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海洋渔业捕捞生产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同时渔业

通信的发展却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发展缓

慢，仅仅维持在出海船组能相互通信的水平上，

且通信质量不高。渔业安全救助通信网，只能作

用在近距离(数十海里内)，而大多数船只出海

路程都在上百海里远，无法跟岸台联系，渔业安

全救助通信网也就失去了应用的效力，亟须向中

远程发展。现代渔业通信的发展迟缓，已经阻碍

了海洋渔业生产的信息化发展，影响了渔业的安

全生产。

一、影响渔业通信发展的几个主要方面

1．海洋渔资短缺，渔业生产滑坡，渔业通信

发展受到影响

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海洋渔业

捕捞船只猛增，过度捕捞，再加上休渔期间偷

捕、滥捕现象严重，致使渔业资源短缺，渔业

生产效益不好，大多数船只没有能力添置比较

先进的通信设备，也就影响了渔业通信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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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
．

2．有关部门对海洋渔业通信发展缺少长期的

管理、规划和引导，致使渔业通信市场随着生产

商的利益自由发展，通信事业发展缓慢

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我国近海短波电台

(SSB)的频域是：27．5～39．5MHz，ssB通话频P

宽是：25kHz。而渔业通信生产厂家近期生产的

大量对讲机电台，多数不符合国家标准，盲目地

增加频道，不但电台的工作频率超出了规定的频

域，而且不同频组的频道间隔也远小于规定频

宽，串台失真现象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渔业通信，

对讲机电台发射功率一般在20W左右，因为是

调频或调幅机，有效发射距离却仅有数十海里

远，效率不高。大功率单边带电台，发射功率大

多在150W左右，通信距离能达到上千海里，效

率很好，但价格又太昂贵，一般的都在1万元左

右，现在的渔业生产状况还不能普及使用。而大

量渔船作业路程都达到了上百海里，与岸台无法

联系，船组间有时也无法通信，因此现阶段中远

程渔业通信还存在空缺。这就严重地阻碍了渔业

安全通信网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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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船员的通导设备操作技能普遍偏低，影响

了渔业信息化的普及和发展

现阶段，我国渔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对

渔业通信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对通导设备操

作、使用及维护方面的知识。像全球卫星定位导

航仪(GPS)这样先进的一些设备，由于不懂操

作，有些先进功能都开发不出来，违规和不正当

使用设备现象严重。

二、解决的措施

1．中远程海洋渔业通信问题的解决

实现上百海里远的通信，只需要一种发射功

率为十几瓦左右的单边带电台即可。可以设置几

个固定的信道，那么价格就不会太高，也很容易

被渔民朋友接受。为了实现远程通信(上千海里

远)，可以在船组里配置几台大功率单边带电

台，把这些小型单边带电台分组挂靠在大功率单

边电台上，小型电台可以通过大型电台实现信息

的远程承接，达到渔业通信的远缝隙覆盖。这

样，中远程渔业通信问题就可以解决，为渔业安

全通信网从近距离到中远程距离的过渡奠定了

基础。然后，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投入支持

下，可以研制开发中远程渔业救助通信网技术，

实现渔业安全生产救助通信网的真正运行。

2．渔业无线电管理和通信管理要配套

政府有关部门在投入引导的同时，加大渔业

无线电管理执法力度。整顿渔业通导设备市场，

要从源头开始彻底清除违规、不合格设备。查处

违犯通规通纪的船只和个人，规范通信秩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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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一些相应的管理制度，对船员进行培训学

习，使渔民真正认识到渔业通信在渔业安全生产

中的重要地位，提高渔民对船用通导设备的了解

和认识，能够正确、合理地对设备进行维护和使

用，充分发挥出一些通信设备的高科技功能，进

而推动海洋渔业生产的信息化发展。培训学习成

绩合格者颁发证书，采用渔船话务员持证上岗制

度，达到有效规范的管理水平。

j．加大管理执法力度，缓解渔业生产严峻形势

(1)控制船只数量。船监部门对渔船的建造

审批要严格控制，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对

使用超期的旧渔船该报废的要报废，这样就逐渐

缓解了渔资源少而捕捞船史相对过多的矛盾。

(2)渔业部门要严格控制非法捕鱼，保护渔

业资源。禁渔区和禁渔期违法捕捞严重，尤其是

在渔业生产状况不好的年景，伏季养海休渔期

间，违规作业现象十分严重。此间正值鱼产卵

期，一些未产卵的种鱼和一些未长大的幼鱼被捕

捞上来，对渔资源的破坏相当严重，这就必然导

致渔业生产不景气的局面，形成了恶性循环。

(3)对渔业生产网具要严格审查管理，查除

那些绝户网、电网等非法生产网具。渔业资源的

减少，使一部分渔民打起了网具的主意，非法使

用那些违规网具，虽然产生了短暂效益，但对渔

资源简直是一种灭绝性的捕捞，严重地破坏了渔

资源。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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