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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定位系统概述



2000年底，建成北斗一号
系统，向中国提供服务。

北斗一号 北斗二号 北斗三号

2012年底，建成北斗二号
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服
务。

2020年，建成北斗三号系
统，向全球提供服务。

030201

北斗系统发展历程



由若干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
中圆地球轨道卫星等组成。

空间段

包括主控站、时间提供、
注入站和监测站等若干地
面站，以及星间链路运行
管理设施。

地面段

包括北斗兼容其他卫星导
航系统的芯片、模块、天
线、终端等产品，以及相
关的应用服务与软件。

用户段

北斗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城市治理
如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
旅游、智慧社区等。

农林牧渔
如精准农业、林业资源监测、
畜牧业管理等。

救灾减灾
如灾害监测预警、应急反应、
灾害评估与重建等。

交通运输
如车辆自主导航、车辆跟踪监
控、车辆智能信息系统等。

公共安全
如公安警务系统、公共安全应
急平台等。

北斗系统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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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基靠泊智能指挥技
术需求分析



    

港口码头现状及存在问题

港口码头拥堵问题

随着全球贸易的增长，港口码头拥堵

问题日益严重，导致船舶等待时间长、

运营效率低下。

靠泊安全隐患

传统靠泊方式依赖人工经验和判断，

存在安全隐患，易引发碰撞、搁浅等

事故。

信息化水平不足

部分港口码头信息化水平较低，无法

实现实时、准确的船舶动态监控和调

度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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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调度指挥

根据港口码头实际情况和船舶动态信息，实现智能调度指挥，

提高港口运营效率。

01

高精度定位技术

实现船舶在港口码头的精确定位，为靠泊指挥提供准确的位置

信息。

02

实时动态监控

对船舶的航速、航向、位置等动态信息进行实时监控，确保靠

泊过程的安全。

岸基靠泊智能指挥技术需求



降低安全事故风险

利用高精度定位技术和实时动态监控，

降低船舶碰撞、搁浅等安全事故的风

险。

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全球贸易的增长和港口智能化需

求的提升，岸基靠泊智能指挥技术市

场潜力巨大。
推动港口信息化建设

智能指挥技术的应用将推动港口信息

化建设的发展，提升港口整体竞争力。

提高港口运营效率

通过智能指挥技术，优化船舶调度和靠

泊流程，缩短船舶等待时间，提高港口

运营效率。

技术应用前景及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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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岸基靠泊
智能指挥系统设计



系统架构包括数据感知层、数据
处理层、智能决策层和应用层，
各层次间通过标准化接口实现数

据交互。

层次化设计
将系统划分为多个功能模块，每个
模块具有独立的功能和接口，便于
系统的开发和维护。

模块化设计

系统架构支持横向和纵向扩展，可
根据实际需求增加或减少功能模块，
提高系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可扩展性设计

系统总体架构设计



多源数据采集

利用北斗定位系统、雷达、摄像

头等多种传感器，实现船舶位置、

速度、航向等多源数据的实时采

集。

数据预处理

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去

噪、压缩等预处理操作，提高数

据质量和处理效率。

数据融合处理

采用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对

预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融合处理，

提取出船舶的精确位置和姿态信

息。

数据采集与处理模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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