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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海洋监测技术——综合智能观测浮标
王军成

海洋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疆域，也是各国竞相角逐的制高点。海洋强国，装备先行。海洋环境监测是关心海洋、

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基础，对我国海洋强国战略顺利实施具有重大意义。海洋监测浮标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

我国获取海洋战略安全数据、实现离岸海洋综合环境参数长期连续现场实时观测必不可少的支柱装备，也是挺

进深海、大洋、两极等国家战略新高地的“先锋队”和“排头兵”。

当前，美国等世界主要海洋强国已经建立了面向全球的海洋浮标监测网，积累了大量全球海洋战略安全

数据，对我国形成了技术压制。我国虽在近海建设了国家业务化海洋环境浮标监测网，但布网密度仅为海洋

发达国家的一半，且在智能化、网络化、全球化等方面与国际主要海洋强国存在很大的差距。

随着国家海洋强国战略逐步走向深蓝、走向两极，迫切需要智能化、精细化的新一代海洋浮标装备保驾护航。

基于人工智能、物联网、新材料等新技术发展，亟需加快开展自主可控的浮标智能化感测、感知、组网等前沿

技术研究，解决浮标智能感测、智能感知、自主驱动、主动应对、异构组网等关键难题，增强浮标能源和信息

中继功能，拓展海洋监测浮标在渔业、水声、地质勘探、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全球、长期观测能力，推动实现我

国浮标监测网从“自动化”向“智能化”的升级换代，形成谱系化海洋综合智能浮标产品。同时在我国乃至全

球深海大洋关键海区建设基于智能浮标的综合监测网，大幅提升我国对全球关键海区的管控能力和水平，为我

国乃至全球重大海洋开发计划、海洋灾害预警和海防安全等提供可靠数据和装备支撑。其中需要突破的关键技

术如下：

1） 海洋综合信息的智能传感测量技术
基于新型海洋传感应用基础研究，开展浮动平台传感检测补偿技术以及浮标用新型海洋传感测量技术及传

感器国产化研制；开展基于人工智能、自适应控制、低功耗设计等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浮标智能数据采集与控

制技术研究；开展海洋大深度剖面观测、生态灾害、渔业信息、航行信息等海洋综合参数与目标感测技术研究。

2）海洋信息知识产品的智能感知技术
融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方法开展综合观测数据的动态质量控制与趋势预测感知技术；开展海洋浮标

信息智能融合处理、数据可视化、浮标状态智能感知与预警研究，并通过智能手机APP系统实现智能化实时在

线分发处理。

3）浮标的自主驱动智能应用技术
开展风能、太阳能、燃料电池等多源互补大功率供电技术研究，以及能源智能分配管理与安全保护技术

研究；开展水下能源高效补给技术研究；开展海上浮标数据压缩与加密、大数据量通信传输技术研究，以及浮

标与水下移动观测平台的异构通信、自主组网与协同观测技术研究，实现对重点海域的自组织、灵活机动观测。

4）浮标的主动应对技术
开展新型浮标标体设计、深远海锚泊系留技术以及浮标水动力仿真与分析研究，主动应对新的观测需求。

基于浮标自身健康状况感知数据与分析结果，开展浮标设备的状态自诊断，观测设备的自校准、智能控制及校正，

浮标周边危险状况自动感知、主动应对等关键技术研究。

综合国际前沿科技发展趋势，围绕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实施等重大需求，海洋综合智能浮标将向智能化、网

络化方向发展：

①智能化。随着新型传感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海洋观测传感器将具备根据现场环境进行自校正、

自标定等智能环境适应功能；海洋浮标观测设备将具备根据多种观测参数进行智能化的故障自诊断、自修复功能。

②网络化。随着北斗三代、天通卫星以及水上水下异构通信、近岸5G通信发展，海上大数据量通信将成

为可能，网络化海洋浮标自主组网观测、所见即所得的深远海智能化海洋实验室、观测站将成为现实。

③全球化。随着国家海洋强国战略逐步走向深蓝，谱系化综合智能浮标走向深远海，构建我国自主的全球

海洋环境观测浮标网，将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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