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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和意义

海上遇险情况频繁

随着海上活动的增加，海上遇险事件

频繁发生，对遇险目标的快速定位和

救援至关重要。

漂移影响搜寻难度

海上遇险目标受到海流、风等环境因

素的影响，会发生漂移，增加了搜寻

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搜寻区域优化重要性

通过优化确定搜寻区域，可以提高搜

寻效率，减少搜救资源的浪费，对海

上救援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在海上遇险目标漂移预测、
搜寻区域确定等方面已有较为成
熟的研究，形成了多种方法和模

型。

国外研究现状
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
发展迅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不
断发展，未来海上遇险目标漂移与
搜寻区域优化确定将更加智能化、
精准化。

发展趋势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目的和内容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深入分析

海上遇险目标漂移规律，优化确定搜

寻区域，提高海上救援效率。

研究内容

分析海上遇险目标漂移影响因素及规

律；

优化确定搜寻区域方法及算法研究；

通过实例验证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

效性。

建立海上遇险目标漂移预测模型；



海上遇险目标漂移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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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货轮、油轮、渔船等，
具有较大的体积和质量，
漂移速度较慢。

船舶 人员 航空器

落水人员、救生艇乘客等，
体积小，易受到海流和风
向的影响。

飞机、直升机等，在海上
遇险后可能产生碎片，漂
移轨迹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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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遇险目标类型及特点



海流

海流是影响海上遇险目标漂移的

主要因素，不同海域、不同季节

海流速度和方向可能发生变化。

风

风对海上遇险目标的漂移也有一

定影响，尤其是强风天气下，影

响更为显著。

浪

海浪对小型目标和人员的影响较

大，可能导致目标在波浪中上下

浮动。

漂移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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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数据的统计预测

利用历史海流、风、浪等观测数据，结合遇险目标

的类型和特点，进行统计分析和预测。

基于人工智能的预测

利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

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和学习，建立预测模型

进行漂移轨迹预测。

基于物理模型的预测

通过建立海流、风、浪等物理模型，结合遇

险目标的物理特性，进行漂移轨迹预测。

漂移轨迹预测方法



搜寻区域优化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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