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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 ＧＢ／Ｔ１６１６２—１９９６《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术语》。本标准与

ＧＢ／Ｔ１６１６２—１９９６相比，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２．１基本概念，将１９７４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１９７４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ＳＯＬＡＳ）公约

１９８８年修正案合并为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一个术语和定义（见２．１．７），修改了无线电规则、

船舶配备要求、遇险报警三个术语和定义（见２．１．１１、２．１．１８和２．１．１９），增加了国际移动卫

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水道测量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中国船舶报告系统、日本船舶报告

系统、韩国船舶报告系统、ＧＭＤＳＳ系统船舶、船舶保安警报系统和船舶交通管理系统１０个术

语和定义（见２．１．３、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６、２．１．３３、２．１．３６、２．１．３７、２．１．３９、２．１．４０和２．１．４１）；

———原第５章遇险和安全通信修改为２．２遇险、紧急和安全通信，修改了遇险报警转发、遇险收妥

确认、遇险优先申请信息三个术语和定义（见２．２．１０、２．２．１１和２．２．１２），增加了无线电话报

警信号一个术语和定义（见２．２．６６）；

———原第３章卫星通信部分术语拆分为２．３海事卫星通信系统和２．４国际搜救卫星系统两个

部分；

———２．３海事卫星通信系统中删除了空间无线电通信、空间系统、卫星系统、卫星网络、卫星链路、

多卫星链路、馈线链路、有源卫星、反射卫星、静止卫星、静止卫星轨道、公众电话交换网、分组

交换网、开放网络和分组交换１５个术语和定义（见１９９６版的３．１、３．２、３．３、３．４、３．５、３．６、

３．７、３．８、３．９、３．１０、３．１１、３．５２、３．５３、３．６１和３．６２），将舱外设备、舱外安装设备与舱内设备、

舱内安装设备分别合并为舱外设备、舱内设备二个术语和定义（见２．３．３３、２．３．３４），修改了日

常优先级的术语和定义（见２．３．３８），增加了国际海事卫星Ｄ＋系统、国际海事卫星Ｆ系统、国

际海事卫星Ｍ系统、国际海事卫星迷你Ｃ系统、国际海事卫星迷你Ｍ系统、国际海事卫星Ｍ４

系统、国际海事卫星Ｐ系统、国际海事卫星手持机、互联网北京站特服号码６１、宽带全球区域

网络业务和移动包数据业务１１个术语和定义（见２．３．５、２．３．７、２．３．８、２．３．９、２．３．１０、

２．３．１１、２．３．１２、２．３．１３、２．３．６２、２．３．６３和２．３．６４）；

———２．４国际搜救卫星系统中删除了搜寻遇险船舶空间系统、卫星搜救跟踪系统二个术语和定义

（见１９９６版的３．７１、３．７２），修改了低极轨道搜救卫星系统、服务区二个术语和定义（见３．４．１、

３．４．５）；

———２．５地面通信中删除了电台、航空器电台、地面电台、移动电台、陆地电台、基地电台、对讲电话

机、数据电话机和有害干扰九个术语（见１９９６版的４．２３、４．２４、４．２５、４．２７、４．２８、４．２９、４．４４、

４．４５和４．５６），修改了数字选择呼叫、中频通信、高频通信、甚高频通信、发射类别、单边带发

射、指配频率、成对频率八个术语和定义（见２．５．７、２．５．１４、２．５．１５、２．５．１６、２．５．４８、２．５．４９、

２．５．５１和２．５．５２），增加了全呼、海呼、组呼（群呼）、选呼、海上业务呼叫、自动识别系统、自组

织时分多址技术和船载航行数据记录仪八个术语和定义（见２．５．１８、２．５．１９、２．５．２０、２．５．２１、

２．５．２２、２．５．５３、２．５．５４和２．５．５５）；

———２．６通信业务中删除了主管部门、公众通信、电信、无线通信、无线电通信业务、移动业务、传

真、电话技术、无线电话通信、无线电用户电报通信、无线电用户电报业务、遥令、空间遥令、空

间跟踪、电子邮件、受话人付费电话、数据通信、信用卡电话和会议电话１９个术语和（见１９９６

版的６．１、６．２、６．３、６．４、６．５、６．６、６．３０、６．３１、６．３２、６．３３、６．３４、６．３８、６．３９、６．４０、６．６３、６．７１、

６．７２、７．７３和６．７４），修改了限用操作员证书和特别业务费二个术语和定义（见２．６．５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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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６０），增加了金法郎、特别提款权和国际海事卫星通信三个术语和定义（见２．６．６２、２．６．６３

和２．６．６９）。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

本标准由交通部信息通信及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大连海事大学、中国交通通信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袁安存、张仁平、黄耀絫。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６１６２—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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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犌犕犇犛犛）术语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的基本术语。

本标准适用于ＧＭＤＳＳ专业范围内的各种标准的制定，各类技术文件的编制，也适用于科研、教学

等方面技术术语的规范。

２　术语和定义

２．１　基本概念

２．１．１

国际海事组织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犕犪狉犻狋犻犿犲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犐犕犗）

联合国系统内主管海运技术问题、各国海上安全和船舶防污染及其法律问题的专门机构。

２．１．２

国际海事卫星组织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犕犪狉犻狋犻犿犲犛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犐犖犕犃犚犛犃犜）

１９７６年９月３日通过的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公约成立的组织。１９９５年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改名为国

际移动卫星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ｂｉｌ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１．３

国际移动卫星组织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犕狅犫犻犾犲犛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１９９５年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改名为国际移动卫星组织。已发展为世界上唯一为海陆空用户提供全

球卫星移动公众通信和遇险安全通信的业务提供者，参见２．１．２。

２．１．４

世界气象组织　犠狅狉犾犱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犠犕犗）

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成立于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３日，１９５１年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是联合国关于地

球大气状况和特征、与海洋相互作用、产生和导致水源分布气候方面的最高权威的喉舌，总部设在瑞士

日内瓦。

２．１．５

国际水道测量组织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犎狔犱狉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犐犎犗）

为统一国际海图及其他航海方面的文件而建立的咨询性政府间国际机构。其宗旨是协调各国航道

测量部门之间的活动，统一海图和航海文件，鼓励各国采用统一的有效的航道测量方法，促进航道测量

技术和海洋科学的发展。

２．１．６

国际电信联盟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犜犲犾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犝狀犻狅狀（犐犜犝）

电信界最权威的标准制订机构，成立于１８６５年５月１７日，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５日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

门机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ＩＴＵ每年召开１次理事会；每４年召开１次全权代表大会、世界电信标

准大会和世界电信发展大会；每２年召开１次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２．１．７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犳狅狉狋犺犲犛犪犳犲狋狔狅犳犔犻犳犲犪狋犛犲犪（犛犗犔犃犛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日国际海上人命安全会议通过的一项关于海上人命安全的公约，亦称ＳＯＬＡ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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