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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培训教材：航海学（2/3副用）（最新版）》对船舶二／三副的考试和评估要
求编写，知识点紧扣考试与评估大纲，突出了考前培训和船员实际操作的特点，内容编排注意由浅入
深，表述浅显易懂，并选用了最新版本的国内外各类公约、规则和规范，介绍了航海发展的新技术。
　　《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培训教材：航海学（2/3副用）（最新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前
瞻性，是海船船员参加适任考试、培训、评估的必备教材，也是相关航运管理人员良好的工作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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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港湾图　　港湾图比例尺一般大于1：100000。
图上详细标有灯塔、灯标、浮标、立标、雷达站、无线电导航设备、雾号等各种助航标志。
当图幅范围内有更大比例尺的港湾图时，港内助航标志会作较多的取舍。
图上还详细标有各种航道及其疏浚深度或扫海深度、锚地和锚位，以及码头、防波堤、船坞、系船浮
筒和系船灯桩等港口资料。
港湾图一般可供船舶进出港湾、锚地，通过狭窄水道及港口管理等使用。
　　参考图一般不可以用作航迹推算和定位。
它是为了某种航海的特殊需要而专门绘制的海图。
如供无线电定位系统用的“位置线图网”，为设计大洋航线用的“航路设计图”、“大圆海图”、“
气候图”、“世界载重线区域图”，以及“等磁差曲线图”等。
　　按绘制图网的方法，即地图投影方法的不同，海图又可分为墨卡托海图、高斯投影海图、大圆海
图和平面图等。
　　我国出版的海图中，比例尺小于1：20000的海图，一般采用墨卡托投影原理绘制，以本图的中央
纬线为基准纬线。
同比例尺成套航行图以覆盖区域的中央纬线为基准纬线。
国内海区1：20000及更大比例尺海图采用平面图或高斯一克吕格投影，通常又称为港泊图；国外海区1
：20000及更大比例尺海图一般采用平面图。
纬度高于75。
地区的图幅采用日晷投影。
　　英版海图按水深和高程单位可分为米制海图和拓制海图。
米制海图水深和高程单位均为米，拓制海图水深单位为拓或英尺，高程单位为英尺。
自1968年以来，英版拓制海图正逐渐向米制海图过渡，目前，大部分的拓制海图已被米制海图所替代
。
　　二、海图可信赖程度　　尽管人们为了确保海图资料的准确性，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由于测
量不充分或其后地貌、海底的变迁等，任何海图所提供的资料都可能是不完善的或不是最新的。
有关的航海警告和航海通告也可能因情况紧急而未在发布前加以核实。
因此，海图可信赖程度的最后评价者将是海图的使用者本身。
通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定海图的可信赖程度。
　　1.海图的测量时间和资料来源　　海图的测量时间和资料来源一般在海图标题栏内都有说明。
早期航海测量，由于测量仪器和技术都比较落后，测量精度和完整性较差，可靠性较低。
　　有些海区海底不稳定，如珊瑚礁能以每年5em的速度增长，经过100年后，其上水深变化将会达
到5m；经常变迁的浅滩和沙滩等，水深也可能出现较大的变化。
船舶航行在这些海区，应特别注意海图资料的测量时间，以便对当时实际水深作出准确的评价。
　　测量当时船舶的最大吃水也影响着对水下碍航危险物上水深的测量与标注。
在根据旧的测深资料所绘制的海图上，由于一些航海危险物或浅滩等，在当时被认为对船舶航行无影
响，因而其上水深的标注精度可能不能满足现代船舶的要求。
船舶在这些区域使用这种海图航行时，须谨慎小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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