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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短报文技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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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旨在为全球用户
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

北斗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其中空间段包括多颗地球静止轨
道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中圆地球轨道卫星。

北斗系统具备全球覆盖能力，可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公共安全、灾害监测、农业、
林业等领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简介



短报文通信是指通过卫星导航系统传递简短文
本信息的技术，其基本原理是将文本信息编码
为数字信号，然后通过卫星信号进行传输。

在北斗系统中，短报文通信主要利用北斗卫星
的L频段信号进行信息传输，用户可以通过北斗
终端发送和接收短报文信息。

短报文通信具有覆盖范围广、通信成本低、信
息传输可靠等优点，但也存在传输速率慢、信
息量小等局限性。

短报文通信技术原理



北斗短报文通信采用扩频通信原理，具

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和较高的通信可靠

性。

高可靠性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备全球覆盖能力，

使得北斗短报文通信可以实现全球范围

内的信息传输。

全球覆盖

相对于其他卫星通信方式，北斗短报文

通信具有较低的通信成本，适合大规模

应用。

低成本

北斗短报文通信的时延较短，可以满足

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需求。

短时延

北斗短报文技术特点与优势



虚拟航标概念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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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航标是一种基于现代导航技术和信息技术，通过电子手段在海洋、内河等水域设置的具有助航功能的标识。

它不同于传统实体航标，无需实际建设，而是通过电子信号或数字信息等方式为船舶提供导航服务。

定义

根据设置方式和功能，虚拟航标可分为电子海图航标、AIS虚拟航标、雷达虚拟航标等。其中，电子海图航标通

过电子海图系统显示；AIS虚拟航标利用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广播虚拟航标信息；雷达虚拟航标则通过雷达图像处

理技术实现。

分类

虚拟航标定义与分类



01 02 03

虚拟航标能够实时、准确地为船舶提供导

航信息，帮助船舶在复杂水域和恶劣天气

条件下安全航行，减少搁浅、碰撞等事故

风险。

提高航行安全

通过虚拟航标的引导，船舶可以更加高效

地规划航线、避开危险区域，从而节省航

行时间和成本。

提升航行效率

虚拟航标无需实体建设，不仅节省了建设

成本和维护费用，还有助于减少对传统实

体航标的依赖，降低对海洋环境的破坏和

污染。

环保节能

虚拟航标在航海领域的应用价值



我国虚拟航标技术起步较晚，但近年

来发展迅速。目前，我国已在部分沿

海和内河水域成功应用了虚拟航标技

术，如长江口深水航道、黄浦江等水

域。同时，相关法规和标准也在不断

完善中。

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虚拟航标技术研究

和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例如，美

国海岸警卫队（USCG）已广泛应用

AIS虚拟航标；欧洲一些国家也积极

推广雷达虚拟航标技术。

随着导航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

虚拟航标将朝着更高精度、更广覆盖、

更智能化方向发展。未来，虚拟航标

将与实体航标相互补充，共同构建更

加完善的航海保障体系。同时，随着

5G、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虚拟航

标的设置和管理将更加便捷高效。

国内发展现状 国外发展现状 发展趋势

国内外发展现状与趋势



北斗短报文技术在虚拟航
标中的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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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设计思路

02

实现方法

基于北斗短报文技术，构建虚拟航标系统，实现航标信息的实时传输

和处理。

通过北斗卫星接收航标位置信息，将航标状态、位置等信息编码为短

报文，通过北斗卫星通信网络传输至用户终端，实现航标信息的实时

共享和监控。

系统架构设计思路及实现方法



01

关键技术问题

02

北斗短报文通信的可靠性和

稳定性；

03

航标信息的实时性和准确性

；

关键技术问题与解决方案探讨



关键技术问题与解决方案探讨

01

系统安全性和抗干扰能力。

02

解决方案探讨

优化北斗短报文编码和解码算法，提高通信效率和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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