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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船舶在过闸申报时，部分船户弄虚作假，空登记、谎报吃水等不诚信申报现象屡禁不止。本文梳理了基于诚信

管理的过闸申报流程，设计了诚信管理、白名单、航次比对、停泊区监控等核心功能模块，可对船舶申报内容进行识别、

记录和处理，并将其应用在“浙闸通”过闸管理系统中，有效提升船闸管理部门对过闸船舶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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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闸管理和安全保障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船舶过

闸安全监控、过闸调度等 [1]。船舶过闸前进行远程申报，

可以提高通航效率和安全 [2]，但部分船户为了自身利

益，在申报时弄虚作假，空登记、谎报吃水等不诚信申

报现象屡禁不止。以往的过闸系统无法准确判断船舶申

报信息是否准确，船舶测量、定位等检查只能以人工抽

查的方式进行，导致检查工作效率不高，提高过闸安全

性的方法大多是增加人力检查投入。盛黎（2013 年）[3]

针对内河一些船舶标志标识不清、船证不符、一船多簿、

甚至套牌等现象，利用 RFID 技术实现船舶身份自动识

别，并通过“苏北运河船闸智能运行系统”对过闸船舶

实施诚信度管理。齐俊麟（2016 年）[4] 从策略层面提

出要依托信息化与诚信报告制度强化船闸的安全检查。

随着智慧船闸的提出与建设 [5]，船舶过闸申报内容不

实的问题有望利用数字化技术得到更好地解决。本文利

用信息化方法梳理了基于诚信管理的过闸申报流程，设

计了诚信管理、白名单、航次比对、停泊区监控等核心

功能模块，可对船舶申报内容进行识别、记录和处理，

并将其应用在“浙闸通”过闸管理系统中，有效提升船

舶过闸申报管理能力。

1 基于诚信管理的过闸申报流程

针对部分船舶过闸申报时不诚信问题，本文梳理了

基于船闸诚信管理的过闸申报流程。船舶在提交申报信

息后，首先，需要检查有无失信记录，为诚信记录良好

的船舶增加过闸便利；其次，连续若干个航次诚信申报

的船舶，将会被列入白名单列表，一定时间段内可以免

去申报审核流程；再次，利用航次比对和停泊区监管加

强对船舶的检查、监管；此外，申报过程中还设计了人

工审核、复核的环节。申报流程如图 1。

图 1  申报流程设计

2 主要功能模块设计

基于过闸管理系统和上述过闸申报流程，细化主要

功能模块的设计，包括诚信管理、白名单、航次比对、

停泊区监控等核心功能模块。

2.1 诚信管理

（1）功能描述。诚信管理模块是记录船舶违规失

信信息的模块，诚信管理包括失信记录登记、审核、处

理。当过闸船舶有已审核未处理的失信记录时，船闸将

对船舶申报要相应的处理，包括延迟船舶申报或者将船

舶从远方锚地调度到船闸引航道附近，在等待调度期间

核实有不诚信申报行为，可拒绝船舶的过闸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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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实现方式。船舶发生违规失信行为后，

发现人将船舶相关信息记录到失信列表中，由当班班长

审核后失信记录生效，船舶下一次申报过闸时，系统会

根据失信记录中选择的处理方式自动对申报信息进行处

理。失信记录包含序列号、船舶名称、失信原因、失信

时间、状态、登记人、登记时间、审核人、审核时间、

处理方式、处理时间、备注等字段。船舶每次申报时会

根据船舶名称检索当前船闸的失信记录表，如有匹配船

舶，则执行处理语句。以延迟申报 24 小时为例，执行

以下语句：①将状态字段更新为“处理”，并将当前时

间记录为处理时间；②将该船舶的申报时间增加 24 小

时。为避免待闸船舶较少导致船舶在处理时间内被调度

过闸，执行调度操作时系统会比对当前时间与申报时间，

如申报时间大于当前时间，则不允许调度该船舶过闸。

2.2 白名单

（1）功能描述。白名单，即允许进行申报操作的

船舶名单。只有在白名单内的船舶可以进行申报操作，

其余船舶申报后会进入申报审核状态，需工作人员审核

后申报信息才会进入申报系统进行排队。连续若干个航

次（由船闸自行确定）诚信申报的船舶，由工作人员将

该船舶加入白名单列表，一定时间段内可以免去申报审

核流程，申报后直接进入申报排队序列，也可以将查实

不诚信申报的船舶从白名单内删除。

（2）技术实现方式。在数据库中创建一张白名单表，

包含船舶名称、联系电话、登记日期、截止有效日期、

操作人、备注等字段，网站前端可以通过新增、修改、

删除按钮对白名单库进行维护，同时每日 0 点进行一次

轮询，将截止有效日期小于当前日期的记录自动从表中

删除。

当有船舶进行申报操作时，提取申报信息中的船舶

名称字段，在白名单表中查找该船舶名称，如果匹配到

船舶，则该申报记录进入申报信息表，正常完成申报；

如白名单表中未查到该船舶名称，则该申报记录进入申

报审核表，由工作人员进行审核操作后才能进入申报记

录表。

2.3 航次比对

（1）功能描述。比对同一艘船舶相邻 2 次申报记

录（申报时间间隔小于 8 小时）的吃水申报情况。如 2

次都是重载且出现吃水变小的情况，说明船舶存在谎报

吃水的嫌疑，会在申报页面将该船舶以特殊颜色标注并

在页面下方提示有异常申报记录以便船闸工作人员进行

核查。

（2）技术实现方式。船舶申报时，如本次申报货

种非“空载”，则根据船舶名称在过闸记录表中查找该

名称申报时间最近的一条记录，取出该记录的 3 个字段：

货种、记录时间（有过闸时间的记录取过闸时间，无过

闸时间的记录取申报时间）及吃水情况，当同时满足货

种字段不等于“空载”、本次申报时间减上次记录时间

小于 8 小时、本次申报吃水小于上次记录申报吃水三个

条件时，将本次申报记录的是否异常字段标记为“true”，

否则标记为“false”。

在申报页面中，是否异常字段值为“true”的申报

记录，船舶名称一栏底色会被设置为红色，用于和正常

船舶区分，还可以选中该船后点击申报管理页面上的异

常详情按钮弹框显示该船异常的详细情况。同时为及时

提醒工作人员有异常船舶申报，在申报页面下方会有红

色字体“有异常申报记录，请注意”出现。

2.4 停泊区监控

（1）功能描述。基于船舶 GPS 检测、监控已申报

船舶的位置，判断该船舶是否在申报后有驶离申报区的

现象。如出现驶离申报区的情况，则很可能是空登记船

舶，会在申报页面将该船舶以特殊颜色标注并在页面下

方提示有异常申报记录以便船闸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同

时会做一张查询报表，显示当前申报船舶中，所有存在

驶离停泊区情况的船舶清单及出入停泊区记录。

（2）技术实现方式。在数据库中建立三张表，分

别为 GPS 日志全表、GPS 日志当前表与 GPS 异常日志

表。各表功能如下：① GPS 日志全表。通过轮询检查

申报区船舶情况，记录船舶进出申报时间、船舶进出状

态等信息，一般轮询时间较短，大致在 5~10 分钟，最

终记录表现为同一艘船、同一申报区的相邻进出记录。

② GPS 日志当前表。在记录 GPS 日志全表时，记录

GPS 日志当前表，发现船舶名称重复时，直接覆盖该记

录，确保同一船舶，仅保留一条当前记录，该表主要是

为了方便实时查询当前船舶在停泊区的进出情况，以及

GPS 设备的完好情况。③ GPS 异常日志表。在记录 GPS

日志全表时，相同船舶如发现记录的日志进入时间与离

开时间相差大于 2 个小时，则认为该船舶有空登记嫌疑，

把该记录及上一条离开记录新增到 GPS 异常日志表中，

同时将该船舶对应的申报记录标记为异常申报记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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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异常字段标记为 ture）；如相差时间小于等于 2 个小时，

则认为是 GPS 信号问题，忽略不做记录。

3 应用案例

3.1 项目概况

本文设计的基于诚信管理的过闸申报流程及主要

功能模块在“浙闸通”过闸管理系统中开展应用。“浙

闸通”包括船舶过闸系统、船户过闸 APP 以及综合信

息平台，是应用于浙江省杭金衢绍甬航区 14 座船闸的

统一过闸系统。

3.2 应用情况

（1）诚信管理。功能应用中，对失信申报多采用

延时申报的方式进行处理，利用倒计时功能自动处理，

避免了因交接班等原因造成的失信记录处理不及时问

题。

图 2   诚信管理功能示意图

（2）白名单。在船舶过闸申报的诚信管理中，白

名单是船舶申报管理中的重要手段。申报时根据船舶历

史过闸情况做一次初步筛选，对记录良好的船舶加大通

行便利，对有不良记录的船舶设置审核门槛。

图 3  白名单功能示意图

（3）航次比对。以往各个船闸直接的过闸相关数

据都是各自独立的，实际吃水只能通过现场人工测量的

方式进行，且过闸船舶数量多，无法全部测量，只能采

取抽查方式，工作效率较低。航次比对功能以临近的前

一闸数据作为参考，利用数据分析辅助判断当前船闸申

报吃水信息是否属实，可以缩小检查范围，辅以人工测

量复合，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实际应用中，申报列表的

异常船舶底色会标红，界面下方也有文字提示。可通过

查看异常详情看到上一闸申报信息，用于和本次信息对

比。

图 4  航次比对功能示意图

（4）停泊区监控。以往船舶空登记主要发现途径

来源于其他船舶举报，停泊区监控模块利用船舶 GPS

功能，结合申报记录，通过信息系统自动检查空登记情

况，检查面更广，结果更加准确。

图 5  停泊区监控功能示意图

4 结语

针对船舶在过闸申报时，部分船户弄虚作假、空登

记、谎报吃水等不诚信申报的问题，本文梳理了基于诚

信管理的过闸申报流程，创新设计了诚信管理、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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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次比对、停泊区监控等核心功能模块，可对船舶申报

内容进行识别、记录和处理，并将其应用在“浙闸通”

过闸管理系统中，有效提升船闸管理部门对过闸船舶的

管理能力。

未来，将进一步完善船舶过闸管理的方式和流程，

提升过闸管理系统的感知、分析、船舶调度和应急处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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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制造企业作为一个重要交通运输行业，事关国

民经济的发展，从古代造船到现代大型化船舶制造，企

业一直致力于通过提高自身生产效率来提高利润。而造

船企业要想在当下日益严峻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

要尽快通过“补短板”来实现精益造船模式的全面覆盖，

尤其“三化”的发展正日益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

制造企业要想发展壮大必须融入先进的管理理念，打造

一个全方位的和系统化的管理平台 [1]。因此，将当下的

信息化与工艺上的精益化相结合，走一条“两化融合”

的现代化工业道路是必然趋势。

管子加工车间对于船舶制造企业而言至关重要，是

其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加工了船舶所需要的所用类型的

管子。目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新技术的普遍应用、生

产管理理念的与时俱进，部分造船企业已经从传统化向

智能化及数字化发展，而这种改变符合当下市场竞争的

要求，必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本文根据部分船舶制造

企业中将双托盘管理模式在船舶管子生产车间的精益化

管理进行研究，主要从管理模式、生产计划和绩效管理

三个方面加以探讨，从而进一步推行精益化管理模式。

[3] 盛黎 . 基于 RFID 身份识别的苏北运河船舶诚信系统

的研究 [J]. 江苏科技信息 . 2013(10): 44-45.

[4] 齐俊麟 . 依托信息化与诚信报告制度强化三峡船闸安

全检查 [J]. 交通企业管理 . 2016, 31(12): 62-64.

[5] 张加雪，钱江 . 智慧船闸 [M]. 东南大学出版社 ,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