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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1）：海洋信息

随着海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如何

准确快速地进入某一学科领域，并对其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成为很

多海洋科技人员的迫切需求。综述作为对某一学科领域的有关原始文献加

以分析、综合而编写出来的三次文献，其目的是总结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

在一定时段内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分析新动向，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

势。同时综述作为一种了解科研发展动态的重要信息源，具有系统性、综

合性、知识信息量大的特点，更由于它是有关领域内的资深学者或权威人

士及专家所撰写的，从而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绝好途径。综述是查找大量

文献的钥匙，同时, 还是原始文献的阅读指导。通过综述所附的大量参考

书目，能更加快速地获得与特定课题相关的参考资料，对于正在从事某学

科研究想了解该领域现状和发展趋势、最新进展的科研人员来说，综述不

失为一种理想的参考文献。

海洋信息是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国家海洋管理的需要，它不仅

是推动我国海洋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实施我国海洋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可靠信息保障和技术支撑。

本期选取了苏奋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

健博士（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李四海研究员（国家海洋

信息中心）等专家有关海洋信息的综述论文 6 篇，以期回顾和借鉴（点击

标题获取全文链接）。

欢迎专家学者赐稿海洋信息相关的论文和综述。

http://hytb.nmdi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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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进展

苏奋振,吴文周,平博,易嘉伟,张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海洋 GIS中心，北京 100101；中国

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江苏南京 210023）

海洋地理信息系统能够对海洋数据和信息进行高效地存储、管理、分析、显示和

共享，可以大大提高海洋数据的使用率和工作效率，其研究和应用日渐受到人们的重

视。在此背景下，重点从海洋地理信息系统理论构成体系，即从时空数据 模型、时空

场特征分析、信息可视化及信息服务 4个方面回顾了近年来海洋地理信息系统研究工

作，探讨了当前研究的不足 和发展前景。时空数据模型研究未来将更多地强调时间维

拓展和尺度变化的适应性方面；时空场特征分析会将海洋过程纳入其重点考虑范畴；

海洋信息可视化将更加面向体验和跨尺度，并更多地将虚拟技术与真实现实结合起

来；信息服务方面则会强调服务的智能化，注重海洋信息本体或知识表达问题，追求

主动数据生成和提供。

海洋环境信息可视化研究进展

刘健
1,2
，姜晓轶

3
，范湘涛

1

（1.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数字地球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4；2.国家海洋局数字海洋科学技术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171；3.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天津 300171）

从数据模型和数据可视化这两方面对近 10 年来的海洋环境数据可视化研究进展

进行了总结。海洋环境信息的可视 化研究呈现出“从 2 维到 n 维，从数据可视化到

面向知识发现的可视化”的发展趋势。目前，国内对海洋要素可视化表达的 研究主要

集中在“空间三维+时间维”的四维时空过程可视化表达，对海洋环境多维数据表达的

研究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 基于海洋环境多维时空数据模型，结合信息可视化中的多

维数据可视化挖掘方法，建立面向知识发现的海洋环境数据多维可 视化环境，挖掘多

维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http://hytb.nmdis.org.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lag=1&file_no=20140401&journal_id=hytb
http://hytb.nmdis.org.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lag=1&file_no=20140401&journal_id=hytb
http://hytb.nmdis.org.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lag=1&file_no=20140218&journal_id=hytb
http://hytb.nmdi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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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发展综述及海洋信息化对策研究

李四海，张峰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天津，300171）

物联网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物体自动识别和信息共享的网络

系统。本文介绍了物联网发展的背景、体系结构及物联网的主要关键技术，分析了物

联网的主要特征和内涵；在此基础上，介绍了有关国家物联网的发展战略和现状，并

结合我国海洋领域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物联网技术影响下，我国海洋信息化发展的策

略和技术路径。

我国海洋渔业地理信息系统发展现状

徐海龙
1
，马志华

2
，乔秀亭

1
，杨翼

2

（1．天津农学院水产科学系 天津市水产生态及养殖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384；2．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天津 300171）

总结了我国海洋渔业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与应用现状，远洋渔业地理信息系统主

要应用于金枪鱼、鱿钓业和秋刀鱼的资源分布、渔获量与渔场环境关系、渔情预报、

渔场图绘制等方面，近海主要用于分析东海渔业资源分布和漂移特征，渔场环境分

布，部分种类渔获量分布与环境关系及渔情预报等方面。除渔业资源与渔场领域外,渔

业地理信息系统还被应用到渔船跟踪、捕捞违法行为判别、渔业信息发布和水产品查

询，以及渔港建设等领域，国内学者在进行渔业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应用的同时，还注

重了其技术的研究及改进。

卫星遥感海面高度数据在渔场分析中的应用综述

宋婷婷
1，2
，樊伟

2
，伍玉梅

2

（1.上海海洋大学，上海， 201306；2.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资源遥感信息技术重点开放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上海， 200090）

http://hytb.nmdis.org.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lag=1&file_no=20120319&journal_id=hytb
http://hytb.nmdis.org.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lag=1&file_no=20120119&journal_id=hytb
http://hytb.nmdis.org.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lag=1&file_no=20130417&journal_id=hytb
http://hytb.nmdi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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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卫星测高数据进行分析，结合国内外有关海面高度数据在海洋渔场分析方

面应用的文献，着重分析了海面高度数据与常规海洋外界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概括

了海面高度数据对海洋渔场资源变化的影响，并综述了西方渔业发达国家利用测高数

据采用直接和间接方法在海洋渔场环境分析及渔情预报方面的研究应用与进展，最后

指出我国海面高度数据在渔场分析方面的应用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国外情

况，对我国今后使用卫星测高数据在渔场方面的应用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

GNSS-R海洋遥感监测技术综述

李颖
1
，朱雪瑗

1
，曹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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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丙新

1
，杨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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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2.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介绍了 GNSS-R 海洋遥感的发展过程、技术原理和理论模型，进一步研究了 GNSS-

R 在海洋遥感各应用领域的主要 研究内容，探讨了 GNSS-R 海洋测风、测高、海冰监

测、溢油检测和移动目标探测的技术途径，概述了 GNSS-R 海洋遥感监 测技术所涉及

的反演理论和信息提取方法，并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和海洋遥感的应用需要，提出今后

需解决的关键技术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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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通报】·思睿观通是新媒体环境下海洋科学传播的尝试，旨在通过知识聚合为用户提供学术阅读新体

验。 201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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