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多普勒雷达传输线路的综合探测

业务宽带传输网络系统

李  芬

江西省气象台 南昌

收稿日期 年 月 日 定稿日期 年 月 日

作者简介 李芬 女 年生 工程师 主要从事气象业务网络管理及现代化建设工作 ∞

摘要  充分利用多普勒雷达通信资源 综合通信 !网络技术 通过建立观测站局域网系统 !改造光缆连接方式以及

对雷达计算机系统进行技术改造等技术措施 在未增加线路投入及未影响雷达数据通信情况下建立综合探测业务

宽带网络传输系统 通信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报文传输稳定 !方便 !快捷 ∀

关键词  雷达  探测业务  传输网络

引言

随着气象台站观测业务范围不断扩展 需要上

传的报类除了常规地面 !高空报外 不断地增加负离

子 !紫外线等特种观测报及自动气象站 !闪电定位仪

等仪器探测报文 传统电话拨号的通信方式已难以

满足资料传输需求 ∀江西省气象台南昌观测站依托

新一代多普勒雷达系统建设 通过对多普勒雷达专

用通信系统的技术改造 建立了基于多普勒雷达传

输线路的综合探测业务传输网络系统 实现报文传

输由传统电话拨号窄带通信方式向基于光缆的宽带

局域网通信方式转变 ∀本文对该系统建立采用的技

术方案作一介绍 ∀

 总体设计思路

南昌观测站位于距离江西省气象局 多公里

的郊区 观测站的报文传输采用传统的普通电话拨

号的终端通信方式 每发一次报都要经过电话摘机

拨号 !通信完毕挂机过程 速率最高 随着自

动气象站等观测仪器的投入使用 信息传输量和传

输频率明显增大 数据通信迫切需要得到改善 ∀

年 月南昌新一代多普勒雷达系统在南

昌观测站建成 租用中国联通 光缆线路用于雷

达楼 ⁄ 雷达数据采集设备 与省局主机房 °

雷达产品生成设备 间的数据传输 ∀ ⁄ 与 °

间的高速数据通信信息量为 1 该数据来源

于 ≤ ⁄2≥ 雷达技术指标中数据处理宽带通信

性能参数 可以看出 光缆具有 ∗ 空余

带宽 满足雷达通信同时还可以在上面扩展一些小

批量的数据传输 ∀同时观测信息数据传输明显特

点 传输频率高 自动气象站一小时一次发报 每次

发报信息量较小 同时次各类报文累加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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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从理论上提出了可以利用雷达通信线路解决

探测信息传输问题的可能 如果可能变为现实 将在不

增加线路投入的情况下测报业务系统由窄带升级为宽

带传输 即满足业务需要 又减少昂贵的通信开支 也

充分挖掘现有资源的潜能 降低了系统运行成本 ∀图

为系统建立前雷达通信及测报传输结构示意 ∀

图  系统建立前雷达通讯及测报传输结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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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雷达通信 !计算机系统的技术研究 设计

基于多普勒雷达传输线路的探测业务宽带传输网络

系统的构造 ∀主要思路包括建立观测站局域网系

统 改造光缆由连接两个端点为连接两个局域网 物

理上观测站局域网与省局主网通过光缆构造了城域

网 逻辑上是省局局域网延伸到观测站 对雷达计算

机系统进行技术改造 以适应新的连接方式 对于其

它观测资料 设计基于局域网传输的发报软件 ∀

 探测业务宽带传输网络系统的实现

.  网络设计

探测业务宽带传输网络设计框图见图 ∀

图  探测业务宽带传输网络设计框图

.  雷达计算机连接结构 !软件参数修改

从图 中看出 系统建立前雷达计算机系统采

用的连接结构是 雷达楼 ⁄ 与省局机房 ° 通

过光缆建立点对点的连接 省局机房 ° 与 ° °

通过网线直接连接 系统之间通信基于 × ≤° °协

议 °地址采用 网段 ∀雷达系统与省

局主网连接通过在 ° !° °上构造了两处网桥实

现不同网段间通信 ∀改进雷达连接结构一方面解决

探测业务宽带传输的需要 同时也是雷达业务可靠

运行的需要 ∀改进方案如下

拆除 ° !° °上网桥 将两机直接连接到

省气象台局域网交换机上 按省气象台局域网段标

准重新配置两机的 °地址 !网关 拆除雷达楼 ⁄

与光缆通信设备连接 将 ⁄ 连接到探测科局域网

上 同样修改 °地址及网关 ∀

修改 ° !° ° 机上雷达软件参数 ∀在

° ° 机上修改 • × ≤ 文件内

容 将其中

/ ≥× ° 改造前 ° 地址 0

改为 / ≥× ° 现 ° 地址 0

在 ° 上修改 • × ≤ 文件

内容 将文件中

  /

   

  ×

   改造前 ° °地址 0

改为 /

    

  ×

   现 ° °地址 0

1  改变光缆连接方式

在图 中 光缆连接了 ⁄ ! ° 两机 ∀具

体连接方式采用交叉双绞线 ! 与 ! 交叉

一端接在计算机的以太网卡上 一端接在光缆数据

复接设备的以太网端口上 ∀为实现光缆连接两个局

域网 拆除两机与光缆数据复接设备的连线 重新

制作两根直通双绞线 一根用于连接省局机房光缆

数据复接设备以太网端口与省气象台交换机 另一

根用于连接探测科光缆数据复接设备与探测局域网

主 交换机和 连接口均采用普通

接口 ∀   

1  探测局域网建立

为了使观测站所有计算机终端与雷达通信光缆

连接 需要建立观测站局域网 ∀采用对等网 °∞∞

× °∞∞ 组网方式 将在雷达楼中雷达 !地面观

测 !自动气象站等计算机通过 !双绞线建立

共享式以太网 ∀高空观测 !测报科行政办公计

算机分布在相距雷达楼 的探空楼中 普通双

绞线不能实现连接 铺设光缆作为传输介质与雷达

楼网络连接 ∀

鉴于要访问省局主网小型机 ! ∂ ∞ 服务

器 网络协议采用 × ≤° ° ! °÷ ≥°÷ 和 ∞× ∞

协议 ∀作为省局主网的一级子网的省气象台子网

°网段地址为 子网网关为

探测局域网作为省气象台子网延伸 分配

°地址范围 ∗ 掩码

网关 ∀

1  资料传输软件设计

原有的发报软件是基于远程拨号方式设计的

通信方式发生变化后 相应软件需要修改 修改主要

内容去除软件中建立网络连接的过程 !改远程拨号

访问为局域网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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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通过项目的实施 在未增加线路投入情况下实

现了探测业务的宽带通信 通信水平得到了很大的

改善 报文传输稳定 !方便 !快捷 节省了拨号通信可

观的电话费用 ∀实践证明 该方案的实施并未影响

到雷达的正常业务运行 ∀同时 系统具有很强的扩

展性 随着业务的发展 传输信息量将会不断的增

加 只需升级光缆通讯线路而不需修改系统整体结

构便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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