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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轨卫星接收系统自动监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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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遥感在气象灾害监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接收系统自动监控功能提高改进的需求也
日益显现出来。应用ＰＬＣ对极轨卫星接收系统自
动监控功能进行整体改进，可显著提高接收站的
自动化程度、接收效率及可靠性。
接收系统概况及自动监控功能现状

接收站现有ＥＯＳ燉ＭＯＤＩＳ、ＮＯＡＡ燉ＦＹ卫星
数据接收处理系统各一套。ＥＯＳ系统包括：天线
伺服、接收放大解调、数据摄入处理（前端计算
机）、及数据图像处理（后端计算机）部分；ＮＯＡＡ
系统包括：天线伺服、接收放大解调、数据摄入
处理和图像处理（计算机）部分。

陕西省农业遥感信息中心的卫星地面接收站
属于半自动监控站。ＥＯＳ和ＮＯＡＡ系统的开启
关闭、监测记录、应急处理等是人工操作，数据
接收是自动处理。为保证昼夜接收，系统一直处
于开机状态，没有自动应急关闭和故障消除恢复
机制，也缺少监测反馈和通讯遥控功能。这虽能

完成接收处理任务，但下班后，系统状况无法监
控，非正常情况无应急处理，影响系统安全运行。

影响系统正常运行的主要因素：停电并恢复
供电后造成系统不能自动启动与设置；系统运行
中突然中断导致系统程序和应用程序紊乱及天线
控制系统零点丢失；天控系统机械运转故障引起
漏收；网络不通引起轨道报不能更新；设备之间
通讯阻塞导致未启动天线运转及数据未能传送转
换处理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进行设备启
闭和应急处理的自动监控，其次运行参数状况监
测控制，并尽可能进行工作状态的遥控设置与调
整。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ＰＬＣ）作为接收站整体
自动监控枢纽方式，能够安全可靠、灵活方便、简
捷实用地解决问题。
改进接收站自动监控功能的具体方法

首先进行设备启闭和应急处理的整体自动监
控，并对关键设备运行状况分类监控，以解决当
前的急需：即停电后又来电时的柔性自动启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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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都能正常收看电视节目而规定的极限值。用
户电平过低，在电视屏幕上会出现“雪化”噪波
干扰。用户电平过高又会使电视机接收机工作在
非线性区，产生非线性失真，出现“窜台”、“网
纹”等干扰现象。采用邻频传输系统，一般选取
（６５±５）ｄＢμＶ。

对分配系统的用户连接方式，配接方法检查
后，同时输入高、中、低频道信号，测量系统输
出口电平、用户电平、包括各个频道信号电平及

它们之间的电平差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如有问题
应检查：采用的各种部件和电缆质量是否有问题；
电缆接头是否牢靠或是否短路；接线分配是否合
理；测试所有输出口信号电平；同时用电视机收
看节目，对收看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价。

在完成有线电视系统各部分调整工作的基础
上，还有必要将天线、前端、干线和分配网络连
成一个整体进行统调，使系统达到规定的技术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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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再进行运行状况遥测遥控，包括遥控参数传
输、设置调整等，全面提高接收站的自动化程度。
以可编程序控制器ＦＣ－３２Ｒ－Ｅ为例，探讨实现前
期功能的具体方法。
２１方案一

采用ＰＬＣ可编程序控制器本体＋输入隔离
＋输出驱动模块。主要器件费用６０００元左右。方
案较经济简便，不改动现有设备供电方式，无
ＵＰＳ，可自动监控和柔性启动，但不防备停电故
障。

将接收站总电源灯、ＥＯＳ系统天线伺服柜电
源灯、天线Ｘ、Ｙ中心灯、限位开关灯、前、后端
计算机电源灯共１０路信号并出，经转换隔离模块
接入ＰＬＣ输入端；同时将ＮＯＡＡ系统天线伺服
柜电源灯、天线Ｘ、Ｙ限位开关、计算机电源灯共
６路信号并出，经转换隔离模块接入ＰＬＣ输入
端。

将ＥＯＳ系统天线伺服柜２路启动开关、前、
后端计算机电源开关共４路被控信号，加报警器
信号，经驱动模块接入ＰＬＣ输出端；同时将
ＮＯＡＡ系统天线伺服柜电源开关、接收机电源开
关、计算机电源开关共３路被控信号，加报警器
信号，经驱动模块接入ＰＬＣ输出端。

依据工作流程和Ｉ燉Ｏ信号表的逻辑关系进
行编程，用内部接点实现各设备间的联动互锁关
系，用多个内部时间继电器延时参数的差值，控
制各设备的分时启闭，实现设备停电后又来电时
的柔性自动启动，对关键设备运行状况分类监测
控制，基本满足应急处理和整体自动监控的需求。

利用可编程序控制器优点，先将程序进行模
拟调试，反复纠正逻辑设计错误，再将程序输入
ＰＬＣ进行调试运行，直至全部无误。

进行系统电气线路的物理改造和连接，启动
系统硬件调试运行，检验纠正线路连接、信号电
平匹配转换、电气干扰等错误，确实正常后投入
自动监控运行。
２２方案二

采用ＰＬＣ可编程序控制器本体＋扩展模块
＋输入隔离＋输出驱动模块。主要器件费用８０００
元左右。方案较全面，但要改动现有设备的供电

方式，卫星轨道数据接收期间，合理利用原有的
ＵＰＳ，能有效地防备停电故障，进行多方位的自动
监控。

将系统内不宜停电的核心部分（如计算机主
机、天线伺服、接收放大解调等）改由ＵＰＳ供电，
并由ＰＬＣ输入输出信号监控各路电源的转换。

将每天ＥＯＳ和ＮＯＡＡ系统卫星过境时段的
始末时间数据（陕西全省，每星有效时段约２ｈ），
列表存入ＰＬＣ内ＦｌａｓｈＲＯＭ寄存器，利用读指
令ＲＤＷ和比较指令ＣＭＰＷ，同内部时钟判断比
较，进行相应模块的选择执行。

方案二增加了为使ＵＰＳ省电采取分时段开
启和关闭天控及外围设备功能：监测到总供电回
路停电时，先判断两个系统是否在接收时段内，正
在接收则由ＵＰＳ继续供电保障收完，否则暂时关
闭天控部分和计算机显示器等，同时报警，最大
限度地保障核心部分长时间继续运行。其间每到
接收时段，就由ＰＬＣ自动定期控制对天控部分及
外围设备的柔性启、闭，直到站外恢复供电，再
转换为正常运行模式。在条件允许时宜采用第二
种方案。
结束语

应用ＰＬＣ整体改进接收站的自动监控系统，
能直接避免或减少许多因供电中断造成的故障，
提高接收效率；输入端限位开关等反馈信号、可
自动监控和锁定机械运转故障并报警，提高运行
安全性；自备的通讯功能可自动将关键参数传入
上位微机监控记录，供分析打印存档，显著提高
接收站自动化程度。ＰＬＣ的自诊断系统及故障显
示，也可节省系统维护时间和费用。

如配合硬件系统的改进，再进行接收系统软
件补充，使应用程序模块的处理、投影、记录、传
输等都自动运行，能使卫星地面接收站的现代化
建设跨上新台阶，更好地为生态环境、农作物长
势及气象灾害监测业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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