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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长江航道已完成了数字化建设,增强了航道运输能力及运输安全,可以有效防范海上交通事故的发生。虚拟航标主要是通过电子

计算机、导航技术以及电子海图等结合应用,实现对航行船只的引导。其一般是标示在电子海图上的指示标记,有效节省了航标建设成本,减小

了特殊区域的设标难度,并且提高了航标设置速度。为了充分发挥虚拟航标的作用,本文阐述了虚拟航标的主要类别及其功能,对长江航道中的

虚拟航标应用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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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虚拟航标的主要类别 

虛拟航标主要分为无实体的虚拟航标、有实体的虚拟航标等。其中有

实体虚拟航标又被称为“仿真航标”,可以根据不同需求,在依靠航标信息

发送关键资料后,将其妥善安置在不同位置。无实体的虚拟航标代表一些

原本存在的航标,但是从定位效果来看,这种航标所指示的位置非常准确。 

2 虚拟航标的主要功能 

2.1划分区域。虚拟航标能够明确划定长江航道界线,有利于航行人员

判定锚泊区、浅水区以及事故频发区域等,有效保障了航行安全。并且虚

拟航标还能够迅速标识特殊区域,例如在航道的某段区域突发了交通事故,

在该情况下,相关部门就可以迅速对该区域设置对应的虚拟航标,达到一

定的警示目的,从而方便相关船舶及时调整航线,确保海上交通的顺利运

行。虽然在航标的设置中能够使用实体航标,然而这需要安排专门的工作

人员安放航标,且耗时相对较长,并造成大量的物力、人力资源浪费。另外,

在设置航标过程中的时间差极其容易导致没有及时收到警示信息的船舶

误行进入特殊区域,因此,虚拟航标应用能够有效解决信息时间差的问题,

提升事故处理效率。 

2.2引导船舶。虚拟航标应用可以正确引导船舶,并且为相关部门监控

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引导功能作为航标设置的主要用途,其在应用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虚拟航标的应用能够对航道的具体位置进行准

确的界定,确保船舶能在安全的航道内航行；其次,虚拟航标能够为船舶的

行驶指出正确的方向；最后,航标还能够准确分辨障碍物,确保船舶的安全

运行。 

2.3优化航标设置。虚拟航标应用可以有效优化其设置与分布,例如在

部分地理位置相对复杂的区域,航标的设置难度非常之大,这对设标人员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同时还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而在部分航道宽度相

对较小的区域,航标的设置不仅会占用一定的空间,导致航道宽度越来越

小,甚至还会大大恶化海上交通条件。因此,虚拟航标的适用性更强,且其

能够有效确保在复杂海域条件下船舶的安全航行。 

3 长江航道中的虚拟航标应用分析 

3.1区分航道。目前长江航道的部分区域已实行船舶定线制度,其要求

船舶通行必须根据大小、方向等制定相关的线路,例如在长江航道的江苏

段中,为了实现对区域的界定与确保船舶的安全行驶,交通部门只在航道

两边设置了必要的实体航标,其余区域的航标都采用虚拟航标。然而在实

际的应用过程中,船舶在航道行驶中由于看不到实体航标,其极其容易使

得船舶误入其他航线。特别是小型船舶,偶尔会产生与深水航道界线擦边

的情况,甚至还会撞毁实体航标。因此,这要求相关的交通部门应该加强对

航道区域与定线制度的执行与落实,提升管理效率,进一步避免安全事故

的发生,同时为航标的维护工作提供一定的便利。 

3.2特殊情况及时设标。若航道产生安全事故,并导致沉船等问题,相

关的交通部门需要在第一时间发布相关信息,并设置航标,从而起到警示

作用,确保其他船舶的安全行驶。因为在事故发生后,航标的设置往往需要

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工作人员无法在第一时间内完成设标工作,因此,在该

时间段极其容易对来往船舶的安全运行造成很大的威胁,而虚拟航标的应

用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相关的技术人员可以利用计算机第一时间在海图

上标识出对应的事故发生区域,并引导船舶合理更改航线,进一步避免安

全事故的再次发生。同时,在事故处理完成后,技术人员还可以利用计算机

实现迅速撤标。总而言之,虚拟航标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长江航道

的管理质量与维护水平。 

3.3特殊区域标识。由于长江航道具有锚地、浅水区等,所以要求相关

部门使用专门的航标对特定区域进行一定的标识。目前,根据我国长江航

道的分布与界定情况分析,由于绝大多数停泊区域都相对较为靠近,因此,

实体航标的设置会在很大程度上对船舶的行驶造成阻碍。尤其对于回旋区

域来说,由于其码头分布距离较小,因此,水域空间也相对较窄,然而其交通

流量往往偏大,所以,回旋区域非常不适合实体航标的设置。在该类特殊区

域,相关的工作人员可以设置虚拟航标,防止实体航标对船舶的运行造成困

扰,同时还能起到有效的界定作用,为船舶的行驶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虚拟航标是集卫星导航定位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于一

体的现代化技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虚拟航标与实体航标各有利弊,因此

在长江航道中,相关部门需要合理分配设定虚拟航标与实体航标,有效保

障船舶通行安全,并且提升设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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