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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 rpts
per minute... Self Organizing 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Binary Applications:

From a VTS-
• Distress Alerts
• Weather Warnings
• Traffic Advisories
• ATON Outages
• Notices to Mariners
• Radar Overlay

NOAA 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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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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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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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ather
 Air Clearances

• Possible applications for:
 State/Port Authorities 
 Pilot Associations
 Marine Exchanges
 Inter-mod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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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 要素

顯示 整合 通信(傳送)

ECDIS

ARPA

ECS

Laptop

結合AIS數據顯示
船舶移動訊息

設備上顯示
進港船舶之訊息

GPS/

DGPS

HDG

COG

Speed

啟動及控制各
單位間之數據流量



AIS    船對船

•雙波道系統:

> 安全波道切換
> 減輕RF介面
> 雙倍容量

•自我組織、隨機排列岸台
•狀態警覺顯示
•自動識別

•船對船訊息公報
• DCS 頻率波道管理
•單波道及雙波道
•共用窄頻 (12.5 KHz)

AIS 1 (Simplex Ship-Ship)

Channel 88B (for example)

AIS 2 (Simplex Ship-Ship)

Channel 87B (for example)



船舶提供: ID, 位置,航向,船首
方向,速度

船舶接收:船舶資料,港口資料
危險區域

NON - CG Sources

氣候
現況
深度
港口

CG C2 Node
多功能的 AIS

Watchstander

“Smart Tree”

警告 /警報航道報告

• Low $ solution to many traffic management issues

– 涵蓋電子盲區

– 可插入C2 Center 發布之危險訊息

– 可整合NDS的一部份

• 單一架構 /多任務功能

– 非VTS  但可以是ㄧ個緊急的VTS

– 可遠端管理TSS, 海事避難等



VTS/VTIS based on AIS
緊急資訊：
•船舶佈告
•氣象警告
•遇險警示
•交通建議

船舶資料運算系統 船舶位置資料

雷達資料*

船務代理
複合運送
引水人協會
港務局

警告資料

VTC

值勤人員

* only where appropriate 

潮汐
水流
鹽度
氣候

A B

無線電通訊範圍內船對船位置報告 不需VIS介入.

即時資訊廣播.

A B

以AIS為基礎的VTS運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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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系統架構圖
8



AIS Ship Broadcast

Static (6 min.)
• VESSEL NAME / CALL SIGN
• MMSI / IMO# 
• LENGTH / BEAM
• TYPE OF SHIP 
• ANTENNA LOCATION
• HEIGHT OVER KEEL *

Dynamic (2-10 sec)
• POSITION
• ACCURACY (+/-10m)
• UTC
• COURSE (COG)
• SPEED (SOG)
• HEADING
• NAV STATUS
• RATE OF TURN

Optional Inputs

• HEEL
• PITCH & ROLL

Voyage Related 

 DRAFT
 HAZ CARGO ONBOARD
 ETA / DESTINATION *
 ROUTE PLAN *
 PEOPLE ON BOARD *                                          

Safety Related
• SHORT MESSAGES *

* Discretionary





LRIT數據中心WBS

1. IMO/LRIT 維護會議與行政事宜
2.LRIT DC建置

與維運

3.1GIS系統
建置

1.1 DDP 內容
維護更新與
效期管理

3.2 AP系統
開發

2.1建置 2.2維運

3.LRIT ASP建置

1.2LRIT數據
取得工作

1.2.1收集具
LRIT船舶資料

1.2.2LRIT用戶
資料抽取

2.1.1 建置
High Availabilty

系統環境

2.1.1.1數據中心
硬體採購供應

1.2.2DDP計畫

3.2.1 提供服務介面，提供港務局，船公司，
海巡署…等，建議直接可與MTNet既有

LDAP使用者權限管理整合，亦可由既有
客服人員提供免付費電話業務服務

2.2.1 LRIT資料保存
一年以上，異地備份

2.2.2  提供如PKI..等
安全，可靠度高連線

環境

加入並整合於國際之LRIT系統，成為我國與
他國授權之ASP

IMO秘書處提出申請與IDE 

/DDP連接系統測試

國內符合IMO標準之LRIT

遠距船舶定位系統



1. IMO/LRIT 維護會議與行政事宜

1.1 DDP 內容
維護更新與效期管理

1.2LRIT數據取得工作要項

1.2.1收集具
LRIT資料之船舶

（MTNet船舶資料庫）

1.2.2 LRIT用戶
資料抽取

1.3.以IMO為標準之
LRIT救援服務資料交換

1.2.2.2.1 自地面站抽
取LRIT資料

1.2.2.1 取得船東
/船主同意書

1.2.2.2 CSP業者洽談地面
接收站LRIT資料傳輸事宜

(國分/相宇)

1.2.2.2.3 介接/整合於MTNet

子系統

1.2.2.3 交通部/港灣研
究所電子海圖需求

申請

1.1.3 他國DC間之計費
/帳務處理工作

1.2.2.2.2 整合於WBS3

GIS系統

中長期：依市場或政策
要求加入LRIT協調

者(IMSO)

1.1.1 與主管機關（交通部）
確認我國（DDP）
技術規範之XML 

1.1.2 國際LRIT資料
交換/協議/標準

file:///D:/1校外公事/3商家/誠德MTNET/交通部中華電信總局演講/Inmarsat漁船監控系統抽取同意書暨漁船基本資料.doc


3.1.1劃分LRIT資料權限之
各國相關海域定義
之WGS84坐標

3.1.2 港口與港埠設施清單與
坐標(依港口國要求)與
相關地理空間資料

3.1.3 DDP技術規範 XML

檔案等之GML 檔案

3.1.4 具LRIT DDP電子海圖
與GIS分析統計及船位
與航跡顯示等功能

3.1GIS系統建置 3.2 AP系統開發

維護船舶資料庫
（可考慮直接MTNet航政
監理船舶資料庫更新）

回覆期限：
<4 天=>30min送出

4~30天=>1小時內送出
>30天=>5日內送出

結合Google

搜尋特定船隻

3.2.1建立LRIT資料庫
3.2.2CSP通訊資料，GIS系統，

MTNet船舶相關系統，外部使用者
服務介面，程式開發測試，上線等

加入並整合於國際之LRIT系統，成為我國與他國授權之ASP

國內符合IMO標準之LRIT

遠距船舶定位系統

IMO秘書處提出申請與IDE 

/DDP連接系統測試

未傳送LRIT

船舶資料通報
（主管機關
船公司）



台灣海峽海上交通航道助航設施與海上船舶油污風險管理

虛擬海上紅綠燈、航道與
助航設施規劃

船舶在海上採取避碰措施時，
大都保持航速而以轉向方式
避碰，可節省油料與提高雙
方避碰的應變效率。

為此，國際避碰章程中制訂
一套船舶避碰規則，依照所
看到對方的舷燈（以本船來
看左紅燈右綠燈），如為紅
燈就必須避讓。

日後台灣海峽交通頻繁至少
將有三條北中南東西向航線，
可能有12條航道與36個船舶
交會點。

台灣海峽航道示意圖其中紅色為交會點



 依據國際避碰章程海峽來往船舶將有如下所示之四種避碰狀況，其
中紅色箭頭表示避讓船，綠色箭頭表示直行船，有時是避讓船有時
是直行船，船上的工作壓力會較大，尤其夜間航行時更加困難。

台灣海峽海上交通航道助航設施與海上船舶油污風險管理

朝南船舶直行示意圖

朝北船舶直行示意圖

朝東船舶直行示意圖

朝西船舶直行示意圖



台灣海峽海上交通航道助航設施與海上船舶油污風險管理

本規劃先依據交通流的調查，
確定船舶屬性與交通流密度
後利用GIS空間資訊處理的分
析能力，找出高密度船舶交
會點。

作為分道航行與船舶導引規
劃之依據，為此，如有一套
虛擬海上紅綠燈、航道與助
航設施，透過AIS廣播系統，
讓一方船舶直行一方避讓則
將可較為安全與提高效率。

基隆港ＡＩＳ交通流調查示意圖

基隆港ＡＩＳ交通流密度分析示意圖





台灣海峽海上交通狀況



台灣海峽海上交通狀況



金門地區海上交通狀況



金門地區船舶數量眾多



台灣海峽海上船舶交通流分析



2010年11月25-30日
所有船舶航跡圖



2010年11月25-30日
VLCC船舶航跡圖



VLCC與所有船舶
航跡套疊圖



所有船舶航跡密度圖



VLCC與所有船舶
航跡密度套疊圖



2010年12月19-26日進入台灣海峽之船舶數量
（每日平均AIS 232艘）



2010年12月19-26日進入金門地區之船舶
（數量每日平均AIS 92艘）



2010年12月19-26日台灣海峽全部船舶密度分析圖



2010年12月19-26日VLCC船舶密度分析圖



 建議依照船舶速度、大小、動態規劃台灣海峽海上交通航道

1.速度超過20節之高速直行交通船規劃至航道最短距離處（紅色區域）
2.船速介於10-20節之一般直行船規劃至航道較外側區域（綠色區域）
3.待轉狀態船舶規劃至黃色最兩側處（黃色區域）

虛擬海上東西向航道示意圖



台灣各港口之助航設施重新調查與更新

助航設施位置校準

助航設施 燈質 燈號 外觀校準

電子海圖套疊校準

AIS ATON發射頻率與浮標發射識別編號校對

航道位置校準

沈船位置校準

海堤突堤工程位置校準

海底水文資料更新



台灣各港口之助航設施重新調查與更新
（基隆港）



台灣各港口之助航設施重新調查與更新
（蘇澳港）



台灣各港口之助航設施重新調查與更新
（花蓮港）



台灣各港口之助航設施重新調查與更新
（高雄港）



台灣各港口之助航設施重新調查與更新
（台中港）



台灣各港口之助航設施重新調查與更新
（全台）



國際助航設施ATON新科技

近年來國際通訊電子產業發達，結合岸
台VTS上的AIS與GIS，透過AIS廣播模式
可將虛擬海上紅綠燈、航道與助航設施
顯現在船舶的電子海圖與VTS站上，以
AIS建置虛擬助航設施（ATON）。其中
也包括緊急遇險擱淺船舶之位置標示。



浮筒buoy

AIS message 21

船上的電子海圖顯示

海岸基地台使用

AIS message 21與浮筒通訊

虛擬航道與助航設施佈放示意圖



虛擬航道與助航設施佈放 AtoN 伺服器畫面



助航設施浮筒採用AtoN 之優點：

 符合國際化標準：安裝於海上浮筒上，航道管制、作業標識、
區域標誌等等功能均以符合國際標準方式運作，使往來國際間
的船舶能正確的顯示浮筒資訊，能符合國際法規規定，且能增
進航安效能。

 開放的設備標準：由於 AtoN 機制是由國際通訊組織制訂的開
放標準，不是由商業團體或私人公司企業制定的不相容私人系
統，所以相容性及擴充性良好。在正確的系統架構之下，可以
實施連線管理目標。

 嚴謹的通訊規範：由於 AtoN 機制是 AIS 規範中的一部分，所
以通訊頻道及嚴謹的TDMA編碼原則均有遵循規範，不會干擾額
外的通訊頻道而造成困擾。

 額外的輔助功能：例如做為 AIS 中繼站、氣象資料監控、浮筒
位移監控、臨時緊急狀況設定、虛擬與實體浮筒設定等等，均
可以於AtoN架構下完成任務。



海底電纜及海底油管保護系統
（Under water cable protector）

最新航海科技，結合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及電子海圖（ECS），自動監視
及警告航行船舶。海底電纜及海底油管位置防護區如果有船舶侵入，自動警報
及紀錄，發出訊息警告侵入船舶。



海污事件探討--
吉尼號貨輪油污染事件

 船舶在海上之活動，均有可能造成漏油之問題，然
而台灣位居西太平洋交通之樞紐，海上交通繁忙，
因此每隔數年就會發生船舶因擱淺、碰撞或者機械
故障等因素而造成燃油或原油的污染。污染海域之
油污測定：於95年12月至96年3月共計出海採樣6次
，在事故位置周圍設定8個測點（95年12月29日之採
樣，於第3及第4測點間尚有2測點，96年1月份以後
之航次因有觸礁之險，故不再採樣），於測點採集
表層、10公尺及底層之水樣，並視狀況採集底泥或
沿岸土壤樣本。



海污事件探討



海污事件探討

Sea oil pollution monitoring and simulation



10 03 2011瑞興輪



解決方案：沿岸ESI調查



解決方案：海上油污預防系統
The Taiwan oil pollution avoidance system



解決方案：船舶航安及污染事件追蹤系統

Ship name：NOBLE

Call sign：V2IS  

L*B*D：150*22*8.4

ETA：2005-02-16  14：00



解決方案：海上溢油漂移擴散散軌跡預報結
果顯示（大陸）



解決方案：RADAR 溢油監測數位後處理軟體

 Automatic Oil Spill Detection

 No Operator Interaction

 Real Time Alerts on Radar Surveillance (VTS) System

 Aids identification of polluting vessel

 Enables quick response for containing the spill

 Unique Product

 Proven in Sea Trials

 Uses standard marine (VTS) radar

 No specialist hardware required

 Software solution



Havila Troll with 

VisSim Oil Spill 

Detection System

KV Tromso holding 

one boom end

K/V Stalbas holding 

one boom end

Oil boom

Oil boom

Bison holding 

one boom end

Oil slick

Skandi Admiral

This picture is from a field test 

May 2006 offshore North Sea. 

The oil slicks may be seen as 

indicated in the picture

Oil Spill Detection



全球船舶即時追蹤系統



全球船舶即時追蹤系統



全球船舶即時追蹤系統



全球船舶即時追蹤系統



通訊

本部委託中華電信辦理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通信系統(
海岸電台GMDSS) 

搜救

國際衛星輔助搜救系統(台北任務管制中心COSPAS-
SARSAT) 

監控及警示

岸際雷達偵測系統、船舶定位系統(AIS，須納入「船舶
遠距識別與追蹤系統(LRIT)」)

管制及管理

商港區域船舶管理系統、船舶航行紀錄系統(VDR)

基本資料

自然基本資料系統、船舶及航線系統、航道及標識系統

船舶航行管理中心功能與系統構想



船舶航行管理中心功能與系統構想



船舶航行管理中心功能與系統構想圖

AIS

AIS/LRIT

AIS

AIS

AIS

AIS

AIS/GMDSS

AIS

AIS

AISVNMC

Vessel Navigation Management 

Center （VNMC） via 

VTS/AIS/LRIT/GMDSS network



我國船舶航行管理中心架構圖草案

船船航行管理中心平臺
通訊、警示、搜救、監控、管制及管理

基本自然資料子系統
(水文、氣象等環境)

航道、標識子系統

船舶定位子系統(AIS)

船舶航行記錄子系統
(VDR)

雷達偵測子系統
國際衛星輔助搜救子系統

(COSPAS-SARSAT)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通信子系
統(GMDSS)

港口船
舶管理
子系統

航線、船舶子系統

環境資料主管機關航政機關(港務局、關稅總局)



我國船舶航行管理電子化現況表
系統名稱 主辦機關 說明

雷達偵測系統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已建置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通信系統(
海岸電台GMDSS)

本部委託中華電信 已建置

國際衛星輔助搜救子系統
(COSPAS-SARSAT)

台北任務管制中心 已建置

商港區域船舶管理系統 各港務局 已建置

船舶及航線系統 各港務局(MTNet) 已建置

航道及標識系統 關稅總局、各港務局 未建置

船舶航行紀錄子系統(VDR) 各港務局(海事調查及評議) 未建置

自然基本資料系統(水文、海象
)

海軍大氣海洋局、中央氣象局 未建置

船舶定位系統(AIS，未來須納
入「船舶遠距識別與追蹤系統
(LRIT)」

商港區域各港務局建置，涵蓋範
圍港域20海浬

非商港區域港延中心完成8處之船
舶自動識別系統(AIS)簡易接收站

商港區域已
建置、非商
港區域未建
置



討論與建議

 建置海峽船舶動態與交通流監測服務系統與協作管道，增進災
害防治應變技術交流及提高海上交通應變效率，減少因海上交
通事故造成之水文環境及海事產業經濟之損失。

 預先做好台灣海峽船舶避碰風險評估，劃定相關交通流密集區
、危險區域與水文環境敏感帶，作為之預先規劃，有助於兩岸
海事科技協作與交流。

 海域應用範圍需要進行擴充。應進一步收集台灣海峽潮流數據
對預報系統模型進行校驗。應針對台灣海峽的風力情況，進一
步校驗風場對溢油漂移的影響。

 建置台灣海峽海上交通航道之助航設施與海上船舶油污風險評
估管理機制。

 加強金門及廈門海事科技人員經驗交流與定期教育訓練，並增
設金廈夜行的教育訓練設備及機制。



討論與建議

 期望日後建置海峽兩岸船舶交通服務時，能提供先期航道與防止
海水污染規劃之初步研究，做為參考，期望在未來能有效確保台
灣海峽航行安全與防止海水污染災害的發生。

 整合相關同性質系統與組織資源共享全面e-Navigation化。

 建議花蓮港作為日後港務公司化後之教育訓練及發證機構

（VTS GMDSS  海上環保教育污染防治 等證照發放與在職教育）

 建議成立船舶航行管理電子化專責資料管理中心提供網站供民用
（一般民眾） 商用（航商） 警用（海巡署） 公用（航港局 環
保署）依照權限開放使用。

 環保署協助海巡署各副署單位之岸際雷達站增設油污追蹤數位雷
達後處理軟體與油污監測浮標，提供油污染發生時之即時油污監
測功能。



The End ＆

Thank You Very Mu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