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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包含西进、北上、南下三条蓝色经济通道, 海洋战略通道是蓝色经济通道上的

重要海峡、水道和运河, 海洋战略支点是我方经营开发的重要港口。随着贸易与战略物资运输对远洋海运依

赖程度的加深, 航运安全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问题。海洋战略通道安全保障与航运战略支点建设

成为推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深化全球贸易联系的重要途径, 对我国的战略物资运输与贸易往来

具有重大影响。 

科技部、原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联合印发的《“十三五”海洋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指出:“我国

海洋环境安全保障能力仍较为薄弱, ……, 尚不具备为海上通道安全、海上战略支点提供实时海洋基础数据

和精确预报产品的能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海洋环境安全保障”重点专项“基于卫星组网的海洋战略通

道与战略支点环境安全保障决策支持系统研发与应用”项目, 针对海上重点战略通道与战略支点环境保障需

求, 提出了构建 SAR 卫星组网观测系统的方案, 通过现有 SAR 系统的虚拟组网, 获取西进战略通道与战略支

点的高时间分辨率遥感数据, 发展基于 SAR 卫星组网数据的海洋环境和海上目标信息提取技术以及海洋环

境精细预报技术, 生成海洋战略通道与战略支点环境安全保障产品, 进一步研发海洋环境安全保障决策支持

模型, 构建决策支持系统, 并选择重点战略通道和战略支点开展示范应用, 提升了海洋战略通道与战略支点

的环境监测、预报与决策支持能力, 进而为我国海上经济通道的安全提供了技术保障。 

本项目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海洋与空间信息学院牵头承担, 该学院是学校为更好地服务国家海洋强国

和信息化发展战略, 于 2019 年整合相关学科专业资源而组建成立的。学院充分发挥在青岛办学的区位优势, 

积极融入海洋领域、信息领域科技创新体系, 大力推进科教融合, 着力打造海洋与信息交叉学科特色。该项

目是学院的第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对于学院发展和学校海洋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海洋科学》编辑部的支持下, 本项目组织遴选了 18 篇文章形成本专刊, 其中涉及 SAR 卫星组网技

术 2 篇, 海面风场、海浪、内波等海洋环境信息提取技术 4 篇, 船只、溢油、海岸线等海洋目标信息提取技

术 5 篇, 内波传播预测技术 1 篇, 航行风险评价与海上救援路径规划 2 篇, 海洋数据可视化与决策支持系统研

发 3 篇, 综述论文 1 篇。 

感谢各位编辑在专刊的组织和编辑出版过程中所做的大量工作, 感谢所有为本专刊撰稿的作者和审稿的

专家。由于水平有限, 本专刊难免有疏漏之处, 敬请广大同仁谅解和批评指正！最后,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海洋与信息学科建设的同仁, 期待未来加强深度合作, 共谋我国海洋科技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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