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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国内渔业企业对于渔场预报系统的需要，设计和开发基于近实时海洋遥感数据的渔场预报系
统。系统分为陆地数据服务和渔情预报软件两个模块，其中：陆地服务模块负责收集全球近实时海洋环境数

据，并提供环境数据下载服务；渔情预报软件可以从陆地服务器下载海洋环境数据，并通过这些数据，使用栖

息地适应性指数模型进行渔场预报，为渔业企业和作业渔船的捕捞决策提供辅助。两个模块之间以国际海事

卫星船队宽带系统作为数据传输手段。前期的远洋渔船应用试验表明，该系统能稳定下载海洋环境数据并实

现渔场预报，预报结果作为捕捞决策的重要辅助信息，可为渔业生产者选择作业地点提供很好的参考。

关键词：海洋遥感；渔场预报；栖息地适应性指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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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场预报是对未来一定时期和水域范围内
的渔场位置作出的预报［１］。准确的渔场预报能

指导渔民和渔业企业合理分配有限的捕捞努力

量，减少寻找渔场的时间，大幅度降低渔业生产

成本。随着近海主要经济鱼类资源严重衰退以

及远洋渔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我国海洋渔业产

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近十年以来，燃油

价格与入渔许可费用急剧上涨，全球渔业捕捞竞

争日益激烈，而我国目前在捕捞设备和技术上与

日本等渔业强国仍有一定差距，因此捕捞效率较

低，渔民和渔业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因此，设计和开发渔场预报系统对于我国海洋渔

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鱼类的洄游和集群行为受到海洋环境要素

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可以通过获取渔区内海洋水

体环境要素信息，结合目标鱼种的行为规律进行

渔场预报［２］。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早期的渔场

预报多基于经验的人工预报为主。随着海洋遥

感技术的发展，快速、免费地获取大范围内的海

洋环境数据成为可能，商业化的渔场预报系统也

随之产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 ＣＬＳ公司
开发的 ＣＡＴＳＡＴ系统［３］和日本环境模拟实验室

开发的大渔案内人系统［４］，这些系统在国外渔业

企业中应用较为普遍，但软件服务年费昂贵，国

内大部分渔民和渔业企业都难以承受。从“七

五”期间开始，国内学者［５８］针对我国近海带鱼和

鲐鱼渔场、西北太平洋柔鱼渔场和各大洋金枪鱼

渔场开发了渔场预报系统，并将系统的预报结果

定期发布于互联网供渔业企业下载，然后由渔业

企业以电话、电邮等形式发送给远洋作业渔船。

虽然这些系统在应用试验中都显示出了一定的

效果，但其工作方式复杂，因此未能在实际渔业

生产中得到推广。

近年来，随着国际海事宽带卫星通信技术［９］

的发展，外海渔船与陆地渔场预报实验室之间的

网络互连和数据传输成本逐渐降低。因此，本文

设计和开发了基于近实时海洋遥感数据的渔场

预报系统，利用国际移动卫星船队宽带（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ＦＢ）系统解决了数据传输问题，使系统能直接安
装于远洋渔船。该系统作为我国海洋系列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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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１Ｂ、ＨＹ２Ａ）地面应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经实现了业务化运行，并在国内十多家远洋渔

业公司得到应用。

１　渔场预报系统的设计

１．１　系统整体构架
系统整体构架如图 １所示，主要包含两部

分：一部分是陆地数据服务模块，包括遥感数据

收集软件和数据服务器，其中遥感数据收集软件

负责收集近实时海洋环境数据并将其保存在数

据服务器上，数据服务器则负责向渔情预报软件

提供数据下载服务，这部分陆地数据服务模块位

于陆地上的渔场预报实验室；另一部分是渔场预

报软件模块，安装于外海作业渔船上的计算机。

两个模块之间通过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ＦＢ系统实现网络互
联，使渔场预报软件可以从陆地数据服务器下载

近实时海洋环境数据，并利用渔场预报模型对渔

场进行预报，并提取冷暖涡流、温度锋面等与渔

场密切相关的信息以供捕捞作业人员参考。

图１　渔场预报系统整体构架
Ｆｉｇ．１　Ｏｖｅｒａｌ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１．２　陆地数据服务模块
系统的陆地数据服务模块由遥感数据收集

软件和近实时海洋环境数据服务器构成，该模块

以陆地卫星地面接收站为基础，运行环境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３。由于卫星地面接收站只能
接收接收站附近海域的遥感数据，因此对于外海

作业渔区来说，环境数据还需要从海洋遥感网站

下载。遥感数据收集软件基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Ｓｏｃｋｅｔｓ
开发，负责搜索和下载本地卫星地面接收站和海

洋遥感网站数据库上的近实时海洋环境数据，其

工作流程如图２所示。数据收集软件每天定时
多次运行，以保证数据的实时性和完整性。

图２　海洋环境数据收集软件工作流程
Ｆｉｇ．２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当海洋环境数据下载完成之后，数据收集软
件计算相应的派生数据，并根据统一的命名规则

存入海洋环境数据服务器。数据服务器基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ＩＩＳＦＴＰ服务，提供海洋环境数据集的
ＦＴＰ下载服务。
１．３　渔场预报软件

渔场预报软件安装于远洋渔船上的计算机，

运行环境为Ｗｉｎｄｏｗｓ系统，但作为ＨＹ１Ｂ卫星地
面资料应用示范系统的子系统［１０］，也需要运行于

ＨＰＵｎｉｘ系统下，因此软件由跨平台性能较好的
交互式数据语言（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ｄａｔ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ＤＬ）
和ＡＮＳＩＣ语言开发。软件的功能模块和运行流
程如图３所示。

５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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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渔场预报软件功能模块及运行流程
Ｆｉｇ．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软件主程序基于ＩＤＬ６．３开发，调用 ＡＮＳＩＣ
语言实现涡流和锋面提取模块。软件提供了实

时数据下载和浏览、渔场预报、冷暖涡流提取、锋

面提取和渔场信息产品制作功能。软件主界面

如图４所示，其界面简单明了，操作方便，适用于
远洋渔船环境。

因东、黄海鲐鱼每年的主要作业月份为７、８、
９三个月，系统选择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０日作为渔场
预报的日期，图４显示为东、黄海鲐鱼渔场的预
报结果，其中红色区域为预测渔场。由于 ＨＳＩ模
型本身的局限，预测区域偏大［１１］，渔业生产者需

要结合自身的经验选择生产地点。

　　系统于２０１１年在上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的
“沪渔９０７”和舟山市金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的“金

图４　渔场预报软件界面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海８２７”两艘鱿钓作业船分别进行安装调试，并在
西南大西洋阿根廷滑柔鱼渔场进行了应用试验，

试验中数据传输设备选用丹麦泰纳公司生产的

ＦＢ２５０船载卫星天线。在５个月的远洋作业过程
中，两艘作业渔船上的渔场预报系统均能成功下

载上海陆地实验室的海洋环境数据并进行渔场

预报，其预测结果对选择作业地点具有一定的指

导作用。

２　渔场预报系统的实现

２．１　海洋遥感的近实时海洋环境数据获取
鱼类对于海洋环境因子的响应方式决定了

鱼类的行为，进而决定了鱼类的空间分布状况和

渔场的形成。比较理想的渔场预报方法是利用

目标渔区的预测环境数据，根据目标鱼种对于环

境因子的响应方式进行预报。对鱼类行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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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大的环境因子包括海水温度、盐度、光线、溶

解氧、饵料和敌害生物等。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

制，要准确地预测这些海洋环境数据还很困难，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主要采用由海洋遥感反演得

到的近实时海洋环境数据来代替。本系统主要

利用近实时的海洋环境数据进行渔场预报，仅用

到相关的海洋环境数据，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下面

几类：（１）海表面温度以及由之计算得到的海表
温度梯度、温度距平值等派生数据，海表温度数

据主要由ＨＹ１Ｂ、ＭＯＤＩＳ、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等红外
遥感数据反演得到；（２）叶绿素 ａ浓度数据，主要
由 ＭＯＤＩＳ、ＳｅａＷｉＦＳ等水色遥感数据反演得到；

（３）海面高度、海流和海面风场数据，主要由 ＨＹ
２Ａ卫星所搭载的散射计和卫星高度计获取的数
据反演得到。

２．２　渔场预报算法
系统的渔场预报软件部分整合了东、黄海鲐

鱼（Ｓｃｏｍｂｅｒ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渔场、西北太平洋柔鱼
（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ｅｓ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ｉ）渔场、东南太平洋秘鲁
外海茎柔鱼（Ｄｏｓｉｄｉｃｕｓｇｉｇａｓ）渔场和西南大西洋
阿根廷滑柔鱼（Ｉｌｌｅｘ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ｕｓ）渔场的预报模型。
这４个渔场是国内灯光围网和远洋鱿钓渔业的
主要作业渔场，表１列出了渔场的基本信息。

表１　作业渔场基本信息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ｓ

作业渔场

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

作业区域 （经纬度）

Ｆｉｓｈｉｎｇａｒｅ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作业时间

Ｆｉｓｈｉｎｇｔｉｍｅ

东、黄海鲐鱼渔场

Ｍａｃｋｅｒｅ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Ｅａ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
１１０°Ｅ～１３５°Ｅ
２０°Ｎ～４０°Ｎ

７—９月
Ｊｕｌ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西南大西洋阿根廷滑柔鱼渔场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Ｉｌｌｅｘ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ｕｓ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７０°Ｗ ～５０°Ｗ
５５°Ｓ～３０°Ｓ

１—５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Ｍａｙ

西北太平洋巴特柔鱼渔场

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ｅｓ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ｉ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
１４０°Ｅ～１８０°Ｅ
３５°Ｎ～４２°Ｎ

６—１１月
Ｊｕｎ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东南太平洋秘鲁茎柔鱼渔场

ＰｅｒｕＤｏｓｉｄｉｃｕｓｇｉｇａｓ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
９０°Ｗ ～７０°Ｗ
２５°Ｓ～５°Ｓ

１—１２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系统采用栖息地适应性指数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ＨＳＩ）模型［１２］来进行渔场预报。

在构建东、黄海鲐鱼渔场栖息地适应性指数模型

过程中，首先选择海表面温度 （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ＳＴ）、叶绿素 ａ浓度（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Ｃｈｌ．ａ）和海面高度（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ｉｇｈｔ，ＳＳＨ）这３
个对该渔区鲐鱼影响较大的环境因子作为预测

因子。然后对渔区内的每一个网格点，计算出单

个环境因子的适应性指数（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ＳＩ）：
ＩＳＩＳＳＴ＝ｅ

－１．３７２８×（ＸＳＳＴ－２８．７０）２ （１）

ＩＳＩＣｈｌ．ａ＝ｅ
－０．５５１７×（ｌｎＸＣｈｌ．ａ＋１．３７８）２ （２）

ＩＳＩＳＳＨ＝ｅ
－１．３２６０×（ＸＳＳＨ－０．４７１２）２ （３）

然后利用算术平均方法计算出该网格的ＨＳＩ：
ＩＨＳＩ＝（ＩＳＩＳＳＴ＋ＩＳＩＣｈｌ．ａ＋ＩＳＩＳＳＨ）／３ （４）
公式４计算出的 ＨＳＩ是一个０～１之间的小

数，数值较大的网格点表示该点形成渔场的概率较

高［１１］。

　　西南大西洋阿根廷滑柔鱼渔场栖息地适应
性指数模型选择海面温度和叶绿素浓度作为预

测因子，计算每年 １—５月份作业期间这两个预
测因子的以捕捞努力量（ｅｆｆｏｒｔ）为基础和以单位
捕捞努力量渔获量（ＣＰＵＥ）为基础的 ＳＩ（表２），
然后采用算术平均方法计算出该网格的 ＨＳＩ［１２］。
模型的公式如下：

ＩＨＳＩ＝（ＩＳＩＣｈｌ．ａ＋ＩＳＩＳＳＴ）／２ （５）
　　西北太平洋巴特柔鱼渔场和东南太平洋秘
鲁外海茎柔鱼渔场的栖息地适应指数模型这里

不再赘述，具体模型公式可见文献［１３１５］。上
述栖息地适应指数模型采用多环境因子，比单因

子栖息地适应指数模型的预测精度有所提高，

东、黄海鲐鱼渔场栖息地适应性指数模型预测精

度为７０％左右，西南大西洋阿根廷滑柔鱼渔场栖
息地适应性指数模型预测精度为８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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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西南大西洋阿根廷滑柔鱼渔场
１—５月份适应性指数模型

Ｔａｂ．２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ｍｏｄｅｌｏｆ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Ｉｌｌｅｘ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ｕ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ｔｏＭａｙ

月份

Ｍｏｎｔｈ
适应性指数模型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ｍｏｄｅｌ
ＩＳＩｅｆｆｏｒｔＳＳＴ＝ｅｘｐ［－０．２７５３×（ＸＳＳＴ－１３．５）２］

１月 ＩＳＩｃｐｕｅＳＳＴ＝ｅｘｐ［－０．１６７１×（ＸＳＳＴ－１５．５）２］
ＩＳＩｅｆｆｏｒｔＣｈｌ．ａ＝ｅｘｐ［－８．５００１×（ｌｎＸｃｈｌ．ａ－０．０４８８）２］
ＩＳＩｃｐｕｅＣｈｌ．ａ＝ｅｘｐ［－１．８１７４×（ｌｎＸｃｈｌ．ａ－０．０４８８）２］
ＩＳＩｅｆｆｏｒｔＳＳＴ＝ｅｘｐ［－０．４８３３×（ＸＳＳＴ－１４．５）２］

２月 ＩＳＩｃｐｕｅＳＳＴ＝ｅｘｐ［－０．２１７２×（ＸＳＳＴ－１４．５）２］
ＩＳＩｅｆｆｏｒｔＣｈｌ．ａ＝ｅｘｐ［－０．９１１３×（ｌｎＸｃｈｌ．ａ＋０．７９８５）２］
ＩＳＩｃｐｕｅＣｈｌ．ａ＝ｅｘｐ［－０．５４０６×（ｌｎＸｃｈｌ．ａ＋０．７９８５）２］
ＩＳＩｅｆｆｏｒｔＳＳＴ＝ｅｘｐ［－０．３９７２×（ＸＳＳＴ－１３．５）２］

３月 ＩＳＩｃｐｕｅＳＳＴ＝ｅｘｐ［－０．０８０６×（ＸＳＳＴ－１３．５）２］
ＩＳＩｅｆｆｏｒｔＣｈｌ．ａ＝ｅｘｐ［－１．１０２２×（ｌｎＸｃｈｌ．ａ＋０．７９８５）２］
ＩＳＩｃｐｕｅＣｈｌ．ａ＝ｅｘｐ［－１．１６４８×（ｌｎＸｃｈｌ．ａ＋０．２８７７）２］
ＩＳＩｅｆｆｏｒｔＳＳＴ＝ｅｘｐ［－０．１９１５×（ＸＳＳＴ－１０．５）２］

４月 ＩＳＩｃｐｕｅＳＳＴ＝ｅｘｐ［－０．２００８×（ＸＳＳＴ－１０．５）２］
ＩＳＩｅｆｆｏｒｔＣｈｌ．ａ＝ｅｘｐ［－４．６０３２×（ｌｎＸｃｈｌ．ａ＋０．６９３１）２］
ＩＳＩｃｐｕｅＣｈｌ．ａ＝ｅｘｐ［－０．７９６４×（ｌｎＸｃｈｌ．ａ＋０．６９３１）２］
ＩＳＩｅｆｆｏｒｔＳＳＴ＝ｅｘｐ［－０．２９９５×（ＸＳＳＴ－８．５）２］

５月 ＩＳＩｃｐｕｅＳＳＴ＝ｅｘｐ［－０．８０９３×（ＸＳＳＴ－８．５）２］
ＩＳＩｅｆｆｏｒｔＣｈｌ．ａ＝ｅｘｐ［－１．２９９３×（ｌｎＸｃｈｌ．ａ＋１．２０４０）２］
ＩＳＩｃｐｕｅＣｈｌ．ａ＝ｅｘｐ［－１．３８０９×（ｌｎＸｃｈｌ．ａ＋０．６９３１）２］

２．３　系统技术与方法
２．３．１　多源海洋环境数据下载与预处理

软件的环境数据下载模块负责按时从陆地

数据服务器下载本渔区的近实时海洋环境数据，

下载功能以ＩＤＬ的Ｓｏｃｋｅｔ过程实现。
由于软件所使用的环境数据的数据来源、文

件格式和空间分辨率都不相同，因此需要进行预

处理。渔场预报软件可支持 ＮｅｔＣＤＦ、ＡｒｃＶｉｅｗ
Ｇｒｉｄｄｅｄ、ＨＤＦ等文件格式，在环境数据下载完成
之后，预处理模块首先将这些数据统一转换为

ＩＤＬ内存矩阵的形式。同时，预处理模块将这些
数据重采样到相同的空间分辨率，重采样方法根

据环境数据本身的特征来确定，如：海温数据和

叶绿素ａ浓度数据由于云层的影响而缺失数据
较多，因此需要采用克里金插值法；海面高度和

其他数据则可直接使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

对自动获取的海洋环境数据进行压缩，数据

压缩使用自主研发的数据压缩技术，并辅以加密

技术实现大幅减少网络数据传输量以及传输安

全性。ＴＣＰ／ＩＰ传输采用ＷｉｎｄｏｗｓＩＯＣＰ技术来实
现大规模网络通信并发量以及网络数据传输的

稳定性。通过ＦＢ站或３Ｇ等现有通信系统方式
建立陆地和海洋通信链路，实现数据上传和下

载。海洋环境数据的空间索引采用 Ｒ树以提高
空间数据存储效率以及空间检索性能。系统数

据处理流程如图５所示。系统集成了船载数据
自动获取与数据解码技术，通过 ＦＢ站或其他现
有通信系统方式建立陆地和海洋通信链路，自动

获取通信服务传输过来的数据，进行数据解析还

原，用于渔业渔情预报分析及相关功能服务需

求。系统为远洋作业渔船提供每天近实时的海

表温度、叶绿素浓度以及海面高度等海洋环境信

息，改变了原先通过海事卫星电话和陆地联系获

取环境信息的方式，大大缩短了作业渔船寻找渔

场的时间，提高了渔船的作业效率。

图５　渔场预报数据处理流程图
Ｆｉｇ．５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２．３．２　ＩＤＬ和ＡＮＳＩＣ语言整合开发
ＩＤＬ语言在矩阵运算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程序简洁且速度较快，在环境数据叠加计算分析

时效率很高，因此渔场预报软件的主程序使用

ＩＤＬ语言开发。但软件的涡流和锋面提取模块需
要用到较多的像素搜索操作，这些操作需要使用

循环语句来实现，但 ＩＤＬ的循环指令操作效率极
低，因此在系统实现过程中，这部分功能采用

ＡＮＳＩＣ语言开发以提高算法效率。目前在 ＩＤＬ
代码中调用Ｃ语言的常用方法有两种，即动态链
接方法和模块动态载入方法，两种方法都使用了

动态链接库，但实现过程稍有不同［１６］。本文采用

的是应用比较广泛的动态链接方法，首先在 ＩＤＬ
代码中使用ｍａｋｅ＿ｄｌｌ函数，这个函数会自动调用
当前系统中已安装的Ｃ语言编译器，如Ｕｎｉ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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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ｇｃｃ或Ｗｉｎｄｏｗｓ系统下的ｃｌ等，将Ｃ代码编
译成可用的动态链接库，然后使用 ｃａｌｌ＿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函数调用动态链接库中的函数以实现涡流和锋

面提取操作。

２．３．３　ＩＤＬ语言跨平台编程
ＩＤＬ语言采用虚拟机技术实现了系统的跨平

台运行，其优异的跨平台能力基本解决了渔场预

报系统的跨平台需求。但在系统开发过程中，仍

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Ｗｉｎｄｏｗｓ和Ｕｎｉｘ系
统下文件名大小写和文件路径组成具有不同的

规则，可采用 ＩＤＬ的 ｐａｔｈ＿ｓｅｐ函数提取文件路径
分隔符，在处理文件名之前可使用 ｓｔｒｌｏｗｃａｓｅ或
ｓｔｒｕｐｃａｓｅ函数将文件名转换为全小写或全大写形
式；二是当需要根据操作系统进行不同处理时，

可使用系统变量！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Ｓ＿Ｆａｍｉｌｙ确定当前
操作系统；三是Ｕｎｉｘ系统下文件的创建和访问均
需要一定的权限；四是Ｗｉｎｄｏｗｓ和Ｕｎｉｘ系统下图
形用户接口有一定的区别；五是在调用 ＡＮＳＩＣ
语言时，动态链接库的形式和编译方法都不相

同。

３　结语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基于近实时海洋遥感数

据的渔场预报系统，系统能自动收集和整合基于

遥感的近实时海洋环境数据，并采用 ＨＳＩ模型生
成预测渔场。系统利用了海事卫星宽带通信技

术，同国内以往的渔场预报系统相比，它能真正

安装于远洋作业渔船上以指导渔业生产。应用

试验表明渔场预报软件能稳定地下载陆地实验

室的海洋环境数据，系统生成的预报渔场和锋面

涡流等信息对渔业生产者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系统目前已在多家企业得到推广应用。但本系

统所采用的ＨＳＩ预报模型需要进一步改进，同时
系统也可结合实时船位监控系统［１７］，实现电子渔

捞日志上传等渔业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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