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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仪器名词术语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渔业仪器专用名词术语及其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渔业仪器的设计、使用、生产和管理及相关资料文献的编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JT / T 704-2007 水上通信、导航和信息词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通信类

3. 1. 1 
渔业船用调频无线电话机(27.5 MHz-39. 5MHz) frequency-modulation radiotelephone for fish

ery vessels 

利用 27.5 MHz'--"'39. 5 MHz专用频段进行船舶间、船舶与专用无线电话台或经海岸电台和陆上通

信话路转接等，船舶与用户间通话的无线电话通信设备。

3. 1.2 
单边带 single sideband ( SSB) 

去除调幅信号中的载波及一边带，剩下另一边带。

口T/T 704-2007 ，定义 2. 1. 25J 

3. 1.3 
中频无线电话 medium frequency communication radiotelephone 

利用 O. 3 MHz .--.., 3 MHz 频段间的水上移动频率进行无线电通信的设备，简称 MF。

3. 1.4 
高频无线电话 high frequency communication radiotelephone 

利用 3 MHz .--.., 30 MHz 频段间的水上移动频率进行无线电通信的设备，简称 HF。

3. 1.5 
甚高频无线电装置 VHF installtion 

工作在 156 MHz ,...._,174 MHz 之间的无线电通信装置。

口T/T 704-2007 ，定义 2. 3. 7J 

3. 1.6 
数字选择性呼叫 digi tal selective calling ( DSC) 

采用数字编码检错方法，使一无线电台与另一电台或一组电台建立通信联系的预约呼叫技术。

口T/T 704-2007 ，定义 2. 1. 38J 

3. 1.7 
窄带直接印字电报 narrow band direct printing telegraphy( NB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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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小能直接印字的移频电报，分自动请求重发CARQ)和前向纠错CFEC)两种模式。

[JT/ T 704-2007 ，定义 2. 1. 21J 

3. 1.8 
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设备 two-way VHF radiotelephone apparutus 

遇险或紧急情况下，在救生艇(役)之间、母船救生艇(饺)之间或救助船与救生艇(役)之间，主要用

于现场通信的必须至少有两个信道(含 16 信道)的甚高频无线电话设备。

口T/ T 704-2007 ，定义 2.3.8J

3. 1.9 
应急无线电示位标

能迅速发出遇险报警，

口T/ T 704- 2007 

3. 1. 10 

搜救雷达应气

工作在 9G

[JT/ T 70 

3. 1. 11 
国际

通过海

其先进、完

3. 1. 12 
增强群

通过国匾峙霆•• 主雪撞撞年丰富2摇鼎盛F分，它支持
"安全通信

[JT / T 

3. 1. 13 
奈伏泰斯

通过 FEC

海上安全信息(

口T/T 704- 2 

3. 1. 14 
渔业船舶自动识别系

tem of fishing vessel 

为实现岸对船的监视、船船间相乎用噩噩画- 频通信频段上，通过自组织时分多址
CSOTDMA) 、载波侦测时分多址CCSTDMA)等技术，自动广播本船信息并接收其他船舶信息，且不干

扰甚高频无线电话通信的渔船用 B类 AIS 船载通信设备，简称 AIS 终端。

3.2 导航类

3.2. 1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能向民间提供实时的对地球三维位置、速度、时间等信息服务，由空间段、地面控制段和用户机等组

成并由多国参与运行和控制的系统，简称 GNSS。目前，有美国全球定位系统CGlobal Position System , 

简称 GPS) 、前苏联全球导航卫星系统C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简称 GLONASS) 、欧盟伽利

略系统 CGalileo Syste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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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渔业船舶卫星导航仪 GPS ploUer for fishery vessels 

采用 GPS 接收机，内置航海导航算法、电子海图等功能，通过电子海图实时标注船位、显示航向、速

度等信息的设备。

3.2.3 
渔业船舶船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终端 fishing shipborne terminal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satel

lite system 

采用我国北斗卫星系统接收机描醋功能，通过电子海图实时标注船位、

显示航向、速度等信息的设备。

3.2.4 
渔业船舶 CDMA

采用 CDMA

件实现通信导航

3.2.5 
船载航

以安全和

令和操纵

[JT/T 

3. 2. 6 
罗兰 C

一种远

n mile ，定位

[JT/T 

3. 2. 7 
电子海图

能收集

化海图、航用

3.2.8 
雷达 radar 

利用目标对电磁波

口T/ T 704-2007 , 

3. 2. 9 
磁罗经 ma伊etic compωs 

依靠地磁取得指向性能的罗经。

3.2. 10 
GPS 罗经 GPS compass 

利用 GPS 接收机、相位侦测及解算技术取得指向性能的设备。相对于磁罗经，其数据为真北指向。

3. 3 水声助渔类

3.3. 1 
回声测深仪 echo sounder 

利用超声波在水中传输的物理特性而制成的一种测量水深的水声导航仪器。

[JT / T 704-2007 ，定义 3.6.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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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2 
垂直回声探鱼仪 fish finder 

利用水中超声波的传输特性，通过换能器向渔船下方收发声波，测量鱼类的声反射时延，探测和确

定鱼群位置及评估其数量的电子设备。

3.3.3 
水平探鱼仪 horizontal fish finder 

利用水中超声波的传输特性，采用换能器阵列，通过机械或电子相位控制辅助等手段，针对渔船四

周水体鱼类目标进行探测、定位的电子设备，简称声纳。

3. 3. 4 
多普勒计程仪 doppler log 

利用声波在水中传播的多普勒效应来测量船舶航速和累计航程的计程仪。

[JT / T 704-2007 ，定义 3.6.22J

3.3.5 
网位仪 net monitor 

以水声技术为主，综合其他技术，实现对网具所在的水层深度、网口高度及开口、水下温度、盐度等

参数进行监测的设备。

3.4 水质分析类
3.4. 1 

溶氧仪 dissolved oxygen analyzer 

测定水体溶解氧含量的仪器。

3.4.2 
氨氮水质分析仪 water quality analyzer of total ammonia 

测定水体溶解氨氮量的仪器同溶氧仪类似，用于各种渔业水体的水质分析。

3.4.3 
电导率仪 conductivity meter 

测定水体导电离子量的仪器。

3. 4. 4 
pH 仪 pH meter 

测定水体酸碱度值的仪器。

3.5 其他
3.5. 1 

拦鱼电栅 electricity grid for fishery 

利用鱼类的电生物反应特性，为达到拦截鱼类、防止逃逸且不伤害鱼类等目的，在水中形成特定电

场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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