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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调查数据集中控制系统框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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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前阶段，随着船舶仪器和调查设备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船舶信息沟通

不畅、调查过程信息交互实时性不足等问题已逐渐成为影响海洋科考工作效率的关键因素。

文章结合现阶段海洋科学考察和调查船舶的特点，提出了一种海洋调查数据集中控制系统

框架设计方法。采用该集中控制系统，可以实时获取船舶信息以及调查设备数据，从而实

现全船的船舶信息共享，并为海洋科考现场控制和数据处理提供决策依据和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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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随着海洋调查设备的进步和计算

机技术［１］的发展，原有的调查设备信息获取手

段［２］和数据共享方法已难以满足日益发展的海

洋科考需要。与此同时，一系列数据集成［３］、

信息处理［４］和资源共享［５］方法被逐渐引入到船

舶管理和海洋科考中来，极大地促进了海洋调

查信息获取手段的扩展和数据共享自动化程度

的提高。

本研究在参照海洋科考和船载仪器特点的

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海洋调查数据集中控制系

统设计框架，并从海洋调查数据特点、系统功

能需求、层次化构建结构等方面对系统框架设

计进行了深入研究。

２　海洋调查数据的特点

海洋调查作为海洋科考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需要考虑包括作业海域海况、海洋基本环境参

数、船舶状态和作业甲板状态等多方面的因素。

这些因素决定了海洋调查数据具有以下特点。

２１　多样性

海洋调查数据需要涉及包含船舶信息、气

象信息、调查设备数据、视频监控数据、绞车

状态数据等多种数据类型，各种数据信息从数

据源、功能、通信方式等多方面都各不相同，

这决定了海洋调查数据的多样性特征。

２２　连续性

海洋调查中环境参数获取、海底海水取样、

绞车控制等都是一个持续性过程，往往需要长

达数天甚至数十天的连续观测监测，因此获取

的数据信息具有连续性的特点。

２３　阶段有效性

由于海洋、天气等环境的持续变化性，因

此海洋调查数据往往只在某一时间点或者时间

段内有效，尤其是涉及与突发性状况监测相关

的数据新，具有较强的阶段有效性。

２４　数据量大

海洋环境参数获取的连续性和海洋调查取

样的要求决定了海洋调查数据具有数据量大的

特点。

３　海洋调查数据集中控制系统功能需求

基于海洋科学考察的需要和海洋调查数据

的特点，海洋调查数据集中控制系统需要满足

以下功能。

３１　数据信息获取

针对船舶信息、气象信息、海洋环境参数、

甲板状态等多方面需求，依托于已有船舶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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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连接系统，从多源异构数据获取、数据格

式解析等方面开展研究和应用。建立统一的数

据获取系统，对包括全球定位系统 （ＧＰＳ）、气

象仪、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 （ＡＤＣＰ）、测深

仪、视频监控器等多种仪器设备数据进行获取，

并提交至数据服务器和网络存储。

３２　数据通信保障

在已有船舶硬件网络的基础上，对船载设

备数据通信所要使用的串口和网络通信协议提

供支持，并依托于相应质量体系标准和安全体

系策略，构建能够满足船舶信息交互的实时、

有效、安全的数据通信保障网络。

３３　数据处理

针对不同类型的海洋调查数据，参照通用

性数据标准和各仪器厂商自主设定的数据格式，

对获取数据进行解析处理，提取关键数据字段

并保存，从而构建核心参数数据库，为用户应

用提供基本的应用数据源。

３４　系统应用管理

基于海洋调查数据集中控制系统持续性运行

的需求，集合用户访问的需要，完成对系统显示

界面和相应基础软件的设计和实现。同时针对船

载仪器设备、通信网络、软硬件平台的运行状态，

构建后台管理系统，对整个系统的可用性和健壮

性进行实时监控，保障系统的持续应用性。另外，

采用模块化对象接口设计方法，为集控系统后续

应用、维护、升级提供保障。

４　海洋调查数据集中控制系统框架设计

根据海洋调查数据集中控制系统的功能需

求，参照当前海洋调查船舶基础通信网络布设

方法，提出一种采用层次结构模型的海洋调查

数据集中控制系统框架，系统整体构建框架如

图１所示。

图１　海洋调查数据集中控制系统框架

　　该框架依托于船舶已有硬件网络连接，采 用层次化结构模型，自下而上分为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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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平台、功能模块层和应用层。

４１　数据平台

数据平台是系统中数据信息的来源，依照

功能划分包含船舶信息设备、船载调查设备和

基础监控设备３类。船舶信息设备主要包括

ＧＰＳ、罗经、气象仪等通用性船舶设备，为整套

系统提供包含位置、船首向、航速等船舶信息以

及风速、风向、气温等环境参数信息。船载调查

设备主要涵盖海洋科学考察所需的常用设备，如

ＡＤＣＰ、测深仪、温盐深仪 （ＣＴＤ）等，在整套

系统中负责提供流速、流向、水深等海洋环境参

数数据和调查数据的获取，是系统的核心数据源。

基础监控设备包括船载视频监视器、数据采集器

等监视监控设备，提供船舶监控影像数据、绞车

张力数据等状态参考数据。

４２　系统平台

系统平台是整套系统的软硬件平台，为整个

系统的实现和布设提供软件支持和硬件保障。其

中，硬件平台主要包括数据处理工作站、数据网

络存储以及网络服务器；软件平台包括操作系统、

数据库软件以及应用层实现需要的其他基础软件。

４３　功能模块层

功能模块层包含在基础平台基础上的以应

用模式划分的功能模块组件。在该层次设计过

程中，以模块复用性和易维护性作为设计的核

心思想，采取面向对象的功能模块设计方法。

同时，以实际应用模式作为模块划分准则，以

对象作为模块间交互的方式，构建统一的功能

模块层。该层次中各功能模块在运行时各司其

职，仅通过对象实体进行必要的协作和交互运

行。如数据转发模块，负责完成数据信息通过

网络转发这一功能实现，在模块功能实现过程

中，需要通过串口数据传送对象从数据收集模

块获取串口数据，然后通过将获取的串口数据

和原有网络接口数据一起通过网络接口向用户

终端 （个人ＰＣ或工作站）进行转发或分发。

４４　应用层

应用层主要起到连接用户和集控系统的作

用，为用户提供显示和操作界面。采用浏览器／

服务器模式 （Ｂ／Ｓ）架构的集控系统应用层工具

为浏览器 （ＩＥ核心），而负责向浏览器提供用户

体验和实际应用的应用模式服务系统包括：船

舶信息系统、船舶调查数据查询系统和监控系

统。船舶信息系统采用 “访问－显示”方法，

在用户提交申请访问命令后，通过浏览器以船舶

信息系统的 Ｗｅｂ页面，向用户提供直观的ＧＰＳ

信息、船首向、船速、温度、湿度等信息显示。

船舶调查数据查询系统采取典型的Ｂ／Ｓ模式数据

访问流程，即用户通过浏览器提出船舶调查数据

查询申请、之后应用服务器通过网络向数据服务

器提出数据请求命令、数据服务器相应命令并返

回相应数据、应用服务器将相应数据以显示信息

的形式反馈至浏览器完成信息回馈过程。监视系

统采用插件式视频播放模块，将监控信息尤其是

视频监控状态直观地呈现在浏览器页面中。

５　总结及展望

随着我国海洋调查技术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

增强，海洋数据信息的需求量和重要性逐年增加。

本研究参照当前阶段海洋调查的实际需求和调查

船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种海洋调查数据集中

控制系统构建方法。采用该方法构建的船舶调查

数据信息集中控制系统，可以很好地完成从数据

集成、数据处理到实际应用等一系列工作，提高

海洋科考的工作效率。同时，系统采用模块化分

层设计方法，具有较好的复用性和扩展性，有助

于在未来进一步提升系统的功能和效率，以满足

日益增长的海洋调查数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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