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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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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深圳中航信息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大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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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的组成、结构要求、外观要求、功能要求、性能要求、环

境适应性要求、电磁兼容性要求、可靠性要求和安装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的研发、生产和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925 信息技术 射频识别 2.45GHz空中接口协议 

SC/T 6074  渔船用射频识别（RFID）设备技术要求 

SC/T 7002.1  船用电子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总则 

SC/T 7002.2  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高温 

SC/T 7002.3  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低温 

SC/T 7002.5  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恒定湿热（Ca） 

SC/T 7002.6  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盐雾（Ka） 

SC/T 7002.8  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正弦振动 

SC/T 7002.9  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碰撞 

SC/T 7002.10  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外壳防护 

SC/T 7002.12  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长霉 

SC/T 7002.14  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电磁兼容 

IEC 61000-4-5  电磁兼容性(EMC).第4-5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电涌抗扰试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  fishery ship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intelligent terminal 

用于渔业船舶身份识别管理，由主控模块、射频识别模块、卫星定位模块、通信模块、电源模块等

组成，适合于渔船安装使用的智能终端设备。 

3.2  

渔船电子标签  electronic tag onboard fishery v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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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识别技术的一种应用，利用内部芯片存储渔船的用户数据，实现远距离非接触式渔船身份识别

的标识卡。 

[SC/T 6074，定义3.1] 

4 终端组成 

4.1 概述 

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主要由主控模块、射频模块、定位模块、通信模块、电源模块和安装配

件组成，组成框图如图1所示。 

主控模块

射频模块 通信模块

定位模块 电源模块

 

图1 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组成框图 

4.2 基本组成部分 

4.2.1 主控模块 

由中央处理器和应用程序构成，完成终端各功能控制和数据处理。  

4.2.2 射频模块 

由RFID模块和独立高容量电池构成，实现对船舶身份及货物信息的智能识别。  

4.2.3 定位模块 

由卫星收发天线、兼容GPS和北斗卫星的定位模块、信号采集和处理模块等构成，对船舶提供导航

与定位功能。  

4.2.4 通信模块 

由收发天线、运营商网络通信模块、微控制器、I/O处理单元等构成，实现船舶位置信息的自动上

传。  

4.2.5 电源模块 

由锂电池、太阳能板、充放电管理电路等构成，为各组成部分提供所要求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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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要求 

终端的结构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整体采用一体式设计； 

b） 所有外置接口采用加强的防护措施，符合IEC 61000-4-5的规定。 

6 外观要求 

终端的表面状况和外观质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外壳应进行可靠有效的防腐蚀、防盐雾和防止压力海水进入设备的三防处理； 

b） 表面不应有明显凹痕、划伤、裂缝、变形、灌注物溢出等缺陷，表面涂镀层应均匀，不应起泡、

龟裂、脱落和磨损；金属零件不应有腐蚀和其他机械损伤； 

c） 文字、符号及标志应清晰美观。 

7 功能要求 

7.1 射频识别功能 

终端的射频功能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能对船舶进行唯一标识，实现对船舶身份的自动识别和运行状态的判断； 

b） 渔船电子标签采用有源标签，能支持港内盘点、远程执法； 

c） 渔船电子标签远距离读写可动态自适应调整，实现多标签精准识读； 

d） 渔船电子标签与船舶信息绑定，具备防拆卸自动告警功能。 

7.2 实时定位功能 

终端的实时定位功能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能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实时的时间、经度、纬度、速度和方向等船舶定位状态信息，同

时可兼容GPS卫星定位； 

b） 能按照规定的时间要求、航速或者航向变化情况，进行动态的定位信息采集； 

c） 能按照先进先出原则，动态存储最近时间段之内全部的定位信息； 

d） 能接收一个或多个平台的定位请求进行定位信息上传，并能按照平台要求终止定位信息上传。 

7.3 无线通信功能 

终端应至少支持基于通用GSM、CDMA、TD-SCDMA、4G、LTE等多种无线通信网络以及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传输机制下的通信模式之一，实现船舶信息自动动态上传，信息包的内容详见附录A。 

7.4 自主供电功能 

终端的自主供电功能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能通过太阳能补充终端工作所需电能，内置的高容量锂电池提供存储； 

b） 当太阳能供电不足时，能动态调整信息包发送间隔； 

c） 遵循低功耗设计，具备过放电保护、实时电压检测、低电压告警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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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性能要求 

8.1 射频识别性能指标 

8.1.1 微波链路通讯 

终端微波链路通讯的性能要求应满足： 

a） 工作频段：2.4GHz～2.48GHz； 

b） 空中接口协议：符合GB/T 28925的要求； 

c） 调制解调方式：DSSS； 

d） 最大传输速率：2Mbps； 

e） 发射功率：≤16dBm，8档位可调； 

f） 误码率：≤1×10-7； 

g） 接收灵敏度：-100dBm～-107dBm； 

h） 识别方式：被动方式； 

i） 识别距离：0～1000m； 

j） 识别速度：≤300km/h； 

k） 微波通讯校验检错方式：采用CRC16循环冗余校验。 

8.1.2 电气 

终端电气性能要求应满足： 

a） 工作电压：2.7V～3.6V； 

b） 功耗：静态电流＜5μA，工作电流＜50mA； 

c） 电池容量：≥4800mAh； 

d） 电池寿命：≥5年。 

8.2 定位性能指标 

8.2.1 接收天线 

终端卫星通信接收天线的性能要求应满足： 

a） 卫星：支持GPS和北斗接收； 

b） 频率范围：1575.42MHz±3MHz； 

c） 极化方式：右旋圆极化； 

d） 天线轴比：≤6dB； 

e） 水平面覆盖角度：360°； 

f） 输出驻波比：≤1.5； 

g） 增益：4dBi； 

h） 阻抗：50Ω。 

8.2.2 定位测速 

终端定位测速性能要求应满足： 

a） 接收灵敏度：优于-130dBmW时；应正常捕获；优于-133dBmW时；应正常跟踪； 

b） 首次定位时间：≤2min； 



 
    

  DB4403/T XXX-XXXX 
 

5 

 

c） 重捕时间：≤1s； 

d） 定位误差：≤10m； 

e） 测速范围：≥100km/h； 

f） 测速精度：≤0.2m/s； 

g） 数据输出更新频率：≥1次/s。 

8.3 通信性能指标 

8.3.1 天线 

终端天线性能要求应满足： 

a） 频率范围：824MHZ～960MHZ、1710MHZ～1990MHZ、2010MHZ～2170MHZ； 

b） 驻波比：≤2.0； 

c） 天线增益：3dBi； 

d） 阻抗：50Ω。 

8.3.2 数据传输模式 

终端无线通信性能要求应满足： 

a） 通信网络：根据需求确定； 

b） 主动发射时间间隔：≥3min； 

c） 信息内容：经纬度、航向、航速、时间、船舶ID、太阳能状态、电池电压、拆卸告警等。 

8.4 自主供电性能指标 

8.4.1 太阳能板 

电源模块太阳能板的性能要求应满足： 

a） 材质：单晶硅； 

b） 工艺：玻璃层压； 

c） 开路电压：5V； 

d） 短路电流：500mA； 

e） 光转换效率(η)：≥19%。 

8.4.2 锂电池 

电源模块锂电池性的能要求应满足： 

a） 电池电压：3.7V； 

b） 电池容量：≥10000mAH； 

c） 循环充放电次数：≥600次； 

d） 低温特性：在20±5℃条件下，电池按1C5A/0.2C5A充电结束后，将电池放入-40±2℃的恒温恒

湿箱中恒温16~24h，然后以0.2C放电至2.75V，要求放电时间≥3h，且电池外观无变形、爆裂； 

e） 高温特性：在20±5℃条件下，电池按1C5A/0.2C5A充电结束后，将电池放入85±2℃的恒温恒湿

箱中恒温4h，然后以1C5A放电至2.75V，要求放电时间≥45min，且电池外观无变形、爆裂。 

9 环境适应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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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总体要求 

终端环境适应性总体要求应符合SC/T 7002.1的有关规定。 

9.2 高低温 

终端各单元的高低温工作要求应符合SC/T 7002.2和SC/T 7002.3的规定。 

9.3 湿热 

终端的湿热工作条件应符合SC/T 7002.5的规定。 

9.4 防盐雾 

终端的防盐雾性能应符合SC/T 7002.6的规定。 

9.5 振动 

终端的抗振动性能应符合SC/T 7002.8的规定。 

9.6 碰撞 

终端的防碰撞性能应符合SC/T 7002.9的规定。 

9.7 外壳保护 

终端的外壳保护性能应符合SC/T 7002.10的规定，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66。 

9.8 防霉菌 

终端的防霉菌性能应符合SC/T 7002.12的规定。 

10 电磁兼容性要求 

终端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SC/T 7002.14的规定。 

11 可靠性要求 

终端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3300h。 

12 安装要求 

12.1 终端应安装在舱外空旷位置，不宜安装在工作甲板周围的护栏杆上或烟囱附近。 

12.2 终端的安装点应在保证不超出避雷保护范围的前提下，宜高出船舶上其他自立物体的顶部。船

舶上自立金属物体对太阳能板的遮挡范围不宜大于 20%。 

12.3 终端的安装位置应避开本船舶上雷达天线辐射波束的直接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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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接口数据传输协议 

A.1  终端与服务器平台数据传输格式 

渔业船舶身份识别终端与服务器信息传输的格式，由船舶ID号、命令类型、数据长度、信息内容和

CRC效验等组成。其接口数据基本传输协议格式如表A所示。 

表 A.1  渔业船舶身份识别终端与服务器数据传输协议 

数据内容 数据长度 说明 

船舶 ID 号 3 个字节   

命令类型 1 个字节 0x11 

数据长度 2 个字节 数据区的长度，不含 CRC 效验 

当前经度整数部分 1 个字节   

当前经度小数部分 3 个字节   

当前维度整数部分 1 个字节   

当前维度小数部分 3 个字节   

速度 2 个字节 放大 100 倍 

航向 2 个字节 放大 100 倍 

太阳能板输出电压 1 个字节 放大 10 倍 

电池电压 1 个字节 放大 10 倍 

终端拆卸 1 个字节 
0x00：终端安装正常 

0x01：终端被拆卸  

壳内温度 1 个字节   

时间信息 4 个字节 

格式说明如下，后续的时间均以此为标准： 

[31:26] 年，6bits，0-63(以 2010 为基数)  

[25:22] 月，4bits，1-12  

[21:17] 日，5bits，1-31 

[16:12] 小时，5bits，0-23 

[11:6] 分，6bits，0-59 

[5:0] 秒，6bits，0-59 

CRC 效验 2 个字节 CRC 发送顺序（小端系统）：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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