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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航海信息技术的研究 
纪广辉 

（威海职业学院海大航海学院  山东威海  264209） 

摘要：为进一步提升航海管理控制工作的水平，要科学融合信息技术方案，建立更加科学规范的技术平台，从而发挥信息技术

互联互通的数据信息传递优势， 大程度上优化航海安全，促进我国实现航运大国到航运强国的转变。本文分析了现代航海信息技

术，并对技术的具体应用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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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将其应用在航海管理控制工作中，

能更好地助力船舶大型化和高速化发展进程，优化船舶运行安全以

及海洋生态环境，从而更好地整合技术流程，实现行业技术性进步。 

一、现代航海信息技术概述 
近几年，信息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

术以及不同种类仪器的更新，也为各个行业的信息化技术转型提供

了支持。航海业基于交通运输管理的基本要求，已经突破了传统航

海纸质资料汇总的管理机制，配合信息技术建立海图分析模式。伴

随现代通信技术的进步，也能更加准确地进行航海图书资料的评估

和判定，以便于能为船舶提供较为精准的定位和全天候通信，真正

意义上推动船舶航行自动化发展进程。 

二、现代航海信息技术的具体应用 
基于现代航海信息技术的应用特点，要结合应用规范和管理标

准落实相关工作，从而共建较为科学合理的航海信息监管模式，以

维持管理工作的基本水平。 

（一）智能航海系统 

对于现代航海而言，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较高，因此，航海运

行中应用智能化技术体系能大大提升应用运行的管理水平，配合信

息技术要求就能维持管理工作的基本效果。系统集成信息技术类型

较多，主要包括图形处理技术、天气预报预测技术等，发挥技术功

能的同时，还能获取 直观的信息内容[1]。 

第一，在海图信息中，海域环境信息、航道信息、海上障碍物

信息、海上港口设置等是关键内容，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借此制定相

匹配的航海运行路线和航海计划计划。 

第二，智能航海系统能精准完成人脑模拟操作，在采集信息的

同时，还能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数据信息的修改处理，以保证实时性

信息监管的效率， 大程度上引导船舶远离风险。 

第三，智能航海系统还能具备定位和监控作用，结合船舶的实

际位置和运行情况就能进行信息管理，满足船舶运输货物和数量管

理要求的基础上，对船舶中的运输获取以及数量进行实时性监督。

例如，在船舶处于运行环境时，工作人员就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指导

性航海路线的设置处理，并执行路线的相关工作任务。一旦出现线

路偏离，就能借助智能航海系统及时纠偏，从而发出预警警报，引

导船员按照偏离信号保证船舶运行的安全性。 

（二）航海信息系统 

1.电子海图显示和信息系统 

在现代航海技术应用模式中个，电子海图显示和信息系统本身

就是集成式导航处理系统，会汇总电子海图基础上的相关船舶信息

数据。系统主要包括 RD/ARPA、CYRO、LOG 以及探测仪等，共同

利用端口设备完成控制，利用高分辨率彩显完成实时性数据的汇总

和显示。在系统应用环境中，海图显示、计划航线设计、舱位显示

和监测等模块是主要组成部分，配合危险事件报警和海图自动手工

改正单元，就能及时进行信息数据的改良和控制，也正是借助航行

信息的综合管理，打造自动化处理模式，为船舶航行安全性提供保

障。 

另外，电子海图显示和信息系统能为航行安全提供良好的保障，

在汇总 新和改正海图信息后，能结合相关控制模式 大程度上完

成自动判定船舶工作，借助应用技术模块还能更好地评估海岸、灯

标、岛屿、暗礁等结构物和船舶之间的关系，及时准确反映对应信

息数据，就能减轻船舶驾驶人员的工作难度。 

2.自动识别系统 

在现代航海技术发展进程中，对于物标的判定具有重要的研究

价值，只有提升物标判定的准确性，才能更好地完成避让工作，并

满足船舶自动化应用管理控制的基本需求。传统的物标识别手段是

雷达、ARPA 系统等，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现代航海技术体

系已经大范围应用自动识别系统，建立基于系统应用管理规范的控

制模式[2]。 

第一，自动识别技术在兼具 ARPA Radar 的海上避碰功能的同

时，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导航能力，结合物标选择就能对船舶大幅度

转向引起的方位变化予以精准判定，从而更好地提升分析管理的实

效性。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定位处理技术受到海况、地形以及气

象等因素影响，难免会存在较大误差，这就使得船舶密度较大或者

是气象海况恶劣的情况下无法有效完成避碰管理。而升级的自动识

别技术能更好地时效内安全信息的汇总管理，为船舶避碰提供了较

为安全且可靠的环境，并且没有设置盲区，能结合实际情况完成船

舶实际位置的管理，保证动态变化跟踪的及时性。 

第二，在 AIS 系统运行环节中个，利用高精度定位技术、自控

时分多址接口技术、电子海图技术汇总处理模式，就能 大程度上

建立完整的控制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落实船舶编码管理机制，为现

代航海技术应用管理效能 优化提供保障。 

3.3S 技术 

3S 技术指的是全球卫星定位（GPS 技术）、地理信息技术（GIS

技术）以及遥感信息技术（RS 技术）等，基于技术内容和技术关系，

就能建立完整的信息数据管理平台，借助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

据管理以及数据信息监管的基本流程，更好地提升海上交通信息管

理的基本水平[3]。 

（1）GPS 技术，主要是包括空间部分、地面控制部分以及用户

设备，在接收到卫星发布导航信号后，就能借助星历等基础数据内

容更好地完成距离信息的评估和汇总，并计算用户的实际位置，以

保证实时性信息管理的规范效果。 

（2）GIS 数据技术，其技术优势较为突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

量都远超其他测量技术模式，也正是基于 GIS 系统的高精准数据分

析和位置共享，能完成海洋实体位置实时性评估的准确性。 

（3）RS 技术，配合遥感信息管理控制结构，能进一步结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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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管理规范以及标准，有效建立航运网站、VTS 中心、船舶、

港口等区域实时性数据共享管理体系，并建立三维全天候高分辨率

的海上环境信息汇总结构，以便于能更好地保障船舶运行的安全性
[4]。 

综上所述，借助对应的技术方案，就能建立更加科学的安全保

障管理体系，发挥技术优势的同时，形成更加规范且健全的维护保

障应用模式，实现技术支持下的统筹管理。 

4.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 

目前，全球 新的海事安全系统就是 GMDSS 系统，结合实际应

用环境和应用规范建立完整的海上评估管理模式，并在系统中借助

通信体系完成信息交互，保证船舶与船舶、船舶与岸台之间能形成

良好的信息互动，更好地搭建全天候、全方位信息沟通模式，以便

于能更科学地完成信息互联互通[5]。 

第一，GMDSS 系统能 大限度保证海上生命财产安全，结合系

统的应用结构和应用环节，就能利用系统模块完成海上遇险事件的

即时跟踪，从而配合岸台救援机构以及遇险船舶附近的船舶完成预

警管理，确保能在 短时间内 展救援活动，降低安全风险的发生

几率。 

第二，GMDSS 系统还能收发遇险报警信号和搜救协调通信，及

时对预警现场予以信息支持，配合现场通信模式，就能依据收发寻

找信号的内容定位故障船舶的具体情况，以便于能提升船舶运行的

安全性。 

第三，GMDSS 系统还支持多元化通信管理，匹配不同的通信管

控平台，就能更好地建立完整的分析评估机制，以便于维持卫星通

信管理的合理性。1）卫星通信分系统管理，借助国际海事卫星系统、

轨道卫星系统进行数据汇总分析，并将其作为后续评估管理的基础
[6]。2）地面频率通信系统，主要是将 MF 系统、HF 系统等予以融合，

建立较为科学的系统运维管理体系，从而确保航海技术应用管理效

能 优化。 

5.航线设计系统 

主要是借助海图信息分享平台完成航线的规范化设计，能有效

避 障碍物或者是旋涡，从而打造更加安全、规范的船舶航道，

大程度上提高船舶管理效率。与此同时，船舶在进出港口的过程中，

工作人员在了解港口和周边环境的基础上才能落实后续工作，因此，

航线设计系统还包括相应的设计单元，能辅助船舶完成进出港工作。 

除此之外，现代航海技术融合信息技术还能打造更加规范的电

子商务应用控制平台，航运网站能为船舶提供较为全面且合理的航

运信息内容，以便于实现大陆和海洋的连接处理，确保能搭建更加

科学规范的交易平台，为航海信息系统海洋信息监督管理提供更加

直观的依据[7]。 

（三）数字海洋的应用 

所谓数字海洋，指得就是将相关信息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较

为规范的应用控制系统体系，结合系统管理标准选取适当的技术类

型和功能单元，并且形成具体的模块。比如，自动导航模块，能在

船舶实际运行环境中完成引导处理，并且保证船舶能在规定的线路

范围内运行，有效利用采集分析参数的方式完成数据划分、比对、

评估等，并且将数据参数和预警限制予以对比分析，就能更加直观

地了解到航线信息是否满足安全要求[8]。 

三、现代航海技术信息化发展趋势 
在信息化技术不断进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现代航海技术依托

信息技术也将向着更加多元的方向转型，尽管新型航海信息技术被

广泛应用，且服务站质量在不断提高，但是，相关技术类型和内容

依旧存在局域性、分散性等特征，为此，要整合技术内容和技术应

用管控模式，积极建立面向船舶交通服务的多元控制平台。其中，

组合导航系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在组合导航系统中，基于现代高

科技技术支持，能完成设备的集成管理，配合统一平台进行高精度、

高可靠性信息数据管控，配合全天候连续自动导航，就能建立基于

计算机技术的实时性运行管理机制，依据不同特色导航设备的具体

要求，按照标准化工艺完成系统结合，从而确保相关数据信息管理

工作效率 优化。 

第一，组合导航系统中会设置速度源电磁 LOG 或者是多普勒

LOG 应用模式，以便于能 対对水、 地速度等参数进行汇总，配合解

构处理，就能转变为数字信号，传输到综合处理中心，船舶能借助

相关参数推算船舶位置的变化增量[9]。 

第二，CRS 系统单元，主要是对信号进行处理，经过交换作业

就能转变为 CRS 数字信息，实现推算航法处理的目标。 

第三，借助 GPS/Loran-C/DECCA 等基础性导航信息管理模式，

配合 I/O 处理，就能获取总线 BUS 综合管控模式，配合滤波 优船

位进电子海图模块的数据分析，更好地描绘实际运行轨迹，在彩屏

上完成图显，并进行管理模块动态航迹的管理。 

第四，RD/ARPA 提供的目标回波图像和动态数据内容都能借助

I/O 完成综合处理，及时进行 EC 图像显示和船舶动态信息汇总，提

升避碰功能的实际效率。 

第五，在综合导航系统中还会设置惯导系统，能在陀螺平台上

完成加速度计的安装，及时进行 N-S 和 E-W 加速度分量α的计算，

利用时间一次积分参数获取速度数值、二次积分参数获取航程，从

而计算出船位[10]。 

第六，设置船舶操纵数据的汇总平台，利用 I/O 完成自动舵和

指挥系统的规范 工至，配合海图系统就能及时检索 ENC 数据库，

以保证数据管理的及时性和规范性。 

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代航海信息技术系统的发展不断加快，要进一步

优化信息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智能化技术等内容的

应用效能，打造更加科学的海上数字交通系统管理平台，为优化船

舶交通予以支持，共同促进航运工作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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