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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20068—2006《船载自动识别系统(AIS)技术要求》。与GB/T20068—2006相

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对原标准进行了结构修改和格式编排;
———将原标准第4章标题名称修改为“操作特性”(见第4章及2006年版的第4章);
———将原标准5.1条标题名称修改为“AIS结构”(见第5.1及2006年版的5.1);
———增加了“AIS各层功能概述”(见5.2);
———调整了原5.2条中各层次的顺序(见5.6及2006年版的5.2);
———将原5.6条“远程应用”调整为第7章“远程应用”(见第7章及2006年版的5.6),同时:

1) 增加了条标题“通过接口至其他设备方式的远程应用”(见7.2);

2) 补充了“通过广播方式的远程应用”内容(见7.3)。
———将原5.7条“DSC兼容性”调整为第6章“通过DSC消息进行 AIS信道管理”(见第6章及

2006年版的5.7);
———将原5.3.3.8条“消息类型”调整为第11章“AIS消息”(见第11章及2006年版的5.3.3.8),并

新增了消息23~消息27(见11.3.22~11.3.26);
———增加了“应用专用消息”一章内容(见第8章);
———增加了“传输分组排序”一章内容(见第9章);
———增加了“采用CSTDMA技术的B类AIS”一行内容(见第10章);
———增加了“对使用脉冲传输台站的要求”一章内容(见第12章)。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参考ITU-R M.1371-4:2010《在 VHF海上移动频段采用时分多址

(TDMA)技术的通用船载自动识别系统(AIS)的技术特性》,与ITU-RM.1371-4:2010的一致性程度为

非等效。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
本标准由交通运输信息通信及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中国船级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金发、孙文力、孙文强、曾晖、孔祥伦、鄂海亮、胡伟、俞毅、吴晓明、刘延镭。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006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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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载自动识别系统(AIS)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甚高频(VHF)水上移动频段内使用时分多址(TDMA)的船载自动识别系统

(AIS)的技术要求,主要包括: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操作特性;
———技术特性;
———通过DSC消息进行AIS信道管理;
———远程应用;
———应用专用消息;
———发射分组排序;
———采用CSTDMA技术的B类AIS;
———AIS消息;
———对使用脉冲发射台站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船载自动识别系统以及相关台站设备的设计、生产、使用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7421 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高级数据链路控制规程

GB/T16162 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术语

IEC61162(所有部分) 海上导航与无线电通信设备及系统 数字接口(Maritimenavigationand
radiocommunicationequipmentandsystems)

IEC61162.1 海上导航与无线电通讯设备及系统 数字接口 第1部分:单通话器和多受话器

(Maritimenavigationandradiocommunicationequipmentandsystems-DigitalinterfacesPart1:

Singletalkerandmutiplelisteners)

ITU-RM.585 建议案 水上移动业务标识的分配和使用(Assignmentanduseofidentitiesin
themaritimemobileservice)

ITU-RM.822 建议案 在海上移动业务中数字选择呼叫的呼叫信道负载[Calling-Channel
LoadingforDigitalSelective-Calling(DSC)fortheMaritimeMobileService]

ITU-RM.823 建议案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通过海上无线电信标在区域1用283.5kHz~
315kHz频段和在区域2、3用285kHz~325kHz频段进行差分传送的技术性能(TechnicalCharacter-
isticsofDifferentialTransmissionsforGlobal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sfromMaritimeRadioBea-
consintheFrequencyBand283.5-315kHzinRegion1and285-325kHzinRegions2and3)

ITU-RM.825 建议案 采用 DSC技术的应用于 VTS和船-船间识别的转发器系统的特性

(CharacteristicsofaTransponderSystem UsingDigitalSelectiveCallingTechniquesforUsewi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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