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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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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气象信息中心"西安
!

$#""#%

#

摘
!

要!介绍陕西省气象信息中心采取电磁环境优化*通信线路改造*卫星接收机升级和数据补调

等措施%改进陕西省级
1>719F3

!中国气象局卫星数据广播系统"的经验%为省级气象部门提升数

据接收率提供参考(

关键词!

1>719F3

)电磁环境)通信线路)卫星接收机)数据补调

中图分类号!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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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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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局卫星数据广播系统!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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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F3

,"%使用亚洲卫星
%

号星一个完整的
1

波段

转发器对中国及亚太地区进行气象资料*卫星遥

感和流媒体视频的广播#

#8!

$

(

!"#!

年
,

月
#

日

1>719F3

正式投入业务运行%中国气象局原有的

K1̀ 57U

*

6N/[Mf/19F3

*

?̀ 2(5

三套广播系

统全面停止使用%

1>719F3

成为全国气象部门获

取气象数据资料的主渠道(全国范围内有超过

!%""

个省*地*县级气象部门通过该系统实时接

收中国气象局广播的气象观测资料和产品%开展

天气预测预报及服务业务)但是陕西省级
1>78

19F3

业务运行后信噪比和误码率一直不稳定%数

据丢包率比较高(为了保障气象数据的正常接

收%陕西省气象信息中心多次与国家气象信息中

心进行交流%同时邀请西安欣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进行现场测试(通过电磁环境优化*通信线路

改造*卫星接收机升级和数据补调等方面进行全

面治理%

1>719F3

数据接收率大幅提升%截止目

前不完整接收文件数基本控制在每日
)"

个以下%

达到中国气象局要求(

!

!

1>719F3

简介

1>719F3

采用国际先进的
?̀ 2(5!

标准*

.K50

和
6N1)

-

+

调制%信息速率可达
$">RG3

-

F

%采用
1

波段!频带为
%&"

!

.&"[WD

"广播方式

向省级及以下气象部门推送资料(

1>719F3

可

提供
#%

大类*

,""

余种气象资料(该系统基于通

道和目录的文件广播%支持文件和多媒体同时广

播%具有用户授权和数据加密功能(

省级接收小站设备组成包括&

#&.;

的
1

波

段单收天线及
A/2

)通用
?̀ 2(5!

接收机!支持

$">RG3

-

FVK

输出")

V2>

服务器!

5f5NAGIcJ

##&"

%

,!RG3

操作系统")

1>719F3

接收软件)加

密狗!用于授权接收和数据解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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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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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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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环境优化

1

波段是一个使用广泛且频率高的波段%很

多小电台通过
1

波段进行通信%因此净化电磁环

境%排除电磁干扰是提高数据接收率的前提(电

磁环境优化前需要完成以下工作&室外天线面安

装牢固%天线寻星准确%天线前面无障碍物影响接

收)馈源放置在天线中间%馈源接口防水密闭%馈

源极化正确)馈线固定牢固且长度不大于
.";

%

馈线无硬性弯曲(

陕西省级
1>719F3

接收小站架设地点位于

%

层楼顶%受电磁信号干扰信噪比常出现跳变%严

重影响数据接收(

1>719F3

使用的频率范围为

,.%"j#.>WD

%经西安欣业公司长时间现场监

测%

1>719F3

接收电磁干扰严重(电磁干扰是干

扰电缆信号并降低信号完好性的电子噪音%通常

分为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两种%陕西省级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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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传导干扰(针对干扰信号%在
1>78

19F3

接收小站加装滤波器消除电磁干扰%同时对

馈源!

A/2

"采用锡纸包裹减少暴露面积%进一步

消减电磁干扰(

1>719F3

受到电磁信号干扰后%

陕西省气象局将监测到的干扰信号信息向陕西省

通信管委会进行上报!前期陕西省气象局应向陕

西省通信管委会就
1>719F3

接收频段进行报

备"(将电磁干扰减少%优化电磁环境(

!&!

!

通信线路改造

陕西省级
1>719F3

系统地面接收装置通过

同轴电缆线将数据资料传至卫星接收机%卫星接

收机通过有线网络传输到接收服务器(

陕西升级
1>719F3

系统的地面接收装置到

接收机之间使用
)"

%

同轴电缆传输数据%线路长

度约
$";

%卫星接收机与接收服务器之间通过华

三!

W,1

"交换机进行通信(同轴电缆是指有两个

同心导体%而导体和屏蔽层又共用同一轴心的电

缆%分
)"

%

基带电缆和
$)

%

宽带电缆两类(

$)

%

宽带电缆在传输带宽和传输距离上均优于

)"

%

基带电缆(依据通信线路结构对
1>719F3

通信线路进行改造(首先缩短
1>719F3

地面接

收装置和接收机之间传输距离%由原来约
$";

缩短至
,";

)其次将通信传输电缆由原来的
)"

%

基带电缆更换为
$)

%

宽带电缆)最后将原
W,1

交换机更换为性能更优的思科!

1V51@

"

,$)"

交

换机(通过连续几个月的对比观察%通信线路改

造后%陕西省级
1>719F3

数据丢包率下降
)"4

%

效果明显(

!&,

!

卫星接收机升级

陕西省级
1>719F3

的卫星接收机为航天恒

星科技有限公司所研制(随着
1>719F3

业务化

下发资料的不断增多%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研

制的接收机处理能力明显不足%偶尔出现死机情

况(针对出现的故障%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专家

进行沟通%将陕西省级
1>719F3

接收机更换为

中国华云气象科技集团公司!华云"研制生产的产

品(华云接收机在数据处理能力和传输速度方面

均优于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接收机%数

据丢包率有一定下降(华云接收机预置软件版本

为
,&"

%使用前需要升级为
%&"

版本%新版本在支

持大容量报文接收转发方面有明显提升(

软件升级操作方法是在接收机关机的状态

下%使用一台笔记本电脑用网线连接接收机的+网

络,端口%连接好后打开接收机电源%确认连接正

常后%在笔记本上打开中国气象局下发的
1>78

19F3

接收机参数修改软件!

1̀ G\a&\J\

"%软件自

动读取接收机的参数#

,

$

%在系统维护里选择版本

升级%再选择
%&"

版本%点击升级即可(

!&%

!

数据补调手段

由于陕西省级
1>719F3

小站数据丢包率较

高%因此数据补调成为保障数据安全的重要途径(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是全国
1>719F3

主站%陕西

省级
1>719F3

选择国家气象信息中心作为数据

补调源之一(西安市级
1>719F3

周边电磁环境

优良*数据丢包率低%西安市气象局和陕西省气象

局之间通过千兆裸纤通信(根据陕西省气象通信

网络实际情况%西安市级
1>719F3

做为陕西省

级
1>719F3

的另一个数据补调源(

数据补调主要方式为人工调报和程序自动下

载两种方式(人工调报是通过查看错误日志%按

照未接收文件名和时间去数据补调源调报)程序

自动下载主要根据陕西省气象局业务单位需求%

针对一些集合预报产品和遥感卫星等数据研发调

报软件%定时自动从数据源完成数据补调(

'

!

结语

陕西省级
1>719F3

经过电磁环境优化*通

信线路改造和卫星接收机升级后%数据丢包率明

显下降%现在已经达到中国气象局对
1>719F3

系统接收率要求(下行数据资料接收已经满足各

业务单位需求(为了确保数据安全%在原有数据

补调的基础上进行延伸%进一步加强同国家气象

信息中心交流%增强补调数据的能力%提高数据安

全性(在以后的工作中会继续关注
1>719F3

%进

一步提升数据接收率%做好数据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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