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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操作与应用 
 
 
E971：无限航区 500 总吨及以上二/三副、沿海航区船舶二/三副 
E972： 沿海航区 500 总吨及以上船长/大副（仅限于未满 500 总吨船

舶船长/大副吨位提高）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1 1   0.4 1 

E971 1 1   0.4 1 

题干 在真实雷达上完成下列内容（操作+口述）： 

①雷达开机前准备工作； 

②雷达开机、核实传感器数据、并调整到最佳观测状态； 

③根据气象海况和航行环境保持清晰观测目标的操作； 

④雷达关机操作。 

（本项评估及格后方可进行后续评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数字信息处理雷达设备，处于关机状态。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开机前准备工作 

①天线位置无人员或障碍物； 

②所有抗干扰控钮和回波增强处理控制预置在最小（不起控）位置。 

 

（2）雷达开机、核实传感器数据、并调整在最佳观测状态的操作 

①置雷达电源于“预备”位置，等待至少 3 min； 

②待雷达进入“预备好”状态，将发射开关置“发射”； 

③调整亮度，适于观测； 

④选择合适量程； 

⑤调整增益，屏幕噪声斑点刚刚可见； 

⑥调整调谐，确认回波饱满清晰； 

⑦核实艏向、速度、位置、AIS 传感器数据与其原始信息一致。 

 

（3）根据气象海况和航行环境保持清晰观测目标的操作 

使用各种抗干扰电路和雷达图像质量辅助控制装置，保持雷达图像质量清

晰。 

 

（4）雷达关机操作 

①将所有抗杂波控钮置于关闭状态； 

②将雷达电源关闭。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2    0.4 1 

E971 2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选择合适的雷达定位目标，进行雷达定位（操作+

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模拟器场景方案参考如下： 

①雷达模拟器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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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本船车钟开启，航速 8kn； 

③自动舵稳定航向 090°； 

④船舶航行在直布罗陀海峡东行通航分道内，概位 35°55.0′N，

5°45.0′W-5°36.0′W； 

⑤航区无风无流； 

⑥配备航区纸质海图，计划航线画在海图上，配备海图作业工具； 

⑦雷达图像调试清晰。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①被评估者合理选择或评估员指定定位方法； 

②选择合适目标目标（孤立易辨、近而可靠，位置线交角合适，海图上位置

存在的目标）； 

③观测目标，评估员注意观察被评估者的测量方法、观测顺序。 

④满分 15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1 2    0.4 1 

E972 2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选择合适的雷达定位目标，进行雷达定位（操作+

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模拟器场景方案参考如下： 

①雷达模拟器正常运行； 

②本船车钟开启，航速 8kn； 

③自动舵稳定航向 270°； 

④船舶航行在直布罗陀海峡西行通航分道内，概位 35°55.0′N，

5°45.0′W-5°36.0′W； 

⑤航区无风无流； 

⑥配备航区纸质海图，计划航线画在海图上，配备海图作业工具； 

⑦雷达图像调试清晰。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①被评估者合理选择或评估员指定定位方法； 

②选择合适目标目标（孤立易辨、近而可靠，位置线交角合适，海图上位置

存在的目标）； 

③观测目标，评估员注意观察被评估者的测量方法、观测顺序。 

④满分 15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2    0.4 1 

E971 2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选择合适的雷达定位目标，进行雷达定位。（操

作+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①雷达模拟器正常运行； 

②本船车钟开启，航速 8kn； 

③自动舵稳定航向 072°； 

④船舶航行在直布罗陀海峡东行通航分道内，概位 35°56.0′N，

5°35.0′W-5°25.0′W； 

⑤航区无风无流； 

⑥配备航区纸质海图，计划航线画在海图上，配备海图作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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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雷达图像调试清晰。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①被评估者合理选择或评估员指定定位方法； 

②选择合适目标目标（孤立易辨、近而可靠，位置线交角合适，海图上位置

存在的目标）； 

③观测目标，评估员注意观察被评估者的测量方法、观测顺序。 

④满分 15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1 2    0.4 1 

E972 2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选择合适的雷达定位目标，进行雷达定位。（操

作+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①雷达模拟器正常运行； 

②本船车钟开启，航速 8kn； 

③自动舵稳定航向 252°； 

④船舶航行在直布罗陀海峡西行通航分道内，概位 35°56.0′N，

5°35.0′W-5°25.0′W； 

⑤航区无风无流； 

⑥配备航区纸质海图，计划航线画在海图上，配备海图作业工具； 

⑦雷达图像调试清晰。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①被评估者合理选择或评估员指定定位方法； 

②选择合适目标目标（孤立易辨、近而可靠，位置线交角合适，海图上位置

存在的目标）； 

③观测目标，评估员注意观察被评估者的测量方法、观测顺序。 

④满分 15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2    0.4 1 

E971 2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选择合适的雷达定位目标，进行雷达定位（操作+

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模拟器场景方案参考如下： 

①雷达模拟器正常运行； 

②本船车钟开启，航速 6kn； 

③自动舵稳定航向 310°； 

④船舶航行在虾峙门水道进口通航分道内，概位 29°45′30″′N，

122°18′29″E； 

⑤航区无风无流； 

⑥配备航区纸质海图，计划航线画在海图上，配备海图作业工具； 

⑦雷达图像调试清晰。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①被评估者合理选择或评估员指定定位方法； 

②选择合适目标目标（孤立易辨、近而可靠，位置线交角合适，海图上位置

存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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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观测目标，评估员注意观察被评估者的测量方法、观测顺序。 

④满分 15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2    0.4 1 

E971 2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选择合适的雷达定位目标，进行雷达定位（操作+

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模拟器场景方案参考如下： 

①雷达模拟器正常运行； 

②本船车钟开启，航速 6kn； 

③自动舵稳定航向 130°； 

④船舶航行在虾峙门水道出口通航分道内，概位 29°49′30″′N，

122°13′10″E； 

⑤航区无风无流； 

⑥配备航区纸质海图，计划航线画在海图上，配备海图作业工具； 

⑦雷达图像调试清晰。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①被评估者合理选择或评估员指定定位方法； 

②选择合适目标目标（孤立易辨、近而可靠，位置线交角合适，海图上位置

存在的目标）； 

③观测目标，评估员注意观察被评估者的测量方法、观测顺序。 

④满分 15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1 2    0.4 1 

E972 2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选择合适的雷达定位目标，进行雷达定位（操作+

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模拟器场景方案参考如下： 

①雷达模拟器正常运行； 

②本船车钟开启，航速 5kn； 

③自动舵稳定航向 330°； 

④船舶航行在乌沙水道，概位 29°47′′N，122°22′E； 

⑤航区无风无流； 

⑥配备航区纸质海图，计划航线画在海图上，配备海图作业工具； 

⑦雷达图像调试清晰。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①被评估者合理选择或评估员指定定位方法； 

②选择合适目标目标（孤立易辨、近而可靠，位置线交角合适，海图上位置

存在的目标）； 

③观测目标，评估员注意观察被评估者的测量方法、观测顺序。 

④满分 15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1 2    0.4 1 

E972 2    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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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选择合适的雷达定位目标，进行雷达定位（操作+

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模拟器场景方案参考如下： 

①雷达模拟器正常运行； 

②本船车钟开启，航速 5kn； 

③自动舵稳定航向 150°； 

④船舶航行在乌沙水道，概位 29°49′30″′N，122°20′30″E； 

⑤航区无风无流； 

⑥配备航区纸质海图，计划航线画在海图上，配备海图作业工具； 

⑦雷达图像调试清晰。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①被评估者合理选择或评估员指定定位方法； 

②选择合适目标目标（孤立易辨、近而可靠，位置线交角合适，海图上位置

存在的目标）； 

③观测目标，评估员注意观察被评估者的测量方法、观测顺序。 

④满分 15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1 3    0.4 1 

E972 3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选择合适的导航方法进行雷达导航操作。（操作+

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①雷达模拟器正常运行； 

②本船车钟开启，航速 10kn； 

③自动舵稳定航向 310°； 

④船舶航行在虾峙门水道进口通航分道内； 

⑤航区无风无流； 

⑥配备航区纸质海图，计划航线画在海图上，配备海图作业工具； 

⑦雷达图像调试清晰。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①被评估者根据本船所处场景方案水道航段的情况，选定导航方法； 

②被评估者实操确定避险方位或避险距离（利用海图）； 

③被评估者实操导航方法（在雷达模拟器）。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3    0.4 1 

E971 3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选择合适的导航方法进行雷达导航操作。（操作+

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①雷达模拟器正常运行； 

②本船车钟开启，航速 10kn； 

③自动舵稳定航向 130°； 

④船舶航行在虾峙门水道出口通航分道内； 

⑤航区无风无流； 

⑥配备航区纸质海图，计划航线画在海图上，配备海图作业工具； 

⑦雷达图像调试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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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①被评估者根据本船所处场景方案水道航段的情况，选定导航方法； 

②被评估者实操确定避险方位或避险距离（利用海图）； 

③被评估者实操导航方法（在雷达模拟器）。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1 3    0.4 1 

E972 3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选择合适的导航方法进行雷达导航操作。（操作+

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①雷达模拟器正常运行； 

②本船车钟开启，航速 10kn； 

③自动舵稳定航向 090°； 

④船舶航行在直布罗陀海峡东行通航分道内； 

⑤航区无风无流； 

⑥配备航区纸质海图，计划航线画在海图上，配备海图作业工具； 

⑦雷达图像调试清晰。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①被评估者根据本船所处场景方案水道航段的情况，选定导航方法； 

②被评估者实操确定避险方位或避险距离（利用海图）； 

③被评估者实操导航方法（在雷达模拟器）。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3    0.4 1 

E971 3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选择合适的导航方法进行雷达导航操作。（操作+

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①雷达模拟器正常运行； 

②本船车钟开启，航速 10kn； 

③自动舵稳定航向 270°； 

④船舶航行在直布罗陀海峡西行通航分道内； 

⑤航区无风无流； 

⑥配备航区纸质海图，计划航线画在海图上，配备海图作业工具； 

⑦雷达图像调试清晰。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①被评估者根据本船所处场景方案水道航段的情况，选定导航方法； 

②被评估者实操确定避险方位或避险距离（利用海图）； 

③被评估者实操导航方法（在雷达模拟器）。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3    0.4 1 

E971 3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选择合适的导航方法进行雷达导航操作。（操作+

口述） 

试题初始状 场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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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描述 ①雷达模拟器正常运行； 

②本船车钟开启，航速 5kn； 

③自动舵稳定航向 330°； 

④船舶航行在乌沙水道内； 

⑤航区无风无流； 

⑥配备航区纸质海图，计划航线画在海图上，配备海图作业工具； 

⑦雷达图像调试清晰。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①被评估者根据本船所处场景方案水道航段的情况，选定导航方法； 

②被评估者实操确定避险方位或避险距离（利用海图）； 

③被评估者实操导航方法（在雷达模拟器）。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1 3    0.4 1 

E972 3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选择合适的导航方法进行雷达导航操作。（操作+

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①雷达模拟器正常运行； 

②本船车钟开启，航速 5kn； 

③自动舵稳定航向 150°； 

④船舶航行在乌沙水道内； 

⑤航区无风无流； 

⑥配备航区纸质海图，计划航线画在海图上，配备海图作业工具； 

⑦雷达图像调试清晰。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①被评估者根据本船所处场景方案水道航段的情况，选定导航方法； 

②被评估者实操确定避险方位或避险距离（利用海图）； 

③被评估者实操导航方法（在雷达模拟器）。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4 1   0.4 1 

E971 4 1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人工标绘操作：（操作+口述） 

①求取目标船的航向、航速、CPA 及 TCPA； 

②判断本船所处的局面，拟定转向避让措施； 

③转向避让操纵，并查核避让效果； 

④求取恢复原航向的时机并恢复原航向。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①本船于能见度不良的水域中航行，航向 000°，航速 14.1 kn； 

②目标船 1相对方位 072°，距离 9.6 n mile，航向 300°，航速 18 kn； 

③目标船 2相对方位 315°，距离 8.5 n mile，航向 081°，航速 18 kn； 

④提供人工标绘工具。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操作流程 

①进行雷达数据实测（要求等时间间隔观测三点或三点以上），并标绘目标

船的相对运动线； 

②利用相对运动作图方法标绘求得目标航向与航速、CPA 和 TCPA，分析他船



 8

的态势； 

③当目标船的 CPA 小于 2 n mile 时，确定重点避让目标，通过相对运动图解

法作图，在预定的时间或距危险目标船预定的距离（4～5 n mile 时）求取本

船避让行动，并使目标船能以 2 n mile 的 CPA 通过； 

④查核避让措施对其他目标的避让效果，并求取恢复原航向或航速的时机； 

⑤在预定的时间或距离，根据采取标绘求得的措施操纵本船进行避让，并验

证目标船实际的 CPA。 

 

（2）评估方法 

评估要素各项占分值 10%。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1 4 1   0.4 1 

E972 4 1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人工标绘操作：（操作+口述） 

①求取目标船的航向、航速、CPA 及 TCPA； 

②判断本船所处的局面，拟定转向避让措施； 

③转向避让操纵，并查核避让效果； 

④求取恢复原航向的时机并恢复原航向。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①本船于能见度不良的水域中航行，航向 000°，航速 14.1 kn； 

②目标船 1相对方位 359°，距离 10.8 n mile，航向 179°，航速 12 kn； 

③目标船 2相对方位 061°，距离 5 n mile，航向 330°，航速 12 kn； 

④提供人工标绘工具。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操作流程 

①进行雷达数据实测（要求等时间间隔观测三点或三点以上），并标绘目标

船的相对运动线； 

②利用相对运动作图方法标绘求得目标航向与航速、CPA 和 TCPA，分析他船

的态势； 

③当目标船的 CPA 小于 2 n mile 时，确定重点避让目标，通过相对运动图解

法作图，在预定的时间或距危险目标船预定的距离（4～5 n mile 时）求取本

船避让行动，并使目标船能以 2 n mile 的 CPA 通过； 

④查核避让措施对其他目标的避让效果，并求取恢复原航向或航速的时机； 

⑤在预定的时间或距离，根据采取标绘求得的措施操纵本船进行避让，并验

证目标船实际的 CPA。 

（2）评估方法 

评估要素各项满分为 2分，满分 20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1 4 1   0.4 1 

E972 4 1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人工标绘操作：（操作+口述） 

①求取目标船的航向、航速、CPA 及 TCPA； 

②判断本船所处的局面，拟定转向避让措施； 

③转向避让操纵，并查核避让效果； 

④求取恢复原航向的时机并恢复原航向。 

试题初始状 场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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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描述 ①本船于能见度不良的水域中航行，航向 000°，航速 14.1 kn； 

②目标船 1相对方位 037°，距离 10.0 n mile，航向 255°，航速 14 kn； 

③目标船 2相对方位 301°，距离 10 n mile，航向 068°，航速 15 kn； 

④提供人工标绘工具。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操作流程 

①进行雷达数据实测（要求等时间间隔观测三点或三点以上），并标绘目标

船的相对运动线； 

②利用相对运动作图方法标绘求得目标航向与航速、CPA 和 TCPA，分析他船

的态势； 

③当目标船的 CPA 小于 2 n mile 时，确定重点避让目标，通过相对运动图解

法作图，在预定的时间或距危险目标船预定的距离（4～5 n mile 时）求取本

船避让行动，并使目标船能以 2 n mile 的 CPA 通过； 

④查核避让措施对其他目标的避让效果，并求取恢复原航向或航速的时机； 

⑤在预定的时间或距离，根据采取标绘求得的措施操纵本船进行避让，并验

证目标船实际的 CPA。 

（2）评估方法 

评估要素各项满分为 2分，满分 20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4 1   0.4 1 

E971 4 1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人工标绘操作：（操作+口述） 

①求取目标船的航向、航速、CPA 及 TCPA； 

②判断本船所处的局面，拟定转向避让措施； 

③转向避让操纵，并查核避让效果； 

④求取恢复原航向的时机并恢复原航向。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①本船于能见度不良的水域中航行，航向 030°，航速 14.1 kn； 

②目标船 1相对方位 007°，距离 9 n mile，航向 233°，航速 6 kn； 

③目标船 2相对方位 300°，距离 10 n mile，航向 112°，航速 20 kn； 

④提供人工标绘工具。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操作流程 

①进行雷达数据实测（要求等时间间隔观测三点或三点以上），并标绘目标

船的相对运动线； 

②利用相对运动作图方法标绘求得目标航向与航速、CPA 和 TCPA，分析他船

的态势； 

③当目标船的 CPA 小于 2 n mile 时，确定重点避让目标，通过相对运动图解

法作图，在预定的时间或距危险目标船预定的距离（4～5 n mile 时）求取本

船避让行动，并使目标船能以 2 n mile 的 CPA 通过； 

④查核避让措施对其他目标的避让效果，并求取恢复原航向或航速的时机； 

⑤在预定的时间或距离，根据采取标绘求得的措施操纵本船进行避让，并验

证目标船实际的 CPA。 

（2）评估方法 

评估要素各项满分为 2分，满分 20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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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71 4 1   0.4 1 

E972 4 1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人工标绘操作：（操作+口述） 

①求取目标船的航向、航速、CPA 及 TCPA； 

②判断本船所处的局面，拟定转向避让措施； 

③转向避让操纵，并查核避让效果； 

④求取恢复原航向的时机并恢复原航向。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①本船于能见度不良的水域中航行，航向 028°，航速 12.2 kn； 

②目标船 1相对方位 289°，距离 9.1 n mile，航向 70°，航速 12 kn； 

③目标船 2相对方位 003°，距离 9.7 n mile，航向 214°，航速 12 kn； 

④提供人工标绘工具。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操作流程 

①进行雷达数据实测（要求等时间间隔观测三点或三点以上），并标绘目标

船的相对运动线； 

②利用相对运动作图方法标绘求得目标航向与航速、CPA 和 TCPA，分析他船

的态势； 

③当目标船的 CPA 小于 2 n mile 时，确定重点避让目标，通过相对运动图解

法作图，在预定的时间或距危险目标船预定的距离（4～5 n mile 时）求取本

船避让行动，并使目标船能以 2 n mile 的 CPA 通过； 

④查核避让措施对其他目标的避让效果，并求取恢复原航向或航速的时机； 

⑤在预定的时间或距离，根据采取标绘求得的措施操纵本船进行避让，并验

证目标船实际的 CPA。 

（2）评估方法 

评估要素各项满分为 2分，满分 20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4 1   0.4 1 

E971 4 1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人工标绘操作：（操作+口述） 

①求取目标船的航向、航速、CPA 及 TCPA； 

②判断本船所处的局面，拟定转向避让措施； 

③转向避让操纵，并查核避让效果； 

④求取恢复原航向的时机并恢复原航向。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①本船于能见度不良的水域中航行，航向 000°，航速 12.2 kn； 

②目标船 1相对方位 059°，距离 8.8 n mile，航向 280°，航速 15 kn； 

③目标船 2相对方位 309°，距离 8.3 n mile，航向 084°，航速 13 kn； 

④提供人工标绘工具。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操作流程 

①进行雷达数据实测（要求等时间间隔观测三点或三点以上），并标绘目标

船的相对运动线； 

②利用相对运动作图方法标绘求得目标航向与航速、CPA 和 TCPA，分析他船

的态势； 

③当目标船的 CPA 小于 2 n mile 时，确定重点避让目标，通过相对运动图解

法作图，在预定的时间或距危险目标船预定的距离（4～5 n mile 时）求取本

船避让行动，并使目标船能以 2 n mile 的 CPA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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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查核避让措施对其他目标的避让效果，并求取恢复原航向或航速的时机； 

⑤在预定的时间或距离，根据采取标绘求得的措施操纵本船进行避让，并验

证目标船实际的 CPA。 

（2）评估方法 

评估要素各项满分为 2分，满分 20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4 2   0.4 1 

E971 4 2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人工标绘操作：（操作+口述） 

①求取目标船的航向、航速、CPA 及 TCPA； 

②判断本船所处的局面，拟定变速避让措施； 

③变速避让操纵，并查核避让效果； 

④求取恢复原航速的时机并恢复原航速。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①本船于能见度不良的水域中航行，航向 030°，航速 14.1 kn； 

②目标船 1相对方位 011°，距离 9.1 n mile，航向 246°，航速 6.0 kn； 

③目标船 2相对方位 301°，距离 10 n mile，航向 115°，航速 20 kn； 

④提供人工标绘工具。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操作流程 

①进行雷达数据实测（要求等时间间隔观测三点或三点以上），并标绘目标

船的相对运动线； 

②利用相对运动作图方法标绘求得目标航向与航速、CPA 和 TCPA，分析他船

的态势； 

③当目标船的 CPA 小于 2 n mile 时，确定重点避让目标，通过相对运动图解

法作图，在预定的时间或距危险目标船预定的距离（4～5 n mile 时）求取本

船避让行动，并使目标船能以 2 n mile 的 CPA 通过； 

④查核避让措施对其他目标的避让效果，并求取恢复原航向或航速的时机； 

⑤在预定的时间或距离，根据采取标绘求得的措施操纵本船进行避让，并验

证目标船实际的 CPA。 

（2）评估方法 

评估要素各项满分为 2分，满分 20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4 2   0.4 1 

E971 4 2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人工标绘操作：（操作+口述） 

①求取目标船的航向、航速、CPA 及 TCPA； 

②判断本船所处的局面，拟定变速避让措施； 

③变速避让操纵，并查核避让效果； 

④求取恢复原航速的时机并恢复原航速。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①本船于能见度不良的水域中航行，航向 045°，航速 14.1 kn； 

②目标船 1相对方位 081°，距离 8.9 n mile，航向 350°，航速 20 kn； 

③目标船 2相对方位 357°，距离 14 n mile，航向 220°，航速 18 kn； 

④提供人工标绘工具。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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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操作流程 

①进行雷达数据实测（要求等时间间隔观测三点或三点以上），并标绘目标

船的相对运动线； 

②利用相对运动作图方法标绘求得目标航向与航速、CPA 和 TCPA，分析他船

的态势； 

③当目标船的 CPA 小于 2 n mile 时，确定重点避让目标，通过相对运动图解

法作图，在预定的时间或距危险目标船预定的距离（4～5 n mile 时）求取本

船避让行动，并使目标船能以 2 n mile 的 CPA 通过； 

④查核避让措施对其他目标的避让效果，并求取恢复原航向或航速的时机； 

⑤在预定的时间或距离，根据采取标绘求得的措施操纵本船进行避让，并验

证目标船实际的 CPA。 

（2）评估方法 

评估要素各项满分为 2分，满分 20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4 2   0.4 1 

E971 4 2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人工标绘操作：（操作+口述） 

①求取目标船的航向、航速、CPA 及 TCPA； 

②判断本船所处的局面，拟定变速避让措施； 

③变速避让操纵，并查核避让效果； 

④求取恢复原航速的时机并恢复原航速。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①本船于能见度不良的水域中航行，航向 180°，航速 14.1 kn； 

②目标船 1相对方位 273°，距离 10 n mile，航向 220°，航速 18 kn； 

③目标船 2相对方位 075°，距离 6.7 n mile，航向 133°，航速 16 kn； 

④提供人工标绘工具。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操作流程 

①进行雷达数据实测（要求等时间间隔观测三点或三点以上），并标绘目标

船的相对运动线； 

②利用相对运动作图方法标绘求得目标航向与航速、CPA 和 TCPA，分析他船

的态势； 

③当目标船的 CPA 小于 2 n mile 时，确定重点避让目标，通过相对运动图解

法作图，在预定的时间或距危险目标船预定的距离（4～5 n mile 时）求取本

船避让行动，并使目标船能以 2 n mile 的 CPA 通过； 

④查核避让措施对其他目标的避让效果，并求取恢复原航向或航速的时机； 

⑤在预定的时间或距离，根据采取标绘求得的措施操纵本船进行避让，并验

证目标船实际的 CPA。 

（2）评估方法 

评估要素各项满分为 2分，满分 20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4 2   0.4 1 

E971 4 2   0.4 1 

题干 根据雷达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人工标绘操作：（操作+口述） 

①求取目标船的航向、航速、CPA 及 TCPA； 

②判断本船所处的局面，拟定变速避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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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变速避让操纵，并查核避让效果； 

④求取恢复原航速的时机并恢复原航速。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①本船于能见度不良的水域中航行，航向 000°，航速 12.21 kn； 

②目标船 1相对方位 047°，距离 9.7 n mile，航向 268°，航速 15 kn； 

③目标船 2相对方位 332°，距离 10 n mile，航向 120°，航速 13 kn； 

④提供人工标绘工具。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操作流程 

①进行雷达数据实测（要求等时间间隔观测三点或三点以上），并标绘目标

船的相对运动线； 

②利用相对运动作图方法标绘求得目标航向与航速、CPA 和 TCPA，分析他船

的态势； 

③当目标船的 CPA 小于 2 n mile 时，确定重点避让目标，通过相对运动图解

法作图，在预定的时间或距危险目标船预定的距离（4～5 n mile 时）求取本

船避让行动，并使目标船能以 2 n mile 的 CPA 通过； 

④查核避让措施对其他目标的避让效果，并求取恢复原航向或航速的时机； 

⑤在预定的时间或距离，根据采取标绘求得的措施操纵本船进行避让，并验

证目标船实际的 CPA。 

（2）评估方法 

评估要素各项满分为 2分，满分 20 分。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5    0.4 1 

E971 5    0.4 1 

题干 根据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目标跟踪、AIS 报告目标、试操船功能避碰操

作(操作+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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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模拟器教练台按照“试题初始状态描述”发送练习； 

 

2.被评估者启动本船，按照练习设定的本船初始状态，定速航行； 

 

3.启动雷达，进行雷达传感器及系统设置； 

（1）雷达：增益—噪声斑点刚刚看得见，调谐—回波饱满清晰，杂波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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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练习合理设置，量程—3 或 6或 12nm(以 6 或 12 为主)，适当兼顾其他量

程，显示方式—N-up 或 C-up。 

（2）罗经（THD）：雷达艏向与主罗经示数一致，且随动正常； 

（3）速度与航程测量设备（SDME）：选择对水速度，显示速度与计程仪指示

一致； 

（4）GPS：查看雷达显示船位与船舶主 GPS 船位一致； 

（5）AIS：查看雷达屏幕 AIS 信息，确认显示正常； 

（6）CPA LIM/TCPA LIM：根据海域环境，一般 0.8＜CPA＜2(nm)，10＜TCPA

＜20(min)。 

 

4.使用雷达人工和/或自动捕获目标，并启动 AIS 报告功能： 

（1）人工捕获目标：捕获原则— 操作配合问答：船艏/右舷/近距离； 

优缺点（问答）： 

①根据经验和需要，避免捕获杂波、假回波和不需要捕获的目标； 

②可能漏捕获，操作费时。 

（2）自动捕获目标：设置— 操作：警戒/捕获区通常在 10～2 nm，抑制区 1 

nm 之内； 

注意事项（问答）： 

①合理设置自动捕获区域和排除区域； 

②可能虚警和漏警； 

③配合人工捕获； 

（3）启动 AIS 报告功能：正确启动 AIS 报告功能，显示 AIS 报告信息。 

 

5.读取雷达跟踪目标数据，删除不必要跟踪的目标，判断安全、非紧迫和紧

迫危险目标： 

（1）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数据，准确解释各数据含义； 

（2）合理取消不需要跟踪的目标，正确解释目标丢失原因并确认； 

（3）准确使用 RV(配合时间调整)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4）准确使用 TV(配合时间调整)结合避碰规则判断会遇局面； 

（5）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6）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会遇局面； 

（7）正确使用 PAD 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和会遇局面。 

 

6.读取 AIS 报告目标数据，分析报告数据的精度及可信性： 

（1）按照评估要素要求指认屏幕 AIS 目标； 

（2）选择 AIS 目标，解释评估要素中的信息； 

（3）根据场景条件分析 AIS 目标的可信性与精度。 

 

7.利用 AIS 报告数据辅助判断目标安全、非紧迫和紧迫危险： 

准确使用 AIS 报告信息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8.设置雷达跟踪目标与 AIS 报告目标关联参数、选择关联优先权： 

（1）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目标的距离差值、方位差值和航速差值，以及目标

的航向差值和地理位置差值。典型的关联参数可以是：目标距离差小于 0.15 

nmile，目标方位差小于 3°，目标速度差小于 0.5 kn，目标航向差小于

5°，目标地理位置差小于 0.1 n mile； 

（2）—系统满足精度要求时，AIS 信息具有优先权； 

—低于 1.5 nm 量程，雷达与 AIS 目标精度相当，优先权相同； 

—本船 GPS 误差较大，或 AIS 目标与雷达跟踪目标位置偏离较大，考虑雷达

信息具有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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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危险目标进行试操船，获取有效避碰方案。 

（1）提前合理捕获相关目标； 

（2）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字母数字数据； 

（3）合理输入试操船数据；解释机动前模拟时间含义； 

（4）试操船快捷，同时监视被让目标航向/航速变化，判断其机动状态； 

（5）合理选择时机终止试操船； 

（6）能够通过试操船获得有效避碰方案。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1 5    0.4 1 

E972 5    0.4 1 

题干 根据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目标跟踪、AIS 报告目标、试操船功能避碰操

作(操作+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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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模拟器教练台按照“试题初始状态描述”发送练习； 

 

2.被评估者启动本船，按照练习设定的本船初始状态，定速航行； 

 

3.启动雷达，进行雷达传感器及系统设置； 

（1）雷达：增益—噪声斑点刚刚看得见，调谐—回波饱满清晰，杂波抑制—

根据练习合理设置，量程—3 或 6或 12nm(以 6 或 12 为主)，适当兼顾其他量

程，显示方式—N-up 或 C-up。 

（2）罗经（THD）：雷达艏向与主罗经示数一致，且随动正常； 

（3）速度与航程测量设备（SDME）：选择对水速度，显示速度与计程仪指示

一致； 

（4）GPS：查看雷达显示船位与船舶主 GPS 船位一致； 

（5）AIS：查看雷达屏幕 AIS 信息，确认显示正常； 

（6）CPA LIM/TCPA LIM：根据海域环境，一般 0.8＜CPA＜2(nm)，10＜TCPA

＜20(min)。 

 

4.使用雷达人工和/或自动捕获目标，并启动 AIS 报告功能： 

（1）人工捕获目标：捕获原则— 操作配合问答：船艏/右舷/近距离； 

优缺点（问答）： 

①根据经验和需要，避免捕获杂波、假回波和不需要捕获的目标； 

②可能漏捕获，操作费时。 

（2）自动捕获目标：设置— 操作：警戒/捕获区通常在 10～2 nm，抑制区 1 

nm 之内； 

注意事项（问答）： 

①合理设置自动捕获区域和排除区域； 

②可能虚警和漏警； 

③配合人工捕获； 

（3）启动 AIS 报告功能：正确启动 AIS 报告功能，显示 AIS 报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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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读取雷达跟踪目标数据，删除不必要跟踪的目标，判断安全、非紧迫和紧

迫危险目标： 

（1）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数据，准确解释各数据含义； 

（2）合理取消不需要跟踪的目标，正确解释目标丢失原因并确认； 

（3）准确使用 RV(配合时间调整)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4）准确使用 TV(配合时间调整)结合避碰规则判断会遇局面； 

（5）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6）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会遇局面； 

（7）正确使用 PAD 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和会遇局面。 

 

6.读取 AIS 报告目标数据，分析报告数据的精度及可信性： 

（1）按照评估要素要求指认屏幕 AIS 目标； 

（2）选择 AIS 目标，解释评估要素中的信息； 

（3）根据场景条件分析 AIS 目标的可信性与精度。 

 

7.利用 AIS 报告数据辅助判断目标安全、非紧迫和紧迫危险： 

准确使用 AIS 报告信息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8.设置雷达跟踪目标与 AIS 报告目标关联参数、选择关联优先权： 

（1）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目标的距离差值、方位差值和航速差值，以及目标

的航向差值和地理位置差值。典型的关联参数可以是：目标距离差小于 0.15 

nmile，目标方位差小于 3°，目标速度差小于 0.5 kn，目标航向差小于

5°，目标地理位置差小于 0.1 n mile； 

（2）—系统满足精度要求时，AIS 信息具有优先权； 

—低于 1.5 nm 量程，雷达与 AIS 目标精度相当，优先权相同； 

—本船 GPS 误差较大，或 AIS 目标与雷达跟踪目标位置偏离较大，考虑雷达

信息具有优先权。 

 

9.对危险目标进行试操船，获取有效避碰方案。 

（1）提前合理捕获相关目标； 

（2）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字母数字数据； 

（3）合理输入试操船数据；解释机动前模拟时间含义； 

（4）试操船快捷，同时监视被让目标航向/航速变化，判断其机动状态； 

（5）合理选择时机终止试操船； 

（6）能够通过试操船获得有效避碰方案。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1 5    0.4 1 

E972 5    0.4 1 

题干 根据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目标跟踪、AIS 报告目标、试操船功能避碰操

作(操作+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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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模拟器教练台按照“试题初始状态描述”发送练习； 

 

2.被评估者启动本船，按照练习设定的本船初始状态，定速航行； 

 

3.启动雷达，进行雷达传感器及系统设置； 

（1）雷达：增益—噪声斑点刚刚看得见，调谐—回波饱满清晰，杂波抑制—

根据练习合理设置，量程—3 或 6或 12nm(以 6 或 12 为主)，适当兼顾其他量

程，显示方式—N-up 或 C-up。 

（2）罗经（THD）：雷达艏向与主罗经示数一致，且随动正常； 

（3）速度与航程测量设备（SDME）：选择对水速度，显示速度与计程仪指示

一致； 

（4）GPS：查看雷达显示船位与船舶主 GPS 船位一致； 

（5）AIS：查看雷达屏幕 AIS 信息，确认显示正常； 

（6）CPA LIM/TCPA LIM：根据海域环境，一般 0.8＜CPA＜2(nm)，10＜TCPA

＜20(min)。 

 

4.使用雷达人工和/或自动捕获目标，并启动 AIS 报告功能： 

（1）人工捕获目标：捕获原则— 操作配合问答：船艏/右舷/近距离； 

优缺点（问答）： 

①根据经验和需要，避免捕获杂波、假回波和不需要捕获的目标； 

②可能漏捕获，操作费时。 

（2）自动捕获目标：设置— 操作：警戒/捕获区通常在 10～2 nm，抑制区 1 

nm 之内； 

注意事项（问答）： 

①合理设置自动捕获区域和排除区域； 

②可能虚警和漏警； 

③配合人工捕获； 

（3）启动 AIS 报告功能：正确启动 AIS 报告功能，显示 AIS 报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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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读取雷达跟踪目标数据，删除不必要跟踪的目标，判断安全、非紧迫和紧

迫危险目标： 

（1）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数据，准确解释各数据含义； 

（2）合理取消不需要跟踪的目标，正确解释目标丢失原因并确认； 

（3）准确使用 RV(配合时间调整)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4）准确使用 TV(配合时间调整)结合避碰规则判断会遇局面； 

（5）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6）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会遇局面； 

（7）正确使用 PAD 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和会遇局面。 

 

6.读取 AIS 报告目标数据，分析报告数据的精度及可信性： 

（1）按照评估要素要求指认屏幕 AIS 目标； 

（2）选择 AIS 目标，解释评估要素中的信息； 

（3）根据场景条件分析 AIS 目标的可信性与精度。 

 

7.利用 AIS 报告数据辅助判断目标安全、非紧迫和紧迫危险： 

准确使用 AIS 报告信息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8.设置雷达跟踪目标与 AIS 报告目标关联参数、选择关联优先权： 

（1）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目标的距离差值、方位差值和航速差值，以及目标

的航向差值和地理位置差值。典型的关联参数可以是：目标距离差小于 0.15 

nmile，目标方位差小于 3°，目标速度差小于 0.5 kn，目标航向差小于

5°，目标地理位置差小于 0.1 n mile； 

（2）—系统满足精度要求时，AIS 信息具有优先权； 

—低于 1.5 nm 量程，雷达与 AIS 目标精度相当，优先权相同； 

—本船 GPS 误差较大，或 AIS 目标与雷达跟踪目标位置偏离较大，考虑雷达

信息具有优先权。 

 

9.对危险目标进行试操船，获取有效避碰方案。 

（1）提前合理捕获相关目标； 

（2）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字母数字数据； 

（3）合理输入试操船数据；解释机动前模拟时间含义； 

（4）试操船快捷，同时监视被让目标航向/航速变化，判断其机动状态； 

（5）合理选择时机终止试操船； 

（6）能够通过试操船获得有效避碰方案。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1 5    0.4 1 

E972 5    0.4 1 

题干 根据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目标跟踪、AIS 报告目标、试操船功能避碰操

作(操作+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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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模拟器教练台按照“试题初始状态描述”发送练习； 

 

2.被评估者启动本船，按照练习设定的本船初始状态，定速航行； 

 

3.启动雷达，进行雷达传感器及系统设置； 

（1）雷达：增益—噪声斑点刚刚看得见，调谐—回波饱满清晰，杂波抑制—

根据练习合理设置，量程—3 或 6或 12nm(以 6 或 12 为主)，适当兼顾其他量

程，显示方式—N-up 或 C-up。 

（2）罗经（THD）：雷达艏向与主罗经示数一致，且随动正常； 

（3）速度与航程测量设备（SDME）：选择对水速度，显示速度与计程仪指示

一致； 

（4）GPS：查看雷达显示船位与船舶主 GPS 船位一致； 

（5）AIS：查看雷达屏幕 AIS 信息，确认显示正常； 

（6）CPA LIM/TCPA LIM：根据海域环境，一般 0.8＜CPA＜2(nm)，10＜TCPA

＜20(min)。 

 

4.使用雷达人工和/或自动捕获目标，并启动 AIS 报告功能： 

（1）人工捕获目标：捕获原则— 操作配合问答：船艏/右舷/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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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缺点（问答）： 

①根据经验和需要，避免捕获杂波、假回波和不需要捕获的目标； 

②可能漏捕获，操作费时。 

（2）自动捕获目标：设置— 操作：警戒/捕获区通常在 10～2 nm，抑制区 1 

nm 之内； 

注意事项（问答）： 

①合理设置自动捕获区域和排除区域； 

②可能虚警和漏警； 

③配合人工捕获； 

（3）启动 AIS 报告功能：正确启动 AIS 报告功能，显示 AIS 报告信息。 

 

5.读取雷达跟踪目标数据，删除不必要跟踪的目标，判断安全、非紧迫和紧

迫危险目标： 

（1）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数据，准确解释各数据含义； 

（2）合理取消不需要跟踪的目标，正确解释目标丢失原因并确认； 

（3）准确使用 RV(配合时间调整)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4）准确使用 TV(配合时间调整)结合避碰规则判断会遇局面； 

（5）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6）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会遇局面； 

（7）正确使用 PAD 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和会遇局面。 

 

6.读取 AIS 报告目标数据，分析报告数据的精度及可信性： 

（1）按照评估要素要求指认屏幕 AIS 目标； 

（2）选择 AIS 目标，解释评估要素中的信息； 

（3）根据场景条件分析 AIS 目标的可信性与精度。 

 

7.利用 AIS 报告数据辅助判断目标安全、非紧迫和紧迫危险： 

准确使用 AIS 报告信息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8.设置雷达跟踪目标与 AIS 报告目标关联参数、选择关联优先权： 

（1）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目标的距离差值、方位差值和航速差值，以及目标

的航向差值和地理位置差值。典型的关联参数可以是：目标距离差小于 0.15 

nmile，目标方位差小于 3°，目标速度差小于 0.5 kn，目标航向差小于

5°，目标地理位置差小于 0.1 n mile； 

（2）—系统满足精度要求时，AIS 信息具有优先权； 

—低于 1.5 nm 量程，雷达与 AIS 目标精度相当，优先权相同； 

—本船 GPS 误差较大，或 AIS 目标与雷达跟踪目标位置偏离较大，考虑雷达

信息具有优先权。 

 

9.对危险目标进行试操船，获取有效避碰方案。 

（1）提前合理捕获相关目标； 

（2）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字母数字数据； 

（3）合理输入试操船数据；解释机动前模拟时间含义； 

（4）试操船快捷，同时监视被让目标航向/航速变化，判断其机动状态； 

（5）合理选择时机终止试操船； 

（6）能够通过试操船获得有效避碰方案。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5    0.4 1 

E971 5    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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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 根据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目标跟踪、AIS 报告目标、试操船功能避碰操

作(操作+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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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模拟器教练台按照“试题初始状态描述”发送练习； 

 

2.被评估者启动本船，按照练习设定的本船初始状态，定速航行； 

 

3.启动雷达，进行雷达传感器及系统设置； 

（1）雷达：增益—噪声斑点刚刚看得见，调谐—回波饱满清晰，杂波抑制—

根据练习合理设置，量程—3 或 6或 12nm(以 6 或 12 为主)，适当兼顾其他量

程，显示方式—N-up 或 C-up。 

（2）罗经（THD）：雷达艏向与主罗经示数一致，且随动正常； 

（3）速度与航程测量设备（SDME）：选择对水速度，显示速度与计程仪指示

一致； 

（4）GPS：查看雷达显示船位与船舶主 GPS 船位一致； 

（5）AIS：查看雷达屏幕 AIS 信息，确认显示正常； 

（6）CPA LIM/TCPA LIM：根据海域环境，一般 0.8＜CPA＜2(nm)，10＜TCPA

＜20(min)。 

 

4.使用雷达人工和/或自动捕获目标，并启动 AIS 报告功能： 

（1）人工捕获目标：捕获原则— 操作配合问答：船艏/右舷/近距离； 

优缺点（问答）： 

①根据经验和需要，避免捕获杂波、假回波和不需要捕获的目标； 

②可能漏捕获，操作费时。 

（2）自动捕获目标：设置— 操作：警戒/捕获区通常在 10～2 nm，抑制区 1 

nm 之内； 

注意事项（问答）： 

①合理设置自动捕获区域和排除区域； 

②可能虚警和漏警； 

③配合人工捕获； 

（3）启动 AIS 报告功能：正确启动 AIS 报告功能，显示 AIS 报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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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读取雷达跟踪目标数据，删除不必要跟踪的目标，判断安全、非紧迫和紧

迫危险目标： 

（1）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数据，准确解释各数据含义； 

（2）合理取消不需要跟踪的目标，正确解释目标丢失原因并确认； 

（3）准确使用 RV(配合时间调整)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4）准确使用 TV(配合时间调整)结合避碰规则判断会遇局面； 

（5）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6）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会遇局面； 

（7）正确使用 PAD 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和会遇局面。 

 

6.读取 AIS 报告目标数据，分析报告数据的精度及可信性： 

（1）按照评估要素要求指认屏幕 AIS 目标； 

（2）选择 AIS 目标，解释评估要素中的信息； 

（3）根据场景条件分析 AIS 目标的可信性与精度。 

 

7.利用 AIS 报告数据辅助判断目标安全、非紧迫和紧迫危险： 

准确使用 AIS 报告信息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8.设置雷达跟踪目标与 AIS 报告目标关联参数、选择关联优先权： 

（1）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目标的距离差值、方位差值和航速差值，以及目标

的航向差值和地理位置差值。典型的关联参数可以是：目标距离差小于 0.15 

nmile，目标方位差小于 3°，目标速度差小于 0.5 kn，目标航向差小于

5°，目标地理位置差小于 0.1 n mile； 

（2）—系统满足精度要求时，AIS 信息具有优先权； 

—低于 1.5 nm 量程，雷达与 AIS 目标精度相当，优先权相同； 

—本船 GPS 误差较大，或 AIS 目标与雷达跟踪目标位置偏离较大，考虑雷达

信息具有优先权。 

 

9.对危险目标进行试操船，获取有效避碰方案。 

（1）提前合理捕获相关目标； 

（2）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字母数字数据； 

（3）合理输入试操船数据；解释机动前模拟时间含义； 

（4）试操船快捷，同时监视被让目标航向/航速变化，判断其机动状态； 

（5）合理选择时机终止试操船； 

（6）能够通过试操船获得有效避碰方案。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1 5    0.4 1 

E972 5    0.4 1 

题干 根据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目标跟踪、AIS 报告目标、试操船功能避碰操

作(操作+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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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模拟器教练台按照“试题初始状态描述”发送练习； 

 

2.被评估者启动本船，按照练习设定的本船初始状态，定速航行； 

 

3.启动雷达，进行雷达传感器及系统设置； 

（1）雷达：增益—噪声斑点刚刚看得见，调谐—回波饱满清晰，杂波抑制—

根据练习合理设置，量程—3 或 6或 12nm(以 6 或 12 为主)，适当兼顾其他量

程，显示方式—N-up 或 C-up。 

（2）罗经（THD）：雷达艏向与主罗经示数一致，且随动正常； 

（3）速度与航程测量设备（SDME）：选择对水速度，显示速度与计程仪指示

一致； 

（4）GPS：查看雷达显示船位与船舶主 GPS 船位一致； 

（5）AIS：查看雷达屏幕 AIS 信息，确认显示正常； 

（6）CPA LIM/TCPA LIM：根据海域环境，一般 0.8＜CPA＜2(nm)，10＜TCPA

＜20(min)。 

 

4.使用雷达人工和/或自动捕获目标，并启动 AIS 报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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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工捕获目标：捕获原则— 操作配合问答：船艏/右舷/近距离； 

优缺点（问答）： 

①根据经验和需要，避免捕获杂波、假回波和不需要捕获的目标； 

②可能漏捕获，操作费时。 

（2）自动捕获目标：设置— 操作：警戒/捕获区通常在 10～2 nm，抑制区 1 

nm 之内； 

注意事项（问答）： 

①合理设置自动捕获区域和排除区域； 

②可能虚警和漏警； 

③配合人工捕获； 

（3）启动 AIS 报告功能：正确启动 AIS 报告功能，显示 AIS 报告信息。 

 

5.读取雷达跟踪目标数据，删除不必要跟踪的目标，判断安全、非紧迫和紧

迫危险目标： 

（1）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数据，准确解释各数据含义； 

（2）合理取消不需要跟踪的目标，正确解释目标丢失原因并确认； 

（3）准确使用 RV(配合时间调整)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4）准确使用 TV(配合时间调整)结合避碰规则判断会遇局面； 

（5）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6）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会遇局面； 

（7）正确使用 PAD 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和会遇局面。 

 

6.读取 AIS 报告目标数据，分析报告数据的精度及可信性： 

（1）按照评估要素要求指认屏幕 AIS 目标； 

（2）选择 AIS 目标，解释评估要素中的信息； 

（3）根据场景条件分析 AIS 目标的可信性与精度。 

 

7.利用 AIS 报告数据辅助判断目标安全、非紧迫和紧迫危险： 

准确使用 AIS 报告信息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8.设置雷达跟踪目标与 AIS 报告目标关联参数、选择关联优先权： 

（1）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目标的距离差值、方位差值和航速差值，以及目标

的航向差值和地理位置差值。典型的关联参数可以是：目标距离差小于 0.15 

nmile，目标方位差小于 3°，目标速度差小于 0.5 kn，目标航向差小于

5°，目标地理位置差小于 0.1 n mile； 

（2）—系统满足精度要求时，AIS 信息具有优先权； 

—低于 1.5 nm 量程，雷达与 AIS 目标精度相当，优先权相同； 

—本船 GPS 误差较大，或 AIS 目标与雷达跟踪目标位置偏离较大，考虑雷达

信息具有优先权。 

 

9.对危险目标进行试操船，获取有效避碰方案。 

（1）提前合理捕获相关目标； 

（2）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字母数字数据； 

（3）合理输入试操船数据；解释机动前模拟时间含义； 

（4）试操船快捷，同时监视被让目标航向/航速变化，判断其机动状态； 

（5）合理选择时机终止试操船； 

（6）能够通过试操船获得有效避碰方案。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5    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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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71 5    0.4 1 

题干 根据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目标跟踪、AIS 报告目标、试操船功能避碰操

作(操作+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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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模拟器教练台按照“试题初始状态描述”发送练习； 

 

2.被评估者启动本船，按照练习设定的本船初始状态，定速航行； 

 

3.启动雷达，进行雷达传感器及系统设置； 

（1）雷达：增益—噪声斑点刚刚看得见，调谐—回波饱满清晰，杂波抑制—

根据练习合理设置，量程—3 或 6或 12nm(以 6 或 12 为主)，适当兼顾其他量

程，显示方式—N-up 或 C-up。 

（2）罗经（THD）：雷达艏向与主罗经示数一致，且随动正常； 

（3）速度与航程测量设备（SDME）：选择对水速度，显示速度与计程仪指示

一致； 

（4）GPS：查看雷达显示船位与船舶主 GPS 船位一致； 

（5）AIS：查看雷达屏幕 AIS 信息，确认显示正常； 

（6）CPA LIM/TCPA LIM：根据海域环境，一般 0.8＜CPA＜2(nm)，10＜TCPA

＜20(min)。 

 

4.使用雷达人工和/或自动捕获目标，并启动 AIS 报告功能： 

（1）人工捕获目标：捕获原则— 操作配合问答：船艏/右舷/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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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缺点（问答）： 

①根据经验和需要，避免捕获杂波、假回波和不需要捕获的目标； 

②可能漏捕获，操作费时。 

（2）自动捕获目标：设置— 操作：警戒/捕获区通常在 10～2 nm，抑制区 1 

nm 之内； 

注意事项（问答）： 

①合理设置自动捕获区域和排除区域； 

②可能虚警和漏警； 

③配合人工捕获； 

（3）启动 AIS 报告功能：正确启动 AIS 报告功能，显示 AIS 报告信息。 

 

5.读取雷达跟踪目标数据，删除不必要跟踪的目标，判断安全、非紧迫和紧

迫危险目标： 

（1）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数据，准确解释各数据含义； 

（2）合理取消不需要跟踪的目标，正确解释目标丢失原因并确认； 

（3）准确使用 RV(配合时间调整)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4）准确使用 TV(配合时间调整)结合避碰规则判断会遇局面； 

（5）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6）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会遇局面； 

（7）正确使用 PAD 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和会遇局面。 

 

6.读取 AIS 报告目标数据，分析报告数据的精度及可信性： 

（1）按照评估要素要求指认屏幕 AIS 目标； 

（2）选择 AIS 目标，解释评估要素中的信息； 

（3）根据场景条件分析 AIS 目标的可信性与精度。 

 

7.利用 AIS 报告数据辅助判断目标安全、非紧迫和紧迫危险： 

准确使用 AIS 报告信息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8.设置雷达跟踪目标与 AIS 报告目标关联参数、选择关联优先权： 

（1）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目标的距离差值、方位差值和航速差值，以及目标

的航向差值和地理位置差值。典型的关联参数可以是：目标距离差小于 0.15 

nmile，目标方位差小于 3°，目标速度差小于 0.5 kn，目标航向差小于

5°，目标地理位置差小于 0.1 n mile； 

（2）—系统满足精度要求时，AIS 信息具有优先权； 

—低于 1.5 nm 量程，雷达与 AIS 目标精度相当，优先权相同； 

—本船 GPS 误差较大，或 AIS 目标与雷达跟踪目标位置偏离较大，考虑雷达

信息具有优先权。 

 

9.对危险目标进行试操船，获取有效避碰方案。 

（1）提前合理捕获相关目标； 

（2）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字母数字数据； 

（3）合理输入试操船数据；解释机动前模拟时间含义； 

（4）试操船快捷，同时监视被让目标航向/航速变化，判断其机动状态； 

（5）合理选择时机终止试操船； 

（6）能够通过试操船获得有效避碰方案。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5    0.4 1 

E971 5    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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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 根据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目标跟踪、AIS 报告目标、试操船功能避碰操

作(操作+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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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模拟器教练台按照“试题初始状态描述”发送练习； 

 

2.被评估者启动本船，按照练习设定的本船初始状态，定速航行； 

 

3.启动雷达，进行雷达传感器及系统设置； 

（1）雷达：增益—噪声斑点刚刚看得见，调谐—回波饱满清晰，杂波抑制—

根据练习合理设置，量程—3 或 6或 12nm(以 6 或 12 为主)，适当兼顾其他量

程，显示方式—N-up 或 C-up。 

（2）罗经（THD）：雷达艏向与主罗经示数一致，且随动正常； 

（3）速度与航程测量设备（SDME）：选择对水速度，显示速度与计程仪指示

一致； 

（4）GPS：查看雷达显示船位与船舶主 GPS 船位一致； 

（5）AIS：查看雷达屏幕 AIS 信息，确认显示正常； 

（6）CPA LIM/TCPA LIM：根据海域环境，一般 0.8＜CPA＜2(nm)，10＜TCPA

＜20(min)。 

 

4.使用雷达人工和/或自动捕获目标，并启动 AIS 报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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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工捕获目标：捕获原则— 操作配合问答：船艏/右舷/近距离； 

优缺点（问答）： 

①根据经验和需要，避免捕获杂波、假回波和不需要捕获的目标； 

②可能漏捕获，操作费时。 

（2）自动捕获目标：设置— 操作：警戒/捕获区通常在 10～2 nm，抑制区 1 

nm 之内； 

注意事项（问答）： 

①合理设置自动捕获区域和排除区域； 

②可能虚警和漏警； 

③配合人工捕获； 

（3）启动 AIS 报告功能：正确启动 AIS 报告功能，显示 AIS 报告信息。 

 

5.读取雷达跟踪目标数据，删除不必要跟踪的目标，判断安全、非紧迫和紧

迫危险目标： 

（1）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数据，准确解释各数据含义； 

（2）合理取消不需要跟踪的目标，正确解释目标丢失原因并确认； 

（3）准确使用 RV(配合时间调整)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4）准确使用 TV(配合时间调整)结合避碰规则判断会遇局面； 

（5）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6）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会遇局面； 

（7）正确使用 PAD 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和会遇局面。 

 

6.读取 AIS 报告目标数据，分析报告数据的精度及可信性： 

（1）按照评估要素要求指认屏幕 AIS 目标； 

（2）选择 AIS 目标，解释评估要素中的信息； 

（3）根据场景条件分析 AIS 目标的可信性与精度。 

 

7.利用 AIS 报告数据辅助判断目标安全、非紧迫和紧迫危险： 

准确使用 AIS 报告信息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8.设置雷达跟踪目标与 AIS 报告目标关联参数、选择关联优先权： 

（1）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目标的距离差值、方位差值和航速差值，以及目标

的航向差值和地理位置差值。典型的关联参数可以是：目标距离差小于 0.15 

nmile，目标方位差小于 3°，目标速度差小于 0.5 kn，目标航向差小于

5°，目标地理位置差小于 0.1 n mile； 

（2）—系统满足精度要求时，AIS 信息具有优先权； 

—低于 1.5 nm 量程，雷达与 AIS 目标精度相当，优先权相同； 

—本船 GPS 误差较大，或 AIS 目标与雷达跟踪目标位置偏离较大，考虑雷达

信息具有优先权。 

 

9.对危险目标进行试操船，获取有效避碰方案。 

（1）提前合理捕获相关目标； 

（2）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字母数字数据； 

（3）合理输入试操船数据；解释机动前模拟时间含义； 

（4）试操船快捷，同时监视被让目标航向/航速变化，判断其机动状态； 

（5）合理选择时机终止试操船； 

（6）能够通过试操船获得有效避碰方案。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1 5    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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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72 5    0.4 1 

题干 根据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目标跟踪、AIS 报告目标、试操船功能避碰操

作(操作+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注：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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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模拟器教练台按照“试题初始状态描述”发送练习； 

 

2.被评估者启动本船，按照练习设定的本船初始状态，定速航行； 

 

3.启动雷达，进行雷达传感器及系统设置； 

（1）雷达：增益—噪声斑点刚刚看得见，调谐—回波饱满清晰，杂波抑制—

根据练习合理设置，量程—3 或 6或 12nm(以 6 或 12 为主)，适当兼顾其他量

程，显示方式—N-up 或 C-up。 

（2）罗经（THD）：雷达艏向与主罗经示数一致，且随动正常； 

（3）速度与航程测量设备（SDME）：选择对水速度，显示速度与计程仪指示

一致； 

（4）GPS：查看雷达显示船位与船舶主 GPS 船位一致； 

（5）AIS：查看雷达屏幕 AIS 信息，确认显示正常； 

（6）CPA LIM/TCPA LIM：根据海域环境，一般 0.8＜CPA＜2(nm)，10＜TCPA

＜20(min)。 

 

4.使用雷达人工和/或自动捕获目标，并启动 AIS 报告功能： 

（1）人工捕获目标：捕获原则— 操作配合问答：船艏/右舷/近距离； 

优缺点（问答）： 

①根据经验和需要，避免捕获杂波、假回波和不需要捕获的目标； 

②可能漏捕获，操作费时。 

（2）自动捕获目标：设置— 操作：警戒/捕获区通常在 10～2 nm，抑制区 1 

nm 之内； 

注意事项（问答）： 

①合理设置自动捕获区域和排除区域； 

②可能虚警和漏警； 

③配合人工捕获； 

（3）启动 AIS 报告功能：正确启动 AIS 报告功能，显示 AIS 报告信息。 

 

5.读取雷达跟踪目标数据，删除不必要跟踪的目标，判断安全、非紧迫和紧

迫危险目标： 

（1）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数据，准确解释各数据含义； 

（2）合理取消不需要跟踪的目标，正确解释目标丢失原因并确认； 

（3）准确使用 RV(配合时间调整)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4）准确使用 TV(配合时间调整)结合避碰规则判断会遇局面； 

（5）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6）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会遇局面； 

（7）正确使用 PAD 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和会遇局面。 

 

6.读取 AIS 报告目标数据，分析报告数据的精度及可信性： 

（1）按照评估要素要求指认屏幕 AIS 目标； 

（2）选择 AIS 目标，解释评估要素中的信息； 

（3）根据场景条件分析 AIS 目标的可信性与精度。 

 

7.利用 AIS 报告数据辅助判断目标安全、非紧迫和紧迫危险： 

准确使用 AIS 报告信息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8.设置雷达跟踪目标与 AIS 报告目标关联参数、选择关联优先权： 

（1）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目标的距离差值、方位差值和航速差值，以及目标

的航向差值和地理位置差值。典型的关联参数可以是：目标距离差小于 0.15 

nmile，目标方位差小于 3°，目标速度差小于 0.5 kn，目标航向差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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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目标地理位置差小于 0.1 n mile； 

（2）—系统满足精度要求时，AIS 信息具有优先权； 

—低于 1.5 nm 量程，雷达与 AIS 目标精度相当，优先权相同； 

—本船 GPS 误差较大，或 AIS 目标与雷达跟踪目标位置偏离较大，考虑雷达

信息具有优先权。 

 

9.对危险目标进行试操船，获取有效避碰方案。 

（1）提前合理捕获相关目标； 

（2）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字母数字数据； 

（3）合理输入试操船数据；解释机动前模拟时间含义； 

（4）试操船快捷，同时监视被让目标航向/航速变化，判断其机动状态； 

（5）合理选择时机终止试操船； 

（6）能够通过试操船获得有效避碰方案。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972 5    0.4 1 

E971 5    0.4 1 

题干 根据模拟器显示场景,进行雷达目标跟踪、AIS 报告目标、试操船功能避碰操

作(操作+口述)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场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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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场景方案须经培训机构集体论证通过，并存有工作记录。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1.模拟器教练台按照“试题初始状态描述”发送练习； 

 

2.被评估者启动本船，按照练习设定的本船初始状态，定速航行； 

 

3.启动雷达，进行雷达传感器及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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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雷达：增益—噪声斑点刚刚看得见，调谐—回波饱满清晰，杂波抑制—

根据练习合理设置，量程—3 或 6或 12nm(以 6 或 12 为主)，适当兼顾其他量

程，显示方式—N-up 或 C-up。 

（2）罗经（THD）：雷达艏向与主罗经示数一致，且随动正常； 

（3）速度与航程测量设备（SDME）：选择对水速度，显示速度与计程仪指示

一致； 

（4）GPS：查看雷达显示船位与船舶主 GPS 船位一致； 

（5）AIS：查看雷达屏幕 AIS 信息，确认显示正常； 

（6）CPA LIM/TCPA LIM：根据海域环境，一般 0.8＜CPA＜2(nm)，10＜TCPA

＜20(min)。 

 

4.使用雷达人工和/或自动捕获目标，并启动 AIS 报告功能： 

（1）人工捕获目标：捕获原则— 操作配合问答：船艏/右舷/近距离； 

优缺点（问答）： 

①根据经验和需要，避免捕获杂波、假回波和不需要捕获的目标； 

②可能漏捕获，操作费时。 

（2）自动捕获目标：设置— 操作：警戒/捕获区通常在 10～2 nm，抑制区 1 

nm 之内； 

注意事项（问答）： 

①合理设置自动捕获区域和排除区域； 

②可能虚警和漏警； 

③配合人工捕获； 

（3）启动 AIS 报告功能：正确启动 AIS 报告功能，显示 AIS 报告信息。 

 

5.读取雷达跟踪目标数据，删除不必要跟踪的目标，判断安全、非紧迫和紧

迫危险目标： 

（1）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数据，准确解释各数据含义； 

（2）合理取消不需要跟踪的目标，正确解释目标丢失原因并确认； 

（3）准确使用 RV(配合时间调整)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4）准确使用 TV(配合时间调整)结合避碰规则判断会遇局面； 

（5）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6）准确使用字母数字数据判断会遇局面； 

（7）正确使用 PAD 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和会遇局面。 

 

6.读取 AIS 报告目标数据，分析报告数据的精度及可信性： 

（1）按照评估要素要求指认屏幕 AIS 目标； 

（2）选择 AIS 目标，解释评估要素中的信息； 

（3）根据场景条件分析 AIS 目标的可信性与精度。 

 

7.利用 AIS 报告数据辅助判断目标安全、非紧迫和紧迫危险： 

准确使用 AIS 报告信息判断安全、非紧迫危险和紧迫危险目标。 

 

8.设置雷达跟踪目标与 AIS 报告目标关联参数、选择关联优先权： 

（1）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目标的距离差值、方位差值和航速差值，以及目标

的航向差值和地理位置差值。典型的关联参数可以是：目标距离差小于 0.15 

nmile，目标方位差小于 3°，目标速度差小于 0.5 kn，目标航向差小于

5°，目标地理位置差小于 0.1 n mile； 

（2）—系统满足精度要求时，AIS 信息具有优先权； 

—低于 1.5 nm 量程，雷达与 AIS 目标精度相当，优先权相同； 

—本船 GPS 误差较大，或 AIS 目标与雷达跟踪目标位置偏离较大，考虑雷达

信息具有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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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危险目标进行试操船，获取有效避碰方案。 

（1）提前合理捕获相关目标； 

（2）合理选择目标显示其字母数字数据； 

（3）合理输入试操船数据；解释机动前模拟时间含义； 

（4）试操船快捷，同时监视被让目标航向/航速变化，判断其机动状态； 

（5）合理选择时机终止试操船； 

（6）能够通过试操船获得有效避碰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