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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监管模式下海事巡逻船信息系统
建设思路及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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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海事监管模式的转变ꎬ 对海事巡逻船的信息化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ꎮ 阐述了国内海事巡逻船信息化建设的现状ꎬ 详

细介绍海事船舶信息化实施、 应用经验和成果ꎬ 总结船舶信息化建设中的主要问题ꎮ 为适应立体监管模式下海事业务发展ꎬ 就建设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ꎬ 并结合交通运输部 “十三五” 信息化发展规划对海事巡逻船信息化发展方向进行展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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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国家海洋经济战略的确立ꎬ 航运经

济持续快速发展ꎬ 水上作业活动日益频繁ꎬ 港口

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ꎮ 航

运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航运公共服务事业提出了越

来越高的要求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履行水上交通安全监

督管理、 船舶及相关水上设施检验和登记、 防止

船舶污染和航海保障等行政管理和执法职责ꎬ 并

配合海上维权执法行动 １ ꎮ 海事监管在整个航运

经济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ꎮ

１　 海事巡逻船现状

１１　 海事巡逻船职责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ꎬ 为进一步应对水上交

通管理形势ꎬ 提升海事公共服务能力、 加强海事

服务保障能力ꎬ 海事部门不断加大海事船舶建造

力度ꎬ 船舶向大型化、 专业化、 综合化发展ꎬ 以

适应立体监管模式下的履职需要ꎮ

海事业务大致分为海事安全监管、 海事应急

救援、 航海保障 ３ 类业务 ２ 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事局配备了巡逻船、 测量船、 航标船和特种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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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相应的海事业务ꎮ 海事业务与船舶信息系统衔

接紧密ꎬ 依据«海事系统“十二五”发展规划»ꎬ 基

于信息系统的角度ꎬ 船型与海事业务的对照关系

见表 １ꎮ

表 １　 船型与业务对照关系

类别 具体业务 承担业务船型

通航管理业务 巡逻船

安全监管类 船舶监督管理业务 巡逻船

水上污染防治管理业务 巡逻船、 特种船

应急救援类 搜救指挥业务 巡逻船

航海保障类
航标业务 航标船

水域测量业务 测量船

　 　 海事巡逻船在执行海上监管、 搜救、 执法、
取证等任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ꎬ 是执行水上巡逻、
警戒、 监管、 护航以及维护水上秩序ꎬ 进行交通

疏导、 参与海上违法行为查处工作、 应对水上突

发事件、 海上应急值班工作的主要工具ꎬ 是处理

和调查一切海上事故的必须交通工具ꎮ 同时承担

水上搜寻救助组织、 协调和指导的有关工作ꎮ 巡

逻船是 ４ 类船型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海事船舶ꎮ
１２　 海事巡逻船配备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ꎬ 海事系统配备沿海巡逻船情

况见表 ２ꎮ

表 ２　 海事沿海巡逻船配备情况 艘

单位 百米级 ６０ 米级 ４０ 米级 ４０ 米以下级 合计

辽宁海事局 １ ２ １５ １８

河北海事局 １ ２ １７ ２０

天津海事局 ２ １ ９ １２

山东海事局 １ ３ ３３ ３７

江苏海事局 １ ２ ８５ ８８

上海海事局 １ １ ６ ６７ ７５

浙江海事局 １ １０ ７４ ８５

福建海事局 １ ２ ５３ ５６

广东海事局 １ ２ ３ ２６０ ２６６

深圳海事局 １ ２ １４ １７

海南海事局 １ １ １０ １２

广西海事局 １ １０３ １０４

长江海事局 ４ ２０５ ２０９

黑龙江海事局 １ ５８ ５９

总计 ３ １２ ４０ １ ００３ １ ０５８

１３　 海事巡逻船信息系统现状

１３１　 大型巡逻船 (船长 ８０ ｍ 及以上)
该级别巡逻船目前全国共计 ５ 艘ꎬ 主要担负

海上安全监管和应急救助大型活动的安保及重大

事故的现场搜救指挥工作ꎮ 船上配备了较完善的

信息系统ꎬ 具备与中小型巡逻船编队航行及协同

指挥的能力ꎬ 并可通过信息系统完成多方通话、

应急力量快速调配ꎮ

１３２　 中型巡逻船

１) ６０ 米级(船长 ６０ ~ ６９ ｍ)ꎮ

在部分海区该级别的巡逻船也肩负着指挥船

的重任ꎬ 故网络信息系统配备较完善ꎮ 通过加装

无线传输设备ꎬ 可以与大型巡逻船编队实现协同

指挥救助功能ꎮ

２) ４０ 米级(船长 ４０ ~ ４９ ｍ)ꎮ

配备了基础的网络信息系统ꎬ 近 ５ 年建造的

该级别巡逻船的网络信息系统已基本与 ６０ 米级巡

逻船相同ꎬ 通过加装无线传输设备ꎬ 也可以与大

型巡逻船编队实现协同救助ꎮ

１３３　 小型巡逻船(船长小于 ４０ ｍ)

该级别海巡船信息系统配备比较简单ꎬ 主要是

依据巡逻区域情况选择性地配备ꎮ 部分巡逻船配备

了电视监控系统、 光电取证系统和船务管理系统ꎮ

目前ꎬ 海事巡逻船的信息系统配备现状见表 ３ꎮ

表 ３　 海事巡逻船信息系统配备情况

系统名称
大型巡逻

船≥８０ ｍ
中型巡逻

船 ６０ 米级

中型巡逻

船 ４０ 米级

小型巡逻

船<４０ ｍ

局域网系统 √ √ √ －

电视监控系统 √ √ √ √∕－

光电取证系统 √ √ √ √∕－

卫星通信系统 √ √ √∕－ －

视频会议系统 √ √ √ －

数据采集系统 √ √ √ －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 √ √ －

船务管理系统 √ √ √ √∕－

语音调度系统 √ － － －

数字会议系统 √ √ － －

应急指挥系统 √ － － －

无线通讯系统 √ √∕－ － －

海事业务系统 √ √ － －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ＶＴＳ √ √ √ √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ＡＩＳ √ √ √ √

中国船舶远程识别与

跟踪系统 ＬＲＩＴ
√ √ √ √

　 　 注: √: 配备ꎻ √∕－: 部分配备ꎻ －: 未配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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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承担的项目及应用

通过 １０ 年的努力ꎬ 共计承建了海事大中型巡

逻船网络信息系统项目 １７ 个ꎬ 完成 ３２ 艘巡逻船

船的信息系统实施工作 (表 ４)ꎮ

表 ４　 完成项目情况

船型 ８０ 米级 ６０ 米级 ４０ 米级 合计

数量 ３ ２１ ８ ３２

　 　 其中海巡 ０１、 海巡 １１、 海巡 ２２ 这 ３ 艘大型巡

逻船现分别列编至上海海事局、 山东海事局和浙

江海事局ꎬ 是目前国内海事巡逻船中信息化程度

最高的ꎮ

由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建设的船舶网络信息

系统均具备编队航行、 协同指挥的能力ꎬ 并预留

一定的系统扩展空间ꎬ 可连接海事现有业务系统ꎬ

具备现场业务办理、 公共信息服务的能力ꎮ

２　 海事巡逻船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１) 海事巡逻船信息化建设缺乏整体规划ꎮ

目前ꎬ 海事巡逻船信息系统建设基本沿用 ５ 年

前的设计ꎬ 未能依据«海事“十二五”信息化规划»

和«海事信息系统顶层设计»进行整体规划ꎬ 在船

舶信息化建设中缺乏整体考虑ꎬ 船岸信息资源开

发不够ꎬ 各系统平台难以互联互通ꎬ 造成信息化

“孤岛”ꎬ 导致船岸信息的沟通不畅ꎬ 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海事巡逻船及时有效的救援服务ꎮ

２) 信息资源整合度不高ꎮ

海事巡逻船网络信息系统未能将直升机的监

视图像及相关数据纳入到系统中ꎮ 从而在大范围

协同监管、 大区域监视监测方面支撑力度明显不

足ꎮ 另外ꎬ 目前建造的海事巡逻船大部分未配备

海事监管业务软件ꎬ 无法实现现场执法数据实时

更新ꎮ 立体监管模式在信息系统上未能实现ꎮ

３) 信息化水平较低ꎬ 海事应急反应能力较弱ꎮ

目前ꎬ 我国海事巡逻船除近几年新建的巡逻

船信息系统配备比较专业、 相对完善外ꎬ 部分老

旧船舶由于建造年限较长ꎬ 甚至已经连基本业务

需求都无法满足ꎬ 总体信息化水平较低ꎬ 直接导

致我国海事应急能力较弱ꎬ 无法实现全方位、 全

天候、 快速反应的海事信息综合服务体系的构建ꎮ

４) 船舶信息系统配备参差不齐ꎬ 缺乏全局统

一的标准化管理ꎮ

由于受到船舶建造年限和经费等因素的影响ꎬ

我国海事巡逻船信息化配备水平参差不齐ꎮ 海事

船舶之间信息化差距会愈发加剧ꎬ 不利于海事系

统对于船舶信息化配备的全局统一管理ꎮ

５) 对外信息服务能力较弱ꎮ

目前海事巡逻船上信息系统只涵盖了业务所需

的支持系统ꎬ 未能充分考虑对外的信息服务需求ꎮ

３　 海事巡逻船信息化发展方向展望

为适应新的立体监管模式要求ꎬ 海事巡逻船

信息系统建设需重点考虑以下 ５ 方面:

１) 依托交通运输部信息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统筹协调、 互联互通ꎬ 强化海事信息化顶层设计ꎬ

充分发挥交通运输部在海事信息化发展方向、 建

设运行、 技术标准等方面的统筹作用 ３ ꎮ

２) 整合数据资源ꎬ 实现信息互通共享ꎮ 推进

部、 局及地方海事系统、 水上船舶之间信息资源

交换与共享ꎬ 实现海事重要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

和协同应用ꎬ 发挥信息化整体效率ꎮ

３) 以业务为核心ꎬ 构建海事监管指挥平台ꎮ

通过关联 ＡＩＳ、 ＶＴＳ、 ＣＣＴＶꎬ ＧＩＳ、 各海事业务系

统及其他相关信息系统ꎬ 并集成港口码头、 桥梁、

航道、 水文等数据ꎬ 实现水上交通实况即时显示ꎬ

动、 静态监管信息直观展示和实时查询ꎬ 为海事

执法人员提供便捷可靠的信息查询途径ꎬ 为行政

相对人提供及时的安全信息开辟了新途径ꎮ

４) 构建立体监管体系ꎬ 即直升机∕无人机、

巡逻船和巡逻车有机结合的海、 陆、 空立体监管

体系ꎮ 通过协同监管ꎬ 实现海、 陆、 空全方位监

管ꎮ 信息系统将感知的海、 陆、 空信息进行有效

整合ꎬ 为应急指挥、 业务办理提供有利的支持ꎮ

５) 联动指挥ꎮ 随着大数据、 物联网、 互联网＋

的运用ꎬ 需综合运用卫星、 电子、 通信、 信息等

高新技术ꎬ 在与岸基的互联互通中ꎬ 应加快发展

先进的卫星通信联络手段ꎬ 有效保证船岸信息数

字交换、 资源共享、 技术交流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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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 总结了现有海事巡逻船的信息系统配备情

况ꎮ 根据巡逻船级别ꎬ 详细总结了各级别现有船

舶信息系统配备情况ꎮ

２) 归纳了海事巡逻船现有信息系统存在的问

题ꎮ 海事巡逻船信息化整体规划不足ꎬ 信息资源

整合度不高、 对外信息服务能力弱等问题急待

解决ꎮ

３) 在立体监管模式下ꎬ 展望海事巡逻船信息

化系统的发展方向、 立体监管模式ꎬ 对海事巡逻

船的信息系统的整体规划、 数据资源整合度、 监

管指挥平台的构建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 同时

也是海事巡逻船信息系统发展方向ꎮ

４) 海事巡逻船信息系统需以海事业务为核

心ꎬ 结合立体监管模式ꎬ 构建成统一规划、 业务

数据高度整合、 海陆空三位一体的立体巡航监管

信息系统ꎮ 系统作为整个海事安全监管和服务体

系中感知、 监管、 服务的最前端技术装备ꎬ 直接

决定着海事安全监管与服务能力ꎮ

参考文献:
 １ 　 中央编办.中央编办关于交通运输部有关职责和机构

编制调整的通知 Ｒ .北京 中央编办 ２０１３.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海事系统 十二五 发展规

划 Ｒ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２０１０.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信息化 十三

五 发展规划  Ｒ .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

部 ２０１６.

(本文编辑　 武亚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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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向家坝和溪洛渡水库已经蓄水ꎬ 不具备

建设反调节梯级的条件ꎬ 回水变动区通航只能通

过航道整治以及适当提高水库防洪限制水位实现ꎮ

白鹤滩和乌东德电站尚需建设 ６ ａ 时间ꎬ 还具备建

设反调节梯级的条件ꎮ

５) 实现金沙江下游全河段通航ꎬ 是对国家发

展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重大支持ꎮ 但要实现通航存

在着技术、 经济和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ꎮ

希望交通主管部门与水电开发部门本着合作共赢

的思路ꎬ 合理解决各方的利益诉求ꎬ 共同为实现

金沙江下游全河段通航而努力ꎮ

参考文献:
 １ 　 吴澎.提升水运工程内在品质 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 Ｒ .北京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 ２０１１.

 ２ 　 张沛文.长江流域的航运发展与航道规划建设经验 Ｊ .

水运工程 ２００７ １１  ９１￣９６.

 ３ 　 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

导意见 Ｒ .北京 国务院 ２０１４.

 ４ 　 交通运输部.长江干线航道总体规划纲要 Ｒ .北京 交

通运输部 ２００９. (本文编辑　 郭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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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１) 统一通信平台避免了水上监管人员在多种

通信方式之间的不必要切换ꎬ 实现了一体化通信ꎮ

２) 通过与广东海事局海事监管服务平台的集

成应用ꎬ 证明统一通信平台能够充分保障海事监

管过程中通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ꎮ

３) 下一步工作将继续完善统一通信平台的兼

容性ꎬ 使统一通信平台能够对目前水上监管通信

主流设备和系统进行广泛接入整合ꎮ

参考文献:
 １ 　 陈立水 王俊芳 赵进平 等.统一通信技术研究及展望 Ｊ .

无线电通信技术 ２０１４ ４０ ２  １￣３.

 ２ 　 罗喧 谭华 陈宇华 等.统一通信企业应用模式探索 Ｊ .

电信科学 ２００８ ８  １９￣２２

 ３ 　 魏劼.思科亚太区演示中心统一通信平台的设计与部

署 Ｄ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２０１１.

 ４ 　 肖曦.基于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技术的统一通信系统的研究与

设计 Ｄ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２０１１

(本文编辑　 郭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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