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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 M.585-4 建议书* 

水上移动业务标识的指配和使用 
 

（1982-1986-1990-2003-2007年） 

 

范围 

本建议书为各主管部门指配和维护水上移动业务标识（MMSI）提供了指南。本建议书

描述了船舶电台、海岸电台、参与搜救作业的航空器、航标及与母船配套的船只所使用的格

式及一些有关对使用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卫星业务系统（GMDSS）的船舶的限制。本文为

未来移动卫星系统及废弃号码的重新使用提供了指南。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需要一个唯一的船舶标识，用于安全和通信目的； 

b) 上述唯一的号码应为水上移动业务标识（MMSI）； 

c) 需要这种标识用于自动无线电通信系统； 

d) 指配给船舶电台、海岸电台、参与搜救作业的航空器、航标、与母船配套的船只及

用于建立群呼的标识应具有类似的性质； 

e) 可以使用MMSI通过公众交换网络选择通往适当海岸电台的路由并建立一个通往船舶

的电话呼叫； 

f) 很多国家的公众交换网对拨打或键入的用来表示被叫船舶电台和路由海岸电台的最

大位数有限制，这将影响完整地将MMSI直接转译成为符合ITU-T E.164建议书的船舶可拨打

号码； 

g) 无论采用何种限制，为发展自动的海岸至船舶的操作，限制应尽可能减少； 

h) 卫星移动系统使水上系统得以参与国际公众通信电信系统或与其以全自动的方式相

互联网，使用与正在开展的业务相关的号码、名称和地址方案； 

j) 目前参与全球水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的卫星移动系统的信令和路由特性要

求使用这些网络的船舶拥有用尾端为三个零的MMSI； 

k) 为未来参与GMDSS的卫星移动系统设计的号码方案将满足国际公众通信业务的需求

但不太可能提供将任何部分的MMSI纳入一个船舶可拨打号码的设施， 

                                                 
*  本建议书应提请国际航标灯塔协会、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卫生组织和国际气象组织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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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无线电规则》（RR）第19条包含有关MMSI指配的条款，  

建议 

1 符合1974年修正的《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船舶及其它配备包括自动识别系统

（AIS）、数字选择呼叫（DSC）和/或装载全球水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设备等自

动无线电通信系统的其它船舶应按照本建议书附件1、2、3、4或5酌情分配到水上移动业务

标识； 

2 按照ITU-R M.493建议书，使用数字选择呼叫设备的船舶、海岸电台和参与搜救作业

的航空器应使用其9位数字标识，当作10位的地址/自我标识（在标识后加一位零）（亦见

ITU-R M.1080建议书）； 

3 按照ITU-R M.1371建议书，使用AIS设备的船舶、海岸电台和非船载电台应使用其9
位数字标识； 

4 为确保与全球水上遇险和安全系统的兼容，国际电信业务中船载地球站的号码、名

称和地址应由相关电信服务提供商提供给所有经授权的实体； 

5 重新使用MMSI，特别是尾端有三个零的MMSI应遵从本建议书附件6中的指南。 

 

 

附件 1 
 

船舶电台标识的指配 

1 应给参与在建议1中提到的水上无线电业务的船舶指配一个唯一的九位船舶电台标

识，其格式为M1I2D3X4X5X6X7X8X9，其中前三位表示水上标识位（MID），X为从0至9的任

何数字。MID表示负责所标识的船舶电台的主管部门的地理区域。 

2 最大的数字可能会有限制，这些数字可以在有些国家用于船舶电台标识目的的用户

电报和电话网络上传送。 

3 在许多国家，国内网络上传送的用来确定船舶标识的最大位数是六位。在网络上传

送的代表船舶电台标识的数字在本文和有关ITU-R建议书中称为“船舶电台号码”。使用下

述技术将使这些国家的海岸电台能把呼叫自动接至船舶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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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所需要的九位船舶电台标识，由海岸电台把一串零通过公众交换电话网加到

船舶电台号码尾端，以实现由海岸电台始发的电话呼叫，例如： 

船舶电台号码 船舶电台标识 

M1I2D3X4X5X6 M1I2D3X4X5X6070809 

4 根据上文及相关ITU-T建议书的规定，已为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标准B、C和M系统制定

了号码计划，要求对配备标准B、C和M船舶地球站的船舶指配以三个零结尾的MMSI。 

5 上述限制不一定适用于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标准C系统，因为这些系统不是公众交换电

话网的可拨号终端，而只是数据终端。 

6 对于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标准B和M系统，只要上述限制适用，可能受到上述限制影

响的船舶只能分配到X7X8X9 = 000的船舶电台标识。 

7 同时呼叫一只以上船舶的船舶电台群呼标识格式如下： 

01M2I3D4X5X6X7X8X9 

其中第一个数字为零，X为0至9中的任何数字。MID只表示指配船舶电台群呼标识的主

管部门的领地或地理区域，因此，不影响向包括一个船籍以上的船队发送群呼。 

8 随着全球卫星移动系统的发展，船舶地球站可以参与国际公用通信电信业务。具有

该功能的船舶地球站可以分配到与船舶电台MMSI无任何直接通信的国际电信号码。有权力

指配与这些船舶地球站相关的号码、名称和地址的机构应通过适当的数据库维护与MMSI之
间的交叉引证关系。对于GMDSS，这些关系详情应提供给诸如援救协调中心（RCC）等授

权实体1，但不局限于此。这种提供应在每年365天每天24小时内自动进行。 

 

附件 2 
 

海岸电台标识的指配 

1 参 与 建 议 2 中 水 上 无 线 电 业 务 的 海 岸 电 台 和 其 它 陆 地 电 台 应 按 格 式

0102M3I4D5X6X7X8X9分配到一个唯一的九位海岸电台标识，其中3、4和5位表示MID，X为0
至9中的任何数字。MID代表海岸电台或海岸地球站所在的领地或地理区域。 

2 由于很多国家的海岸电台数量减少，主管部门可能希望将上述格式的MMSI分配给港

口无线电台、实验电台和其它参与水上无线电业务的电台。有关电台应置于陆上或岛上，以

便使用00MIDXXXX格式。 

                                                 
1 国际海事组织第A.888(21)号决议规定，这些系统中的遇险优先通信应尽可能自动路由至一个

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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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主管部门可能希望使用六位，从而进一步区分此类MMSI在如下应用中的具体使

用：  
a) 00MID1XXX  海岸无线电台 
b) 00MID2XXX  港口无线电台 
c) 00MID3XXX  实验电台等 

4 这一格式为各类电台创建多组999个号码，但是，这种方法具有可选性，仅供指导。

如果有关主管部门希望扩大方案，还有很多其它可能性。 

5 为同时呼叫一个以上海岸电台的海岸电台群呼标识作为海岸电台标识的一个子集采

用以下格式： 

0102M3I4D5X6X7X8X9 

其中前两个数字为零，X为从0至9的任何数字。MID仅表示分配海岸电台群呼标识的主

管部门的领地或地理区域。按照ITU-T有关建议书的规定，标识可分配给仅位于一个地理区

域的主管部门电台。 

6 0102M3I4D506070809 组合应预留作为海岸电台群呼标识，指该主管部门内的所有

00MIDXXXX电台。该主管部门可能希望使用附加群呼标识进一步增强使用（即00MID1111
等）。 

7 对于GMDSS，这些MMSI分配的详细情况应提供给诸如RCC等授权实体，但不局限

于此。这种提供应在每年365天每天24小时内自动进行。 

8 010293949506070809 组合预留作为所有海岸电台标识，指所有VHF 00XXXXXXX电

台。它不适用于MF或HF海岸电台。 

 

附件 3 
 

航空器标识的指配 

1 当航空器与水上移动业务电台进行搜救通信需要使用水上移动业务标识时，负责主

管部门应以111213M4I5D6X7X8X9 格式向航空器分配一个唯一的九位标识，其中4、5和6位表

示MID，X为0至9中的任何数字。MID表示分配航空器呼叫标识的主管部门的领地或地理区

域。 

2 上述格式中每个MID将容纳999个航空器。如有关主管部门拥有999个以上搜救

（SAR）航空器，他们可在国际电联已分配的情况下使用附加国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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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主管部门可使用第七位数字区分此类MMSI在以下应用中的具体使用： 
a) 111MID1XX  定翼机 
b) 111MID5XX   直升机 

4 该格式方案为每类电台创建多组99个号码，但是，该方法具有可选性。 

5 111213M4I5D6070809 组合应预留作为航空器组标识，指主管部门内的所有111MIDXXX
电台。有关主管部门可能通过附加群呼标识（即111MID111等）进一步增强使用。 

6 为搜救工作，这些MMSI分配细节应提供给诸如RCC等授权实体，但不局限于此。这

种提供应在每年365天每天24小时内自动进行。 

7 分配给SAR航空器的MMSI亦应通过国际电联MARS数据库提供（见第20.16款）。 

 

附件 4 
 

AIS航标标识的指配（A至N） 

1 当海上导航辅助电台需要自动标识方法时，负责主管部门应采用9192M3I4D5X6X7X8X9 

格式分配一个唯一的9位号码，其中3、4和5位代表MID，X为0至9的任何数字。MID仅表示

为航标分配呼叫标识的主管部门的领地或地理区域。 

2 上述格式适用于漂浮在水中的无人驾驶AIS A至N即虚拟AIS A至N属于航标系统。但

是，安装在陆地或岛屿海岸上的航标系统应分配到一个采用附件2给出的格式的标识号码。 

3 上述格式方案将在每个MID中容纳10 000A至N。如果有关主管部门拥有的不止

10 000，在国际电联已分配的情况下可使用附加国家代码（MID），给出超出10 000的标

识。 

4 有关主管部门可使用六位数字区分MMSI在以下应用中的具体使用： 
a) 99MID1XXX  物理AIS A至N 
b) 99MID6XXX  虚拟AIS A至N 

5 该格式方案为每类电台创建多组999个号码，但是该方法具有可选性，仅供指导。 

6 除按上文所述使用六位数区分具体的航标外，第七位可用来满足国内需求，定义AIS 
A至N所处位置或按照有关主管部门规定而使用的AIS A至N的类型。 

7 这些MMSI指配的详细内容应提供给国际航标和灯塔协会（IALA）及相关国家机

构，但不局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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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际电联MARS数据库亦应能够提供分配给航标的MMSI（见《无线电规则》第20.16
款）。 

附件 5 
 

母船配套船只标识的指配 

1 母船配套船只使用的设备需要唯一的标识。这些参与水上移动业务的设备应按

9182M3I4D5X6X7X8X9 格式分配到一个唯一的九位号码，其中3、4和5位代表MID，X为从0至
9中的任何数字。MID仅表示为母船配套船只分配呼叫标识的主管部门的领地或地理区域。 

2 该号码格式仅对母船配套船只上的设备有效。一船只可能配备多个需要MMSI的设

备。这些设备可能放在救生艇、救生伐、MOB船只或其它与母船配套的船只上。 

3 每个与母船配套的船只上的设备应分配到一个唯一的MMSI，并应单独注册，与母船

的MMSI相互关连。 

4 上述格式方案可在每个MID中容纳10 000个同类设备。如有关主管部门拥有的设备不

止10 000，可在国际电联已分配的情况下使用附加国家代码（MID），给出超出10 000的标

识。 

5 这些设备分配到的MMSI亦应通过国际电联MARS数据库提供（见《无线电规则》第

20.16款）。 

 

附件 6 
 

有关维护和管理MMSI的指南 

1 各主管部门应采取以下措施管理有限的MMSI号码资源，特别是重复使用尾端有三个

零的MMSI，从而避免耗尽MID和相应的MMSI系列资源： 
a) 考虑到第340号决议（WRC-97）的要求，为MMSI分配和注册实施有效国家程序； 
b) 按照第20.16款定期向无线电通信局提供最新分配号码， 
c) 考虑到各期出版物之间的标准间隔，确保从与号码分配相关的船舶电台许可期满到

该号码重新分配日期之间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在相关国际电联业务出版物（如指配表V
和VIIa）中反映这些变化； 

d) 确保当使用一主管部门注册旗标的船舶改为另一主管部门旗标时，船舶电台标识的

所有分配方法，包括MMSI，应得到适当重新分配，同时应将此变化尽快通知无线电

通信局（见《无线电规则》第20.16款）。 

2 让失效的号码在重新启用前搁置数年不用是非常重要的，以妨混淆遇险通信来源及

负责对水上无线电通信进行计费和合账的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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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失效的MMSI得到重新使用并按照第340号决议（WRC-97）和《无线电规则》第

20.16款登入国家和国际数据库之前应确保有五年时间或跨越连续两期指配表VIIa的时间。 

4 为长期维护MMSI和MID资源，主管部门还可以对用2、1或无尾端零分配的MMSI适
用上述程序。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号码格式对于向主管部门进行附加MID的分配而言

不太重要（见《无线电规则》第19条第VI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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