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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分析了现代信息技术———ＥＣＤＩＳ、３Ｓ技术、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技术在 海 道 测 量 领 域 的 应 用 与 发 展 现 状，旨 在 对

未来海道测量领域的信息化建设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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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当代测绘科学技术

已从数字化测绘向着信息化测绘过渡，在其学科发

展中呈现 出 知 识 创 新 和 技 术 带 动 能 力。它 已 成 为

一门利用航天、航空、近地、地面和海洋平台获取地

球及其外层空间目标物的形状、大小、空间位置、属

性及其相互关联的学科，极大的促进了与地球空间

信息获取 与 应 用 相 关 学 科 的 交 叉 和 融 合。现 代 测

绘科学技术 学 科 的 社 会 作 用 和 应 用 服 务 范 围 正 不

断扩大，测绘 的 重 要 作 用 日 益 突 出、应 用 领 域 越 来

越广泛，经济社会对测绘管理和保障服务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

２　海洋信息技术対海道测量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在海洋测

量中目前已基本摒弃了传统的无线电定位手段，大

量采用ＧＰＳ所衍生的各 种 形 式 的 定 位 方 式。基 于

ＧＰＳ测速的基本原理，采用单点定位、无线电信标

差分ＧＰＳ和ＲＴＫ　ＧＰＳ等模式，研究运动物体速度

测量的方法和精度，为声学多普勒海流剖面仪作业

提供准确的位置信息。在海道测量中，ＧＰＳ定位技

术的应用，根本改变了原来传统经纬仪测量的人工

操作方式，保证了水上测量的安全和效率。自从实

现了远程海 道 测 量，在 办 公 室 即 可 获 得 测 量 成 果，
利用因特网 在 测 量 船 与 办 公 室 之 间 实 现 实 时 数 据

的收集、分 配、修 正 等。同 时 利 用 移 动 终 端 与 测 量

仪器的移 动 终 端 联 网，实 现 远 程 测 量。在 水 下，也

可以通过利用因特网实现水声测量，以移动设备实

现定位。

２．１　新技术与海洋环境调查

众所周知，计 算 机 早 已 因 其 成 本 低、质 量 高 而

得到迅速普及，由电脑空间向因特网上实现的虚拟

情报空间 的 进 步 也 引 起 了 人 们 的 广 泛 关 注。信 息

的获取由点 状 扩 大 为 面 状，因 其 可 以 迅 速、大 量 获

取信息，故而需要具有快速保存、分析功能的高速、
大容量计 算 机。日 本 的 调 查 船 上 就 配 备 了 能 够 实

时处理数据的计算机，在海洋调查仪器中配有对深

海实施条带 测 量 的ｓｅａｂｅａｍ，浅 海 测 量 使 用 的ｓｅａ－
ｂａｔ，多波束水声 测 深 仪 等 观 测 海 底 地 壳 结 构，以 及

以面的方式调查海底的深海用侧扫声纳，机载激光

测深仪。另外，海洋短波雷达也可以实时调查海面

潮流。目前海底地壳变 化 的 观 测 已 实 现 了 ＧＰＳ与

测量设备的综合观测，无论哪个设备都会产生大量

的近实时的数据，这大大加速了海洋调查部门的信

息化进程。
在 浅 海 区 域，多 波 束 测 深 仪、数 字 测 深 仪 与

ＤＧＰＳ、ＲＤＰＳ及潮位 数 据 相 融 合，以 面 状 实 时 把 握

海底地形 状 况。另 外，在 大 型 船 内 布 设 局 域 网，可

在船内处 理 包 括 船 舶 定 位 等 在 内 的 数 据。同 时 利

用漂浮 式 浮 标，在 利 用 卫 星 定 位 的 同 时 可 观 测 水

流。另外，设置在沿岸海域的观测浮标可通过移动

电话、无线电、人造卫星等向陆地传输海流、温度等

观测 结 果，通 过 ＡＵＶ（自 主 走 航 式 水 下 机 器 人）可

测得水 下２０００ｍ深 度 的 深 海 海 底 状 况，观 测 海 底

水温、水流 的 声 学 剖 面 仪 成 像 技 术 实 现 沿 岸 调 查，
由于这项作 业 需 要 准 确 把 握 发 射、接 收 时 间，因 此

可利用人造卫星来实现。
在海洋与航道的遥感遥测技术方面，其研究同

陆地航空航天测绘技术相似，它主要集中在该技术

在海洋与航 道 测 绘 中 的 应 用：如 水 域 界 限 的 提 取，
海岸带监测，浅海障碍物探测，声纳图像处理，影

像制图以及航道水下地形和水文因子的实时更新，
助航标志 的 动 态 变 化 监 测 等。不 同 的 对 象 则 有 不

同的技术方法。例如依据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成

像机理分析 水 下 障 碍 物ＳＡＲ 成 像 数 字 物 理 模 型：
依此模型设计水下障碍物的通用仿真计算流程，由

此模拟仿真水下沙波、沙丘、暗礁、沉船等典型障碍



物。另外声 纳 探 测 及 其 图 像 分 析 与 判 读 也 是 海 洋

测绘技术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在海洋防灾方面，微小地震观测点及大地水准观

测点迅速增加，这些观测数据都可以与强震仪数据、
广域数据一起在网站上以用户方便的形式实时获取。

２．２　海道测量的数字化管理与提供

一直以来，海道测量数据管理都是以图为单位

进行管理，原因是海洋测量的数据采集密度以水域

的重要和复 杂 程 度 情 况 实 施，另 外 基 于 航 行 需 要，
出现海图无规则重叠的状况，这给改正更新造成困

难，形成同一 水 域 不 同 比 例 尺、不 同 时 间 采 集 数 据

共存的局面，影响航海者在资料使用上的安全。因

此，必须在统 一 的 标 准 化 信 息 体 系 的 基 础 上，建 立

一体化的数 据 获 取 和 处 理 平 台，加 快 数 据 采 集、处

理的速度，提高工作效率，缩短海图出版更新周期。
在现有海事 测 绘 基 础 上，建 立 标 准 化 信 息 体 系，实

现一体化的海道测量数据采集与数据处理，实现网

络化的海道测量数据提供与维护更新；形成海洋测

绘外业测量、内 业 数 据 处 理、标 准 数 据 入 库 和 网 络

化海道测量 数 据 服 务 与 维 护 的 一 体 化 海 事 测 绘 信

息化体系，加 强 海 道 测 量 服 务 的 履 约 能 力，提 高 海

道测量服务水平。
在现代信息技术中，基于因特网的与海洋相关

的信息都 可 以 从 网 上 获 得。当 今 的 海 洋 地 理 信 息

系统 ＭＧＩＳ（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是 在 海 洋 测 绘、海 洋 水 文、海 洋 气 象、海 洋 生

物、海洋地质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面向海洋的地理信息 系 统。它 是 集 合 了ＧＩＳ、数 据

库和实用数字模型等技术，为遥感数据、海图数据、

ＧＩＳ和数字模型信息提供协调坐标、数据存储、管理

和集成信 息 的 系 统 结 构。要 在 海 洋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上实现海洋信息服务，还必须建立统一的海洋信息

管理网络系统，在 现 有 相 关 部 门 局 域 网 的 基 础 上，
进行统一规划，实现网络互连，建立集成化的海洋

信息服务门户 网 站，提 供 海 洋 信 息 的 社 会 化、网 络

化的应用 服 务。美 国、英 国 等 发 达 国 家，在 基 于 国

际互联网的 海 图 信 息 发 布 与 维 护 更 新 技 术 方 面 已

达到了实 用 化 的 程 度。如 美 国 的 军 民 用 矢 量 海 图

数据和栅格 海 图 数 据 均 已 实 现 了 网 上 发 布 并 定 期

提供了网上更新服务；英国皇家海军部的栅格海图

数据也实现 了 网 上 发 布 并 定 期 提 供 了 网 上 更 新 服

务。日本海 上 保 安 厅 已 经 通 过 因 特 网 公 开 全 国 验

潮站观测的实时潮位信息及全国沿岸海域的水温、
海流等海况信息。从２０１０年１月开始可以随时随

地通过手持 机 的 图 表 选 项 确 认 查 询 全 国 沿 岸 海 域

的海况信息，６月起可查询全国的实时潮位信息。

３　海道测量业务的未来发展

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未来，利用先进的信息

技术、通 信 技 术 和 网 络 技 术 将 类 似 ＥＣＧＩＳ、ＧＰＳ、

ＡＩＳ这些独立的、分散的航海应用系统有机 地 结 合

在一起，最 终 形 成 一 个 开 放 的 集 查 询、控 制、管 理、
决策于一 体 的 综 合 测 绘 信 息 系 统。以 电 子 海 图 为

例，其中还包 括 数 据 可 靠 性 的 问 题，短 波 雷 达 的 观

测值、以航标 浮 标 测 得 的 观 测 值、以 及 声 学 剖 面 仪

的观测值今后均可融入海图，那么电子海图不仅可

用于航海，还 可 用 于 其 他 领 域。另 外，除 电 子 海 图

外，声学剖 面 仪 和 航 标 浮 标 的 观 测 值 与 ＧＰＳ相 关

联，如果建立 海 流 和 水 温 的 常 态 观 测 体 系，其 数 据

就可用于渔 业 活 动、海 洋 工 程，防 止 海 洋 污 染 以 及

海上度假，这是信息技术在海上的运用。
目前对于海啸的对策主要是以陆地为对象，然

而当海啸发 生 时 如 何 将 信 息 传 达 给 垂 钓 的 人 和 渔

船却是一个问题。许多的海啸对策，在海啸警报发

出后应该有一些反应时间。但是不只是垂钓的人，
小型船舶、大 型 船 舶 也 没 有 警 报，这 就 需 要 靠 个 人

的判断来采取行动。这有时有效但不彻底，因此需

要日常的启蒙活动和对突发海啸的应对系统。
基础设备的完善是电子通信工作者的工作，进

一步充实 内 容 是 信 息 提 供 方 的 任 务。为 了 通 过 因

特网直接向用户提供信息，必须将所有内容实现数

字化。电子航海 图、面 向 中 小 型 船 舶 的ＰＣ用 电 子

海图（ＰＥＣ）业已实用化，这些数据通常输出到 显 示

器上，但最终输出结果还是落实在纸上。数字化产

品可以按需输出到各种介质上，这就大大降低了库

存成本。而 购 买 了 数 字 数 据 的 用 户 可 就 近 到 印 刷

店打印成各种规格的产品。
信息数字 化 带 来 的 优 势 之 一 是 使 信 息 更 新 更

加便捷。电视广播的信息传播是单向的，用户有时

得不到想 要 的 信 息。双 向 的 或 自 动 的 信 息 更 新 可

使用户经常得到最新信息。如果能只更新变更点，
那么也会减少通信量，现有信息也可重复使用。这

些信息的自 动 更 新 由 于 有 包 括 杀 毒 软 件 在 内 的 各

种软件做保护，实现起来应该不难。
潮汐、海流、水温、盐分等的海洋观测数据的数字

化是与观测仪器输出的数字化同步进行的，有时效性

的重要的实时数据的发布、监测网的维护管理、海洋

信息及数据收集等应由海道测量机构承担，测量机构

还应集中管理存有各种数据、信息的门户网站，利用

信息通信技术，构建网络囊括国家、独立法人、地方团

体、教育机构、企业等与海洋相关的组织，以加强综合

海洋情报网站的功能。 （下转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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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遥感技术具有宏观、动态、快速的特点，利用卫

星遥感技术提取灾毁耕地信息，可以较方便、快速、
全面地获取 较 客 观、真 实 的 数 据，不 受 人 为 因 素 的

干扰。影像获取后的处理到信息提取时间较短，可

以较快速 得 到 灾 情 信 息。水 灾 过 后，滑 坡、崩 塌 地

质灾害多，交 通 中 断 及 一 些 交 通 不 便 的 山 区，若 是

通过人工调查会造成这些灾毁耕地漏查，而通过遥

感影像提取则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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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正得到越来

越广泛的应用，基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 计 算 机 网 络 系 统 正

在替代传统的管理模式，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已成为

当今社会 发 展 的 主 流。海 洋 测 绘 的 主 要 功 能 从 原

来单纯地提 供 测 绘 产 品 转 换 为 提 高 海 道 测 量 信 息

综合服务，不仅是建立完善的海道测量公共服务体

系的基 本 要 求，也 是 国 家 海 道 测 量 服 务 能 力 的 体

现。随着现 代 信 息 技 术 在 未 来 海 道 测 量 领 域 应 用

的进一步深入，它正在从根本上逐步改变人们的传

统理念 和 思 维 方 式，也 必 将 改 变 传 统 的 海 道 测 量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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