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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河船舶综合安全监管平台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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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我国内河船舶安全监管的现状，设计与实现了一种内河船舶综合安全监管平台。描述平台的系统构

成、系统逻辑架构、业务体系架构和关键功能模块，并给出平台测试结果。测试表明：该平台满足功能与性能设计需求，

能够长时间稳定工作。该平台对于预防内河航运事故发生、加强事故搜救以及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确保社会稳定、促

进环境友好型内河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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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航运存在跨江桥梁与船闸较多、船舶密

度较大、航道水深受限、局部水域急流滩险较多

等不可能回避的特点，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内河船舶流量迅速增加，内河船舶碰撞、搁浅、

环境污染等事故隐患也随之增加，内河船舶安全

监管日益重要。

目前， 国内水运交通安全保障基础设施已经

初具规模，但是内河船舶安全监管水平和内河航

运发展已不匹配，主要体现在：内河船舶综合安

全监管系统中所使用的AIS、GIS、GPS、CCTV等

监管手段都是自成体系，具有最终应用目标同源

性的各个应用系统，没有纳入到统一的应用体系

框架下，系统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原本连续的

通航管理业务流被应用系统人为分割，信息无法

随业务在系统间流转，导致信息系统功能分散，

没有形成聚合优势。当水运突发事件发生时，无

法做到有效地配合、协同，亦无法形成强有力的

控制、救援和指挥能力，单项的监控手段已无法

满足水运安全监管的预警、现场指挥、远程实时

监控、全方位协同的需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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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esent our country inland river ship safety supervision, an inland river ship 
integrated safety supervision platform 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System structure, logic structure, service 
architecture and key function module of the platform are described, then the platform test result is given. Th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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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ly development of inland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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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水运交通安全保障，采用GPS、AIS、
雷达与电子江图等组成综合辅助驾驶系统，建设

船舶交通管制系统、港口船舶动态数据通信网络

等，采用现代搜救技术及时对各种海难事件进行

救助已经非常普遍[2]。

因此，针对我国内河运输特点，基于多系统

融合的综合船舶安全监管、区域连续实时跟踪监

视和搜救现场综合监控指挥的理念，本文提出一

种内河船舶综合安全监管平台，通过该平台能够

实时监控内河船舶航运以及遇险周边状况，并进

行有效指挥，尽可能快速实现搜救，以减少水域

污染对内河生态的影响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和重要

货物财产的损失。

1 内河船舶综合安全监管平台设计

设计内河船舶综合安全监管平台时，需要从

内河船舶安全监管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

确定系统功能需求，注重规范各类接口标准，本

着“整体考虑，统筹兼顾，突出监管”的原则，

力争系统设计更加科学合理、更加具有可扩展

性，以达到有效控制、降低成本、提高效能、方

便使用之目的。

1.1 平台系统构成

内河船舶综合安全监管平台分为船载终端和

指挥中心，同时与内河船舶相关单位实现信息交

换和共享。船载终端对船舶进行定位，将定位信

息发送指挥中心，并接收指挥中心发送的命令、

调度指令和信息。指挥中心则完成船舶监控信息

管理、实时监控船舶运行情况、收发管理信息、

为监控船舶的紧急呼叫提供信息支持等功能。系

统结构见图1 。

1.2 平台系统逻辑架构

系统采用分层结构设计思想，其逻辑架构如

图2所示，其各层主要作用为：

1）系统硬件。

包括支持平台运行的所有服务器、客户机及

网络设备、通讯链路以及存储设备、输入输出设

备等硬件。

2）系统操作层。

基于硬件平台之上，提供基本的平台调用及

网络通信功能（如Windows , Unix, Linux 等）。

3）软件中间层。

　在操作平台之上的应用开发环境，包括数

据库、软件开发工具等（如ORACLE等）。

4）系统业务层和系统表示层。

面向业务应用，使业务信息化和自动化，用

户通过它进行业务上需要的信息处理、信息存储和

信息传送等工作，是与操作人员直接相连的部分。

系统所采用的分层结构使其具备如下优点：

①服务请求处理与服务数据相对分离、服务

抽象层和承载支撑层的分离、服务处理和短消息

系统的分离等优点。

图1 平台系统结构

VPN 

图2 系统逻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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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应用处理软件的模块化设计，便于用户选

型和叠加新的软件模块以自适应系统的扩容需求。

1.3 平台业务体系架构

该平台是基于数据库并面向船舶的综合安全

监管系统，用户通过无线通信网或固定通信数据

网访问该平台，其业务体系架构如图3所示。

1）船舶动态跟踪监控模块。

通过信息和视频监控的融合，实现对船舶的

自动跟踪。通过AIS/GPS系统获取被监控目标船舶

的动态信息和就近水域的CCTV监控站点的相关信

息，根据所获得的信息通过AIS、GPS与CCTV联动

追踪算法组件，给CCTV系统的视频服务器下达相

应的跟踪指令，再通过智能控制单元驱动云台与

镜头，控制相应的摄像机指向被监控目标船舶，

从而实现摄像机对指定目标的跟踪，实现CCTV与

AIS/GPS联动控制。

通过使用分段信息地址表技术，把不同监

控区域分成不同航段，把相关摄像机监控区域

重叠航段信息地址突出显示，当GIS系统监测到

船舶进入相应摄像机监控区域航段，GIS系统先

对相关数据库扫描，以获得一些辅助的信息，

快速查找分段信息地址。船舶GPS数据首先进入

GIS地理位置信息系统，GIS系统根据GPS信息判

断船舶所在的区域确定摄像机，同时确定该摄

像机的分段信息地址表地址，通过通明通道，

将相应航段分段信息地址表控制信号发送给对

应的摄像机，摄像机收到指令后，调用预先储

存的对应预置位。

当船舶进入2台摄像机重叠监控区域时，产

生关联信息，GIS系统会同时给2台关联摄像机

发送相应的控制指令，则2台相关摄像机将同时

出现船舶的动态图像，当船舶完全进入下一个摄

像机的监控航段时，GIS系统仅向下一个摄像机

发送相应的控制指令，实现了关联摄像机握手切

换，如图4所示。其图形显示界面如图5所示。

GIS

图3 业务体系架构

该平台以指挥中心为核心，围绕内河船舶

及其相关单位展开服务，进行统一调度、调配管

理。各子系统在功能上相对独立，在物理上都依

托于整个系统支撑，从而最终实现功能需求。

该平台的数据中心则通过船舶动态监控数

据库、避碰数据库、限制水域预警数据库、快速

搜救数据库、事故调查取证分析数据库和其他基

础资料数据库等系统数据库模块及其数据存储文

件，按照统一的融合规则，依据科学的融合方法

实现数据抽取、删选、合并，实现异类异构的公

共数据在物理存储、逻辑表述、组织形式等方面

的整合，集中存储于数据中心。并以此为基础，

开发标准数据访问接口，通过接口的开发与实

施，降低系统因数据融合造成的影响。

1.4 平台关键功能模块

该平台物理上主要包括船舶动态监控、船舶

助航、防撞预警、重点水域预警、快速搜救、事

故调查取证等关键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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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关联摄像机握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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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避碰模块。

平台指挥中心实时计算刷新每艘船5 km范

围内的相邻船舶信息，并将相邻船舶的属性（船

舶种类、船舶名称、公司、吨位信息）、船舶航

行状态以及定位数据下发至相关船舶，并在终端

电子江图上显示，同时标注相邻船舶的航速、航

向、属性等，相邻船舶的航速用箭头长度表示，

提醒船舶避让。

3）限制水域预警模块。

平台指挥中心可将其辖区限制水域、监控水

域（例如：禁航区、水工作业区、警戒区、控制

河段等）预警情况，以图形（矩形）和文字形式

下发至船舶，以避免发生危险和事故。装有AIS/
GPS船载终端的船舶在设定的预警区范围内相遇，

船载终端会发出报警，提示驾驶员注意避让。

4）快速搜救模块。

船载AIS/GPS终端设有报警触摸按钮，当船

舶遭遇特殊情况时，报警触摸按钮一经触发，将

连续发送报警信号到平台指挥中心。平台指挥中

心可进行船舶定位，指挥附近最适合的船舶前往

救援。

当船舶发生沉船、火灾等灾难事故时，系

统能自动调出该船舶的所有详细信息，包括客船

船员数、旅客数、货船船员数、货物类别和吨位

等，便于搜救人员的现场抢救工作。

5）事故调查取证模块分析。

通过查询、回放船舶航行轨迹信息记录，系

统能够准确定位船舶事故发生时的位置、航向、

航速等，科学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为事故界定和

沉船打捞提供可靠依据。

表1 管理功能测试

功能名称 功能类型 是否通过

系统管理

用户管理 是

角色管理 是

数字字典 是

基础信息管理

部门信息 是

终端信息 是

区域信息 是

监控功能 船舶监控 是

上行信息

载客，载货信息 是

航行状态信息 是

报警信息 是

下行信息

配置信息 是

命令信息 是

警报信息 是

系统功能

用户登陆 是

企业层级管理 是

修改密码 是

日历工具 是

表2 监控功能测试

功能名称 功能类型 是否通过

地图操作

放大 是

缩小 是

平移 是

测距 是

居中 是

配置功能

显示样式 是

显示字体大小 是

数据刷新 是

报警声音提示 是

报警对话框提示 是

信息对话框提示 是

轨迹线配置 是

轨迹点配置 是

船舶监控

动态监控 是

区域监控 是

分类监控 是

船舶种类显示 是

航行状态显示 是

船舶追踪 是

相邻船避让 是

船舶搜救 是

2 内河船舶综合安全监管平台测试

内河船舶综合安全监管平台测试主要针对

其管理功能和监控功能分别进行，如表1和表2
所示。通过室内测试和现场测试，该平台满足功

能、性能设计需求，能够长时间稳定工作。

图5 图形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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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内河船舶综合安全监管平台在数据整合、

集中管理的基础上，将船舶动态监控、船舶助

航、防撞预警、重点水域预警、快速搜救和事故

调查取证等功能模块系统实现集中化管理。由于

不同系统有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数据格式以及控制

协议，通过软件开发和协议转换将其进行融合调

用，针对 “船舶安全救助”、“船舶信息服务”

和“船舶信息管理查询”三大核心业务应用进行

有机融合，满足现代管理多元化要求，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动态诱导协同管理。

该平台将使内河船舶综合安全监管手段、执

法力度及执法水平提上一个新台阶。先进的水上

交通安全监管手段和正确的应急对策，对于预防

内河航运事故发生、加强事故搜救以及减少人民

生命财产损失、确保社会稳定、促进环境友好型

内河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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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称 功能类型 是否通过

船舶避碰

黄色预警文字，声音提示 是

红色警报文字，声音提示 是

区域警报文字，声音提示 是

报警定位 是

报警处理 是

船舶通话
电话号码配置 是

请求通话 是

区域设置
设置预警区域 是

预警区域下发 是

轨迹回放
单船轨迹回放 是

区域轨迹回放 是

下行命令

一次点名 是

读取配置 是

读取参数 是

公共信息 是

调度信息 是

下行配置

配置等时回传间隔 是

配置IP地址 是

配置短信号码 是

配置FTP 是

下行警报
下发黄色预警 是

下发红色警报 是

上行信息

各类应答信息 是

载客，载货信息 是

航行状态信息 是

报警信息 是

参数信息 是

配置信息 是

（续表2）

9月1-3日，2012中国企业500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在吉林长春召开。会议公布了本年度中国企

业500强最新排名及中国企业效益200佳、2012中国100大跨国公司及跨国指数榜单。中国交建以2 953.7亿
元营业收入在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23位。

本次大会还公布了中国企业的净利润和跨国指数排名。其中，在中国企业效益200佳榜单中，中国交

建以1 160 133万元净利润排名第29位，在中字头建筑业中排名第一。在中国100大跨国公司跨国指数榜单

中，中国交建跨国指数为10.55，排名第15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不断进行结构调整，持续创新商业模式，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了长足

发展，连续多年名列中国企业500强前列。中国企业500强排名彰显了公司在市场地位、经营业绩和国内

外知名度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充分体现了市场对中国交建的认可和肯定。

·消  息·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位列2012中国企业500强第23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