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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围绕人命救助、 环境救助、 财产救助和抢险打捞、 特殊政治军事保障任务等救助打捞核心业务ꎬ 面向我国管辖

海域内的救助、 打捞、 飞行三大业务领域ꎬ 以支撑国际一流现代化专业救助打捞体系的加快构建为最终目的ꎬ 从运行监测、

应急指挥、 通信保障、 数据资源、 信息安全、 标准体系、 管理机制等方面ꎬ 对中国救助打捞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通信及信息化能

力建设进行规划研究ꎬ 提出规划水平年内发展目标、 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ꎬ 并对远期发展进行展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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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ꎬ 我国水上交通安

全形势日益严峻ꎮ “十三五” 期ꎬ 水上交通安全监

管和救助系统将加快调整发展战略ꎬ 覆盖范围从

重点区域向全面覆盖延伸ꎬ 装备设施从规模增加

向效能提升转变ꎬ 系统建设从分散独立向协同集

约转变ꎬ 建设重点从装备设施向专业技能扩展ꎬ

应急处置从传统向非传统交通安全拓展 １ ꎮ 上述

形势和需求ꎬ 要求救捞系统围绕国家战略和 “四

个交通” 发展目标ꎬ 加快推进高效救捞、 智慧救

捞、 平安救捞、 文明救捞建设ꎬ 全面提升救捞能

力ꎬ 建成国际一流的现代化专业救捞队伍ꎮ 信息

化、 智能化程度是行业现代化的衡量标准ꎮ 新时

期下ꎬ 开展救助打捞系统通信及信息化发展研究ꎬ

对提升通信信息化对救捞业务的长效支撑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ꎮ

２　 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系统概况

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是我国唯一一支国家专

业救助打捞队伍ꎬ 承担着海上人命救助、 船舶和

财产救助、 沉船沉物打捞、 海上消防、 清除溢油

污染等重要使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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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 在整个行业转变发展方式ꎬ 加快发

展现代交通运输业ꎬ 努力构建畅通、 高效、 安

全、 绿色交通运输体系的背景下ꎬ 救捞系统通过

一系列通信信息化工程建设ꎬ 总体建成救捞系统

通信及数据传输网络体系ꎬ 针对核心业务搭建了

应用系统整体框架ꎬ 救捞系统运行管理水平有所

提升ꎬ 通信信息化对救捞核心业务的支撑作用逐

渐显现ꎮ

随着救捞系统通信信息化建设的持续深入ꎬ

各单位越来越重视信息化的实效ꎬ 信息化发展已

明显由技术驱动向目标驱动转变 ２ ꎬ 更加强调信

息技术与业务模式的深度融合ꎬ 更加注重效率、

效益、 持续发展和综合能力的提升ꎮ 但总体而言ꎬ

救捞系统通信及信息化建设仍处于从 “框架搭建、

急用先建” 向 “全面建设、 深化建设” 过渡的阶

段ꎬ 不同部门、 不同业务之间信息化发展不平衡、

不协调问题较为突出ꎮ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 基础信息能力仍较为薄弱ꎬ 难以适应救捞

业务转型升级迫切要求ꎻ

２) 整体性应用缺乏ꎬ 跨部门、 跨区域业务协

同效率较低ꎻ

３) 数据资源缺乏整合和开放共享ꎬ 跨行业共

享资源和业务联动难以有效开展ꎻ

４) 离岸通信保障能力不足ꎬ 成为制约救捞作

业模式转型升级的瓶颈问题ꎻ

５) 通信信息化发展环境亟待改善ꎬ 深层次问

题仍然突出ꎬ 信息化整体水平和发展质量仍不能

适应国际一流现代化专业救助打捞体系和现代交

通运输业发展的需要ꎮ

３　 相关行业经验借鉴

１) 海事系统ꎮ

海事系统经过多年信息化建设ꎬ 在业务管理、

安全监管、 应急管理、 对外服务、 基础设施、 管

理机制等方面ꎬ 均取得了较快发展ꎮ

根据海事信息化顶层设计ꎬ 海事系统将在现

有信息化基础上借鉴物联网的感知－传输－应用体

系ꎬ 通过 ＲＦＩＤ、 红外感应技术、 全球定位系统和

激光扫描器等先进的信息传感设备ꎬ 实现对船舶

及其相关的船员、 船公司、 通航环境等管理要素

的全面感知、 有效传输和按需定制服务ꎬ 使海事

系统内部人员和相关单位及人员能够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处理任何相关业务ꎬ 为公众提供便捷、

实时的信息服务ꎬ 以感知船舶为核心理念构建

“智慧海事”ꎮ

２) 民航系统ꎮ

民航系统是信息化建设相对先进的行业ꎬ 自

组建运行以来ꎬ 无论是管理体系还是管理相对人

即运营人的相关管理业务及飞行运行业务ꎬ 基本

依靠信息化的方式进行实施ꎬ 目前国内各家航空

运营公司均建有完善的信息化运行管理体系ꎮ 国

内与救助飞行体系比较类似的民航营运机构有南

航珠海直升机公司、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

司等ꎮ

以南航珠海直升机公司为例: 目前南海珠直

升机公司已建有完备的数据交互系统及情报管理

系统ꎬ 实现了 ＡＣＡＲＳ、 ＳＩＴＡ、 ＡＦＴＮ 报文系统ꎬ

实现了与民航空管系统的数据互联及业务互动ꎬ

并已实现空管业务的自动化处理ꎬ 针对机务、 航

务、 飞行、 航班管理、 运行控制的不同需求ꎬ 构

建多级数据交换及存储体系ꎬ 所建数据库完全达

到民航运行管理系统要求标准 ３ ꎬ 包括飞机性能

数据、 导航数据、 机场数据、 气象情报、 航班运

营数据、 航班时刻数据等ꎬ 为飞行运行提供数据

支持ꎮ

４　 面临的形势和发展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ꎬ 水上安全监管救

助系统面临的形势需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ꎬ 要求

救捞系统创新业务模式ꎬ 提升管理效率ꎬ 加强资

源共享和业务协同ꎬ 加快构建智慧救捞ꎬ 以信息

化为切入点、 促进救捞长远发展ꎮ 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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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应对持续复杂化的水上安全保障形势ꎬ 要

求救捞在新的业务规模下提升管理效率和精细化

水平ꎮ 新常态下我国沿海用海量和险情总量仍居

高不下ꎻ 水上交通运输向船舶大型化、 专业化方

向发展的趋势更为明显ꎬ 救捞业务急难险重特点

更突出ꎻ 港口、 航道建设不断向离岸更远水域延

伸ꎬ 促使水上安全保障重点水域不断外延ꎮ 救助

系统布局进一步完善和优化ꎬ 救捞装备投入持续

加大ꎬ 要求充分利用通信信息技术ꎬ 对救捞各要

素进行动态运行监测和精细化网络化管理ꎬ 缓解

业务规模增大与专业人员不足的矛盾ꎬ 促进救捞

业务管理方式转型升级ꎮ

２) 加快实施国家战略ꎬ 要求救捞在新的业务

模式下发挥更有效的支撑保障作用ꎮ 贯彻落实海

洋强国战略、 “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ꎬ

要求救捞系统围绕高海况条件下应对群体性人命

遇险事件、 远洋深海扫测搜寻打捞、 大吨位沉船

快速整体打捞、 应急处置大面积海上溢油和沉船

存油泄漏及危化品污染等方面重点提升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能力ꎮ 救捞系统应依托适合救捞业务特

点的通信信息技术ꎬ 提升船岸、 机岸、 船机之间

的可靠通信和高速数据传输保障能力ꎬ 提升救助

船舶、 救助航空器对离岸中远距离遇险遇难船舶、

飞机ꎬ 以及落水人员的搜寻定位能力ꎻ 应建立科

学完备的应急预案体系和救捞决策指挥体系ꎬ 岸

基、 船基应急指挥中心能够借助清晰的现场图像

还原、 直观的资源布局呈现、 动态的决策推演展

示ꎬ 进行直观可视的决策ꎮ

３) 构建多方参与的海上救助综合体系ꎬ 要求

救捞加强与有关方面的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ꎮ 在

涉海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加强与海事系

统、 港航公安系统在巡航执法工作方面的深度合

作ꎬ 在陆域 ５００ ｋｍ 范围内强化与地方政府相关救

助工作的陆上 “应急联动”ꎬ 要求救捞系统进一步

推动 “专群结合、 军民融合、 社会参与” 的多层

次多方位的海上救助综合体系的建设ꎬ 加强与有

关方面的应急联动ꎬ 加强突发事件接警、 资源部

署、 通航环境、 海图航图资料、 航海航空气象等

信息资源的跨行业共享ꎬ 促进各方在应急联动指

挥和处置过程中的信息对等、 指挥有力ꎮ

４) 以智慧救捞推动救捞发展转型ꎬ 要求改善

发展环境ꎬ 提升通信信息化健康、 可持续发展能

力ꎮ “互联网＋” 作为经济发展新引擎ꎬ 在催生交

通运输新模式、 新业态ꎬ 提升交通运输要素生产

率的同时ꎬ 对传统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形成倒

逼机制ꎮ 救助打捞业务正积极融入信息化的大趋

势中ꎬ 以智慧救捞推动救捞发展转型ꎬ 要求加强

管理保障体系建设ꎬ 改善通信信息化发展环境ꎬ

推动通信信息技术与救捞业务机制的充分融合ꎬ

使信息化建设成果能够在健康的发展环境中实现

长效运转ꎬ 实现救捞通信信息化由技术驱动向效

能驱动的转变ꎮ

５　 发展思路

根据上述形势和需求ꎬ 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救捞系

统通信信息化发展思路:

１) 信息资源开放共享ꎮ 全面实现救捞基础设

施、 救助打捞船舶、 救助航空器、 专业人员、 装

备物资、 救捞物资、 专家和志愿者资源等基本要

素的数字化ꎻ 实现基本要素信息的汇聚ꎬ 部救捞

局及直属单位两级数据中心的集聚率达到 １００％ꎻ

实现基本要素信息跨区域、 跨行业共享ꎬ 数据质

量全面改善ꎬ 数据更新及时率满足应用需求ꎬ 在

线共享率不低于 ８０％ꎻ 推动救捞数据资源标准化ꎬ

实现与行业内外部数据资源的标准对接ꎮ

２) 核心要素在线监测ꎮ 实现对救助打捞船

舶、 救助航空器的定位监测ꎬ 覆盖率达到 １００％ꎻ

实现对救助飞行状态的记录和监测ꎬ 覆盖率达到

５０％ꎻ 实现对主要救助打捞设备的定位监测和使

用监测ꎬ 覆盖率达到 ６０％ꎻ 实现对救助专用机场

的运行监测和安全防控ꎻ 实现对通航环境、 航空

气象、 现场作业条件等外部环境信息的及时获取ꎻ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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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基于核心要素在线监测的救捞生产作业风险

主动识别和动态预警ꎮ

３) 运行管理规范协同ꎮ 实现应用系统对救

捞船舶管理、 救助航空器管理、 专业人员管理

等核心业务的全生命周期覆盖ꎻ 推进核心业务

应用的在线化、 协同化和平台化升级ꎻ 推动应

用系统对各单位核心业务的规范化改造取得积

极进展ꎮ

４) 决策支持直观有效ꎮ 实现通过多渠道获

取的监测信息和管理信息在两级应急指挥中心

的集中展现ꎻ 实现信息服务和应用服务对应急

指挥调度各主要环节的全面覆盖ꎻ 推动大数据

技术在资源配置、 指挥调度、 处置决策、 效能

评估等环节的深化应用ꎬ 显著提升大数据决策

支持能力ꎮ

５) 应急联动协调高效ꎮ 推进应急相关数据

资源和应用服务跨区域、 跨部门、 跨业务领域、

跨行业交换共享ꎬ 提升救捞系统各单位、 救捞与

海事、 搜救等相关单位的应急协同能力ꎻ 推动应

急相关数据资源开放共享ꎬ 提升救捞与港澳台、

军队防险救生力量和社会有关业界的应急联动

水平ꎮ

６) 通信网络保障有力ꎮ 各级机构救捞专网

光纤覆盖率达到 １００％ꎬ 宽带可用性和冗余能力

大幅提高ꎻ 各单位跨区域、 跨部门骨干网络连通

率达到 １００％ꎮ 充分利用公共和行业无线电通信

资源ꎬ 建成 “覆盖近海ꎬ 兼顾远海ꎬ 天地一体、

网信融合” 的救捞离岸通信网络ꎬ 实现船、 机、

岸之间清晰流畅的话音通讯和准确可靠的位置服

务ꎬ 在近岸水域和近海ꎬ 各单位船岸数据传输带宽

均不低于 ２ Ｍꎬ 机岸数据传输带宽均不低于 １５ Ｋꎻ

在远海ꎬ 船岸数据传输链路总带宽不低于 １ Ｍꎮ

推动大型远洋救捞船舶船载应急指挥调度通信保

障能力建设ꎬ 指挥船在远海能够提供的数据传输

链路总带宽在近距离不低于 １０ Ｍꎬ 较远距离不

低于 １５ Ｋꎮ

７) 信息安全自主可控ꎮ 核心业务系统的安

全防护得到全面加强ꎮ 与行业信息安全认证体

系相协调的救捞信息安全认证体系基本建成ꎬ

电子签名广泛使用ꎮ 基本实现自主安全可控的

密码和信息技术产品的全面应用ꎮ 执行特殊任

务的救捞船舶、 救助航空器保密通信保障能力

显著提升ꎮ

８) 体系机制健全可持续ꎮ 组织机构、 协调机

制、 标准规范、 运行维护、 人才队伍、 绩效考核、

规章制度等救捞系统信息化治理机制进一步健全ꎬ

基本形成能够支撑救捞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信息

化治理体系ꎮ

救捞系统通信信息化总体发展框架见图 １ꎬ 救

捞系统通信网络总体布局见图 ２ꎮ

图 １　 救捞系统通信信息化总体发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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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救捞系统通信网络总体布局

６　 结语

１) “十三五” 期ꎬ 中国救助打捞将面临更加

严峻的发展局面ꎬ 应对持续复杂化的水上安全保

障形势、 加快实施国家战略、 构建多方参与的海

上救助综合体系、 以智慧救捞推动业务转型升级ꎬ

都要求救捞系统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ꎬ 进一步

深化通信信息化能力建设ꎮ

２) 救捞系统应通过通信信息化能力建设ꎬ 力

争在 ２０２０ 年之前ꎬ 建成 “信息资源开放共享、 核

心要素在线监测、 运行管理规范协同、 决策支持

直观有效、 应急联动协调高效、 通信网络保障有

力、 信息安全自主可控、 体系机制健全可持续”

的智慧救捞体系ꎮ

３) 智慧救捞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成熟ꎬ 将为构

建 “全方位覆盖、 高海况运行、 配置科学、 反应

快速、 处置高效” 的国际一流现代化专业救助打

捞体系ꎬ 全面实现 “四个救捞” 发展目标提供有

力支持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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