺狋狅犳犾犻犵犺狋犮犲狀狋犲狉

灯高

灯光中心或灯光焦面与灯光所在地平均大潮高潮面之间的距离。

３．１．３

包容角　狊狌犫狋犲狀狊犲犪狀犵犾犲

在通过焦点的一水平面或垂直平面内，透镜或反射器的边缘所相对的以焦点为顶点的角。

３．１．４

菲涅耳剖面　犉狉犲狊狀犲犾狆狉狅犳犻犾犲

对光具有折射和折反射作用的透镜的阶梯形剖面。

３．１．５

笔形光束　狆犲狀犮犻犾犫犲犪犿

集中在某一直线方向周围发射出去的呈笔形的光束。

３．１．６

扇形光束　狊犲犮狋狅狉犫犲犪犿

集中在一个平面内或接近在一个平面内发射的呈扇形的光束。

３．１．７

扇形光　狊犲犮狋狅狉犾犻犵犺狋

在与航海有关的不同方位的垂直面，通过光源中心构成扇形角的空间显示不同特征的灯光。

　　注：通常是不同的灯光颜色。

３．１．８

垂直散射角　犪狀犵犾犲狅犳狏犲狉狋犻犮犪犾犱犻狏犲狉犵犲狀犮犲

位于透镜焦点处光源经透镜射出的光束与透镜的光轴在垂直平面内形成的夹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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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９

水平散射角　犪狀犵犾犲狅犳犺狅狉犻狕狅狀狋犪犾犱犻狏犲狉犵犲狀犮犲

位于透镜焦点处光源经透镜射出的光束与透镜的光轴在水平平面内形成的夹角。

３．１．１０

大气透射率　犪狋犿狅狊狆犺犲狉犻犮狋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狏犻狋狔

大气透明系数

指定长度的大气路径上光的正常透射程度，是表示大气透光特性的一个物理量。

３．１．１１

气象能见度　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狏犻狊犻犫犻犾犻狋狔

视力正常的人在当时天气条件下，能够从天空背景中看到和辨认出的大小适度的黑色目标物的最

大水平距离；夜间为能看到和确定出的一定强度灯光的最大水平距离。

３．１．１２

视距　狏犻狊狌犪犾狉犪狀犵犲

观测者可以看见给定目标的最大距离。

３．１．１３

地理视距　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狉犪狀犵犲

观测者仅受限于地球曲率、大气折射、目标高度和观察者眼高能看到的目标的理论最大距离。

３．１．１４

灯光射程　犾狌犿犻狀狅狌狊狉犪狀犵犲

由灯光的发光强度、大气透射率、灯光的背景条件和观察者眼睛的照度阈值四个因素所决定的灯光

最大可见距离。

３．１．１５

标称灯光射程　狀狅犿犻狀犪犾狉犪狀犵犲

在水平能见度为１０ｎｍｉｌｅ的均匀大气环境条件下的灯光射程。

　　注：水平能见度为１０ｎｍｉｌｅ相当于大气透射率为０．７４。

３．１．１６

照度阈值　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狅犳犻犾犾狌犿犻狀犪狀犮犲

观察者在给定照度的背景下能觉察到点光源存在时，该点光源在观察者眼睛处产生的最小照度值。

３．１．１７

亮度对比度　犾狌犿犻狀犪狀犮犲犮狅狀狋狉犪狊狋

目标亮度与背景亮度的对比值。

３．１．１８

亮度对比度阈值　犾狌犿犻狀犪狀犮犲犮狅狀狋狉犪狊狋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

给定目标在给定背景下被观察者觉察到时，该目标在观察者眼睛处产生的最小亮度对比度。

３．１．１９

节奏光的有效光强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狉犺狔狋犺犿犻犮犾犻犵犺狋

在同样环境和探测设备条件下，若定光光源和节奏光光源两者的发光强度相等时的定光光源发光

强度。

３．２　航标光学装置

３．２．１

有色透镜　犮狅犾狅狉犾犲狀狊

在玻璃或塑料等原料中加入颜料的透镜。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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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棱镜　狆狉犻狊犿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平行的折射平面围成的透明介质元件。

３．２．３

牛眼透镜　犫狌犾犾狊犲狔犲犾犲狀狊

由圆形平凸或双凸透镜、环形折射棱镜和／或环形折反射棱镜组成的菲涅耳透镜。

３．２．４

棱镜透镜　狆狉犻狊犿犪狋犻犮犾犲狀狊

由牛眼和同心的折射、折反射镜圈合成的组件。当正确聚焦时，其焦点与光源相重合，或位于光源

的边界以内。

　　注：有些棱镜透镜不一定有折反射。

３．２．５

固定透镜　犳犻狓犲犱犾犲狀狊

由双凸透镜状截面的环带及其上下为一系列镜圈所组成的一种透镜。

３．２．６

鼓形透镜　犱狉狌犿犾犲狀狊

由内壁圆筒形的平凸透镜、折射棱镜圈和／或折反射棱镜圈组成的形状如鼓形的环射式透镜。

３．２．７

颜色滤光器　犮狅犾狅狉犳犻犾狋犲狉

从光源的白光中获得色光的光学器具。

３．３　航标光源

３．３．１

原光源　狆狉犻犿犪狉狔犾犻犵犺狋狊狅狌狉犮犲

由能源转换成光的发光表面或物体。

３．３．２

灯泡额定寿命　狀狅犿犻狀犪犾犾犻犳犲狋犻犿犲狅犳犪犾犪犿狆

对给定型号的灯泡，根据测试，用统计方法获得的寿命预测值。

３．３．３

灯泡有效寿命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犾犻犳犲狋犻犿犲狅犳犪犾犪犿狆

灯泡发射光通量低于其原始值规定比例的时间长度。

３．４　航标灯器及附属设备

３．４．１

航标灯　犾犻犵犺狋

为引导船舶航行而设置在岸上或水上的具有灯质、射程等规定特性的发光装置。

　　注１：改写ＧＢ／Ｔ９３９０—２０１７，定义７．３．１。

　　注２：有的航标灯器因航行需要在白天发光。

３．４．２

电闪灯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犳犾犪狊犺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以电为动力，通过控制电路，自动启闭灯泡，按规定节奏发出闪光的航标灯。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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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

发光二极管航标灯　犾犻犵犺狋犲犿犻狋狋犻狀犵犱犻狅犱犲犾犪犿狆

用发光二极管作为光源的航标灯。

３．４．４

主灯　犿犪犻狀犾犻犵犺狋

位于同一支座或邻近支座的两盏／组或两盏／组以上的灯／灯阵中光强较大的灯／灯阵。

３．４．５

辅助灯　狊狌犫狊犻犱犻犪狉狔犾犻犵犺狋

设置在主灯支座上或其邻近处对航海有特别用途的灯。

３．４．６

备用灯　狊狋犪狀犱犫狔犾犻犵犺狋

与主灯作用相同，当主灯失常时能接替工作的灯。

３．４．７

应急灯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犾犻犵犺狋

当在用灯失常时紧急投入使用的灯，其功效允许比常设灯弱。

３．４．８

同步灯　狊狔狀犮犺狉狅狀狅狌狊犾犻犵犺狋

两盏或两盏以上同时显示同一灯质的灯。

３．４．９

昼灯　犱犪狔犾犻犵犺狋狊犻犵狀犪犾犾犻犵犺狋

白天也发光的航标灯。

３．４．１０

灯笼　犾犪狀狋犲狉狀

在灯塔、灯船或大型助航浮标顶部，用以保护光学设备的透光外罩。

　　注：也在个别特殊的灯桩上安装。

３．４．１１

发光设备支座　狅狆狋犻犮狆犲犱犲狊狋犪犾

用以安装光学设备的支承组合件。

３．４．１２

对焦仪　犳狅犮狌狊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

固定在光学透镜的框架上，对焦时使用的光学仪器。

３．４．１３

换泡器　犾犪犿狆犮犺犪狀犵犲狉

航标灯内能将备用灯泡自动转换替代损坏灯泡的装置。

３．４．１４

主、备用灯转换装置　犿犪犻狀犪狀犱狊狋犪狀犱犫狔犾犻犵犺狋犮狅狀狏犲狉狋犲狉

当航标的主灯失常时，能自动将备用灯转换到工作状态的装置。

３．４．１５

闪光器　犳犾犪狊犺犲狉

在航标灯中用以产生节奏光的组件。

３．４．１６

遮光屏　狊犮狉犲犲狀

用以遮蔽灯光的不透光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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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７

旋转式遮光罩　狉犲狏狅犾狏犻狀犵狊犮狉犲犲狀

开有条孔并围绕着通过光源竖直轴旋转，用以阻断来自光源的光而产生节奏光的圆柱形外壳。

３．４．１８

弧形遮光板　狊犲犮狋狅狉狊犮狉犲犲狀

围绕光源设置的，用以界限分明地切断光束产生光弧并减少其变化角的不透光板。

３．４．１９

径向遮光板　狉犪犱犻犪犾狊犮狉犲犲狀

沿光源辐射方向设置的，用以减少杂光或光弧变化角的不透光板。

３．４．２０

日光阀　狊狌狀狊狑犻狋犮犺

日光开关

可根据环境光的照度自动开启和关闭光源的器件。

３．５　航标灯光类型和特征

３．５．１

灯光性质　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狅犳犾犻犵犺狋

灯质

作为航标灯识别特征所显示出的特定的光色、节奏和周期的总称。

３．５．２

灯光节奏　狉犺狔狋犺犿狅犳犾犻犵犺狋

灯光周期性明暗变化的规律。

３．５．３

灯光周期　狆犲狉犻狅犱狅犳犪狉犺狔狋犺犿犻犮犾犻犵犺狋

有节奏的灯光自开始到以同样的节奏重复时所经历的时间间隔。

３．５．４

定光　犳犻狓犲犱犾犻犵犺狋

连续稳定且不变色的灯光，如图１所示。

　　注：定光代号为“定”或“Ｆ”。

图１　定光图示

３．５．５

顿光　狅犮犮狌犾狋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在一个周期中明的时间之和比暗的时间之和长，且暗的持续时间是相等的有节奏、不变色的灯光。

３．５．５．１

单顿光　狊犻狀犵犾犲狅犮犮狌犾狋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在一个周期中只暗一次并有规则地重复顿光，如图２所示。

　　注：单顿光代号为“顿”或“Ｏ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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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单顿光图示

３．５．５．２

联顿光　犵狉狅狌狆狅犮犮狌犾狋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在一个周期中有二次或二次以上暗并有规则地重复的顿光。图３为联顿光二次示例。

　　注：联顿光二次代号为“顿（２）”或“Ｏｃ（２）”。

图３　联顿光二次图示

３．５．５．３

混合联顿光　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犵狉狅狌狆狅犮犮狌犾狋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在一个周期中有两个连续的、暗的次数不同并有规则地重复的顿光。图４为混合联顿光二次加一

次示例。

　　注：混合联顿光二次加一次代号为“顿（２＋１）”或“Ｏｃ（２＋１）”。

图４　混合联顿光二次加一次图示

３．５．５．４

等明暗光　犻狊狅狆犺犪狊犲犾犻犵犺狋

在一个周期中明与暗的时间相等，并有规则地重复，且周期为２ｓ以上的不变色的灯光，如图５

所示。

　　注：等明暗光代号为“等明暗”或“Ｉｓｏ”。

图５　等明暗光图示

３．５．６

闪光　犳犾犪狊犺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在一个周期中明的时间之和比暗的时间之和短，且明的时间是相等的有节奏、不变色的灯光。

３．５．６．１

单闪光　狊犻狀犵犾犲犳犾犪狊犺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在一个周期中只显一次，并有规则地重复，暗的持续时间不少于明的持续时间的三倍，每分钟少于

５０次的闪光，如图６所示。

　　注：单闪光代号为“闪”或“Ｆ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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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单闪光图示

３．５．６．２

长闪光　犾狅狀犵犳犾犪狊犺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在一个周期中明的持续时间不少于２ｓ的单闪光，如图７所示。

　　注：长闪光代号为“长闪”或“ＬＦｌ”。

图７　长闪光图示

３．５．６．３

联闪光　犵狉狅狌狆犳犾犪狊犺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在一个周期中以二次或二次以上为一个组，并有规则地重复，每组明暗的持续时间各自相等，暗的

持续时间明显地比分隔每一组暗的持续时间短的闪光。图８为联闪光三次示例。

　　注１：联闪光三次代号为“闪（３）”或“Ｆｌ（３）”。

　　注２：在内河，联闪二次的灯光又称双闪光；联闪三次的灯光又称三闪光。

图８　联闪光三次图示

３．５．６．４

混合联闪光　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犵狉狅狌狆犳犾犪狊犺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在一个周期中有几个次数不同的闪光组的联闪光。图９为混合联闪光三次加一次示例。

　　注：混合联闪光三次加一次代号为“闪（３＋１）”或“Ｆｌ（３＋１）”。

图９　混合联闪光三次加一次图示

３．５．６．５

快闪光　狇狌犻犮犽犳犾犪狊犺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闪光的次数每分钟不少于５０次不超过８０次的有节奏、不变色的灯光。

３．５．６．６

连续快闪光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狇狌犻犮犽犳犾犪狊犺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不间断的快闪光，如图１０所示。

　　注：快闪代号为“快”或“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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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连续快闪光图示

３．５．６．７

联快闪光　犵狉狅狌狆狇狌犻犮犽犳犾犪狊犺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在一个周期中以二次或二次以上为一组并有规则地重复的快闪光。图１１为联快闪光三次示例。

　　注：联快闪光三次代号为“快（３）”或“Ｑ（３）”。

图１１　联快闪光三次图示

３．５．６．８

甚快闪光　狏犲狉狔狇狌犻犮犽犳犾犪狊犺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闪光的次数每分钟不少于８０次不超过１６０次的有节奏、不变色的灯光。

３．５．６．９

连续甚快闪光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狏犲狉狔狇狌犻犮犽犳犾犪狊犺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不间断的甚快闪光，如图１２所示。

　　注：连续甚快闪光代号为“甚快”或“ＶＱ”。

图１２　连续甚快闪光图示

３．５．６．１０

联甚快闪光　犵狉狅狌狆狏犲狉狔狇狌犻犮犽犳犾犪狊犺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在一个周期中以二次或二次以上为一组并有规则地重复的甚快闪光。图１３为联甚快闪光三次

示例。

　　注：联甚快闪光三次代号为“甚快（３）”或“ＶＱ（３）”。

图１３　联甚快闪光三次图示

３．５．６．１１

超快闪光　狌犾狋狉犪狇狌犻犮犽犳犾犪狊犺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闪光次数每分钟不少于１６０次的有节奏、不变色的灯光。

３．５．６．１２

连续超快闪光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狌犾狋狉犪狇狌犻犮犽犳犾犪狊犺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不间断的超快闪光，如图１４所示。

　　注：连续超快闪光代号为“超快”或“Ｕ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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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连续超快闪光图示

３．５．７

莫尔斯灯光 犕狅狉狊犲犮狅犱犲犾犻犵犺狋

有明暗节奏，以短明（点）、长明（划）混合组成的代表莫尔斯信号特征的闪光组，两明之间暗的持续

时间同“点”相等，“划”的持续时间为“点”的三倍的不变色的灯光。图１５为莫尔斯信号“Ａ”的灯光

示例。

　　注：莫尔斯信号“Ａ”代号为“莫（Ａ）”或“Ｍｏ（Ａ）”。

图１５　莫尔斯信号“犃”灯光图示

３．５．８

定闪光　犳犻狓犲犱犪狀犱犳犾犪狊犺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一个定光与较高光强的闪光组成的灯光，如图１６所示。

　　注：定闪光代号为“定闪”或“ＦＦｌ”。

图１６　定闪光图示

３．５．９

互光　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犲犾犻犵犺狋

有节奏地交替显示不同颜色的灯光。图１７为白光与红光交替显示示例。

　　注：白光与红光互光代号为“互（白红）”或“Ａ１ＷＲ”。

图１７　互光（白光与红光）图示

３．６　海上浮标制式

３．６．１

灯船　犾犻犵犺狋狏犲狊狊犲犾；ｌｉｇｈｔｓｈｉｐ

装有高光强灯器，还可同时装有音响或无线电助航设备，通常设在海港口门、转向点或其他重要水

域的船形浮动标志。

３．６．２

大型助航浮标　犾犪狉犵犲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犪犾犫狌狅狔；犔犃犖犅犢

兰比

水线处直径在８ｍ以上，装有高光强灯器，还可同时装有音响或无线电助航设备的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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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３

罐形浮标　犮犪狀犫狌狅狔；犮狔犾犻狀犱狉犻犮犪犾犫狌狅狔

水线以上标身在任何水平方向上观察时呈现的外形特征为矩形的浮标。

３．６．４

锥形浮标　犮狅狀犻犮犪犾犫狌狅狔

水线以上标身在任何水平方向上观察时呈现的外形特征为顶端向上的等腰三角形的浮标。

３．６．５

球形浮标　狊狆犺犲狉犻犮犪犾犫狌狅狔

水线以上标身在任何水平方向上观察时呈现的外形特征为圆形的浮标。

３．６．６

柱形浮标　狆犻犾犾犪狉犫狌狅狔

水线以上标身在任何水平方向上观察时呈现的外形特征为矩形的浮标，浮体支柱上端可安装灯器

和顶标。

３．６．７

杆形浮标　狊狆犪狉犫狌狅狔

标体呈细长杆状，垂直设置，且水线以上的标体高度最少为其横截面宽度５倍的浮标。

３．６．８

侧面标志　犾犪狋犲狉犪犾犿犪狉犽

根据航道走向，用以标示航道两侧界限，或标示推荐航道，也可标示特定航道的一种水上助航标志。

３．６．８．１

左侧标　狆狅狉狋犺犪狀犱犿犪狉犽

设在航道左侧，标示航道左侧界限的标志。

３．６．８．２

右侧标　狊狋犪狉犫狅犪狉犱犺犪狀犱犿犪狉犽

设在航道右侧，标示航道右侧界限的标志。

３．６．８．３

推荐航道左侧标　狆狉犲犳犲狉狉犲犱犮犺犪狀狀犲犾狋狅狊狋犪狉犫狅犪狉犱

设在航道分岔处标示推荐航道在其右侧的标志，或用于特定航道时，标示该航道左侧界限的标志。

３．６．８．４

推荐航道右侧标　狆狉犲犳犲狉狉犲犱犮犺犪狀狀犲犾狋狅狆狅狉狋

设在航道分岔处标示推荐航道在其左侧的标志，或用于特定航道时，标示该航道右侧界限的标志。

３．６．９

方位标志　犮犪狉犱犻狀犪犾犿犪狉犽

设在以危险物或危险区为中心的北、东、南、西四个象限内，分别标示在该标的同名一侧为可航行

水域。

　　注：也可设在航道的转弯、分支汇合处或浅滩终端。

３．６．９．１

北方位标　狀狅狉狋犺犮犪狉犱犻狀犪犾犿犪狉犽

设在危险物或危险区北方的标志。

３．６．９．２

东方位标　犲犪狊狋犮犪狉犱犻狀犪犾犿犪狉犽

设在危险物或危险区东方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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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９．３

南方位标　狊狅狌狋犺犮犪狉犱犻狀犪犾犿犪狉犽

设在危险物或危险区南方的标志。

３．６．９．４

西方位标　狑犲狊狋犮犪狉犱犻狀犪犾犿犪狉犽

设在危险物或危险区西方的标志。

３．６．１０

孤立危险物标志　犻狊狅犾犪狋犲犱犱犪狀犵犲狉犿犪狉犽

设在危险物之上或其附近，标示危险物所在位置的助航标志。

３．６．１１

安全水域标志　狊犪犳犲狑犪狋犲狉犿犪狉犽

设在航道中央或航道的中线上，标示其周围均为可航行水域的助航标志。

　　注：该标志也可代替方位标志或侧面标志指示接近陆地。

３．６．１２

专用标志　狊狆犲犮犻犪犾犿犪狉犽

用于指示某一特定水域或水域特征而设的标志。

３．６．１３

应急沉船示位标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狑狉犲犮犽犿犪狉犽犻狀犵犫狌狅狔；狀犲狑犱犪狀犵犲狉犿犪狉犽

设置或系泊在新沉船、沉物上，或尽量靠近新沉船、沉物，并标示新沉船、沉物所在位置的助航标志。

　　注：改写ＧＢ４６９６—２０１６，定义９．３．１。

３．７　内河航标制式

３．７．１

航行标志　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犿犪狉犽

标示航道的方向、界限和碍航物的标志。

３．７．２

过河标　犮狉狅狊狊犻狀犵犿犪狉犽

标示过河航道的起点或终点的标志。

３．７．３

沿岸标　犫犪狀犽狊犻犱犲犿犪狉犽

标示沿岸航道的方向，指示船舶继续沿着本岸航行的标志。

３．７．４

过渡导标　狋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犾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狉犽狊

标示一方为导标指示的狭窄航道，另一方为较宽阔的沿岸航道或过河航道的标志。

３．７．５

首尾导标　犳狅狉犲犪狀犱犪犳狋犾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狉犽狊

由前后鼎立的三座标示组成两条导线，分别标示上、下游狭窄航道方向的标志。

３．７．６

侧面标　犾犪狋犲狉犪犾犿犪狉犽

设在浅滩、礁石、沉船或其他碍航物靠近航道一侧，标示航道的侧面界限，或设在水网地区优良的航

道两岸，标示岸形、方向、界限和碍航物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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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７

左右通航标　犿犻犱犱犾犲犵狉狅狌狀犱犿犪狉犽；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

设在航道中范围较小的孤立河心碍航物或航道分汊处，标示该标两侧都是通航航道；也可连续布置

在相邻的两条航道分隔线上，标示标志连线两侧分别为不同航向的航道。

３．７．８

示位标　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狀犵犿犪狉犽

标示岛屿、浅滩、礁石、凸嘴及通航河口等特定位置，供船舶定位或确定航向的标志。

３．７．９

泛滥标　犳犾狅狅犱犿犪狉犽

标示被洪水淹没的岸线或岛屿轮廓的标志。

３．７．１０

桥涵标　犫狉犻犱犵犲狅狆犲狀犻狀犵犿犪狉犽

标示船舶通航桥孔及航向的标志。

３．７．１１

信号标志　狊犻犵狀犪犾犿犪狉犽

控制通航、揭示水深、警告有横流等起信号作用的标志。

３．７．１１．１

通行信号标　狋狉犪犳犳犻犮犮狅狀狋狉狅犾犿犪狉犽

用信号控制上行或下行的船舶单向顺序通航或禁止通航的标志。

３．７．１１．２

鸣笛标　狑犺犻狊狋犾犻狀犵犿犪狉犽

指示船舶鸣笛的信号标志。

３．７．１１．３

界限标　犾犻犿犻狋犿犪狉犽

标示某一特定水域上、下游界限的信号标志。

３．７．１１．４

水深信号标　犱犲狆狋犺狊犻犵狀犪犾犿犪狉犽

揭示浅滩航道最小水深的信号标志。

３．７．１１．５

横流标　犮狉狅狊狊犮狌狉狉犲狀狋犿犪狉犽

标示航道内有横流，警告船舶注意的信号标志。

３．７．１１．６

节制闸标　狉犲犵狌犾犪狋犻狀犵犾狅犮犽犿犪狉犽

标示前方是节制闸，防止船舶因误入而发生危险的信号标志。

３．７．１１．７

航道信息标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犿犪狉犽狅犳犮犺犪狀狀犲犾

为揭示航道前方交叉河口、城市（港口）、水上服务区、锚地、水利枢纽（船闸）、航道管辖分界点等的

名称、方向、距离，或标志所在地点的航道里程等信息的标志。

３．７．１１．８

航道整治建筑物提示标　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狅狀犿犪狉犽狅狀狋犺犲犮犺犪狀狀犲犾犻犿狆狉狅狏犲犿犲狀狋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狊

为标示航道整治建筑物所在位置及范围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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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１２

专用标志　狊狆犲犮犻犪犾犿犪狉犽

主要功能不是助航，而是为标示沿航道、跨航道的各种建筑物，或为标示特定水域所设置的标志。

３．７．１２．１

管线标　狆犻狆犲犾犻狀犲犿犪狉犽

禁止船舶在敷设水底管线的水域钻探、抛锚、拖锚航行或垂放重物，警告船舶驶至架空管线区域时

注意采取必要措施的标志。

　　注：改写ＧＢ５８６３—１９９３，定义６．１．１。

３．７．１２．２

专用标　犲狓犮犾狌狊犻狏犲犿犪狉犽

标示锚地、渔场、娱乐区、游泳场、水文测量、水下钻探、疏浚作业等特定水域；或标示取水口、排水

口、泵房以及其他航道界限外的水工构筑物。

［ＧＢ５８６３—１９９３，定义６．２．１］

３．７．１３

警示标志　狑犪狉狀犻狀犵犿犪狉犽

用于向船舶揭示某一水域内限定特定航行行为的标志。

３．７．１３．１

禁止抛锚标　狀狅犪狀犮犺狅狉犻狀犵犿犪狉犽

设在水下或河岸附近有航道整治建筑物或其他水工设施的河岸上或水上，警示船舶在该水域不能

抛锚、拖锚航行或垂放重物的标志。

３．７．１３．２

危险水域标　犱犪狀犵犲狉狅狌狊狑犪狋犲狉狊犿犪狉犽

设在有沉船、水工构筑物等船舶驶入存在特别危险的水域之靠近航道一侧，警示船舶不可穿越该水

域的标志。

３．７．１４

塔标　狋狅狑犲狉犿犪狉犽

装有发光灯器的大型固定标志。

３．７．１５

杆标　狉狅犱狊犺犪狆犲犱犿犪狉犽

标体呈细长杆状，垂直设置，装有顶标的固定标志。

３．８　浮标及系碇系统

３．８．１

浮标形状　犫狌狅狔狊犺犪狆犲

在水上从任何水平方向观测浮标标体水线以上部分时所呈现的外形特征。

３．８．２

浮标回旋半径　狊狑犻狀犵犻狀犵狉犪犱犻狌狊

以沉石为中心的浮标活动半径。

３．８．３

浮标系碇方法　犫狌狅狔犿狅狅狉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

在不同水域条件下，保证浮标位置的锚链和沉石配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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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４

冰期浮标　犻犮犲犫狌狅狔

适用于冰期设置的浮标。

３．８．５

浮体　犫狌狅狔犫狅犱狔

浮鼓

浮具

使浮标具有足够浮力的水密体。

３．８．６

灯架　犫狌狅狔狊狌狆犲狉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设在浮体上，具有一定高度支承灯器的上层建筑物。

３．８．７

标体　犿犪狉犽犫狅犱狔

设在内河船形浮体上，显示规定的标志外形及尺寸，并能支承灯器的装置。

　　注：内河船形浮标上，除了１５ｍ灯船在浮体上安装灯架外，其他１０ｍ及以下标志船，通常在浮体上安装标体，如

侧面标的锥、罐形标体，显示规定的标志种类的外形。

３．８．８

尾管　狋犪犻犾狋狌犫犲

使浮标在水中保持直立状态，安装在浮体底部的、其末端放置平衡锤的管件。

３．８．９

平衡锤　犫犪犾犾犪狊狋

压重

为增加浮标在水中的稳定性而设置的配重物。

３．８．１０

望板　狑犻狀犵狆犾犪狋犲；犫犪狋狑犻狀犵

安装在浮标灯架上用于显示浮标外形的附加装置。

３．８．１１

顶标　狋狅狆犿犪狉犽

安装在助航标志顶部的一个或两个具有一定尺寸和特定形状及颜色的附加装置。

３．８．１２

浮标最小干舷　犿犻狀犻犿狌犿犳狉犲犲犫狅犪狉犱狅犳犫狌狅狔

浮体上边缘至浮标容许最大吃水线的垂距。

３．８．１３

浮标倾角　犻狀犮犾犻狀犻狀犵犪狀犵犾犲狅犳犫狌狅狔

浮标在风和水流合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倾斜角。

３．８．１４

浮标摇摆周期　狏犪犮犻犾犾犪狋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狅犳犫狌狅狔

浮标在水中往复摇摆一次的时间。

３．８．１５

浮标最大摇摆角　犿犪狓犻犿狌犿狏犪犮犻犾犾犪狋犻狀犵犪狀犵犾犲狅犳犫狌狅狔

当波浪周期和浮标摇摆周期相同产生谐振时的摇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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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１６

平衡架　犫犪犾犪狀犮犲狉犪犮犽

保证航标灯光在浮标摇摆时能保持基本水平照射的一种装置。

３．８．１７

浮标锚链　犫狌狅狔犮犺犪犻狀

用于系泊或固定各类浮标的锚链，一般由马鞍链、短链节、半链节、全链节等链节和连接卸扣、末端

卸扣、转环等附件组成。

　　注１：改写ＪＴ／Ｔ１００—２００５，定义３．１。

　　注２：根据浮标规格与设标点水深等选配半链节、全链节等。

３．８．１７．１

马鞍链　犫狉犻犱犾犲犮犺犪犻狀

防止锚链与浮标尾管和平衡锤的绞缠及摩擦，连接浮标与锚链的马鞍形链节。

３．８．１７．２

短链节　狊犺狅狉狋犮犺犪犻狀；狆犻狋犮犺犮犺犪犻狀

长度约４．５ｍ的一种浮标锚链。

３．８．１７．３

半链节　犺犪犾犳犮犺犪犻狀

长度约１３．７ｍ的一种浮标锚链。

　　注：改写ＪＴ／Ｔ１００—２００５，定义５．２．３。

３．８．１７．４

全链节　犳狌犾犾犮犺犪犻狀

长链节

长度约２７．５ｍ的一种浮标锚链。

　　注：改写ＪＴ／Ｔ１００—２００５，定义５．２．２。

３．８．１７．５

地链　犵狉狅狌狀犱犮犺犪犻狀；犫狅狋狋狅犿犮犺犪犻狀

能辅助沉石增加爬驻力，防止沉石受到向上拉力而移位所设的浮标锚链卧于水底的部分。

３．８．１８

沉石　狊犻狀犽犲狉

沉锤

沉块

由铸铁或钢筋混凝土制成，顶部或侧面有系链环，用于系碇浮标的重物。

３．８．１９

旋转环　狊狑犻狏犲犾

为预防锚链因浮标转动而发生连接扭结而设，可在水中自由旋转的配套组件。

３．８．２０

连接卸扣　犼狅犻狀犻狀犵狊犺犪犮犽犾犲

链卸扣

连接锚链与锚链，有一可拆装的横栓插入其开口一端的孔眼，用销钉或螺栓固定的组件。

３．８．２１

末端卸扣　犲狀犱狊犺犪犮犽犾犲

连接浮标与马鞍链或连接浮标锚链与沉石，环较长且开口较大，插入的横栓伸出环的头部，用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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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销锁紧的组件。

３．８．２２

三眼环　犲狔犲狆犾犪狋犲

灯船或大型浮标双锚泊时连接锚链用的三孔大铁环。

３．９　导标

３．９．１

前导标　犳狉狅狀狋犾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狉犽

前标

导标中离被引导船舶距离最近的标志。

３．９．２

后导标　狉犲犪狉犾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狉犽

后标

导标中离被引导船舶距离最远的标志。

３．９．３

中导标　犿犻犱犱犾犲犿犪狉犽

中标

在三座及以上标志组成的导标中，位于前导标、后导标之间的导标。

３．９．４

导标轴线　犪狓犻狊狅犳狋犺犲犾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狉犽狊

前后导标位置的垂直投影点的水平连线及其延长线。

３．９．５

导标间距　犺狅狉犻狕狅狀狋犪犾犱犻狊狋犪狀犮犲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犾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狉犽狊

前导标至后导标间的水平距离。

３．９．６

导标最远作用距离　犿犪狓犻犿狌犿狉犪狀犵犲狅犳犾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狉犽狊

在导标轴线上，前导标至被引导船舶使用导标最远点的水平距离。

３．９．７

导标最近作用距离　犿犻狀犻犿狌犿狉犪狀犵犲狅犳犾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狉犽狊

在导标轴线上，前导标至被引导船舶使用导标最近点的水平距离。

３．９．８

肉眼分辨角　狀犪犽犲犱犲狔犲狊狉犲狊狅犾狌狋犻狅狀犪狀犵犾犲

人眼能够分辨出两个不同目标的最小张角。

３．９．９

导标有效作用距离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狉犪狀犵犲狅犳犾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狉犽狊

在导标轴线上可以引导船舶自作用距离最远点至最近点安全航行的水平距离。

３．９．１０

容许偏离量　犮狅狀犮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船舶沿导标轴线航行时，离导标轴线容许的横移偏差量。

３．９．１１

设计偏离量　犱犲狊犻犵狀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在导标设计中，导标轴线离航道中心线允许的偏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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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１２

视觉偏离量　狏犻狊犻狅狀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船舶沿导标轴线航行时，由肉眼分辨角产生的导标轴线与航道中心线之间的偏离量。

３．９．１３

导标垂直角　狏犲狉狋犻犮犪犾犪狀犵犾犲狅犳犾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狉犽狊

仰角差

前、后导标标顶／灯光中心连线与水平面的夹角。

３．９．１４

标身垂直角　狏犲狉狋犻犮犪犾犪狀犵犾犲狅犳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观测前导标标身自标顶／灯光中心至标底之间的夹角。

３．９．１５

前导标标顶高程　狋狅狆犪犾狋犻狋狌犱犲狅犳犳狉狅狀狋犾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狉犽

在平均大潮高潮时，观察者在起导点处至少能够看到的前导标标身最小高度。

３．９．１６

后导标标顶高程　狋狅狆犪犾狋犻狋狌犱犲狅犳狉犲犪狉犾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狉犽

在平均大潮高潮时，观察者在使用段的任何部位均可观测到前后导标标顶垂直张角在２′～１４′之

间，重要部位处控制在３′～４′的最小高度。

３．９．１７

标身高度　犺犲犻犵犺狋狅犳犿犪狉犽’狊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自导标的地基至标顶的高度。

４　音响航标

４．１　声学与听觉

４．１．１

音响信号　犪狌犱犻犫犾犲狊犻犵狀犪犾

为传递助航信息而发出的某种音响。

４．１．２

雾警信号　犳狅犵狑犪狉狀犻狀犵狊犻犵狀犪犾

当大气透射率低时，用以警告船舶的音响信号。

４．２　雾号设备

４．２．１

雾号　犳狅犵狊犻犵狀犪犾

发送音响雾警信号的发声设备。

　　注：一般分为电雾号和气雾号。

４．２．２

雾钟　犳狅犵犫犲犾犾

用鸣钟方式发出雾警信号的设备。

４．２．３

雾警信号设备　犳狅犵狑犪狉狀犻狀犵狊犻犵狀犪犾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发出特定雾警信号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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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

雾炮　犳狅犵犵狌狀

产生雾警信号的火炮。

４．２．５

雾哨　犳狅犵狑犺犻狊狋犾犲

产生雾警信号的气哨。

４．２．６

雾笛　犳狅犵狊犻狉犲狀

产生雾警信号的汽笛。

４．２．６．１

低音雾笛　犱犻犪狆犺狅狀犲

发出音频低、振幅大的雾警信号的雾笛。

４．２．６．２

高音雾笛　狀犪狌狋狅狆犺狅狀犲

发出高频雾警信号的雾笛。

５　无线电航标

５．１　基本术语

５．１．１

无线电测定　狉犪犱犻狅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

利用无线电的电参数，测定位置或获得位置信息的方法。

５．１．２

无线电导航　狉犪犱犻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利用无线电信号的导航。

［ＧＢ／Ｔ９３９０—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７］

５．１．３

无线电定位　狉犪犱犻狅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犵

通过测定无线电波传播时间差、相位差或多普勒频移以确定待定点位置的测量技术和方法。

　　注：改写ＢＤ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１５，定义２．１．１１。

５．１．４

双曲线格网　犺狔狆犲狉犫狅犾犻犮犾犪狋狋犻犮犲

在时间差或相位差定位系统中，二个交叉台链所对应的双曲线簇组或二个相邻导航台间形成的相

互交叉格网。

５．１．５

双曲线定位　犺狔狆犲狉犫狅犾犻犮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犵

利用无线电导航系统形成的双曲线格网进行定位的方法。

５．１．６

导航作用距离　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犱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狉犪犱犻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以无线电导航系统发射台为圆心至所能提供规定信号场强和定位精度的距离。

５．１．７

导航误差　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犲狉狉狅狉

无线电导航系统所提供的导航位置与实际位置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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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８

等精度曲线　犮狅狀狋狅狌狉狊狅犳犮狅狀狊狋犪狀狋犵犲狅犿犲狋狉犻犮犪犮犮狌狉犪犮狔

定位精度几何因子为常数的点的轨迹。

５．１．９

基线　犫犪狊犲犾犻狀犲

连接两点的线，对这两个点的电相位或时间进行比较以确定导航坐标。

　　注：对于两个地面台，一般是指连接两个台的大圆路径。

［ＧＢ／Ｔ９３９０—２０１７，定义３．４．６］

５．１．１０

基线延长线　犫犪狊犲犾犻狀犲犲狓狋犲狀狊犻狅狀

无线电导航台基线向外侧的延长线。

５．１．１１

峰值包络功率　狆犲犪犽狏犪犾狌犲狅犳犲狀狏犲犾狅狆犲狆狅狑犲狉

在数值上等于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功率。

５．１．１２

台对　狆犪犻狉狅犳狊狋犪狋犻狅狀

能提供一位置线簇的两个无线电导航台。

５．１．１３

台链　犮犺犪犻狀

为确定位置或提供导航信息，由几个类似无线电导航台组成的网络。

［ＧＢ／Ｔ９３９０—２０１７，定义３．４．３］

５．１．１４

主台　犿犪狊狋犲狉狊狋犪狋犻狅狀

用于控制或同步双曲线导航系统台链中其他台站的发射台。

［ＧＢ／Ｔ９３９０—２０１７，定义３．４．４］

５．１．１５

副台　狊犾犪狏犲狊狋犪狋犻狅狀

一些发射特性受主台控制的发射台。

［ＧＢ／Ｔ９３９０—２０１７，定义３．４．５］

５．１．１６

副台固定延时　狊狌犫狊狋犪狋犻狅狀犳犻狓犲犱狋犻犿犲犱犲犾犪狔

双曲线导航系统中为消除双值性，副台在收到主台信号后再发射所延迟的一规定固定时间。

５．１．１７

双曲线格网海图　犺狔狆犲狉犫狅犾犻犮犾犪狋狋犻犮犲犮犺犪狉狋

标有两个以上双曲线簇的海图。

５．１．１８

差分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

一种改进无线电导航系统定位精度的技术。通过确定已知位置的定位误差，随后将该误差或校正

因子发送给在相同地理区域内使用同一个无线电导航系统信号源的用户。

［ＢＤ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１５，定义２．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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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雷达信标

５．２．１

雷达信标　狉犪犱犪狉犫犲犪犮狅狀

用于回答雷达询问的应答器。

［ＧＢ／Ｔ９３９０—２０１７，定义３．５．５］

５．２．２

雷达指向标　狉犪犿犪狉犽；狉犪犱犪狉犿犪狉犽

工作于连续发射状态，指示雷达至信标的方位的一种雷达信标。

５．２．３

雷达应答器　狉犪犮狅狀；狉犪犱犪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狉

雷康

与船用雷达配合使用，工作在航海雷达频段内的接收和发射设备。

５．２．４

扫频雷达应答器　狊狑犲狆狋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狉犪犮狅狀

在受雷达脉冲触发时，能周期性地在雷达频段范围内扫频发射应答信号的应答器。

５．２．５

频率捷变雷达应答器　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犪犵犻犾犲狉犪犮狅狀

在受雷达脉冲触发时，能用与询问信号相同的频率发射应答信号的应答器。

５．２．６

固定频率雷达应答器　犳犻狓犲犱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狉犪犮狅狀

在受雷达脉冲触发时，均用同一固定频率应答的应答器。

５．２．７

固定频偏频率捷变雷达应答器　犳犻狓犲犱狅犳犳狊犲狋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犪犵犻犾犲狉犪犮狅狀

在受雷达脉冲触发时，应答频率与询问频率偏移一固定值的应答器。

５．２．８

固定时偏频率捷变雷达应答器　犻狀狋犲狉狉狅犵犪狋犲犱狋犻犿犲狅犳犳狊犲狋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犪犵犻犾犲狉犪犮狅狀

当受雷达脉冲触发时，在延时一固定时间后应答的应答器。

５．２．９

频率捷变应答雷达指向标　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犪犵犻犾犲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狏犲狉犪犿犪狉犽

同时兼有频率捷变雷达信标和雷达指向标功能的一种与导航雷达配合使用的新型助航仪器。其应

答信号是二者的组合，既有雷达信标的编码信号，又有雷达指向标的指向线信号。

５．２．１０

应答滞后时间　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狏犲犱犲犪犱狋犻犿犲

雷达信标在收到询问脉冲后，能做出回答的最短间隔时间。

５．２．１１

询问过饱和　狅狏犲狉犻狀狋犲狉狉狅犵犪狋犻狅狀

因询问脉冲过于集中，以致应答器不能应答的现象。

５．２．１２

应答容量　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狏犲犺犪狀犱犾犻狀犵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单位时间内雷达信标能应答的最大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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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３

应答频率精度　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狏犲犪犮犮狌狉犪犮狔

频率捷变雷达信标应答信号频率与询问雷达信号频率间的误差大小。

５．２．１４

应答效率　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狏犲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雷达信标应答次数与询问次数的百分比。

５．２．１５

旁瓣抑制　狊犻犱犲犾狅犫犲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雷达信标对旁瓣询问的鉴别和抑制应答的技术。

５．２．１６

雷达反射器　狉犪犱犪狉狉犲犳犾犲犮狋狅狉

具有较强反射能力，向平行于入射方向反射雷达波的无源设备。

５．３　陆基导航系统

５．３．１

罗兰犃　犔狅狉犪狀犃

中程、中频、脉冲时差双曲线无线电导航系统。其工作频率为１．７５ＭＨｚ～１．９５ＭＨｚ，作用距离为

４００ｎｍｉｌｅ，定位精度为１ｎｍｉｌｅ。

５．３．２

罗兰犆　犔狅狉犪狀犆

远程、低频、脉冲相位差双曲线无线电导航系统。其工作频率为１００ｋＨｚ，作用距离为１ｎｍｉｌｅ，地

波精度为传播距离的０．１％。

５．３．３

奥米加　犗犿犲犵犪

超远程、甚低频、相位差双曲线导航系统。其工作频率为１０ｋＨｚ～１４ｋＨｚ，定位精度为１ｎｍｉｌｅ～

２ｎｍｉｌｅ。

５．３．４

无线电指向标　狉犪犱犻狅犫犲犪犮狅狀

无线电信标

工作频率为２８３．５ｋＨｚ～３２５ｋＨｚ的无线电测向系统。

５．３．５

增强罗兰犆系统　犲犔狅狉犪狀

Ｅ罗兰

具有时间控制和数据通道，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提供误差修正和完善性信息、为罗兰信号提供误差

修正信息的改进型罗兰Ｃ系统。

５．４　星基导航系统

５．４．１

卫星导航系统　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利用卫星定位进行实时导航的系统。

５．４．２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犵犾狅犫犪犾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狔狊狋犲犿；犌犖犛犛

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导航服务的卫星导航系统的通称。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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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Ｄ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１５，定义２．１．１５］

５．４．３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犫犲犻犱狅狌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狔狊狋犲犿；犅犇犛

由中国研制建设和管理的卫星导航系统。为用户提供实时的三维位置、速度和时间信息，包括公

开、授权和短报文通信等服务。

［ＢＤ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１５，定义２．１．１７］

５．４．４

全球定位系统　犵犾狅犫犪犾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犌犘犛

由美国研制建设和管理的一种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为全球用户提供实时的三维位置、速度和时间

信息，包括精密定位服务（ＰＰＳ）和标准定位服务（ＳＰＳ）等服务。

［ＢＤ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１５，定义２．１．１８］

５．４．５

差分全球定位系统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犌犘犛；犇犌犘犛

使用差分接收提高ＧＰＳ定位精度的系统。

５．４．６

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　犵犾狅犫犪犾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狔狊狋犲犿；犌犔犗犖犃犛犛

由俄罗斯研制建设和管理的一种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为全球用户提供实时的三维位置、速度和时

间信息，包括标准精度通道（ＣＳＡ）和高精度通道（ＣＨＡ）等服务。

［ＢＤ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１５，定义２．１．１９］

５．４．７

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　犵犪犾犻犾犲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狔狊狋犲犿；犌犃犔犐犔犈犗

由欧盟研制建设和管理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为全球用户提供实时的三维位置、速度和时间信息，

包括开放、商业、生命安全、公共授权和搜救支持等服务。

［ＢＤ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１５，定义２．１．２０］

５．５　地基增强系统

５．５．１

差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犵犾狅犫犪犾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狔狊狋犲犿；犇犌犖犛犛

采用差分技术，提高ＧＮＳＳ用户定位精度的系统。

５．５．２

无线电指向标差分全球定位系统　狉犪犱犻狅犫犲犪犮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犵犾狅犫犪犾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犚犅犖犇犌犘犛

利用无线电指向标频率资源作为差分数据链，进行ＤＧＰＳ服务的系统。其工作频段为２８３．５ｋＨｚ～

３２５ｋＨｚ。

５．５．３

差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犅犇犛；犇犅犇犛

一种采用差分技术提高局部范围内ＢＤＳ用户定位精度的卫星导航系统。

５．６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５．６．１

犃犐犛航标　犃犐犛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使用ＡＩＳ２１号电文播发，提供船舶导航、定位、避险或其他助航信息的一种航标。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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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Ｔ／Ｔ１１９３—２０１８，定义３．１．２］

５．６．２

实体犃犐犛航标　狉犲犪犾犃犐犛犃狋狅犖

设置在实体航标上，且使用ＡＩＳ２１号电文播发该航标相关信息的ＡＩＳ装置。

［ＪＴ／Ｔ１１９３—２０１８，定义３．１．３］

５．６．３

虚拟犃犐犛航标　狏犻狉狋狌犪犾犃犐犛犃狋狅犖

由ＡＩＳ台站通过２１号电文播发的不存在实体航标的航标信息。

［ＪＴ／Ｔ１１９３—２０１８，定义３．１．５］

５．６．４

合成犃犐犛航标　狊狔狀狋犺犲狋犻犮犃犐犛犃狋狅犖

由其他ＡＩＳ台站通过２１号电文播发相关信息的实体航标。

［ＪＴ／Ｔ１１９３—２０１８，定义３．１．４］

５．７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５．７．１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狏犲狊狊犲犾狋狉犪犳犳犻犮狊犲狉狏犻犮犲；犞犜犛

由主管机关实施的、旨在改善船舶交通安全和效率以及保护环境的管理系统。

　　注：改写ＪＴＪ／Ｔ３５１—１９９６，定义２．１。

６　航标管理

６．１　通用部分

６．１．１

航标配布设计　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犱犲狊犻犵狀狅犳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根据水域的自然条件、航道及船舶交通状况等，为船舶航行安全和定位提供助航服务，布设的视觉、

音响、无线电航标系统设计。

６．１．２

专用航标　狆狉犻狏犪狋犲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在专用航道、锚地和作业区以及相关陆域，为特定船舶提供助航、导航服务或保护特定设施等而设

置的航标。

６．１．３

航标维护　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狅犳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航标养护

为保障航标正常工作和效能，对其结构、设备等实施的所有检查、更换、修理等活动。

　　注：包括航标巡视、巡检、保养和修复等四类作业。

６．１．３．１

航标巡视　狏犻狊狌犪犾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运用视觉或其他等效技术手段对现场航标位置、涂色、结构、灯光、无线电信号等助航效能的完好性

进行检查。

６．１．３．２

航标巡检　狅狀狊犻狋犲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为持续保持航标处于良好状态，定期对航标结构、设施、设备等进行的现场检测、局部保养或零部件

８２

犌犅／犜１７７６５—２０２１



更换等作业。

６．１．３．３

航标保养　犿犪犼狅狉狉犲狆犪犻狉狅犳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以航标全寿命周期为依据，定期实施的航标整体更换或维修作业，包括浮动标志的起吊更换和固定

标志的修理、修缮。

６．１．３．４

航标修复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狉犲狆犪犻狉狅犳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航标故障发生后，在一定时限内通过现场检测、零部件更换、修理修缮或整体更换等作业，排除故

障，恢复助航效能。

６．１．４

航标维护质量　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通过维护手段使航标达到标准所要求的正常工作状态。

６．１．５

航标维护座天数　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

航标设置数量与其维护天数之积。

６．１．６

航标正常率　狀狅狉犿犪犾狉犪狋犲狅犳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一个区域内保持正常的航标座天数与航标维护总座天数的比率。

６．１．７

航标维护正常率　狀狅狉犿犪犾狉犪狋犲狅犳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

一个区域内航标维护总座天数与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恢复正常的航标失常座天数之差同航标维护总

座天数的比率。

６．１．８

航标可靠性　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犪犻犱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航标在规定的使用范围和时间内满足助航要求的能力。

６．１．９

航标可用性　犪狏犪犻犾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犪犻犱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航标在使用期间可以利用的概率。

６．１．１０

备用设备　狊狋犪狀犱犫狔犪狆狆犪狉犪狋狌狊

当在用设备失常时，可随时投入工作并具有与原设备同等作用的设备。

６．１．１１

应急设备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犪狆狆犪狉犪狋狌狊

当在用设备及备用设备均失常时紧急投入使用的设备，其部分技术指标允许比原设备有所降低。

６．１．１２

航标失常　犳犪犻犾狌狉犲狅犳犪犻犱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航标不能显示其对外公布所述特征的技术状态。

６．１．１２．１

灯光失常　犳犪犻犾狌狉犲狅犳犾犻犵犺狋

航标灯的灯质和射程处于不正常的技术状态。

６．１．１３

航标恢复正常　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犪犻犱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航标失常后通过检查、校正、维修、更新等手段使其处于正常技术状态。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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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４

航标工作船　犫狌狅狔狋犲狀犱犲狉

执行航标设置、移动、更换、撤除等作业以及补给维修、保养等作业的专业船舶。

６．１．１５

航标保护范围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犪狉犲犪狅犳犪犻犱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为保障航标自身安全和效能所划定的禁止特定活动的区域。

６．１．１６

航标附属设施　犪犳犳犻犾犻犪狋犲犱犳犪犮犻犾犻狋犻犲狊狅犳犪犻犱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为航标及其管理人员提供能源、水和其他所需物资而设置的各类辅助设施。

　　注：包括航标场地、直升机平台、登陆点、码头、趸船、水塔、储水池、水井、油（水）泵房、电力设施、业务用房以及专用

道路、仓库等。

６．１．１７

航标动态　犱狔狀犪犿犻犮狅犳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航标管理部门按一定程序对外公告的航标变动信息。

６．１．１８

航标效能　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所设置航标的助航服务和由于提供助航服务所带来的船舶航行的便利、安全风险的降低、营运效率

的提高以及船舶污染水域环境风险的降低等相关功能的总和。

６．１．１９

航标遥测遥控系统　狉犲犿狅狋犲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实现远距离航标监视、测量和控制的系统。

　　注：改写ＪＴ／Ｔ７５９—２００９，定义３．３。

６．１．２０

犈航海　犈犖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通过电子的方式，在船上和岸上收集、整合和显示海事信息，以增强船舶从泊位到泊位的全程航行

能力、相应的海上服务能力、船舶安全和保安能力，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的能力。

６．２　沿海部分

６．２．１

航海通告　狀狅狋犻犮犲狋狅犿犪狉犻狀犲狉狊

将海区、港湾的航道、航标变动情况以及水上工程施工、航行规则、航行注意事项等信息迅速以书面

形式通告航行船舶和有关单位的文件。

６．２．２

航行通告　狀狅狋犻犮犲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狅狉

由国家主管机关以书面形式或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向各种船舶、设施及人员发布的管

辖水域内影响或可能影响水上交通安全的水上水下施工作业、水上竞赛活动和特殊区域划定、改动或撤

销等告晓性公文。

６．２．３

改正通告　狀狅狋犻犮犲狋狅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狊

刊登中国沿海海区航行要素变化信息以及海上施工作业信息，用以改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出

版的航海图书，并为航海用户提供有关航行安全的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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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４

航行警告　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狑犪狉狀犻狀犵

通过海岸电台用无线电手段及时迅速地将航道变化、新设或调整航标等重要信息通告在航船舶的

警告。

６．２．５

航标表　犾犻狊狋狅犳犾犻犵犺狋狊

供航海人员等用户使用的航标汇总表。

６．２．６

历史灯塔保护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犺犻狊狋狅狉犻犮犾犻犵犺狋犺狅狌狊犲

为保护灯塔特色元素和历史价值、延长其自然寿命所采取的措施或过程。

［ＪＴ／Ｔ１２１２—２０１８，定义３．２］

６．３　内河部分

６．３．１

通行信号台　狋狉犪犳犳犻犮犮狅狀狋狉狅犾狊犻犵狀犪犾狊狋犪狋犻狅狀

担负通行控制河段通行指挥任务，利用号型号灯揭示通行信号的台站。

６．３．２

雾信号台　犳狅犵狊犻犵狀犪犾狊狋犪狋犻狅狀

在雾情多发河段设置的观察与揭示雾情的台站。

６．３．３

航道尺度　犮犺犪狀狀犲犾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

航道水深、宽度和弯曲半径的总称。

６．３．３．１

航道水深　犮犺犪狀狀犲犾犱犲狆狋犺

航道范围内从水面到底部的垂直距离。局部区段为航道内最浅处从水面到底部的垂直距离。

６．３．３．２

航道宽度　犮犺犪狀狀犲犾狑犻犱狋犺

垂直于航道中心线的航道两边线之间的水平距离。局部区段为航道最窄处的水平距离。

６．３．３．３

航道弯曲半径　犮狌狉狏犪狋狌狉犲狉犪犱犻狌狊狅犳犮犺犪狀狀犲犾

弯曲航道中心线的圆弧半径。局部区段为航道中心线上最小的圆弧半径。

６．３．４

航道标准尺度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犮犺犪狀狀犲犾

为保证标准船舶或船队正常通航，航道所必须具有的最小水深、宽度与弯曲半径。

６．３．５

设标水深　犫狌狅狔犻狀犵犱犲狆狋犺

根据不同水位时期对水深的要求，航标所标示的航道范围内应有的最小水深。

６．３．６

航道图　犮犺犪狀狀犲犾犮犺犪狉狋

反映航道及有关陆域的地形、地物、地貌及助航标志的测量图。

６．３．７

航标配布图　犾犪狔狅狌狋犮犺犪狉狋狅犳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根据航道条件和航道尺度的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所规定的航标配布原则，标明航标位置、航标灯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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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标水位等内容的航道图籍。

６．３．８

航行图　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犮犺犪狉狋

包括航道图内容以及与航行有关的文字材料，供船舶在内河航行中使用的图籍。

６．３．９

航道通告　狀狅狋犻犮犲狋狅犿犪狉犻狀犲狉狊

航道部门发布的有关航道变化、航标异动及其他航道情况的文告。

６．３．１０

航标配布类别　犽犻狀犱狊狅犳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犾犪狔狅狌狋

根据航道条件与运输需要，对发光航标和不发光航标的布设范围及设标密度的控制等所做的分类。

６．３．１１

设标密度　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犪犻犱狊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犪犾犾狅犮犪狋犻狅狀

在一个河段上，平均每公里设置航标的数量。

６．３．１２

最小安全航行距离　犿犻狀犻犿狌犿狊犪犳犲狊犪犻犾犻狀犵犱犻狊狋犪狀犮犲

船舶循航标航行时与浮标标位处或岸标标位处水沫线需保持的最小间距。

６．３．１３

季节性航标　狊犲犪狊狅狀犪犾犪犻犱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为特定季节或特定水位时期的通航水域设置的航标。

６．３．１４

航标异动　狌狀狌狊狌犪犾犪犮狋犻狅狀狅犳犪犻犱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

航标的设置、撤销、标位调整、停止使用及灯质改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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