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ANGHAI SHIPBUILDING  上海造船 2011 年第 4 期（总第 88 期） 
 

 

船舶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标准化技术研究 
 

徐  靖1，孙聚川2

（1. 海军驻 711 研究所军代表室，上海 201108；2. 711 研究所，上海 201108） 

 
摘要：从船舶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的使用维护、自身技术发展等方面阐述了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实现系列化、标准化

的必要性。分析了国内相关领域的发展现状，提出了相应建议。并通过标准监控系统的标准化架构阐述了综合信

息管理平台标准化的具体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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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necessity to realize the seri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ship integr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from aspects such as maintenance and sel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analyzes the 

domestic state-of-art in related fields to propos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he detailed design ideas of the integr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are also elaborated based on the standardized architecture of the monito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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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机舱自动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船舶内部各

系统几乎均实现了自动化。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船舶内各系统的自动化程度越

来越高，如今已发展为集各类监控系统为一体的综

合信息管理平台。 
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针对船舶综合管理平

台领域暂无统一标准，无法规范系统内部各组件的

软硬件模式、数据类型及接口方式，使得同类型不

同型号监控系统之间存在千差万别，给船舶自动化

系统的升级、维护均带来许多不便。 
本文将通过分析系统结构特点及当前国内现

状，对船舶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标准化技术进行探讨。 

1  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组成 

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是基于计算机监控技术的

管理系统，包含了船舶上配置的各类监控系统，包

括机舱监测报警系统、电站及电能管理系统、主机

遥控系统等，是在船舶自动化基础上的综合管理系

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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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各类监控系统基本都是基于计算机网

络的监控系统，系统架构主要由上位机显示界面、

操作控制台、网络通信媒介及底层数据采集终端和

控制终端等部分组成。 
1.1  机舱监测报警系统 
    机舱监测报警系统由 I/O 数据采集、延伸报警、

轮机员呼叫等子系统组成。其中，I/O 数据采集子

系统主要负责对船舶机舱内各种设备的状态和参

数进行实时采集报警和传输，由各类现场总线互

联。延伸报警子系统一般挂载于高级网络上，主要

用于将监测报警系统中发生的报警及时通知指定

舱室中的人员。轮机员呼叫子系统用于对相关人员

的值班设定和报警呼叫，它的功能由操作控制台和

延伸报警装置共同实现。 
1.2  电站及电能管理系统 
    电站及电能管理系统包括电能管理子系统和

发电机组监控子系统，主要用于对柴油机及电站的

监测及管理。电能管理子系统是船用电站管理及人

机交互的核心系统，具有柴油机起停连锁控制、根

据负载功率自动增减机、负载自动平均分配、分级

卸载、重载询问、人机交互、应答、复位等功能。

发电机监控子系统主要实现柴油发电机组并网、负

载均衡、解列等控制以及各种发电机组保护和监测

功能。 
1.3  主机遥控系统 

主机遥控系统由主机遥控、机旁控制和安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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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等子系统组成。其中主机遥控子系统主要完成在

操作台上对柴油机进行的起动、停车、降速等远距

离控制操作。机旁控制子系统通过底层数据采集终

端对柴油机各项参数的监测实现冷机起动、柴油机

起动失败和自起动的控制、停车、越控和降速等功

能。安全保护子系统同样通过对柴油机各项参数监

测对发电机组或推进主机进行保护，对超速、过压

或紧停操作提供安全处理。 
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由各类监控系统组成，因

此，通过规范各类监控系统之间接口，实现各类监

控系统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将是最终实现

船舶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

的最佳途径。 

2  国内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标准化工

作的现状 

    我国船舶机舱自动化水平较低，上世纪 80 年
代，国内自行研制的各类船用监控系统绝大多数属

于电、气动及中小规模集成电子模块组合逻辑控制

和中小型计算机集中监控。属于结构基本固定，只

适用于某型机或某型船的单一系统，软、硬件没有

统一的规范，各类监控系统间数据协议无法统一，

接口无法通用，不仅给使用和维修带来很大困难，

而且也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1) 各类监控系统的技术维护复杂化。由于软、

硬件设备没有统一规格和标准，类型多而繁杂, 系
统可靠性较低，一旦出现问题，故障定位困难，系

统的技术维护需请设计研制单位派专人进行； 
    2) 备品保障能力差。由于监控系统对船型、

机型适应的单一性, 加上元器件和设备的配套率

低，通用性、互换性差，致使维修时备件不足，

维修成本高，效费比低,给用户造成时间和经济上

的损失； 
    3) 增加了维修人员技术培训的难度。每型监控

系统的技术维护都需要进行必要的人员培训，培训

项目多，涉及面广，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4) 限制了各类监控系统自身的技术发展。由于

监控系统系列化、标准化程度低，使得其升级换代

受到一定局限。产品再开发能力较差，严重阻碍了

监控系统的技术发展，也使得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的

发展受到极大限制[2]。 
船舶机舱自动化发展至今，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的系列化、标准化不仅是维护保养的客观需求，也

是推进其自身技术进步的迫切需要。 

3  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的标准化研究

思路 

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是一个庞大的各类船用监

控系统的总和。为提升设计效率，节约生产成本，

提高研制设计水平，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内各类监控

系统顶层设计应该按照标准化、系列化的研究思路

来进行，具体设计原则如下： 
1) 具有典型模块化结构。系统内部各功能部件

由各类独立的标准化硬件模块组成。模块主要根据

该模块所担负的功能和相应的信号类型进行分类。 
系统内部软件主要分为监控台软件和底层模块驱

动软件。监控台软件本身便是多种子功能软件的集

合体，可通过加载不同的子模块完成不同的功能要

求和系统规模；底层模块驱动软件为标准软件模

块，各模块功能通过不同的参数配置进行设定； 
2) 系统功能依靠软件实现。系统配置按功能要

求和规模大小通过硬件和软件两方面进行。硬件模

块的配置用以实现硬件本身的通道和参数调整，而

软件模块的配置主要包含功能的选定和系统规模

的调整。由此实现系统结构的灵活设置，为开发和

维护提供了良好的手段和方便的途径； 
    3) 具有冗余结构。用以保证在系统功能可靠的

基础上，实现对整体结构和功能的合理扩充； 
4) 软硬件应具有通用性和互换性。使整个系统

的升级换代和维护检修变得非常方便[3]； 
5) 顶层设计最主要的是应利于全船操作控制

管理中心的建立。通过模块标准化从结构上实现监

控信息的方便传输，从而实现全船操纵集中控制管

理，统一监测贮存全船各分系统的运行参数。这不

但利于故障预测诊断，同时，也为船舶维护升级提

供较为充分的综合数据信息。 

4  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标准化实现方式 

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由各类监控系统组成，其标

准化架构通过各类监控系统的标准化来实现。图 1
为按上述设计思路搭建的某种标准监控系统的标

准化架构，图中可以看到，该系统将标准以太网和

现场总线作为主要的数据传输方式，并以各类标准

化模块作为系统功能模块。其主要功能及工作方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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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舱底层各种环境内的传感器数据通过标

准化采集模块采集，经初步计算后传输至现场总线

网络； 
2) 标准化网关设备会不断监测挂载在其现场

总线接口上的数据，并将计算后得到的数据传送至

以太网，由对应设备接收以实现相应功能，主要包

括标准化控制台的监测数据显示、标准化延伸报警

模块数据显示、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记录、打印输

出接口输出的当前数据等； 
3) 标准化控制台放置在各个操作室，能够对网

络内所有设备作出相应的控制命令输出； 

4) 标准化的延伸报警模块能够使船员在网络

能触及的任意位置对全船各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实

时监测； 
5) 标准化数据库管理系统及标准化打印输出

接口能方便地将重要数据进行记录和打印，随时提

供用户检查比较； 
6) 所有嵌入式软件、控制台软件及数据库管理

软件均为标准化软件，不同的功能、控制规则和测

点数量均能通过参数配置实现； 
7) 所有标准化模块之间的数据传输均按相应

协议，保证传输过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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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种标准监控系统的标准化架构 

5  结 语 

随着计算机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船舶的

平台自动化和集成化水平越来越高。而综合信息管

理平台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是船舶发展的方

向，必须立足于国内现有技术条件和能力，借鉴、

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

及需要的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的统一规范标准。不断

提高船舶自动化水平，降低研制成本，提升船舶设

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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