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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交互式海洋增殖放流标志

及信息反馈系统，属于标志信息反馈技术领域，

包括：个体标志系统：用于个体标记、信息采集和

收发；定置信息采集系统：用于定置路径或区域

获得与标志物最大频率的接触和信息收集；移动

式信息采集终端：用于常规回捕个体信息的收

纳，作为收集信息缺口的补充；信息统计平台：用

于统计和处理分析汇集的反馈信息；个体标志系

统A包括环境参数信息采集模块、信息识别发送

模块、信息接收存储模块、定时激发控制模块、电

源供给模块以及刺挂装置。本发明构建了一体化

的信息反馈网络，实现大范围生态环境中的动物

的标志放生动物在所处环境中采集信息和交互

共享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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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互式海洋增殖放流标志信息反馈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个体标志系统(A)：用于个体标记、信息采集和收发；

定置信息采集系统(D)：用于定置路径或区域获得与标志物最大频率的接触和信息收

集；

移动式信息采集终端(C)：用于常规回捕个体信息的收纳，作为收集信息缺口的补充；

信息统计平台(E)：用于统计和处理分析汇集的反馈信息；

所述个体标志系统(A)包括环境参数信息采集模块、信息识别发送模块、信息接收存储

模块、定时激发控制模块、电源供给模块以及刺挂装置(15)；所述刺挂装置(15)包括刺板

(153)，所述刺板(153)表面均布填冲孔(153a)，所述刺板(153)中部设有可弯曲的调节板

(152)，所述调节板(152)上方设有调整轴(151)，调整轴(151)与个体标志下部连接；所述信

息识别发送模块包括信号频发装置(9)、信号识别装置(11)和信息发送装置(13)，所述信息

接收存储模块以时间为轴，接收其他设备发送的环境参数信息并将信息存储在信息存储模

块(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交互式海洋增殖放流标志信息反馈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环

境参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温度参数采集装置(1)、压强参数采集装置(3)、地理位置参数采

集装置(5)；所述温度参数采集装置(1)以时间为轴，定时记录采集的温度参数并将信息存

储在信息存储模块(14)；所述压强参数采集装置(3)以时间为轴，定时记录采集的压强参数

并将信息存储在信息存储模块(14)；所述地理位置参数采集装置(5)以时间为轴，定时记录

采集的地理位置参数并将信息存储在信息存储模块(1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交互式海洋增殖放流标志信息反馈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定

时激发控制模块(8)以时间为轴，定时向环境参数信息采集模块发送控制信号以激发该模

块内的温度参数采集装置(1)、压强参数采集装置(3)、地理位置参数采集装置(6)启动采集

参数程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交互式海洋增殖放流标志信息反馈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定

置信息采集系统(D)一端配置有漂浮装置以漂浮于水面，另一端配置有沉子固定装置(17)

以固定该端于水底。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交互式海洋增殖放流标志信息反馈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移

动式信息采集终端(C)人为携带，并包括前述个体标志系统(A)的信号频发装置(9)、信号识

别装置(11)、信息发送装置(13)、信息存储模块(14)以及电池(7)。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交互式海洋增殖放流标志信息反馈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信

息统计平台(E)以有线、无线和存储卡传输方式读取定置信息采集系统(D)和移动式信息采

集终端(C)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并汇总统计。

7.交互式海洋增殖放流标志，包括硅胶固定帽(B)，与硅胶固定帽(B)配合的个体标志，

其特征在于：所述硅胶固定帽(B)和个体标志配合后与动物体(16)相连接，所述个体标志下

方设有与动物表皮下空间(16a)连接的刺挂装置(15)，所述刺挂装置(15)包括刺板(153)，

刺板(153)中部设有可弯曲的调节板(152)，所述调节板(152)上方设有调整轴(151)，调整

轴(151)与个体标志下部连接，所述刺板(153)表面均布填充孔(153a)，填充孔(153a)截面

为倒梯形且底部设有圆环，刺板(153)内设空腔，所述空腔与刺板(153)两侧面设由有对应

的隔膜(153b)，所述空腔中部均设橡胶弹簧(153e)，橡胶弹簧(153e)两端连接推板(15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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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推板(153c)上均设有箭头状的标条(153d)。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交互式海洋增殖放流标志，其特征在于：所述调整轴(151)底部

为球体与调节板(152)顶部的球孔相配合，所述调整轴(151)内部中空且内设菱形缓冲架

(151d)，缓冲架(151d)的菱形孔内横向设有波浪形缓冲板(151e)，缓冲板(151e)内部为条

形空腔且均布磁球(151f)，缓冲板(151e)与内部条形空腔的体积比为1：0.1-0.25，缓冲架

(151d)外侧环绕有金属层(151c)，金属层(151c)外侧设有缓冲胶(151a)，所述缓冲胶

(151a)与金属层(151c)上均设有通信孔(151b)且相隔的通信孔交叉布置，通信孔(151b)为

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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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海洋增殖放流标志及信息反馈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标志信息反馈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交互式海洋增殖放流标志及

信息反馈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标志放生技术最初用于研究鱼类的洄游，通常是给鱼做上标记后放流，再根据标

志鱼的回捕记录，绘制该鱼的洄游路线图和回捕分布图，用以推测其游动的方向、路线、范

围和速度。利用标志鱼类的回捕率以及体长、体重等生物学数据,可以估算标志鱼类种群的

变动，评价增殖放流的效果。之后，研究大型陆生动物、鸟类等生物同样用到了标志技术。

[0003] 目前国内外的标志技术种类繁多，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体外标记法和体内标记法。

体外标记法包括动物身体附属物切除法、颜料标记法(具体有染色法、入墨法、荧光色素标

记法等)、体外标(包括穿体标、箭形标和内锚标)等；体内标记法包括金属线码标记(CWT)

法、被动整合雷达(PIT)法、档案式标记法、分离式卫星标记法、生物遥测标记法等。

[0004] 然而，标志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回捕或者信息回馈方面却在研究工作中失去了

地位，因为标志放生之后的不能进行信息反馈，那么标志便失去了意义。最初，研究人员能

在鱼塘里面利用标志重捕方法研究鱼类群体，现在发展到各种物理技术应用于标志实践，

但是往往各项研究工作都仅限于河流、小型水体、小型树林等等人为可控的环境，而对于草

原、森林乃至海洋等大生存空间，回捕工作变成为了天方夜谭，放生的动物一去不复返，信

息反馈工作无从着手，反馈信息几乎为零，而且在标志动物放生后由于各种原因会导致标

志脱落，反馈信息反馈实现程度进一步降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交互式海洋增殖放流标志信息反馈系统，构建一

体化的信息反馈网络，实现大范围生态环境中的动物的标志放生动物在所处环境中采集信

息和交互共享传输。

[0006]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交互式海洋增殖放流标志信息反馈

系统包括：

[0007] 个体标志系统：用于个体标记、信息采集和收发；

[0008] 定置信息采集系统：用于定置路径或区域获得与标志物最大频率的接触和信息收

集；

[0009] 移动式信息采集终端：用于常规回捕个体信息的收纳，作为收集信息缺口的补充；

信息统计平台：用于统计和处理分析汇集的反馈信息；

[0010] 个体标志系统包括环境参数信息采集模块、信息识别发送模块、信息接收存储模

块、定时激发控制模块、电源供给模块以及刺挂装置，本发明的系统构建了标志动物在所处

环境中采集信息和交互共享传输的反馈网络。解决了标志放流后的标志个体的信息反馈难

问题：标志动物进入不受人类控制或者控制程度较小的环境——草原、森林、甚至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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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信息反馈往往依赖于随机回捕、卫星GPS定位跟踪、定位(浮)标感应等方式，伴随着

反馈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标志信息极易丢失等等缺点，无法高效、全面反馈标志个体或群

体的踪迹、群体聚集、生存环境参数等信息；利用标志物进行信息采集、信息储存、信息传输

共享，结合人为定置标的信息接收存储，构建一体化的信息反馈网络，为大范围生态环境中

的动物的标志放生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高效研究工具。

[0011] 为优化上述技术方案，所采取的措施还包括：

[0012] 作为优选：环境参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温度参数采集装置、压强参数采集装置、

地理位置参数采集装置；温度参数采集装置以时间为轴，定时记录采集的温度参数并将信

息存储在信息存储模块；压强参数采集装置以时间为轴，定时记录采集的压强参数并将信

息存储在信息存储模块；地理位置参数采集装置以时间为轴，定时记录采集的地理位置参

数并将信息存储在信息存储模块，个体标志系统随着动物个体分布于研究区域的各个角

落，定置信息采集系统人为定置在标志动物可能出现的路径或区域上以获得与标志动物最

大频率的接触和关于信息标志物所处环境的温度、压强、地理位置等信息收集。

[0013] 作为优选，信息识别发送模块包括信号频发装置、信号识别装置和环境参数信息

发送装置，信息接收存储模块以时间为轴，接收其他设备发送的环境参数信息并将信息存

储在信息存储模块，信号频发装置以一定频率向环境中发射特定频率的无线电波，信号识

别装置接受并识别非我设备发送的特定频率无线电波并激活环境参数信息发送装置。

[0014] 作为优选，定时激发控制模块以时间为轴，定时向环境参数信息采集模块发送控

制信号以激发该模块内的温度参数采集装置1、压强参数采集装置、地理位置参数采集装置

启动采集参数程序，通过定时激发控制模块可实现选定特定时间收集标志物所处环境的各

项信息，提高标志信息收集的灵活性，有效追踪标志物的踪迹、群体聚集、生存环境参数等

信息。

[0015] 作为优选：定置信息采集系统一端配置有漂浮装置以漂浮于水面，另一端配置有

沉子固定装置以固定该端于水底。根据标志动物的习性人为设置在一定范围或一定地理空

间位置，并包括个体标志系统的环境参数信息采集模块、信息识别发送模块、信息接收存储

模块、定时激发控制模块以及电源供给模块的装置、设备和功能。

[0016] 作为优选：移动式信息采集终端人为携带，并包括前述个体标志系统的信号频发

装置、信号识别装置、信息发送装置、信息储存模块以及电池。

[0017] 作为优选：信息统计平台以有线、无线和存储卡传输方式读取定置信息采集系统

和移动式信息采集终端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并汇总统计。

[0018]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提供一种避免标志信息丢失、标志损坏，保护标志物安全，

扩大信息传递范围，标志信息传递效果好的交互式海洋增殖流放标志。

[0019]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交互式海洋增殖放流标志，包括硅

胶固定帽，与硅胶固定帽配合的个体标志，硅胶固定帽和个体标志配合后与动物体相连接，

个体标志下方设有与动物表皮下空间连接的刺挂装置，刺挂装置包括刺板，刺板中部设有

可弯曲的调节板，调节板上方设有调整轴，调整轴与个体标志下部连接，采用刺挂的方式使

个体标志固定于动物体表面，便于采集标志物所处环境、位置等信息，相比于体内标记，信

息收集及传递的精准性更高，同时可弯曲的调节板利于个体标志适应标志物各种运动状

态，扩大个体标志在动物体上的自由度，以防止个体标志被损坏，降低了动物体在流放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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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种原因损坏个体标志的风险。

[0020] 作为优选，刺板表面均布填充孔，填充孔截面为倒梯形且底部设有圆环，为提高个

体标志在动物体上的稳固性能，设计填充孔使动物体的肌肉组织填充于填充孔内增加肌肉

组织与刺挂装置的接触面积，在放入刺挂装置时可使肌肉组织进入填充孔内，降低刺挂装

置对动物体挤压造成的不适感，刺板内设空腔，空腔与刺板两侧面设由有对应的隔膜，空腔

中部均设橡胶弹簧，橡胶弹簧两端连接推板，推板上均设有箭头状的标条，隔膜材质为毛纤

维，当刺挂装置进入动物表皮下空间后隔膜会受到动物体内组织粘液的缓慢影响其表面抗

拉强度降低并且产生一定的膨胀，在隔膜的抗拉强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刺板内部的标条受

到橡胶弹簧的推力刺穿隔膜后标条头部与动物体肌肉组织接触并伸展成“T”字形，加固刺

挂装置与动物体的稳固性。

[0021] 作为优选，调整轴底部为球体与调节板顶部的球孔相配合，扩大个体标志的灵活

度降低标记被损坏的风险，调整轴内部中空内设菱形缓冲架，缓冲架的菱形孔内横向设有

波浪形缓冲板，缓冲板内部为条形空腔且均布磁球，缓冲板与内部条形空腔的体积比为1：

0.1-0.25，缓冲架外侧环绕有金属层，金属层外侧设有缓冲胶，缓冲胶与金属层上均设有通

信孔且相隔的通信孔交叉布置，通信孔为梯形，采用中空调整轴降低个体标志的重量，避免

个体标志影响标志物的正常活动，为保证足够的强度设计菱形的缓冲架来提高调整轴的强

度，在个体标志发生位移产生振动时，菱形的缓冲架可有效吸收震动所产生的力并集中至

缓冲架中部的缓冲板上降低集中的应力，在缓冲板承受很大的应力时候即标志物可能遇到

危险剧烈运动时缓冲板会抖动产生低频噪音由通信孔传递并干扰周围生物体，而且当信号

频发装置发射无线电波或接受无线电波时，电波通过交错的通信孔传递至菱形缓冲架到达

缓冲板，抖动时的缓冲板及菱形的缓冲架可使空气中的氧分子和氮分子产生极化，降低调

整轴内的空气密度提高无线电波的空气折射率，实现标志信息的传递的范围扩大及传递速

度的提高，通过公式h＝S0+f＝S0+P/K，其中h为跳动值，S0为缓冲板上下移动量，f为缓冲板

弹性变形量，P为缓冲板实际体积，K为缓冲板含空腔在内的总体积，优化缓冲板与内部条形

空腔的体积比选取1:0.1-0.25的比值范围保证跳动值在有效范围内防止缓冲板厚度发生

变化，实现缓冲板消除集中的应力同时产生低频噪音改变缓冲架内部空气密度，将标志信

息的传递的范围扩大及传递速度提高。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个体标志系统随着动物个体分布于研究

区域的各个角落，定置信息采集系统人为定置在标志动物可能出现的路径或区域上以获得

与标志动物最大频率的接触和信息收集。每两个标志动物在相遇的时候会将各自记录的数

据进行交换共享并存储，分开后各自的存储信息增加一倍；定置信息采集系统作为拥有同

样模块功能的对象与标志动物相遇后同样进行信息共享与交换，而获得的信息可被人类采

集；各个放生的标志动物和各个定置信息采集系统两两之间连接构成一张密集的网络，每

个标志动物的信息片段都在这个网络中流动，个体之间交流越频繁个体数据片段的长度越

长，反馈信息就越多。另外移动式信息采集终端犹如手持式扫描装置，将常规法回捕的个体

的装置信息扫描收纳，作为上述网络的信息缺口的补充。最终，所有反馈信息都汇集到信息

统计平台被统计和处理分析，实现大范围生态环境中的动物的标志放生动物在所处环境中

采集信息和交互共享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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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交互式海洋增殖流放标志及信息反馈系统运行模式图；

[0024] 图2为个体标志系统示意图；

[0025] 图3为个体标志系统放置于动物体上的示意图；

[0026] 图4为定置信息采集系统示意图；

[0027] 图5为移动式信息采集终端示意图；

[0028] 图6为刺挂装置的示意图；

[0029] 图7为刺板内部局部视图；

[0030] 图8为调整轴内部局部视图。

[0031] 附图标记说明：A.个体标志系统；B.硅胶固定帽；C.移动式信息采集终端；D.定置

信息采集系统；E.信息统计平台；1.温度参数采集装置；2.温度探头；3.压强参数采集装置；

4.压强感受膜；5.地理位置参数采集装置；6.地理位置参数采集装置天线；7.电池；8.定时

激发控制模块；9.信号频发装置；9a手动开关；10.信号发射线；11.信号识别装置；12.信号

接收线；13.信息发送装置；14.信息储存模块；15.刺挂装置；151 .调整轴；151a .缓冲胶；

151b.通信孔；151c.金属层；151d .缓冲架；151e.缓冲板；151f .磁球；152.调节板；153.刺

板；153a.填充孔；153b.隔膜；153c.推板；153d.标条；153e.橡胶弹簧；16.动物体；16a动物

表皮下空间；17沉子固定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3] 实施例1：

[0034] 如图1-5所示，交互式海洋增殖放流标志信息反馈系统，个体标志系统A：用于个体

标记、信息采集和收发；

[0035] 定置信息采集系统D：用于定置路径或区域获得与标志物最大频率的接触和信息

收集；

[0036] 移动式信息采集终端C：用于常规回捕个体信息的收纳，作为收集信息缺口的补

充；

[0037] 信息统计平台E：用于统计和处理分析汇集的反馈信息；

[0038] 所述个体标志系统A包括环境参数信息采集模块、信息识别发送模块、信息接收存

储模块、定时激发控制模块、电源供给模块以及刺挂装置15，本发明的系统构建了标志动物

在所处环境中采集信息和交互共享传输的反馈网络。解决了标志放流后的标志个体的信息

反馈难问题：标志动物进入不受人类控制或者控制程度较小的环境——草原、森林、甚至海

洋——之后的信息反馈往往依赖于随机回捕、卫星GPS定位跟踪、定位(浮)标感应等方式，

伴随着反馈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标志信息极易丢失等等缺点，无法高效、全面反馈标志个

体或群体的踪迹、群体聚集、生存环境参数等信息；利用标志物进行信息采集、信息储存、信

息传输共享，结合人为定置标的信息接收存储，构建一体化的信息反馈网络，为大范围生态

环境中的动物的标志放生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高效研究工具。

[0039] 环境参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温度参数采集装置1、压强参数采集装置3、地理位置

参数采集装置5；温度参数采集装置1以时间为轴，定时记录采集的温度参数并将信息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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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存储模块14；压强参数采集装置3以时间为轴，定时记录采集的压强参数并将信息存

储在信息存储模块14；地理位置参数采集装置5以时间为轴，定时记录采集的地理位置参数

并将信息存储在信息存储模块14，个体标志系统随着动物个体分布于研究区域的各个角

落，定置信息采集系统人为定置在标志动物可能出现的路径或区域上以获得与标志动物最

大频率的接触和关于信息标志物所处环境的温度、压强、地理位置等信息收集。

[0040] 信息识别发送模块包括信号频发装置9、信号识别装置11和环境参数信息发送装

置，信息接收存储模块以时间为轴，接收其他设备发送的环境参数信息并将信息存储在信

息存储模块14，信号频发装置9以一定频率向环境中发射特定频率的无线电波，信号识别装

置11接受并识别非我设备发送的特定频率无线电波并激活环境参数信息发送装置。

[0041] 定时激发控制模块8以时间为轴，定时向环境参数信息采集模块发送控制信号以

激发该模块内的温度参数采集装置1、压强参数采集装置3、地理位置参数采集装置6启动采

集参数程序，通过定时激发控制模块8可实现选定特定时间收集标志物所处环境的各项信

息，提高标志信息收集的灵活性，有效追踪标志物的踪迹、群体聚集、生存环境参数等信息。

[0042] 定置信息采集系统D一端配置有漂浮装置以漂浮于水面，另一端配置有沉子固定

装置17以固定该端于水底。根据标志动物的习性人为设置在一定范围或一定地理空间位

置，并包括个体标志系统A的环境参数信息采集模块、信息识别发送模块、信息接收存储模

块、定时激发控制模块以及电源供给模块的装置、设备和功能。

[0043] 移动式信息采集终端C人为携带，并包括前述个体标志系统A的信号频发装置9、信

号识别装置11、信息发送装置13、信息储存模块14以及电池7。

[0044] 信息统计平台E以有线、无线和存储卡传输方式读取定置信息采集系统D和移动式

信息采集终端C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并汇总统计。

[0045] 实施例2：

[0046]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为：如图6-8所示，交互式海洋增殖

放流标志，包括硅胶固定帽B，与硅胶固定帽B配合的个体标志，硅胶固定帽B和个体标志配

合后与动物体16相连接，个体标志下方设有与动物表皮下空间16a连接的刺挂装置15，刺挂

装置15包括刺板153，刺板153中部设有可弯曲的调节板152，调节板152上方设有调整轴

151，调整轴151与个体标志下部连接，采用刺挂的方式使个体标志固定于动物体16表面，便

于采集标志物所处环境、位置等信息，相比于体内标记，信息收集及传递的精准性更高，同

时可弯曲的调节板152利于个体标志适应标志物各种运动状态，扩大个体标志在动物体16

上的自由度，以防止个体标志被损坏，降低了动物体16在流放后由于各种原因损坏个体标

志的风险。

[0047] 刺板153表面均布填充孔153a，填充孔153a截面为倒梯形且底部设有圆环，为提高

个体标志在动物体16上的稳固性能，设计填充孔153a使动物体的肌肉组织填充于填充孔

153a内增加肌肉组织与刺挂装置15的接触面积，在放入刺挂装置15时可使肌肉组织进入填

充孔153a内，降低刺挂装置15对动物体16挤压造成的不适感，刺板153内设空腔，空腔与刺

板153两侧面设由有对应的隔膜，空腔中部均设橡胶弹簧153e，橡胶弹簧153e两端连接推板

153c，推板153c上均设有箭头状的标条153d，隔膜153b材质为毛纤维，当刺挂装置15进入动

物表皮下空间16a后隔膜153b会受到动物体16内组织粘液的缓慢影响其表面抗拉强度降低

并且产生一定的膨胀，在隔膜153b的抗拉强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刺板153内部的标条15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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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橡胶弹簧153e的推力刺穿隔膜153b后标条153d头部与动物体16肌肉组织接触并伸展

成“T”字形，加固刺挂装置15与动物体16的稳固性。

[0048] 调整轴151底部为球体与调节板152顶部的球孔相配合，扩大个体标志的灵活度降

低各地标记被损坏的风险，调整轴151内部中空内设菱形缓冲架151d，缓冲架151d的菱形孔

内横向设有波浪形缓冲板151e，缓冲板151e内部为条形空腔且均布磁球151f，缓冲板151e

与内部条形空腔的体积比为1：0.1-0.25，缓冲架151d外侧环绕有金属层151c，金属层151c

外侧设有缓冲胶151a，缓冲胶151a与金属层151c上均设有通信孔151b且相隔的通信孔交叉

布置，通信孔151b为梯形，采用中空调整轴151降低个体标志的重量，避免个体标志影响标

志物的正常活动，为保证足够的强度设计菱形的缓冲架151d来提高调整轴151的强度，在个

体标志发生位移产生振动时，菱形的缓冲架151d可有效吸收震动所产生的力集中至缓冲架

151d中部的缓冲板151e上降低集中的应力，在缓冲板151e承受很大的应力时候即标志物可

能遇到危险剧烈运动时缓冲板151e会抖动产生低频噪音由通信孔151b传递并干扰周围生

物体，而且当信号频发装置9发射无线电波或接受无线电波时，电波通过交错的通信孔151b

传递至菱形缓冲架151d到达缓冲板151e，抖动时的缓冲板151e及菱形的缓冲架151d可使空

气中的氧分子和氮分子产生极化，降低调整轴151内的空气密度提高无线电波的空气折射

率，实现标志信息的传递的范围扩大及传递速度的提高，通过公式h＝S0+f＝S0+P/K，其中h

为跳动值，S0为缓冲板151e上下移动量，f为缓冲板弹性变形量，P为缓冲板实际体积，K为缓

冲板含空腔在内的总体积，优化缓冲板151e与内部条形空腔的体积比选取1:0.1-0.25的比

值范围保证跳动值在有效范围内防止缓冲板151e厚度发生变化，实现缓冲板151e消除集中

的应力同时产生低频噪音改变缓冲架151d内部空气密度，将标志信息的传递的范围扩大及

传递速度提高，上述缓冲板151e为氟碳材料，氟碳材料的制备方法为：按重量份计取氟碳树

脂74份、有机硅树脂7份和抗氧化剂5份，将上述材料放入高混机中混合7min后出料，将出料

得到的混合物放入双螺杆挤出机加工，加工温度为220℃，螺杆转数为200转/每分，将高温

状态下的混合物挤出造粒，制得氟碳材料，其中，有机硅树脂为有机硅环氧树脂，树脂中含

有3％重量份的辛基酚聚氧乙烯醚，抗氧化剂为L-苯基丁氨酸和D-苯基丁氨酸的混合物，两

者的重量比为3:1，通过在氟碳材料中加入特殊配比的抗氧化剂使氟碳材料在链终止效率

和热稳定性达到良好的平衡使氟材料具有很好的耐盐雾和疏水效果同时提高氟材料的延

伸性，抗氧化剂与其他组分协同作用下进一步提升制备的氟材料的抗污损和耐疲劳强度，

制备的氟碳材料具有优良的化学稳定性、低折射率、优良的电热绝缘性、低介点常数和疏水

性能。

[0049] 实施例3：

[0050] 以海洋放流某种中型鱼类为例，见图1系统运行模式图：

[0051] 10000套个体标志系统标志于10000尾放流鱼类身体表面，并在同一时间放流到相

关海域。同时，100套定置信息采集系统D被安置在该种鱼类可能出现的产卵场、索饵场、越

冬场以及洄游路径上各个地理位置。此后，定期施行一定海域拖网捕捞回捕该鱼群以及收

集定置信息采集系统所存储的鱼群信息。

[0052] 见图1，以其中编号D00001、D00002、D00003的放流个体，编号001、002、003的定置

信息采集系统D，一台移动式信息采集终端C以及信息统计平台构建的系统网络来阐释交互

式海洋增殖放流标志信息反馈系统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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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以时间为轴线，由定时激发控制系统8发出信号启动D00001、D00002、D00003的环

境参数采集模块运行，记录时间刻度为2014.03.02  15:30时的环境参数信息：D00001的环

境参数信息为D00001-201403021530-19.3-11*10^5-E122.6811,N29.3167；该数据段意为

编号D00001号个体于2014年3月2日15:30出现在东经122.6811北纬29.3167海域，所处水域

温度19.3摄氏度，水下压强11×105pa。同时，D00002、D00003的采集信息分别为D00002-

201403021530-19.0-11*10^5-E122.6821,N29.3140、D00003-201403021530-19.5-11*10^

5-E122.4821,N29.0240，被存储在信息储存模块内。

[0054] D00001与D00002因位置较近，在2014.03.02  15:35发生一次相遇；彼此的信号频

发装置9通过信号发射线10与彼此的信号识别装置11取得识别、沟通，然后通过信息发送装

置13和信号接收线12将对方的信息存储在自我的信息储存模块上；此时，三个个体的存储

信息分别为：

[0055] D00001

[0056] 201403021530                  201403021535

[0057] D00001-201403021530-19.3-

[0058] 11*10^5-E122.6811,N29.3167

[0059]                               D00002-201403021530-19.0-

[0060]                               11*10^5-E122.6821,N29.3140

[0061] D00002

[0062] 201403021530                  201403021535

[0063] D00002-201403021530-19.0-

[0064] 11*10^5-E122.6821,N29.3140

[0065]                               D00001-201403021530-19.3-

[0066]                               11*10^5-E122.6811,N29.3167

[0067] D00003

[0068] 201403021530

[0069] D00003-201403021530-19.5-11*10^5-E122.4821,N29.0240

[0070] 如此，D00001和D00002经过相遇之后各自的信息经过交换并储存，各自将携带对

方在相遇前的所有信息沿着时间轴继续前进。定置信息采集系统D拥有与个体标志系统A相

同的功能模块，标志个体在与定置信息采集系统D相遇后将以同样方式留下自身的信息并

复制存储对方的信息，以实现在相遇后彼此的信息交换并加倍储存的目的。

[0071] 同理，放流标志个体被捕捞方式获得后，使用移动式信息采集终端C以上述方式实

现复制存储标志个体携带的所有信息，并转移至信息统计平台E；另外，定期以该交互方式

获取定置信息采集系统D的信息并转移至信息统计平台E。

[0072] 综上所述，属于放流标志个体以及定置信息采集系统D的两两之间以交互方式传

递信息，以移动式信息采集终端C收集并转移信息至信息统计平台E，共同构成交互式海洋

增殖放流标志信息反馈网络。

[0073] 上述实施例中的常规技术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知晓的现有技术，故在此不再详细

描述。

[0074] 应理解，上述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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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了本发明叙述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

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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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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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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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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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5

CN 108029614 B

15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RA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