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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遇险搜救综合通信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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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我国海上搜救应急反应的调度、指挥能力，利用现代通信、计算机、计算机电信合成
（ＣＴＩ）等技术，实现了海上遇险搜救综合通信系统。该系统采用程控调度交换和无线电台适配的方
案，使用无线电台适配器将无线通信转换为有线通信，再通过程控交换机将各级海上搜救中各类卫
星、语音电话、视频系统等异构终端综合互联，实现有线通信系统与无线通信系统的无缝连接，从而
为值班和搜救指挥人员提供专业、便捷的通信、操作手段，提高指挥判断的准确性和效率。
关键词：海上应急搜救；海上遇险搜救通信系统；无缝连接；程控交换；无线电台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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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ｓ

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ＤＳＳ）自１９９９年２月１日正
式实施以来，在遇险报警、现场通信、搜救协调通信、
紧急与安全通信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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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ＧＭＤＳＳ的实施，１９９１年国家计委拨专项经费用
于建设中国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工程，涉及国际海
事卫星通信系统（ＩＮＭＡＲＳＡＴ）、低极轨道搜救卫星
（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报警测位系统、地面无线电通信系
统、陆上搜救协调通信网、奈伏泰斯（ＮＡＶＴＥＸ）系统
和船舶报告系统［１］。目前，我国已经建设完成海上
遇险和安全通信系统，以及沟通中国海上搜救协调
中心（ＭＲＣＣ）和各直属局海上搜救分中心（ＭＲＳＣ）的
海事信息主干网，包括船舶管理系统、船员管理系
统、船载客货系统、通航管理系统、船舶交通管理系
统（ＶＴＳ）、船舶自动识别系统（ＡＩＳ）、船舶报告系统等
与海事应急搜救指挥相关的信息系统［２］。因此，我
国海上搜救应急反应及处理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
高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不过，在上述系统中，现有各种地面通信设备的
兼容性较低，难以统一协调、综合使用，操作人员往
往只熟练使用其中某个设备，缺少协调操控整个系
统的综合素质，从而影响了海上事故应急反应的整
体效率。针对这个问题，文献［３］提出了协调性通信
的思想，对ＧＭＤＳＳ地面系统模拟器的研发具有借鉴
意义。在文献［４］中，作者提出了船舶信息综合系统
的设想，该系统以在船上设一台服务器为核心，把船
上所有信息存储在服务器中，其中既包括现有的船
舶各种自动化装置运行中的实时数据，这些数据经
过一定的处理后存入服务器中。同时把船舶日常管
理所需要的各种数据也以数据库的格式存入服务
器，实现两种不同数据集成，从而使船舶实现高度信
息化，为船舶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信息集成与
综合。文献［５］设计了一种基于信息融合技术的航
运智能运输系统（ＭＩＴＳ），采用智能信息融合技术，对
各系统的数据进行智能处理，提供智能决策支持，以
提高运输效率、保障航运安全。为了进一步解决这
个问题，通过程控交换机的有线接口与公用电话网
进行连接，实现有线报警电话的接入。通过无线电
台适配器的无线接口与无线电台的手柄连接实现无
线转有线，再通过无线电台适配器的有线接口与程
控交换机的有线接口连接，最终实现无线系统接入
至有线系统。座席系统综合各种数据和语音信息，
将原先分散的各种端站、语音电话集成到统一的接
入平台上，通过数据、语音、视频控制一体化的操作
座席，为指挥人员提供专业、便捷的值班和应急指挥
手段。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２部分给出了海
上遇险搜救综合通信系统的设计方案；第３部分对
其主要部分进行了具体设计实现；第４部分给出了
系统测试结果；第５部分总结了全文。

２ 海上遇险搜救综合通信系统
２ ．１ 系统结构

目前，各搜救中心使用的通信设备包括有线通
信设备、无线通信设备和视频通信设备。其中，有线
通信设备包括１２３９５专线、１１０专线、抗震救灾专线、
传真专线、海事卫星电话专线、电传机专线，以及海
事局办公电话等。用户单位利用现有有线通信设备
实现专线电话报警受理、电传收发、办公电话通信
等。无线通信设备包括ＭＦ ／ ＨＦ ／ ＶＨＦ电台及ＤＳＣ、
ＳＳＢ ／ ８００Ｍ ／ １１０电台等。ＭＦ ／ ＨＦ ／ ＶＨＦ电台作为主要
的无线通信设备，用户单位利用现有ＤＳＣ对ＭＦ ／
ＨＦ ／ ＶＨＦ电台进行选台选频、收发音量调节操作，实
现调度值班员对ＶＨＦ１６频道报警话音的监听及临
时通话、与遇险船只的无线通话、接收ＮＡＶＴＥＸ航情
报文、查看ＤＳＣ遇险报文等。此外，用户单位有时
会利用ＳＳＢ ／ ８００Ｍ ／ １１０电台进行选定频道的无线通
话。视频通信设备包括ＣＣＴＶ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无线视频传输系统。用户单位通过现有的ＣＣＴＶ闭
路电视监控系统进行港口、码头等现场视频监控，通
过综合无线视频传输系统和ＣＣＴＶ闭路电视监控系
统，实现遇险船只现场图像监控。

图１所示为本文设计的海上遇险搜救综合通信
系统，它综合了ＧＭＤＳＳ中海事卫星、甚高频（ＶＨＦ）
电台、数选值班台（ＤＳＣ）、ＮＡＶＴＥＸ、窄带直接印字电
报（ＮＢＤＰ）等设备，既可以实现１２３９５专线、搜救值
班电话、其他普通电话、传真等有线通信手段的接
入，又实现了中频／高频／（ＭＦ ／ ＨＦ）、ＶＨＦ等无线通信
手段的接入，并可以完成ＤＳＣ报文、ＮＢＤＰ报文和
ＮＡＶＴＥＸ报文的接收和解析以及各类语音通信的实
时自动录音，提供录音查询、调用，从而实现了海上
应急搜救工作的统一调度和指挥。在该通信系统
中，用户单位现有的有线、无线通信设备均由Ｈ２０ －
２０交换机提供综合接入接口；由调度台提供多种调
度界面，包括语音接警及指挥调度、报文电传调度、
传真调度、视频浏览控制等；由传真／录音／报文电传
服务器提供传真服务、录音服务，以及传真、录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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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电传的数据暂存管理。由第三方应用软件发起语
音报警、ＤＳＣ遇险报文、传真报警的警情关联申请，
由传真／录音／报文电传服务器向第三方应用软件提
供相关的数据访问服务。

图１ 海上遇险搜救综合通信系统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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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通信设备和操作终端适配接入
目前通用的适配接入方案是通过一套综合业务

平台将不同通信系统进行集成连接，综合业务平台
通过有线接口连接有线报警电话，通过无线接口连
接无线报警电台。这种方案连接有线报警电话不存
在问题，但连接无线电台时会出现电台接口与综合
业务平台接口不匹配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用户的现
有电台存在产品型号、接口类型的差异。另一方面，
为了满足日常值班的需要，在值班员桌面上通常摆
放着多部１２３９５电话机、传真机、１１０电话机、ＶＨＦ电
台、渔业电台等多种类型的终端，多种复杂终端给值
班员的操作带来了较大的不便，直接影响到值班员
的接触警效率。如何将值班员桌面上的各类终端融
合到集成化的值班座席，并实现一键式操作是整个
应急通信融合接入、统一指挥调度的综合体现。

如图２所示，本文采用程控交换机和无线电台
适配器的方案，对有线报警电话和无线报警电台进
行无缝集成融合。这个方案既能满足有线电话的接
入，又能适应用户现场各种无线电台的接入，实现了
各类操作终端的适配连接。

图２ 通信设备和操作终端的适配接入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３ 系统各主要部分的设计与实现
海上遇险搜救综合通信系统利用程控调度交换

机Ｈ２０ － ２０和无线电台适配器来实现有线通信系统
与无线通信系统的无缝集成融合，并具有报文接收
和解析、ＧＭＤＳＳ系统接入、语音通信自动录音的能
力。下面详细介绍各部分的设计实现过程。
３ ．１ Ｈ２０ － ２０交换机

Ｈ２０ － ２０交换机通过环路启动中继板或２Ｍ数
字中继板（ＬＳ ／ ２Ｍ）为１２３９５专线／ １１０专线／抗震救
灾专线／传真专线／海事卫星电话专线提供接口；提
供Ｕ口２Ｂ ＋ Ｄ数字调度板（ＤＤＵ），用于连接调度台
的Ｕ口２Ｂ ＋ Ｄ数字接口板（ＡＤＩＢ）或ＲＡ的Ｕ口２Ｂ
＋ Ｄ数字接口板（ＲＤＩＢ），从而为ＳＳＢ ／ ８００Ｍ ／ １１０电
台、ＭＦ ／ ＨＦ ／ ＶＨＦ电台、电传机提供接口；通过ＤＤＵ
板为调度台提供接口；通过模拟用户板（ＡＬＵ）为传
真服务器、海事局办公电话提供接口；通过录音用户
板（ＲＣＵ）为录音服务器提供接口。

其分层结构如图３所示，包括物理层、链路层和
应用层。在调度台／ ＲＡ一侧，物理接口由Ｕ口２Ｂ ＋
Ｄ数字接口板（ＡＤＩＢ ／ ＲＤＩＢ）提供；在Ｈ２０ － ２０交换
机一侧，物理口由ＤＤＵ提供。ＤＤＵ板与ＡＤＩＢ ／ ＲＤＩＢ
板之间可通过音频电缆实现连接，环路距离可达
４ ．３ ｋｍ。当调度台或ＲＡ与Ｈ２０ － ２０交换机之间的
距离超过４ ．３ ｋｍ时，可通过Ｕ口延伸设备和数字传
输网络实现Ｕ口延伸。

图３ ２Ｂ ＋ Ｄ数字用户通信技术
Ｆｉｇ．３ ２Ｂ ＋ 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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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无线电台适配器
如图１所示，１２３９５专线、抗震救灾专线、值班电

话、办公电话等有线通信手段直接通过标准的ＬＳ环
路中继或２Ｍ数字中继与调度交换机互联，实现相
关电话的接入，并通过值班坐席进行电话综合调度。
而无线通信手段需要通过ＲＡ连接ＳＳＢ ／ ８００Ｍ ／ １１０
电台、ＪＲＣ电台来实现无线转有线话音通信、按讲
（ＰＴＴ）控制以及调度台针对ＪＲＣ电台所进行的选台
选频控制、ＮＡＶＴＥＸ航情报文接收、ＤＳＣ遇险报文接
收和确认等。

ＲＡ的一端与电台／具有ＲＳ － ２３２接口的电传机
设备相连接，另一端与Ｈ２０ － ２０交换机的ＤＤＵ板相
连接。ＲＡ在与ＳＳＢ ／ ８００Ｍ ／ １１０电台相连接时，需要
提供话音及ＰＴＴ接口；在与ＭＦ ／ ＨＦ ／ ＶＨＦ电台相连
接时，需要提供话音接口、ＰＴＴ接口以及ＲＳ － ２３２接
口。针对海事应急辅助指挥系统试点工程的需求，
ＲＡ提供以下功能：电台话音接口阻抗匹配、初始化
报告、在线状态报告、活动语音检测、收发音量控制、
活动语音检测灵敏度控制、主动被监听、通话结束自
动释放、话音输出接口、ＰＴＴ控制、ＲＳ － ２３２接口波
特率设置、供电方式、状态指示及外部接口等。

ＲＡ的功能框图如图４所示。它由ＣＰＵ控制
器、电源模块、Ｕ接口、ＰＴＴ控制接口、ＲＳ － ２３２接口、
阻抗匹配处理、收发音量调节、话音输出接口、活动
语音检测等组成。ＣＰＵ控制器是ＲＡ的控制核心。
阻抗匹配处理对ＲＡ所接电台的音频收发线连接进
行接口阻抗匹配，使话音接口阻抗符合６００Ω标准。
ＲＡ采用外接２２０ Ｖ交流整流器转５ Ｖ直流（ＤＣ）的供
电方式，电源模块接受５Ｖ ＤＣ供电，并为其他电路
提供所需的二次电源。

图４ ＲＡ的功能框图
Ｆｉｇ．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ｂｌｏｃ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ａｄｉｏ ａｄａｐｔｅｒ

ＲＡ通过背板提供ＲＪ － １１插座用于Ｕ口连接，
提供Ｄ９插头用于ＲＳ － ２３２串口连接，提供Ｄ９插座

用于电台音频收发和ＰＴＴ控制线连接，提供３ ．５ ｍｍ
双声道音频插座用于有源音箱连接，提供直流电源
插座用于外置５Ｖ ＤＣ电源连接。
３ ．３ 报文接收和解析

如图５所示，报文服务器通过不同的调用接口
分别与传真服务器、录音服务器、报文电传服务器、
调度台、第三方应用软件进行通信。报文电传服务
器通过报文服务器接收来自调度台的ＮＡＶＴＥＸ航情
报文、ＤＳＣ遇险报文、电传，对数据提供暂存及提取
管理。

图５ 报文服务器调用接口的连接关系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ｓｅｖｅｒｓ

报文服务器利用传真服务调用接口、录音服务
调用接口、报文电传服务调用接口、调度台应用服务
调用接口，从传真服务器、录音服务器、报文电传服
务器、调度台获得相关的数据或服务，并向第三方应
用软件接口提供相关的调用服务，用于警情关联处
理或控制调度台实现呼叫。
３ ．４ ＧＭＤＳＳ系统接入

为了支持调度指挥相关功能，还需要提供
ＧＭＤＳＳ系统中关于海事卫星、ＶＨＦ、ＤＳＣ、ＮＡＶＴＥＸ、
ＮＢＤＰ等设备的接入，如图６所示。

图６ ＧＭＤＳＳ系统的设备接入
Ｆｉｇ．６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ＧＭＤＳＳ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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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海事卫星地面站、ＶＨＦ、ＤＳＣ、ＮＡＶＴＥＸ、
ＮＢＤＰ电台也是通过ＲＡ接入Ｈ２０ － ２０交换机系统。
ＲＡ的一端通过音频电缆与Ｈ２０ － ２０交换机的ＤＤＵ
板相连接，另一端通过专用电缆组件与电台的音频
收发线、ＰＴＴ控制线以及ＲＳ － ２３２接口相连接，或与
具有ＲＳ － ２３２接口的电传机相连接。
３ ．５ 自动录音系统

采用计算机电信合成（ＣＴＩ）技术的网络应用平
台可以实现值班台通话的实时录音，这种增强的录
音方式保留了数字录音系统的优点，同时又得到
ＣＴＩ平台强大功能的支持。由于采用了分布式网络
平台，新一代的录音系统除了支持数字录音质量以
外，还提供了多点互连、远程查询、接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互
联呼叫中心、集成第三方系统等众多优势。录音系
统的结构示意图和主界面分别如图７和图８所示。

图７ 录音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图８ 录音系统的主界面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单套自动录音系统可支持１２８路同时录音、支
持多个录音磁盘循环录音，可按压控、音控以及码控

等不同的方式启动录音，磁盘满后自动切换到下一
磁盘，具有远程ＦＴＰ同步备份功能和全自动备份功
能，可以将录音自动备份到其他磁盘、进行自动磁盘
管理功能，能够删除存放时间过长的录音记录，并当
录音空间不足时自动删除最旧的录音。

４ 系统测试结果
此部分对所设计实现的海上遇险搜救综合通信

系统进行了测试，并给出了相关结果。
４ ．１ 基本功能测试及结果

为测试本系统的基本功能，我们分别在浙江和
海南进行了船舶测试。测试环境：晴朗、大雾、小雨、
中雨、雷阵雨等天气情况；有无无线频率干扰情况；
没有障碍物、有大量船舶、有岛屿、有堤坝等海面直
线障碍物的情况；接收天线离海面的高度２ ～ １５ ｍ；
终端佩带于肩膀上、漂浮于海面上、举在手上等情
况。该系统的基本功能测试及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基本功能测试及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

序号 功能测试内容 测试结果
１ 自动叫醒 回叫 转接 已实现
２ 呼叫转移 呼叫保持 保持／交

替通话 已实现
３ 呼出限制 预占 呼叫等待 已实现
４ 预占接听 直接代答 同组代答 已实现
５ 免打扰 区别振铃音三方呼叫已达到预

期目标
６ 会议电话 热线电话 缩位拔号 已实现
７ 强插 强插保护 呼叫搁置 已实现
８ 遇忙排队 呼叫筛选 寻线组 已实现
９

恶意呼叫
追踪 来电显示 一机双号 已实现

１０
中继呼叫
定时拆线

自动语音
应答 语音广播 已实现

１１
全网集中话
务台服务 数据通信 已实现

从表中可知，该系统的各项基本功能都达到了
要求，实现了将现有海上１２３９５电话、移动电话、
ＶＨＦ电台、渔业电台综合到同一个通信平台，将有
线电话、传真、无线通话等业务集成到同一值班坐席
综合处理，简化了操作员的桌面终端，提高了操作员
的操作效率，避免了操作失误。值班员的桌面只需
要摆放一台显示器及１ ～ ２部普通电话机就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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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无线、传真等多种报警业务的综合处理，并且
每个值班座席具有来电管理、快捷拨号、电话会议、
电话录音等功能。
４ ．２ 图像视频传输测试

图像视频传输测试由海上无线图像传输测试、
陆上视频传输测试以及海陆间实时传输测试组成。
测试结果表明，海事巡逻船和救助船舶可实现从测
试海区到ＭＲＣＣ及各ＭＲＳＣ的现场图像信号传输。
在烟台成山头的测试中，ＶＴＳ铁塔安装无线基站，巡
逻船配置一台无线船载站，可实现巡逻船现场图像
信号经无线移动系统到成山头无线基站的传输，再
通过成山头ＶＴＳ与烟台ＭＲＳＣ间的专线，进一步实
现了图像传输到烟台ＭＲＳＣ的任务。

测试结果还表明，本文所设计的海上遇险搜救
综合通信系统充分利用了程控调度交换机的可靠性
及无线电台适配器具有电台阻抗匹配调节及活动语
音自动检测的特性，能适应用户现有的各种型号电
台，并能将无线电台的语音及ＰＴＴ控制信号无缝连
接到有线通信系统上。

本系统与现有的其他系统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１）充分利用程控调度交换机系统的可靠性及电话
调度功能的灵活性，能最大程度满足应急指挥调度
的各项电话功能；（２）无线电台适配器具有电台阻抗
匹配调节及活动语音自动检测的特性，能适应用户
现有的各种型号电台，并能将无线电台的语音及
ＰＰＴ控制信号无缝融合到有线电话系统；（３）集成化
值班坐席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具有电话、电子传真、
无线电台通话、电话录音的综合业务处理功能。

５ 结束语
针对目前各级海上搜救中心多种通信手段并存

的情况，本文设计并实现了海上遇险搜救综合通信
系统，可以将海上应急搜救领域使用的不同类型、基
于不同技术体系和通信协议的通信设备和各类数字
电传设备统一接入，实现了对无线电台的调度通话、
频选控制以及对数字电传报文的接收解析等功能，
并将原本分散的各类操作终端集成到一个操作座席
上，有效使用了各种海上及岸上可用的通信资源和
人力资源，从而实现了海上遇险船舶与搜救中心之
间的立体化、全天候搜救通信以及海上搜救行动的
综合指挥调度。测试结果验证了系统的有效性和可
靠性。

参考文献：
［１］ 唐信源，邓洪章，郑作雄．中国海事搜救通信发展策略

［Ｊ］．中国航海，２０００，４６（１）：４９ － ５３．
ＴＡＮＧ Ｘｉｎｙｕａｎ，ＤＥＮＧ Ｈ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Ｇ Ｚｕｏｘｉｏｎｇ．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ＳＡ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Ｎａｖｉ
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０，４６（１）：４９ － ５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章剑．船舶自动识别系统（ＡＩＳ）装船和检验要求［Ｊ］．
上海造船，２００６，６６（２）：３０ － ３２．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ＩＳ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Ｊ］．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ｉｐ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２００６，６６（２）：
３０ － ３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李建民，李红喜． 海上遇险时地面系统中各方通信的
协调性［Ｊ］．中国航海，２０１０，３３（２）：８ － １２．
ＬＩ Ｊｉａｎｍｉｎ，ＬＩ Ｈｏｎｇｘｉ ．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ｒｄ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ｔ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Ｊ］． Ｎａｖｉｇ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３３（２）：８ － 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孟宪尧，尚新宇． 船舶发展的新目标———信息集成和
综合［Ｊ］．世界海运，２０００（５）：８ － １０．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ｙａｏ，ＳＨＡＮＧ Ｘｉｎｙｕ．Ｎｅｗ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Ｓｈｉｐ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Ｊ］． Ｗｏｒｌｄ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２０００（５）：８ － １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黄洪琼，汤天浩，金永兴．基于信息融合的船舶智能运
输系统［Ｊ］．上海造船，２００８，６６（１）：５０ － ５２．
ＨＵＡＮＧ Ｈｏｎｇｑｉｏｎｇ，ＴＡＮＧ Ｔｉａｎｈａｏ，ＪＩＮ Ｙｏｎｇｘｉｎｇ． 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Ｊ］．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ｉｐ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２００８，６６（１）：５０ － ５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作者简介：
贺丽阳（１９８９—），男，湖南株洲人，２０１１获学士学位，现为硕

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无线认知电网、无线通信网络的研究。
ＨＥ Ｌｉｙａｎｇ ｗａ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 １９８９．

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ｈｅ Ｂ． 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２０１１． Ｈｅ ｉｓ ｎｏｗ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
ｄｅｎｔ ． 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ｏ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ｍａｉｌ：ｈｌｙａｎｇ－ １２＠１６３． ｃｏｍ
陈永剑（１９７５—），男，安徽宣城人，２００６年于北京理工大

学获硕士学位，现为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通信网络、
应急指挥、船舶动态监管、海上搜救；

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ｊｉａｎ ｗａ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Ｘｕａｎｃｈｅｎｇ，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
１９７５． 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ｈｅ Ｍ． 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１９９７． Ｈｅ ｉｓ ｎｏｗ ａ ｓｅｎｉ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 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ｏｍｍａｎｄ，ｓｈｉｐ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ｎｉ
ｔｏｒｉｎｇ，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ｓｃｕｅ．

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ｙｏｎｇｊｉａｎ＠ｐｄｉｗｔ． ｃｏｍ． ｃｎ
马晓峰（１９８０—），男，辽宁营口人，２００３年于北京理工大

学获学士学位，现为工程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通信网络、应急
指挥、船舶动态监管、海上搜救。

ＭＡ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ｗａ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Ｙｉｎｇｋｏｕ，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
１９８０． 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ｈｅ Ｂ． 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２００３． Ｈｅ ｉｓ ｎｏｗ 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ｏｍｍａｎｄ，ｓｈｉｐ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ｓｃｕｅ．

Ｅｍａｉｌ：ｍａ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ｐｄｉｗｔ． ｃｏｍ． ｃｎ
·６７５１·

ｗｗｗ． ｔｅｌｅｏｎｌｉｎｅ． ｃｎ 电讯技术 ２０１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