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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更好探索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海事监管领域中的应用，本文简要介绍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基本情况以及主

要特点，并对北斗系统目前在海事监管领域的应用情况作了简要论述，分析了北斗系统在海事安全监管应用中的不足，

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海事监管；船舶 

中图分类号：U6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21）10-0051-02

北斗卫星系统在海事监管中的应用研究
韩勇豪，张喜

（中华人民共和国太仓海事局，江苏 太仓 215400）

DOI 编码：10.13646/j.cnki.42-1395/u.2021.10.018

近年来，随着我国航运业飞速发展，船舶数量不断

增多，水域通航密度不断加大，水上交通事故频发，给

海事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结合北斗系统的

主要特点，分析了北斗系统在海事监管领域的应用情况

及存在的问题，为北斗卫星系统在海事监管领域中更好

的应用提出了相关建议，着力解决水上交通动态管控能

力不足、水域覆盖不全等薄弱环节，提高水上交通动态

管控、应急搜救和综合服务保障能力。

1 北斗系统简介

北斗系统（BDS）是中国自主建设运行，具有完全

知识产权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关系到我国国家安全

的重要基础设施。北斗系统主要空间段系统、地面段系

统和用户段组成，可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

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及授时服务 [1]。北斗系统主要由北

斗一号、二号、三号系统组成，具备抗遮挡能力强、多

频点信号组合等特点，具有实时高精度定位、导航、授

时、短报文通信等多种服务能力。2020 年，我国建成

北斗三号系统，标志着北斗全球服务能力的提升，可面

向全球用户提供服务。

2 北斗卫星系统在海事监管及应急搜救中的应用

目前海事安全监管主要依靠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VTS）进行，船舶交通管理主要利用雷达信号系统、

AIS 系统、电子海图系统、CCTV 系统及甚高频通信系

统（VHF）进行交通组织及安全监管，但在一些具体工

作中仍存在着不足 [2]。

一是监控范围受限制，通过 AIS、CCTV、雷达、

VHF 技术对船舶进行监控的有效作用范围受到基站信

号发射范围的约束。二是目前我国船舶使用的 AIS 设备

中的定位系统基本都使用 GPS 系统进行船舶定位，由

于 GPS 系统由美国掌控，存在信号被切断的风险，将

会给船舶的航行安全带来不可控的因素。三是当事故发

生时，受到气象环境和基站作用范围的影响，存在无法

准确定位船舶位置及无法正常通信的现象，大大降低了

搜救成功的概率。

2.1 船舶交通监管领域应用

（1）北斗系统与 AIS 系统的一体化应用。通过将

北斗系统与 AIS 信号相结合，北斗终端设备可以将船舶

的 AIS 动态信息实时通过北斗系统发送至接收基站，有

效解决了 AIS 岸基接收基站覆盖范围不足的问题，提高

了船舶水上安全监管和航行的效率。

（2）北斗系统与 GIS 系统等融合，实现船舶的统

一指挥及调度。船舶交通管理中心通过融合 GIS 系统与

船载北斗终端，利用北斗系统的通播功能，将船舶位置、

行驶速度等状态信息在 GIS 系统中实时显示，可实时高

效的监控船舶位置及状态 [3]。 海事执法船舶、港内作业

船舶、客汽渡船舶、危险品船舶等重点船舶在安装北斗

终端设备后可以有效解决辖区船舶位置实时监控及船岸

通信等相关问题，大大提高了海事监管效率。

2.2 水上搜救领域应用

基于北斗短报文通信的船舶应急搜救系统可快速实

现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 (BD-EPIRB) 的位置信息获取，

进一步缩短搜救反应间歇，提高搜救成功率。当船舶发

生险情时，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BD-EPIRB） 落水

后立刻自动被激活，也可手动激活。激活后，将通过北

斗短报文向国家应急搜救中心发送船舶遇险求救信息，

信息的主要内容包括船舶识别号、位置、船员等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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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遇险信号经北斗卫星传输至北斗主控站 [4]。当主控

站接收后到遇险求救信号后，既可以通过出站信号经过

卫星链路传输至国家应急搜救中心，也可通过北斗地面

专网传输至国家应急搜救中心，搜救中心接收并解析遇

险求救信息，并转发到距离遇险位置最近的应急搜救中

心实施救援。

3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

3.1 存在的问题

3.1.1 船舶应用领域有待推广

船载北斗系统尚未大规模安装应用。GPS 导航系统

经过多年推广应用，其产品的覆盖度、民众的了解度及

其相关产品的研发及技术成熟度已经非常高，市场推广

度高，而北斗系统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导航系统，投入

使用时间较短，民众对北斗系统地了解程度较低，产品

的覆盖广度及深度还不够，产业培育仍处于初级阶段。

3.1.2 政策法规不够完善 

（1）由于我国北斗系统发展起步较晚，投入运行

时间较短，仍缺乏国际化应用服务标准体系。现阶段使

用的船舶 AIS 系统、水上交通管理系统（VTS）等涉及

实时定位的系统都是基于 GPS 系统开发的，因此北斗

系统在航运上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 

（2）相关标准建设滞后。现阶段我国仍缺乏针对

北斗系统的建设、运行、应用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在民

用服务领域推广应用相关标准依然是空白。

3.1.3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需完善

与 GPS 系统相比，北斗系统的芯片价格相对较高、

功耗及体积仍然较大，导致北斗应用产品在市场上不占

优势。具体表现在：一是国内相关产品研发及生产的公

司对北斗系统的核心部件的制造水平和关键技术掌握程

度不高。二是与国外企业相比，国内在基带、射频芯片

等相关产品研发、生产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3.2 改进对策

3.2.1 加强政策倾斜 

（1）政府应大力推广北斗系统在民用领域的应用，

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对相关企业进行政策扶持，在航

运领域应对安装船载北斗终端的船舶进行财政补贴，降

低安装费用，以提高对北斗船载终端使用的积极性。

（2）海事管理部门应修订《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

验技术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

发证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强制要求在国内注册及建

造的船舶都应配备船载北斗终端，对于前期已配备 GPS

终端船载设备的船舶，应在船舶年度检验时更换为北斗

卫星终端设备，并要求船员都应具备熟练使用北斗卫星

导航设备的能力。 

（3）政府应加快北斗卫星系统标准建设，进一步

规范北斗卫星系统相关应用设备的建设和管理，完善北

斗卫星系统在民用领域应用的标准体系。 

3.2.2 加快技术创新

应加快构建北斗系统产业体系建设，突破北斗基带、

射频芯片等相关核心技术，提升研发水平及相关制造工

艺，大力扶持北斗卫星应用系统制造企业，实施北斗产

业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和核心技术的国产化，为北斗卫

星系统的产业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海事监管、船

舶安全航行、港口综合调度等提供高精度、高效的定位、

导航和助航服务。

4 结语

随着北斗系统及其相关产业的高速发展，北斗系

统所具有的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及短报文等方面的

优势正逐步凸显，北斗系统应用推广覆盖面将会越来越

广，北斗系统与海事现有监管系统的融合度将会进一步

加强，在海事监管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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