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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 代 替 GB/T16162—2009《全 球 海 上 遇 险 和 安 全 系 统 (GMDSS)术 语》。本 文 件 与

GB/T16162—2009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事卫星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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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1978年国际海员培训、发
证和值班标准公约、缔约国政府、无线电规则、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区域、示位、寻位、中国

船舶报告系统、澳大利亚船舶报告系统、日本船舶报告系统、韩国船舶报告系统、GMDSS系统

船舶19个术语和定义(见2009年版的2.1.1~2.1.12、2.1.23、2.1.24、2.1.33、2.1.35、2.1.36、

2.1.37、2.1.39);
———删除了奈伏泰斯紧急警告、奈伏泰斯重要警告、奈伏泰斯日常警告、航向警告信号、救助单元、

移动单元、无线电话报警信号7个术语和定义(见2009年版的2.2.34~2.2.36、2.2.52、2.2.58、

2.2.61、和2.2.66);
———删除了国际海事卫星系统、国际海事卫星A系统、国际海事卫星B系统、国际海事卫星D+系

统、国际海事卫星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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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波段卫星

紧急无线电示位标、大西洋东区、大西洋西区、太平洋区、印度洋区、地球站、空间站、海岸地球

站、船舶地球站、海上遇险信道、舱外设备、舱内设备、网络协调站共用时分多路复用信道、网络

协调站到网络协调站信令信道、网络协调站到地面站信令信道、陆地地球站时分多路复用信

道、移动地球站信令信道、移动地球站信息信道、信道模型、闭合网络、闭合用户组、数据线路终

端、数据终端设备、信令分组、增强性群呼译码器、电子数据交换、交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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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个术语和定义(见2009年版的2.3.1~2.3.3、

2.3.5、2.3.6、2.3.8~2.3.14、2.3.17~2.3.20、2.3.24、2.3.25、2.3.27、2.3.29、2.3.32~2.3.34、

2.3.40~2.3.48、2.3.50、2.3.51、2.3.56、2.3.59~2.3.64);
———删除了服务区、系统信息、星历数据、信标检测概率、信标定位概率5个术语和定义(见2009年

版的2.4.5、2.4.6、2.4.9、2.4.17和2.4.18);
———删除了地面无线电通信、管制值班员、无线电测定、无线电导航、无线电定位、船上通信电台、无

线电测定电台、无线电导航陆地电台、无线电导航移动电台、无线电定位陆地电台、无线电定位

移动电台、无线电测向电台、无线电信标电台、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电台、气象传真接收机、自
组织时分多址技术、船载航行数据记录仪17个术语和定义(见2009年版的2.5.1、2.5.23~
2.5.26、2.5.31、2.5.33~2.5.40、2.5.43、2.5.54、2.5.55);

———删除了广播业务、卫星广播业务、无线电测定业务、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无线电导航业务、卫
星无线电导航业务、海上无线电导航业务、卫星海上无线电导航业务、无线电定位业务、气象辅

助业务、卫星气象业务、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业务、卫星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业务、临时无线电

信标业务、移频电报、执行机构、入网、脱网、叫号电话、叫人电话、常规通信信道、金法郎、特别

提款权、静默时间、明语、密语、国际海事卫星通信27个术语和定义(见2009年版的2.6.6、

2.6.7、2.6.9~2.6.19、2.6.22、2.6.23、2.6.41~2.6.43、2.6.54~2.6.56、2.6.62~2.6.64、2.6.67~
2.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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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了遇险报警、现场指挥员、双套设备、岸上维修、海上电子维修、协调世界时、船舶报告系

统、商船自动互救系统、船舶交通服务系统9个术语的定义(见3.7、3.10、3.14~3.19、3.22,

2009年版的2.1.19、2.1.22、2.1.28~2.1.32、2.1.34、2.1.41);
———增加了船舶远程识别与跟踪系统、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甚高频数据交换系统、全球海上遇险和

安全系统现代化计划4个术语和定义(见3.23~3.26);
———更改了遇险呼叫、遇险呼叫格式、遇险报警转发、遇险收妥确认、遇险电文、遇险通信、紧急呼

叫、紧急呼叫格式、紧急电文、紧急通信程序、安全呼叫、安全呼叫格式、安全通信程序、安全通

信、航行电传系统、气象预报、公海海上安全信息、卫星转发的海上安全信息、船间航行安全通

信、搜救责任区、联合搜救协调中心、搜救任务协调员、定位信号、引导信号24个术语的定义

(见4.1.4、4.1.5、4.1.10、4.1.12、4.1.14、4.1.15、4.1.19~4.1.21、4.1.23、4.1.26、4.1.27、4.1.29~
4.1.31、4.1.35、4.1.39~4.1.42、4.1.46、4.1.49、4.1.52、4.1.53,2009年版的2.2.4、2.2.5、2.2.10、

2.2.11、2.2.13、2.2.14、2.2.17~2.2.20、2.2.23~2.2.27、2.2.46、2.2.49~2.2.51、2.2.53、2.2.56、

2.2.59、2.2.64、2.2.65);
———增加了遇险呼叫转发、紧急预告、安全通告、安全电文、其他紧急安全信息、气象信息、搜救责任

分区、人员落水、搜救服务、搜救对象10个术语和定义(见4.1.11、4.1.18、4.1.25、4.1.28、

4.1.33、4.1.36、4.1.43、4.1.54、4.1.55和4.1.56);
———更改了空间段、地面站、移动地球站、国际移动卫星C系统、国际移动卫星F系统、增强性群

呼、卫星洋区、网络协调站、国际移动卫星移动终端号码、移动地球站状态、性能验证测试、询
呼、存储转发通信13个术语的定义(见4.2.1、4.2.3、4.2.5、4.2.10、4.2.11、4.2.13、4.2.14、

4.2.16、4.2.19、4.2.27、4.2.28、4.2.29、4.2.30,2009年版的2.3.21、2.3.26、2.3.28、2.3.4、2.3.7、

2.3.15、2.3.16、2.3.23、2.3.31、2.3.53、2.3.54、2.3.55、2.3.57);
———增加了固定地球站、卫星接续站、移动地球站、海事移动终端、移动卫星通信系统、经认可的移

动卫星通信系统、经认可的移动卫星业务提供商、国际移动卫星海上宽带系统、专用接续码、接
续短码10个术语和定义(见4.2.2、4.2.4~4.2.9、4.2.12、4.2.17和4.2.18);

———更改了国际搜救卫星系统、本地用户终端、任务控制中心、报警数据、示位标识别码、示位标编

码信息、紧急无线电示位标、紧急示位发射机、个人示位标、实时模式、全球覆盖模式11个术语

的定义(见4.3.1、4.3.5、4.3.9、4.3.11、4.3.15、4.3.16、4.3.18~4.3.22,2009年版的2.4.1~2.4.3、

2.4.7、2.4.11、2.4.12、2.5.27、2.4.13、2.4.14、2.4.15和2.4.16);
———增加了同步轨道搜救卫星系统、低轨道搜救卫星系统、中轨道搜救卫星系统、同步轨道搜救卫

星系统本地用户终端、低轨道搜救卫星系统本地用户终端、中轨道搜救卫星系统本地用户终

端、搜救信号转发器、示位标发射信息、国际示位标登记数据库9个术语和定义(见4.3.2、

4.3.3、4.3.4、4.3.6~4.3.8、4.3.12、4.3.17和4.3.23);
———更改了地面通信网络、窄带直接印字电报、数字选择性呼叫、数字选择性呼叫自动确认操作、中

频通信、日常呼叫、自动电话呼叫、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设备、发射类别、自动识别系统10个术

语的定义(见4.4.2、4.4.5、4.4.6、4.4.9、4.4.13、4.4.16、4.4.22、4.4.28、4.4.35和4.4.45,2009年版

的2.5.4、2.5.6、2.5.7、2.5.11、2.5.14、2.5.17、2.5.22、2.5.41、2.5.48和2.5.53);
———增加了自动识别系统搜救发射器、格式符、呼叫测试、集群性前向纠错方式、上边带发射、全载

波单边带发射、减载波单边带发射、抑制载波单边带发射、扫描值守接收机9个术语和定义(见

4.4.12、4.4.17、4.4.23、4.4.34、4.4.37~4.4.40和4.4.44);
———更改了移动卫星业务、水上移动卫星业务、海上移动业务识别码、水上识别数字、选择性呼叫

码、安全网、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安全网、船队网、国际航行电传业务、国内航行电传业务、发射

台识别符、电文类别标识符、航行电传电文编号、航行电传优先电文、全球航行警告业务、航行

警告区域协调员、国内协调员、航行警告区、航行警告区警告、沿岸警告、本地警告、静止卫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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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通用操作员证书、医疗指导、医疗运输26个术语的定义(见4.5.1、

4.5.3、4.5.18、4.5.19、4.5.25、4.5.30~4.5.33、4.5.35、4.5.36、4.5.39~4.5.43、4.5.45~4.5.48、

4.5.50、4.5.51、4.5.58、4.5.59、4.5.62、4.5.69~4.5.70,2009年版的2.6.1、2.6.3、2.6.30、2.6.31、

2.6.38、2.6.44~2.6.47、2.2.28~2.2.33、2.2.38、2.2.39~2.2.44、2.6.48、2.6.49、2.6.52、2.6.65和

2.6.66);
———增加了经认可的移动卫星业务、国际移动卫星船队安全业务、公众通信业务、国际增强性群呼

业务、国内增强性群呼业务、船队网业务、航行电传业务区域、航行电传协调员、全球海洋气象

信息和警告业务、沿岸警告区、气象区域、分区域、分区协调员、分区警告、用户定义区域、有效

公告、公共交换电话网业务、文本传真业务18个术语和定义(见4.5.4、4.5.5、4.5.8、4.5.28、

4.5.29、4.5.34、4.5.37、4.5.38、4.5.44、4.5.49、4.5.52~4.5.57、4.5.71和4.5.7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耀倞、关巍、蔡珊珊、肖方兵、耿红、翁大涛。
本文件于1996年首次发布,2009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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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术语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的基础术语,以及遇险、紧急和安全通信、移动卫

星通信系统、国际搜救卫星系统、地面通信系统及通信业务相关的专用术语。
本文件适用于国内与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相关领域或管理部门涉及引用或规范使

用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术语的各类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基础术语

3.1
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globalmaritimedistressandsafetysystem;GMDSS
利用地面和卫星通信技术为海上船舶和人员提供遇险报警和海上安全信息播发等功能的一种全球

通信服务网络。

3.2
A1海区 seaareaA1
在至少一个具有连续有效数字选择性呼叫(DSC)报警能力的甚高频(VHF)海岸电台无线电话覆

盖范围内的区域,该区域由各缔约国政府规定。

3.3
A2海区 seaareaA2
除A1海区以外,在至少一个具有连续有效数字选择性呼叫(DSC)报警能力的中频(MF)海岸电台

无线电话覆盖范围内的区域,该区域由各缔约国政府规定。

3.4
A3海区 seaareaA3
除A1和A2海区以外,在具有连续有效报警能力的国际移动卫星公司(Inmarsat)静止卫星所覆盖

的区域。

3.5
A4海区 seaareaA4
除A1,A2和A3海区以外的区域。

3.6
GMDSS船舶配备要求 GMDSSshipcarriagerequirement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第Ⅳ章C部分所规定的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船

舶在各个不同海区航行时配备设备的要求。

3.7
遇险报警 distressalert
向能够提供救助或协调救助的单位报告遇险事故,表明发送报警的移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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