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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航标一般都会安装遥测遥控模块,可以把水中航标工作信息传输到航标管理人员的办公电脑上,但是采集的信息量比较有限,无法

替代航标现场巡检。随着无人船技术的应用,通过其对航标的抵近勘察,可以多方位、多角度把航标现状显示出来。并且可以通过无人船来处理

一些航标应急反应,提高航标应急反应能力,更好地服务航运安全,因此为了发挥无人船技术的作用,本文简述了航标管理的重要性及无人船的优

势特征,对无人船技术在航标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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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标一般安排在水中或偏远地区等环境,因此从业人员需要定时开展

航标巡检工作与相关的故障检修,但是由于受到天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使得航标管理工作比较麻烦。当前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无人船技术的合

理应用,有效提升了航标管理水平,基于此,以下就无人船技术在航标管理

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分析。 

1 航标管理的重要性 

航标管理就是设置在水文条件相对复杂的港口和船舶运行繁杂的水

域的一些航运标志,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为航运中的船舶指明航线情况,以

及警示船舶水域中危险因素如暗礁、沉船的存在,同时还帮助船舶识别禁

航区,保障船舶在水域、港口的航运安全。在实际工作中,航标存在被水域

中交通设备、海浪、风暴等损毁的可能,强化航标管理一方面要优化航标

养护工作,同时也要根据水域情况进行航标的科学规划与配置,使航标可

以更好地为航运服务。 

2 无人船的优势特征 

2.1作业高效标准。目前,国内成熟无人船船体长度1米—7.5米,速度

高可达到40节。采用这样小船体、高航速、自主航行的无人船,由于其

高机动性和高自主性等特点,通常可以省却常规船艇的调度、租用、人员

维护等环节,利用精准的自主导航和船体小速度快的特点,可以在多种作

业环境中更高效的执行任务。同时由于作业过程全受计算机控制,可以让

作业过程严格按设定执行,任务结果更准确、更标准。 

2.2实现作业无人化、智能化。无人船 显著的特征是航行及任务的

自主化,为其设定好航行路径及作业任务后,其可自主航行、智能避障和执

行任务,不需要或者弱化了人的参与,从而将人从繁重的、强度高的水上任

务中解放出来。 

2.3成本低。由于无人船降低了维护人员的成本,不仅可以大量部署,

且其活动不受气候影响,可全天候执勤,因此使用成本相对较低。 

2.4对漂失航标的跟踪,漂失航标在海洋中对航行船舶有一定的危险

性,无人船舶对漂失航标的跟踪,对及时回收漂失的航标具有一定的作用,

可以及时找寻到漂失航标,避免漂失航标对航行船舶的影响,避免引起外

交纠纷。当航标飘到争议海区,无人船舶可以反馈相关信息,从而通过相关

通报机制,依据《交通部关于海区航标动态通报管理办法》执行。 

3 无人船技术在航标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3.1在航标巡检中的应用。当前航标基本都已经实现了遥测遥控,海上

航标的灯器及位置、灯光状态等的信息已经实现了远程测控,但是需要了

解海上航标的整体目视效果和夜间发光状态还必须依靠传统的乘船巡检

的方式,此种方式需要人员和船舶等大量资源支撑,成本较高。以一般航道

约20座浮标的巡检工作为例,若使用船舶巡检,则需要海巡船舶1艘、航标

巡检人员四名以上,单次作业时间需六小时。可以利用无人船抵近航标进

行巡检,在办公室或码头上就可以安全地观察到航标的实时状态,还可以

利用无人船检查一些位置危险的航标比如孤立危险物标,这样不但提高了

工作效率,还可以减少大型巡检船舶航行污染、节约能源和减少人员在危

险水域工作。 

3.2现场取证中应用。目前渔船非法系靠航标导致移位和标体损毁或

者船舶撞坏航标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发生在海面,取证的人力、物力和时

间都消耗极大。航标管理人员通过无人船拍摄技术,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水

上航标进行多角度、高清晰的拍摄,对航标破坏情况进行第一手材料取证；

也可对要維修的航标进行评估、分析,提前设计维修方案和准备维修工具、

器材,可以节约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工作效率。 

3.3参与应急反应中的应用。无人船巡检与传统船舶作业方式相比,

可以实现24小时实时待命,而集合船舶需要一定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正

常状态下,应急起航只需10分钟的准备时间,而船舶备航需要半个小时以

上的准备时间。航标管理人员通过无人船参与航标应急反应,一旦发生突

发紧急情况航标偏移、漂失、损毁、熄灭等,无人船可以立即响应,确定位

置,检查航标状态,为恢复航标提供第一手材料,提高应急反应速度。 

3.4在海上油污侦查中的应用。通过无人船大范围的航行扫测,详细观

测到油污实际覆盖范围和漂流海域,进而有针对性的制定全面清污计划。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航海用户对航行安全信息的需求日益升高,给航标管

理者履行航海安全保障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无人船技术的合

理运用,可以为航标管理者开展航标巡检、应急反应、海况侦查等工作提

供有效的解决措施,从而增强了航标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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