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事无人机解决方案



海事巡察
海事巡察现状

海事的职能

1.统一管理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治船舶污染。

2.管理通航秩序、通航环境。负责水域的划定和监督管理，维护水

上交通秩序；核定船舶靠泊安全条件；核准与通航安全有关的岸线

使用和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管理沉船沉物打捞和碍航物清除；

3.负责航海保障工作。管理沿海航标、无线电导航和水上安全通信；

管理海区港口航道测绘并组织编印相关航海图书资料；承担水上搜

寻救助组织、协调和指导的有关工作。

海事巡查的痛点

巡查效率低下，存在视野盲区

耗时长，人力成本高

海事员日常工作



日常巡察的多样性

无人机已经应用在日常巡察的多个方面：

• 危险品船舶动态监控

• 客渡船动态监控

• 支流水域通航预警

• 船名标识不清

• 航道逆行

• 违规锚泊

• AIS监管

• 水工作业监管

• 水上应急救援

海事巡察
海事员的日常工作

无人机应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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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资源匮乏

海事单位辖区情况非常复杂，不仅管辖范围很广，而且监管对象也很

多。在警员编制有限的情况下，往往工作压力比较大，弯头、渡轮、

中转过驳都是他们的关注内容。

传统监管模式受限

传统的轮艇巡航：耗时长

登轮检查：程序繁琐

CCTV监管：无法全方位覆盖，存在视野盲区或遮挡

导致“见警率”低、监管震慑力度不到位。

海事巡察
监管现状及痛点



案例背景

该船空载干舷较高，常规的登船检查的方式，从审批出警到核查完成大约

需要花费2小时的时间，程序繁琐，效率低下。

无人机工作流程

1.海事员通过VHF（甚高频）系统与船长沟通核查时间。

2.无人机根据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报告的船舶位置，利用打点定位

功能飞抵船舶上方。

3.使用喊话器喊话，召集船员携带适任证书在甲板上集合。

4.使用高倍率变焦镜头，清晰捕获船员面部图像和证书信息。

5.使用手机微信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比对，核查船员信息。

6.飞机返航，照片后倒入内部台账系统，进行二次核校。

7.结果反馈至政务中心，告知船长结束复核。

海事巡察
配员复核

经纬M30系列

喊话器



案例背景

管辖海域通航量大，很容易导致小型船舶的大面积容易聚集，挤占主航道，

具有较大安全隐患。传统的“超宽纠违”程序需要执法人员进行现场勘测，

取证耗时极长。

无人机工作流程

1.无人机日常按照指定航线进行巡查时，发现一处码头存在超宽靠泊现

象。

2.无人机飞抵上方进行喊话驱离，拒不悔改的，开始取证。

3.执法人员立即打开网格线设置，参照九宫格标线位置控制无人机的飞

行速度和拍照节奏，完成该码头俯拍照片的获取。

4.多角度拍摄涉事船舶的船名标号便于通过协同平台确认船舶信息。

5.飞机返航，照片导入大疆智图生成二维正射影像，标注时间和地理坐

标位置，并测量每一档船舶的超宽数据。

6.最后政务中心制作《海事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完成处罚。

海事巡察
超宽靠泊

经纬M30系列

大疆智图



船舶未保持AIS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未按规定穿着救生衣船舶在违规区域锚泊

船首两舷和船尾未按规定标识船名、船籍港 逆航道行驶 大型船舶未安排船首瞭望人员并备锚

海事巡察
其他应用





无人机应用价值 样板建设价值

1.共同探索无人机是否能作为海事的执法工具。——理论可行

2.共同探索无人机在海事巡查领域如何执法取证。——实践可行

3.上海海事局应用创新大赛大满贯，树立全国标杆。——宣传推广

效率效果上的提升

海事巡察
价值呈现



传统方式

案例背景

2020年，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公布《2020年全

球船用燃油限硫令实施方案》与《船舶大气

污染物排放监督管理指南》正式施行，对船

舶尾气限制排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人工登船，检查航海日志中的换油记录、抽取油样进行检测等，并将数

据纳入统一的数据分析系统，通过分析划定重点监控船舶，但这样的抽检带

有盲目性和滞后性，检查效率不高。

二是使用船用燃油硫含量快速检测仪进行检测，相对来说效率有所提升，但

是依然需要登船进行现场测定，每次都需要出动大批人马，工作流程也比较

复杂。

解决方案

M300 RTK+H20T

气体检测模块

海事巡察
扬州海事局（船舶燃油硫含量）



实施方法

无人机作业时，可先在无排放的空气中进行测定，获取相应气体组分的

背景浓度值。接着，M300RTK飞至船舶尾气烟羽下方，保持定距跟随1

分钟左右，即可在地面端软件查看该船舶实时的硫含量预估值。

双光分屏显示

H20T支持可见光红外分屏显示，协助海事员迅速定位烟囱排放口

的位置。

船舶智能跟踪

含硫量的测量需要保持定距跟随1分钟，利用智能跟踪的功能极大

的减少了海事员使用无人机的操作难度，轻松完成浓度测量。

海事巡察
扬州海事局（船舶燃油硫含量）



方案价值

更高效

相比传统检查方法，M300RTK搭载灵嗅无需登船，平均仅需3分钟，即

可在软件中预测出每艘船的燃油硫含量。

更精准

相比于定点嗅探法，无人机嗅探灵活机动，可以主动追踪和近距离接触

船舶尾气，不存在“嗅”不到或“嗅”不出的情况，让监测结果更精准。

应用范围更广

无人机嗅探可以不受风力和位置约束，除了可在港口附近作业，也适合

大江大河等开阔海域的巡航式检查，例如船舶排放控制区边界附近。

燃油硫含量检测

海事巡察
扬州海事局（船舶燃油硫含量）



应用难点

夜间光线较弱，可视距离明显变短，对障碍物的感知能力也有所下

降。相较于白天，夜间拍取船名船号对飞行高度拍照角度有更高要

求，极大考验空巡执法人员的空间辨别能力和操作反应能力。

解决方案

基于M300飞行平台，搭配专为夜间场景设计的夜视相机H20N，

能够很好解决夜间作业难点。H20N使用星光级影像传感器和先进

降噪算法，适用于0.0001lux低照度环境，配合夜景模式能够清晰

识别船名船号。

海事巡察
夜间巡航



固定线路巡逻

夜间巡航考验飞行员对于所辖区域空域环境的熟悉程度，建议

提前组织摸排空域环境，制定飞行计划，勘画航线坐标。这样

才能精准操控，按计划航线执行“打卡”式巡航，保证飞行安

全。

星光夜视

白天阳光充足，使用高变倍相机容易拍清船名船号。

夜间巡航时，要根据设备特性优化拍照手法，H20N有星光级

变焦镜头，使用夜景模式在垂直于船行方向非常容易拍清船名

船号，为喊话纠违奠定基础。

海事巡察
夜间巡航



取得成果

在新型夜视装备的加持下，各类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成功纠正码头的靠泊/作业秩序。此次行动，共驱离违

规靠泊船6艘，安全提醒船舶30余艘，航拍取证2艘，

取得圆满成功。

海事巡察
夜间巡航



海事联合缉私
背景介绍

现场没有灯照，江面非常暗

肉眼无法看清走私船只和定

位卸货地点

夜间看不清

小岛上很多人参与走私，共同协

助放哨，外部车辆一旦进入，就

会警觉

反侦察能力强

卸货地点主要由吊车的位

置决定，而吊车在岛上位

置不固定

无固定作业点

走私团伙借助夜幕，采用“铁胖子”“大飞”等小型船只将走私的

货物通过海上运输到目的区域，船只速度快、隐蔽性强，地面吊车

在隐蔽处等待，走私船靠岸后快速将走私的货物吊装到小型货车上，

快速分销。

走私货物所在岛上居民多是眼线，外部人员车辆一旦靠近就会有所

警觉，并且在卸货期间，走私团队会有人持续在沿岸放哨，警觉性

非常强，警方的侦察取证工作难度非常大。 H

卸货地点

起飞点

走私路线走私团伙前后接应，使用的都是

改装大马力船只，移动迅速，警

方很难靠近对船只进行检查

执法检查不便



海事联合缉私
热成像辅助警方掌握走私团伙作业全过程

多传感器负载H20T

侦察无人机M300 RTK

图像区域

图像区域图像区域图像区域

- 55 分钟空载续航

- 隐蔽模式

- 15 公里图传

- IP45 防护等级

- 打点定位目标位置

- 23倍混合光学变焦

- 640*512、30HZ热成像

- 激光测距定位

- 夜景模式

1. 隐蔽模式下使用热成像进行大范围巡查

2.识别到可疑船只，抓拍取证，跟随行踪

3. 通过尾流识别到高速移动的船只，跟踪抓拍

4. 跟踪到卸货现场，视频侦察，抓拍取证



海事联合缉私

隐蔽模式侦查 可疑船只识别标记

基于640*512的热成像相

机可以清晰辨别高速移动

的走私船只，同时采用激

光测距进行打点定位目标

作业流1——江面大范围隐蔽侦察

打开隐蔽模式，飞行

器会关闭所有灯光，

同时，现场环境嘈杂，

100多米高空即听不到

桨叶噪声

江面高空巡查 区域测温辅助排查

因为走私货物温度较低，

打开区域测温可以快速

进行排查

在没有发现可疑船只之

前，先对江面进行大范

围巡查，同时熟悉场景



海事联合缉私

高空巡查，寻找可疑船只

在高空巡查时发现形迹可疑的船只，锁定目标后立即飞近侦

察，飞行高度原本为100米，抵近侦察时可疑适当降低高度。

隐蔽状态下，犯罪分子即便听到无人机声音，也不知道飞机

在哪里，此时主要用于细节取证。

作业流2——抵近侦察可疑船只

切换红外相机色彩模式

通过切换白热、红热、北极等不同的伪色彩效果，加强对

走私船只细节的识别，图上可疑清楚看到走私货物的数量。

*实际作业中等温线先不用调

红外相机数字变焦

在90-100米的飞行高度上，可以使用H20T热成像相机变

焦2倍对“铁胖子”等速度较慢或静止的船只进行精细化

查看，提升侦察效率。



海事联合缉私

通过尾流识别到高速移动的“大飞”

作业流3——寻找“大飞”并顺藤摸瓜

在夜间江面大范围侦察时，高速移动的船只会拖很长的尾流，通过红

外热成像会被很明显的识别到。通过对船只的速度、航向的初步识别，

初步判定是走私船只，进而准备跟踪。

高速跟踪，顺藤摸瓜找到卸货点

提前打开飞行模式切换开关，“大飞”过去之后，在后方高速跟踪，

如果飞行速度不够，可以打开S档，实测来看“大飞”当时的速度在20

米/秒左右，飞机可以跟上。

M300+H20T优势

1. 热成像对水温变化非常敏感，尾流识别效率极高

2. 超强的机动能力，可实现对高速移动的嫌疑船只跟踪

3. 实测30分钟以上的带载续航，有更长的执法取证时间



海事联合缉私

隐蔽侦察，拍摄取证

作业流4——直捣黄龙，定位卸货点，并拍摄取证

通过热成像“北极”色彩模式，清晰辨别货船数量，卡车数量，从而

进一步判断走私量级，辅助侦察定性。

*伪色彩切换同样依据实际观察效果为准

激光定位，确认坐标

通过激光打点，可以直接测算出目标位置的经纬度坐标，并且可以将

位置投影在地图上，便于地面开展工作。



工作流程

• 1.联合执法组，确定巡查区域为约13km长的抚河水域。

• 2.结合无人机续航能力、通信范围和河道桥梁的分布情况，

拟定以巡查区域中三座桥梁为分界点，执法组使用无人机进

行左右方向的巡查，避免跨越桥梁。

• 3.巡查方式以航线为主，手动为辅的方式进行。

• 4.通过H20T红外热成像的画面来判读非法捕捞人员的行为。

• 5.通过分享地图画面中无人机所在位置和描述画面特征，确

认非法捕捞人员所在位置。

• 6.地面抓捕人员驱车前往该位置，完成抓捕。

海事联合禁捕



4.17日河边垂钓

• 4.17日23时26分，执法组使用无人机在日常航线巡查的过程

中，发现岸边有两人疑似进行垂钓。

• 暂停航线任务，手动控制无人机驶向岸边进行确认。

• 下降高度并调整云台角度，可通过红外画面清晰可见该名人

员正在使用鱼竿进行垂钓。

• 使用探照灯爆闪功能对垂钓人员进行警告，示意其整理渔具

离开。

• 确认河岸附近无其他人继续垂钓。

• 画面持续拍摄，确认两人收拾渔具离开垂钓河边。

海事联合禁捕



4.24日河面非法捕捞

• 4.24日23时50分左右，执法组使用无人机在日常航线巡查的

过程中（飞行高度110-140米），发现河中央有人乘船进行

非法捕捞作业。

• 执法组将遥控器中飞机在地图中的位置通过微信发送到地面

抓捕组的手中，再结合对讲机描述其所处位置。

• 在地面抓捕人员前往其所在位置的过程中，无人机始终悬停

在空中进行持续监视，全程开启隐蔽模式。

• 地面警力到达指定位置后，无人机开始下降高度，嫌疑人发

现异响后开始与无人机“躲猫猫”。

• 通过无人机红外画面始终盯紧嫌疑人动向，知道地面民警完

成抓捕，缴获其作案工具，拘留并处以罚金。

海事联合禁捕



嫌疑人逃窜路线

有效解决“取证难”的问题，真正做到“人赃俱获”。

有效提高“见警率”，提升威慑力，消除侥幸心理。

在不增加人力的情况下，有效提高巡查范围和巡查频次。

案例中无人机价值呈现

海事联合禁捕



配置建议

应用场景 建议配置

通航管理（日间）
方案一：M300+H20系列+探照灯+喊话器+无人机管理平台
方案二：M30+探照灯+喊话器+无人机管理平台

通航管理（夜间） M300+H20N+探照灯+喊话器+无人机管理平台

危管防污（尾气监测）
方案一：M300+H20系列+硫含量检测设备+无人机硫含量监测平台
方案二：P4R+硫含量检测设备+无人机硫含量监测平台

航海保障（航标灯桩）
方案一：M300+H20系列+探照灯+无人机管理平台
方案二：M30+探照灯+无人机管理平台

航海保障（航道） M300+P1/L1+大疆智图

应急搜救
方案一：M300+H20系列+探照灯+喊话器+无人机管理平台
方案二：M30+探照灯+喊话器+无人机管理平台

按应用场景 按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 建议配置

部直属海事局
方案一：M300+H20系列+探照灯+喊话器+无人机管理平台
方案二：M300+P1/L1+大疆智图

部直属海事分支局
方案一：M300+H20系列+探照灯+喊话器+无人机管理平台
方案二：M300+H20N+探照灯+喊话器+无人机管理平台
方案三：M300+H20系列+硫含量检测设备+无人机硫含量监测平台

部直属海事基层单位
方案一：M30+探照灯+喊话器
方案二：P4R+硫含量检测设备

地方海事局 M300+H20系列+探照灯+喊话器+无人机管理平台

地方海事分支局 M30+探照灯+喊话器

地方海事基层单位 M2EA+探照灯+喊话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