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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信息技术概述



20世纪50-60年代，船舶通信主要依靠无线电报和电话，
信息技术处于萌芽状态。

初期阶段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兴起，船舶开始尝
试使用计算机进行导航、气象等信息的处理，信息技术逐
渐得到应用。

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网络技术、通信技术、传感器技
术等飞速发展，船舶信息技术进入成熟阶段，实现了船舶
运行、管理、安全等方面的全面信息化。

成熟阶段

船舶信息化发展历程



现状
当前，船舶信息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船舶导航、通信、气象、水文、安全监控等

领域，实现了船舶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和远程控制。同时，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在船舶信息技术中的应用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趋势

未来，随着物联网、5G通信、区块链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船舶信息技术将朝着

更加智能化、自动化、安全化的方向发展。同时，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提高，绿

色、环保的船舶信息技术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

船舶信息技术现状及趋势



船舶导航

通过GPS、北斗等卫星

导航系统，实现船舶的

精确定位和导航。

通过卫星通信、移动通

信等手段，实现船舶与

陆地之间的实时通信。

通过气象卫星、海洋浮

标等获取实时气象水文

信息，为船舶航行提供

安全保障。

通过AIS（自动识别系统）

、VTS（船舶交通管理

系统）等技术手段，对

船舶运行状态进行实时

监测和远程控制，确保

航行安全。

通过信息化手段对船舶

运行数据进行采集、分

析和处理，提高船舶运

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船舶通信 安全监控 船舶管理气象水文

船舶信息技术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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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通信技术基础



03

长波、中波、短波、超短波和微波通信

不同波段的电磁波具有不同的传播特性和适用范围。船舶通信

常用中波和短波进行远距离通信。

01

模拟通信和数字通信

模拟通信传输模拟信号，数字通信传输数字信号。两者在信号

形式、传输方式、抗干扰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

02

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

有线通信通过线缆传输信号，无线通信通过电磁波传输信号。

船舶通信主要采用无线通信方式。

通信技术原理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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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卫星进行中继的通信方式，具有覆盖范围广、

通信质量稳定等优点，是现代船舶远距离通信的

主要手段。

卫星通信

用于船舶近距离通信，如港口、航道内的船舶间

和船岸间的通信。

甚高频（VHF）通信

一种基于GPS定位技术的船舶自动识别和动态监

控系统，有助于提高船舶航行安全和交通效率。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

船舶通信技术应用现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船舶通信

技术将更加智能化，实现自适应、自组织、

自修复等功能。

智能化

随着5G等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未

来船舶通信技术将实现更高速度的数据传

输和更低的时延。

高速化

未来船舶通信技术将实现与导航、雷达等

系统的集成，形成综合一体化的船舶信息

系统。

集成化

针对网络安全问题，未来船舶通信技术将

加强安全防护措施，保障通信数据的机密

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安全化

船舶通信技术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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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导航与定位技术



船舶导航与定位技术主要依赖于

测量船位和航向、航速等参数，

通过处理和计算这些信息，为船

舶提供准确的航线和位置信息。

原理

根据测量原理和使用设备的不同，

船舶导航与定位技术可分为天文

导航、无线电导航、卫星导航、

惯性导航等多种类型。

分类

导航与定位技术原理及分类



船舶导航与定位技术应用现状

• 天文导航：利用天体（如太阳、月亮、星星等）作为导航信标，通过观测天体
高度角和方位角来确定船位。由于观测精度受到天气和时间等因素的限制，现
代船舶已较少采用。

• 无线电导航：利用无线电波传播特性进行导航定位。包括罗兰C、奥米伽、台
卡等系统。这些系统具有全球覆盖、定位精度较高等优点，但需要地面无线电
导航台的支持，且易受到电磁干扰。

• 卫星导航：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导航定位。目前广泛应用的卫星导航系统有
美国的GPS、俄罗斯的GLONASS、欧洲的Galileo和中国的BDS等。卫星导航
系统具有全球覆盖、定位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已成为现代船舶导航
与定位的主要手段。

• 惯性导航：利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等惯性元件测量船舶的角速度和加速度，经
过积分运算得到船舶的位置和航向信息。惯性导航系统具有自主性、隐蔽性和
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但长时间使用会产生累积误差，需要与其他导航系统组
合使用以提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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