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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 2016 年交通运输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安排，《港口数字专

用移动通信技术要求》由交通运输信息通信及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提出并归口管理，计划编号为 JT 2016-90。 

1.2 起草单位 

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为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国家无线

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国家无线电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第五十四研究所。 

1.3 编制背景 

无线电通信问世之后首先被应用于水上通信，是水上通信促进了

无线电通信最初时期的发展。迄今为止，（地面）无线电通信仍然是

港口通信的重要手段。随着语音通信业务逐渐被数据通信业务代替，

相应的通信技术也发生重大调整，以数字移动通信技术为架构的通信

手段已经成为主流，在此基础上，诸如软交换、4G 技术应用普及、

无线数字集群调度等技术也已在沿海港口和内河得到广泛应用，而且

由于技术进步，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硬件设备的功能

更加多样，接口更加完备，可靠性更高，因此在系统的控制模式、中

继方式、系统集成接入等环节都需要考虑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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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港口数字专用移动通信系统已经越来越受到港口企业

及管理部门的重视，现代化的港口通信，往往需要既具有调度电话业

务功能、也具备可视功能，尚需能够实时调用及发布文本信息。数字

化传输与多媒体技术为电话、电视、文本等通信的相互结合以及一体

化传输与应用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应用现代通信与计算机技术，在现代调度通信网中，可以建成数

字化的网络平台，综合数字与数据的传输与交换；还可以建立多媒体

信息平台，综合下载并发布多媒体的指挥调度信息。针对港口数字专

业移动通信系统提出相关技术要求，既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通信业

务需求，同时也是满足相关业务管理、进行统一规格的需要。因此本

规范的制修订将提高国内港口专用移动通信的设计水平、确保工程质

量和加速实现港口通信现代化。 

1.4 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阶段 

编制组成员在 2014～2015 年期间参加了交通运输部的“水运通

信工程技术规范”的编制工作。在此工作期间认识到了制定港区数字

专用通信技术标准的重要性，并对不同港口集团下的相关通信手段及

通信技术开展了初步的研究和探索，在工作过程中逐渐了解到港口码

头不同通信业务的分类及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编制组成员在 2015 年调研港口专用移动通信的现状和管理现状

的基础上，分析了现有港口数字专用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究现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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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在业务需求之间的差距，并提出本标准的编制计划。 

（2）草案阶段 

2015 年 12 月，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成立了标准的编制组。

编制组在对各类港口数据及语音通信应用需求与实践进行调研的基

础上，结合目前已有标准，于 2016 年 1 月完成了标准的草案工作，

并报送交通运输信息通信及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申报列入 2016

年标准制修订计划。同年 8 月，交通运输部发布了 2016 年标准制修

订计划，本标准列入其中。 

（3）征求意见稿阶段 

2016 年 3 月～2017 年 2 月，编制组调研了国内交通运输行业数

字专用移动通信技术内容，多次召开内部讨论会，在分析现有标准的

基础上，结合港口各部门的需求情况，于 2017 年 3 月形成了标准的

征求意见稿初稿，交由标委会审核。 

2017 年 4 月，编制组根据标委会对征求意见稿初稿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1.5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标准的主要起草人有：任勤雷、耿雄飞、张科、高自新等。其中，

耿雄飞及任勤雷负责确定标准的总体编写思路；任勤雷负责标准主要

章节的技术内容把关，并组织内部讨论会等工作；其他人负责标准资

料的整理、工程资料的调研及技术内容的分析及负责汇总现有技术方

面的最新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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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2.1.1 实用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是标准研究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标准编写规范是否

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关系到港口移动通信业务及相关通信指标，因此

标准在编制时认真分析研究了现实状况，充分在标准中体现实际应用

性。 

2.1.2 开放性原则 

本标准作为一个推荐性标准，为了尽可能地与现有标准协调一致，

相关的技术要求，采纳相关标准的规定，确保不冲突不矛盾。此外，

在编制标准时，充分考虑了港口移动通信目前的需求和技术水平，使

标准能够根据技术和行业发展，以及行业需求的变化不断进行扩充和

完善。 

2.1.3 通用性原则 

本标准注重通用性原则，主要对一般要求、设计要求、技术及中

继及组网要求、施工要求等通用指标进行了规定。 

2.2 标准的主要内容与论据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数字专业移动通信系统的技术要求，包括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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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系统、宽带通信系统、中继及组网、施工及测试的要求等。 

2.2.1 范围 

在标准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我国港口有关运营及生产单位，

妥善处理业务效益与设备成本的关系，做到既鼓励新技术的应用、又

不脱离实际。标准适用范围主要适用于港口指挥调度及生产数据传输

业务的设计、施工及测试。 

2.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标准中部分规定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

行业标准。以下相关的移动通信相关的设计规范，为本标准的编制提

供了相关依据和参考指标。 

SJ/T 11228  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体制 

YD 5102    通信线路工程设计规范 

YD/T 5034  数字集群通信工程设计暂行规定 

YD/T 5230  移动通信基站工程技术规范 

2.2.3 术语和定义 

港口数字专用移动通信主要作用区域以港区为主，系统为单基站

或多基站建设，系统的网络结构根据港航单位和作业区的分布情况进

行灵活组网。因此对部分术语进行定义，便于标准的使用者更好地理

解标准。 

http://www.baidu.com/link?url=xngZ0pwjA2JbTY7MEtFDeCy7q5FwYsAEo5JjyNx53gbTxtCcx6_elSKwwtZ-QJ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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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窄带通信系统 

窄带通信系统主要用于港区语音调度指挥及少量生产数据传输，

目前港口业务部门最关注呼损率及呼叫建立时间，直接关系到港口调

度的频点使用效率及通信建立时限，对于生产安全也起到关键作用，

因此本标准对窄带通信系统从一般要求、设计要求（包括制式与频率、

覆盖与容量、网络要求）及技术要求（包括功能要求、链路要求、容

量要求及电源电池要求）三个方面进行了规定。指标的选取进行了大

量的调研，根据实际情况并充分考虑前瞻性，以满足现在的使用需求

及扩充的需要。 

2.2.5 宽带通信系统 

宽带通信系统主要用于大业务数据回传及视频监控图像等的传

输，要求带宽和容量能满足需要，同时兼顾覆盖区设计。目前无线宽

带存在可靠性差、覆盖区小等问题，本标准从一般要求、技术要求（包

括频率规划、覆盖规划、链路预算、容量预算、参数规划）、设备要

求及网络接口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规定。指标的选取进行了大量的调研，

根据实际情况并充分考虑前瞻性，以满足现在的使用需求及扩充的需

要。 

2.2.6 中继及组网要求 

无线中继及组网主要依托现有港区内的有线链路及可架设无线

基站天线位置，同时也要考虑与公网接口，可实现专网与公网的互通



 

7 
 

互联，标准从一般要求及信令和接口等方面进行了规定，部分指标按

照现有标准的要求执行。 

3. 预期的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及环境效果分析 

港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无线电业务，在港口经济大发展的

背景下，结合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充分发挥无线电频谱资源在港口

经济中的作用，掌握无线电技术和业务的发展趋势、发展需求，建设

符合港口经济发展特点的港口数字专用移动通信系统，才能更好地服

务于港口的业务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本标准的制定将极大提高国内

港口专用移动通信的设计水平、确保工程质量和加速实现港口通信现

代化。本标准不涉及环境污染问题。 

4.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系自主制定项目，针对港口区域的相关，目前国内针对没

有相关的国际标准可参考或引用，在国内属首次制定。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写时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的编写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

求，部分指标引用了现有的部分标准和规范，与其他相关标准协调一

致，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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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7.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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