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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的人员定位管理方式存在诸
多弊端，如定位精度低、实时性

差等。

基于WiFi无线网络的人员运维定
位管理系统能够提高定位精度和
实时性，为海上风电场运维工作

提供有力支持。

海上风电场发展迅速，运维工作
量大，人员定位管理需求迫切。

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在人员定位管理方面已有较多研究，但针对海上风电场的应用较少。

现有的定位技术包括GPS、蓝牙、RFID等，但各自存在局限性，如GPS信号受天气和地形影
响，蓝牙和RFID定位精度较低。

基于WiFi无线网络的人员定位技术具有定位精度高、实时性好、成本低等优点，逐渐成为研
究热点。

国内外研究现状



设计一种基于WiFi无线网络的
人员运维定位管理系统，满足
海上风电场运维工作的实际需
求。

提高人员定位精度和实时性，
降低运维成本，提高运维效率。

为海上风电场的安全生产和运
维管理提供有力支持，推动海
上风电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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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场人员运维定位管理系统需求
分析



人员实时定位

历史轨迹查询

电子围栏设置

人员状态监控

功能需求

系统应能够实时追踪和定位海

上风电场内的运维人员，提供

准确的位置信息。

系统应支持在特定区域设置电

子围栏，当运维人员进入或离

开这些区域时，系统应能自动

报警。

系统应能保存并查询运维人员

的历史移动轨迹，以便进行工

作分析和安全评估。

系统应能监控运维人员的工作

状态，如是否在线、是否处于

工作状态等。



系统应提供高精度的定位服务，确保
人员位置的准确性。

定位精度 实时性

稳定性 可扩展性

系统应能实时更新运维人员的位置和
状态信息，保证信息的时效性。

系统应能在复杂的海上环境中稳定运
行，确保服务的连续性。

系统应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以适应
未来海上风电场的规模扩大和运维人
员数量的增加。

性能需求



系统应采取必要的数据加密和备份措施，

确保运维人员位置信息和历史轨迹数据的

安全。

数据安全

系统应能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网络攻击，

确保系统的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

系统应建立完善的用户权限管理机制，对

不同用户设置不同的访问和操作权限，防

止数据泄露和误操作。

用户权限管理

系统应建立应急响应机制，当发生异常情

况时，能够迅速响应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

施，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应急响应机制

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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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iFi无线网络的人员定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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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到达角度的定位

利用天线阵列测量WiFi信号的到达角度，结合已知基站位置，

通过三角测量等方法确定目标位置。

01

基于信号强度的定位

通过测量接收到的WiFi信号强度（RSSI），利用传播模型或指

纹库匹配方法估算距离或位置。

02

基于到达时间/到达时间差的定位

通过测量WiFi信号从发射端到接收端的传播时间或时间差，结

合多基站数据计算位置。

WiFi定位技术原理



指纹定位算法

通过采集目标区域内多个参考点的WiFi信号指纹（如MAC地址、RSSI等），建立指纹数

据库。定位时，将实时采集的指纹与数据库中的指纹进行匹配，找到最接近的位置。

传播模型定位算法

通过建立WiFi信号传播模型，将接收到的信号强度转化为距离信息。结合多个基站的测量

数据，利用几何方法（如三边测量、最小二乘法等）计算目标位置。

混合定位算法

将指纹定位和传播模型定位相结合，以提高定位精度和稳定性。例如，可以先用指纹定位

确定大致区域，再用传播模型定位进行精确计算。

WiFi定位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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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精度高，可达到米级甚至厘米级。

01
优点

02
利用现有WiFi网络，无需额外基础设施投入。

WiFi定位技术优缺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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