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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數位選擇性傳呼訊號顯示介面設計 
指導老師：翁健二  副教授 
參賽組員：鄒旻珊 
e-mail：1041136101@stu.nkmu.edu.tw 

 

本專題作品針對安裝全球海上遇險和安全系統(Global Marin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 

GMDSS)中數位選擇性傳呼(Digital Selective Calling, DSC)系統訊號顯示介面設計，所謂 DSC，

用途在呼叫船舶及海岸電台傳送遇險警報，可再轉傳送給其它船舶或海岸電台知道。軟體介

面設計開發系統是實際進行接收基本的 DSC 船舶遇難相關資訊外，更擴充地圖顯示、事件

資料記錄更新與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將船舶資訊整合呈現

於網頁上，經由即時資訊處理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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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 

1.1 前言 

台灣地理位置位於東北亞海上往來航運的重要樞紐。由交通部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台灣經

由海上運輸進出口貨物量逐年成長，另外每日經過台灣週遭海域的外籍船舶與靠海維生的漁

船，皆跟海洋息息相關。貿易航線及漁業發展日益熱絡的狀況下，台灣周圍海上交通流量屬

於中高類別，在海上交通流量及海上的風險環境都已經達到危險程度。本作品針對安裝全球

海上遇險和安全系統(Global Marin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 GMDSS)中數位選擇性傳呼

(Digital Selective Calling, DSC)系統訊號顯示介面設計，所謂 DSC，用途在呼叫船舶及海岸電

台傳送遇險警報，可再轉傳送給其它船舶或海岸電台知道。軟體介面設計開發系統是實際進

行接收基本的 DSC 船舶遇難相關資訊外，更擴充地圖顯示、事件資料記錄更新與船舶自動識

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將船舶資訊整合呈現於網頁上，經由即時資訊處

理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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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研究動機 

台灣地理位置四面環海是標準的海島型國家，又坐落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中心位置，

可以說是東北亞海上往來航運的重要樞紐。台灣進出口貿易經由海上運輸之進出口貨物量逐

年增長，由台灣交通部統計處資料顯示，從 101 年度 4773 萬公噸成長至 104 年 5541 萬

公噸[1]，另外 104 年度台灣七處國際商港：基隆港、高雄港、花蓮港、台中港、蘇澳港、安

平港及台北港進出港口的船舶數量約為 111,979 艘，另外還有過境台灣週遭海域的外籍船舶

與台灣每天靠海維生的漁船，這些船舶都在使用著台灣所轄海域[1]，對於台灣海上運輸及活

動的需求，不論是經濟或貿易都以海洋為主要。 

台灣位置不管是要前往中國大陸各個沿岸港口，或者北至日本韓國南往菲律賓越南馬來

西亞，又鄰近世界最大洋區太平洋，可說是東北亞的海上交通運輸重要樞紐，加上近年來東

南亞的經濟成長快速及兩岸之間經濟貿易活動日漸頻繁，海上交通運輸活動量越來越繁雜。 

在日漸活絡的貿易航線與漁業活動熱絡的狀況下，導致台灣海上交通流量屬於中高類別，

依照英國勞氏驗船協會(Lloyd’s Registry of Shipping, LRS)之「海難回顧」資料顯示，以海難

事件發生的頻率當作海上風險環境主要評估標準，並加入天候能見度、潮汐變化、航行船舶

密度、交通流量等因素進行全球海域的評估作業，台灣海域被列為中度海上風險環境

(Moderate Risk Environment) [2] [3]。 

GMDSS 主要讓岸台進行搜救與救助動作，於遇險船舶附近航行的船隻或作業中的船舶，

在接獲遇險警報後，透過搜索及救助協調，使用最短的時間對遇險船舶進行救援。另外求救

系統能夠提供緊急的安全通訊及傳輸海事安全訊息，其內容包括了海上氣象資訊與航行安全

警告等。一般船舶上強制裝載 GMDSS，無論船舶航行於何區域，即可獲得同區域附近之船

舶航行安全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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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統開發環境及軟體說明 

2.1 網頁編輯軟體 

Notepad++[4]是一套自由軟體的純文字編輯器，基於同是開放原始碼的文字編輯元件，有

完整的中文化介面及支援多國語言撰寫的功能，除了可以用來製作一般的純文字的說明文件，

也十分適合用作撰寫電腦程式的編輯器。不僅有語法高亮度顯示，也有語法摺疊功能，並且

支援巨集以及擴充基本功能的外掛模組網站開發效率如虎添翼。 

 

圖 2. 1 Notepad++軟體之程式介面 

  



4 

2.2 美工設計軟體與套件 

PhotoImpact 12 用於系統網站美化、按鈕圖樣、系統網站首頁圖片、系統網站背景等等製

作用途。 

CSS 套件使用能讓網站畫面更加絢麗美觀。 

JavaScript 用於網頁動態效果與提供網頁功能，使網頁操作起來更為直觀容易理解。 

jQuery[5] 使用 jQuery 與 jQuery UI 套件使系統網頁元件更加美觀。 

 

2.3 資料庫管理系統 

MySQL[6]用於系統網站之資料庫使用。 

 

圖 2. 2 MySQL 軟體之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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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伺服器軟體 

Apache[7]用於開發系統網站與資料庫之間做溝通使用。 

 

2.5 程式語言 

HTML 用於建立網站及網頁基本架構及介面，以及建立各網頁間的連結。 

PHP 嵌入 HTML 中使用，用於傳送或記錄部分資料，也用來與 MySQL 資料庫連線以

取得網頁中所需的資料。 

JavaScript 用於網頁動態效果與提供網頁功能，使網頁操作起來更為直觀容易理解。 

Google Maps API V3 [8] 是 Google 公司向全球提供的電子地圖服務，來製作之地圖，略

顯單調且無變化，畢竟只是靜態的效果，API 提供數種公用程式，讓透過各種服務操控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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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架構 

AIS 設備發送訊號給海岸電台接收設備再經由解碼系統進行解碼後傳至伺服器。如果船

舶遇險時，透過緊急按鈕發送 DSC 船舶遇險訊號給海岸電台接收設備再經由解碼系統進行

解碼後將解碼完的資料傳至伺服器。使用者用瀏覽器時，透過網際網路連到船舶資訊介面系

統進行各項操作，當使用者要求存取資料時，使用者的網頁瀏覽器會向系統伺服器提出存取

資料需求，伺服器再與資料庫及提取使用者所需資料，並與資料庫進行各項功能操作(查詢、

刪除資料)。操作完畢後資料庫再回傳資訊給伺服器，伺服器再將經過處理的資訊傳回使用者

的網頁瀏覽器，以供使用者瀏覽、使用。 

 

圖 3. 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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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顯示介面開發 

顯示介面開發說明整體顯示介面架構的設計理念，針對客製化所設計出使用者理想的使

用介面與後端系統建置，最後說明基本操作及顯示介面的成果。 

 

4.1 顯示介面架構設計 

本作品所設計的網頁顯示介面有別以往 DSC 系統資訊內容，主要網頁顯示架構可以分

為三個部分標題條(Title Bar)、圖像顯示及選擇資料顯示如圖 4.1 所示。 

 

圖 4. 1 網頁顯示架構 

 

 Title Bar 除了顯示網頁名稱外，往後亦可追加使用者管理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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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顯示主要是將 DSC 船舶遇險求救訊號及 AIS 船舶資訊進行整合呈現在地圖上，讓

操作網頁顯示介面的使用者可以更清楚週遭海域船舶動態資訊如圖 4.2 所示。 

 

圖 4. 2 週遭海域船舶動態資訊 

 

其中船舶種類將依照船舶類型進行區分，不同的類型船舶有不同顏色的標示作為分類如

圖 4.3 所示，而船舶種類中又依照船舶的航行速度區分不同的圖示如表 4.1 所示。 

 

圖 4. 3 船舶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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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船速分類 

船速(節) 船舶圖示 

0 節 
 

1~5 節 
 

6~10 節 
 

11~15 節 
 

15 節以上 
 

 

資料顯示內容則區分為四個小部份供使用者操作；分為 AIS 船舶資料顯示介面、DSC 遇

險警報顯示介面、DSC 歷史資料查詢顯示介面及 DSC 事件刪除顯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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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資料介面開發 

資料介面可分為四個部份，第一個部份為 AIS 船舶資料顯示介面，當使用者點選地圖上

單一船舶時，將會顯示該船舶資訊內容例如：船名、MMSI、經緯度座標、航速及航向等內容，

如圖 4.4 所示。 

 

 

圖 4. 4 AIS 船舶資料顯示介面 

 

第二部份為 DSC 遇險警報顯示介面，主要是接獲 DSC 求救訊號後，將其遇險船舶的

接收時間、MMSI、遇險座標、時間等內容呈現出來，並且在地圖上標示出遇險船舶之座標位

址，如圖 4.5 所示。 

 

圖 4. 5 DSC 遇險警報顯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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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為 DSC 歷史資料查詢顯示介面，主要是查詢 DSC 遇險警報的歷史資料，可

以隨意調整想要查詢的日期，了解其日期所發生的次數或某次之遇險警報內容，如圖 4.6 所

示。 

 

圖 4. 6 DSC 歷史資料查詢顯示介面 

 

最後第四部份為 DSC 事件刪除顯示介面，由於每次調度、協調和救援的速度都不一樣，

所以必須要經由確認遇險船舶被救援後才能進行事件的清除，如圖 4.7 所示。 

 

圖 4. 7 DSC 事件刪除顯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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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後端系統建置 

建置一個完善的後端資料庫可以提供即時且正確的資料路徑。後端系統主要使用由甲骨

文公司（Oracle）所推出的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 MySQL 所建置，目的在於儲存即時的 AIS 

船舶資訊、DSC 船舶遇險警報資訊及 DSC 船舶遇險警報歷史資料外，更讓使用者對其資料

庫中檔案的資料進行新增、擷取、更新、刪除。 

將資料庫中儲存的每一筆 AIS 船舶資訊的資料內容進行分類如圖 4.8 所示，然後依照

資料內容將船舶的即時資訊顯示於網頁顯示介面如圖 4.9 所示。 

 

圖 4. 8 AIS 船舶資料 

 

 

圖 4. 9 AIS 船舶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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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DSC 船舶遇險警報資訊還原成原本的訊號後，依國際標準規範 ITU-R M.493-14 建

議書中所規範的內容[9]，在資料庫中儲存每一筆 DSC 船舶遇險警報資訊，並進行分類如圖 

4.10 所示，然後依照資料內容將遇險警報資訊顯示於網頁顯示介面如圖 4.11 所示。 

 

圖 4. 10 DSC 船舶資料 

 

 

圖 4. 11 DSC 船舶遇險警報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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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 船舶遇險警報歷史資料是將以發生 DSC 船舶遇險警報資訊進行儲存，其目的在於

日後可針對一時間範圍內進行調查或分析船舶遇險之狀況如圖 4.12 所示。 

 

圖 4. 12 DSC 船舶遇險警報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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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專題可讓使用者隨時透過船舶資訊介面系統觀看即時船舶 AIS 資訊並且可以知道船

舶的行進方向，如果船舶遇險時經由船長或副船長仔細思考後按下緊急求救按鈕，則求救訊

號可以即時呈現在船舶資訊介面系統上，並透過岸台上的人員即時通知相關單位及週遭航行

船舶，這除了利於相關單位進行協調船舶與調度救難人員，更可讓週遭航行船舶迅速地進行

救援動作。 

此外船舶資訊介面系統還可以在救難結束後經岸台人員刪除遇險船舶求救訊號，並且自

動記錄遇險船舶資料至資料庫，有利於相關單位查詢船舶遇險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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