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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统概述 

“国家海上搜救环境保障服务平台”整合了国家海洋局各海洋预报单

位的海洋动力环境预报数据和搜救漂移预测模型，面向我国全海域和东

南亚海域提供海洋水文气象数据查询、海上目标漂移预测、搜救方案辅

助决策服务，实现了“远程应急请求—漂移预测计算—结果展示—搜救

方案生成”自动化、高效率的海上搜救辅助决策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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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主界面 

平台网页端基于 Leafletjs 框架，使用 Html+Css+JavaScript 语言进行

研发，实现了海洋预报数据显示、漂移预测、辅助决策等功能，主界面

如图 2-1 所示。 

 

图 2-1 系统主界面 

国家海上搜救环境保障服务平台主要包括“功能按钮”、“时间滑条”

和“地图视图”三部分。 

其中“功能按钮”包含海洋预报、漂移预测、辅助决策和历史案例四

个核心功能，此外，右侧功能栏具有 AIS 数据查看、测量工具、地图快

照、经纬网、专题图层、视图刷新、更换语言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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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滑条”可以查看任意时刻的指定海洋预报数据。 

“地图视图”提供海洋气象预报动态可视化界面，支持海洋预报标量

场和矢量场数据的实时动态绘制，通过凤羽图、粒子系统、等值线、数

值标注、颜色渐变等多种方式进行制图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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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统功能 

3.1 漂移预测 

基于海量数据快速同步与提取、漂移预测并行计算、标准服务封装

等关键技术，为用户提供“一键式”漂移预测云计算服务。可根据案例的

时间、位置、类型，自动进行最优环境数据和模型的选择和运行，并能

在 3 分钟内计算出最优搜寻区域和概率分布（详见辅助决策部分），反

馈给用户。参数设置界面如图 3-1 所示。 

 

图 3-1 漂移预测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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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日期和时间设置。如图 3-2、图 3-3 所示。 

 

图 3-2 日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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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时间设置 

预测时长选择。可支持最大时长为 72 个小时的漂移预测服务请求。 

事故类型选择。支持 5 种事故类型。如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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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目标类型设置 

风场作用参数设置。根据事故类型，为您推荐风场系数设置参考，

如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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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风作用参数设置参考 

说明：作用参数主要依据目标物体在海面上的受风面积确定，受风

面积越大（小），作用参数越大（小）。 

是否邀请本海区预报员用户。若用户选择“邀请本海区预报员用户”，

海洋局相关预报员将提供更为精细化的预报服务，并将结果通过平台反

馈给普通用户。 

 参数设置完成，进行预测。 

3.2 辅助决策 

根据失事船舶的位置数据，采用漂移预测模型，确定可能性区域。

将搜寻区域进行网格划分，计算每个网格的包含概率（POC），然后根

据周边 AIS 信息选取搜救力量，按照同时搜索完成原则，对搜寻船只进



 
国家海上搜救环境保障服务平台-用户手册 

 

 第 9 页，共 35 页

 

行任务分配。 

3.2.1 事故信息输入 

选择遇险时刻，在地图上对搜救区域进行可视化，可视化结果如图

3-7 所示。 

 

图 3-6 参数设置 



 
国家海上搜救环境保障服务平台-用户手册 

 

 第 10 页，共 35 页

 

 

图 3-7 搜寻区域标识 

 

在遇险位置模块输入经度和纬度。在事故信息模块输入与搜救事件

相关信息，医疗需求设置参考如图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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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医疗需求参考 

3.2.2 搜救力量选择 

根据设定的搜索范围，展示该范围内所有调度的搜救力量。专业搜

救力量模块中展示了多个救援单位的专业搜救力量，用户可在该界面中

选择周边搜救力量和专业搜救力量，如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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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搜救力量选择 

3.2.3 搜救力量调整 

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对应急处置力量进行调整，支持手动添加专业

救助船舶信息，重新生成搜救方案，如图 3-10 所示。 



 
国家海上搜救环境保障服务平台-用户手册 

 

 第 13 页，共 35 页

 

 

图 3-10 搜救力量调整 

3.2.4 搜寻模式选择 

平台提供智能搜寻模式和人工搜寻模式两种搜寻方案的生成，如图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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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搜寻模式选择 

智能搜寻模式支持平行线搜寻模式（整体剖分）和平行线搜寻模式

（POS 剖分）两种搜寻方式，如图 3-12、图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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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平行线搜寻模式（整体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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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平行线搜寻模式（POS 剖分） 

多过程搜寻模式，考虑搜寻实际情况，将搜寻过程拆分为两个过程，

每个过程可进行搜寻方式的设置，如图 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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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多过程搜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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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第一过程搜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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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第二过程搜寻方案 

 

 

3.2.5 方案规划结果 

提供方案结果信息的查看，包括区域总面积、搜寻总时间、区域坐

标、每个搜寻力量的搜寻信息等，如图 3-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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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方案规划结果查看 

简报导出功能，将方案信息导出到 word 文档中，如图 3-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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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方案简报 

3.3 历史案例 

提供用户所做历史案例的查看和预测结果的制图表达，如图 3-19、

图 3-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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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历史案例列表 

 

图 3-20 案例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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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海洋预报 

支持风场、流场、海温、海浪四种全球尺度的动力环境要素的可视

化表达，以及台风的展示。可通过图层控制实现每个要素图层的自动切

换。 

3.4.1 风场可视化 

风场包含风速、风向信息，以风向标和风场粒子方式进行可视化表

达，支持单点风场信息时序查询，查询结果以曲线行式展示，并可下载

至本地。如图 3-21 所示。 

 

图 3-21 风场可视化 



 
国家海上搜救环境保障服务平台-用户手册 

 

 第 24 页，共 35 页

 

3.4.2 流场可视化 

流场包含流速、流向信息，以流场粒子方式进行可视化表达，支持

单点流场信息时序查询，查询结果以曲线行式展示，并可下载至本地。

如图 3-22 所示。 

 

图 3-22 流场可视化 

3.4.3 海温可视化 

海温包含海面温度信息，以彩色渲染方式进行可视化表达。支持单

点海温信息时序查询，查询结果以曲线行式展示，并可下载至本地。如

图 3-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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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海温可视化 

3.4.4 海浪可视化 

海浪包含浪高、浪向信息，以彩色渲染和海浪粒子方式进行可视化

表达，支持单点海浪信息时序查询，查询结果以曲线行式展示，并可下

载至本地。如图 3-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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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海浪可视化 

3.4.5 台风可视化 

台风包括台风编号、名称、路径、中心气压、风力和风速等信息，

支持全球正在发生的和历史台风数据的查询。如图 3-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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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台风可视化 

3.5 其他功能 

3.5.1AIS 数据 

AIS 数据包括 MMSI、船舶位置、船速、船向等船舶基础信息，支

持中国海域 AIS 信息、搜救船数据查询和显示，并可查询渔船历史轨

迹。如图 3-26、图 3-27、图 3-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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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大范围 AIS 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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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小范围 AIS 可视化 



 

3.5.2 量测工具

点击“测量工具”按钮（如图 3-29 所示），可在地图上进行距离测量，

如图 3-30 所示：

图 3-29“测量工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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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救助船数据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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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图 3-30 距离测量结果

地图快照 

 

 

 

 

点击“地图快照”按钮（如图 3-31 所示），可将当前地图视图中的内

容导出为本地快照。

 

图 3-31“地图快照”按钮

3.5.4 经纬网

点击“经纬网”按钮（如图 3-32 所示），可在地图视图中开启经纬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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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如图 3-33 所示。

 

 

图 3-32“经纬网”按钮

 

3.5.5

图 3-33 经纬网格

专题图层 

点击“专题图层”按钮（如图 3-34所示），可在地图上绘制事故易发

区图层、渔场数据、理论存活时间，如图 3-35、图 3-36、图 3-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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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4“专题图层”按钮

图 3-35 事故易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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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36 渔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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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图 3-37 理论存活时间

视图刷新 

 

 

点击“视图刷新”按钮（如图 3-38 所示），可清除所有页面上所有的

绘制图层，回到页面初加载完成的状态。

图 3-38“视图刷新”按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