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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气象卫星低分辨率模拟资料传输 • ∞ƒ ÷ 即将数字化为 × 阐述了 × 低分辨率信息传输 内容 !

× 数据传输模式和系统结构以及各卫星运行国 × 传输比较 ∀

关键词  气象卫星  资料传输  数字化

引言

气象卫星传输分发的资料一般有高分辨率资料

和低分辨率资料两种 ∀高分辨率资料 例如极轨气

象卫星的 °× 资料 !静止气象卫星的 ≥2∂ ≥≥ 展

宽数字资料 早已是数字化资料 而低分辨率资料

例如极轨气象卫星的 °× 资料和静止气象卫星的

• ∞ƒ ÷ 资料 一直都是模拟传输 ∀

由气象卫星运行国家和组织组成的气象卫星协

调组织 ≤ ≥ 经过多年的讨论和协商达成了共

识 要将低分辨率模拟资料数字化 将极轨气象卫星

的 °× 传输改成 °× 即低分辨率图像传输 将

静止气象卫星的 • ∞ƒ ÷ 低分辨率模拟云图 或称

天气图 改成 × ∏

× 低分辨率信息传输 传输内容将不仅

限于数字化云图 还有其它数字气象信息 ∀

美国 ∞≥ 卫星 !欧洲 ≥ 卫星将于近一二

年开始播发 × ∀中国计划在今后两年发射的

ƒ ≠2 ≤ 静止气象卫星上播发 × ∀日本也计划在

新一代多用途卫星 ×≥ × 发射后播发 × ∀各

卫星运行国目前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 播发的准

备工作 ∀随着 × 的播发 全球原有的数千个

• ∞ƒ ÷ 接收站都将更新 这将是一个繁重的工作 ∀

 ΛΡΙΤ传输内容

从数据传输的观点看 × 信道只是气象卫星

提供的一个通信信道 一个传输媒介 供数据传输分

发用 至于传输什么内容则取决于用户的需求和信

道的能力 ∀ × 传输内容主要为气象卫星云图和

各种气象资料 ∀

以日本 ×≥ × 为例 × 播发卫星云图有

归一化 !带网格地图的全圆盘图和区域极射赤面投

影图 ∀全圆盘图 线 ≅ 像素 分成 段

每段 线 ≅ 像素 相应的空间分辨率为

区域极射赤面投影图有东亚地区 线 ≅

像素 1 分辨率 !日本东北方 1 分辨

率 和日本西南方 1 分辨率 三种 ∀播发的气

象资料有目前通过 ×≥交换的观测数据 每小时

∗ 次 !日本气象厅生成的数值天气预报产品 格

点数据 一生成就分发 和台风指导报 一旦收到立

即分发 ∀当然 其他气象资料例如数据收集平台

⁄≤° 及气象卫星产品也都可以通过 × 传输分

发 将视需求而定 ∀

 ΛΡΙΤ数据传输模式和系统结构

× 数据传输标准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

≥ 的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 ≥ 2

≥ 2 把复杂的协议

分解成一系列相对独立而又有内在联系的功能层

采用了 层模型 如图 ∀每一层都利用其下一层

提供的服务实现本层的协议功能 又为上层提供本

层的服务 ∀

在发送端 应用层生成各种应用数据 ∀例如图

像数据 !气象数据和服务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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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的 ≥ ≥ 层模式

  表现层将应用层来的应用数据变成一个或几个

× 文件 每个 × 文件包含一个或更多的头记

录和一个数据区 ∀为了方便管理将全圆盘图分成

个 × 文件 即 线 ≅ 像素的圆盘图

分成 段 每段 个文件 为 行 ≅ 像素

区域图不分段 ∀

会话层进行数据压缩和加密 图像数据一般采

用 °∞ 压缩 ∀

传输层将 × 文件切片形成源包 源包有源

包头 源包应用数据区最长 字节 并伴有 字

节的 ≤ ≤ 差错校验 ∀

网络层惟一作用是产生虚拟信道标识符 ∂ ≤2 ⁄∀

数据链路层将源包复接打包成虚拟信道数据

单元 ∂ ≤⁄ 进行 2≥ 编码 !数据随机化和加上帧

同步标志 最后生成了信道存取数据单元 ≤ ⁄ 长

度为 字节 ∀

物理层完成串行数据流的卷积编码和调制 将

高频 2 串行码上星发射出去 ∀发送端的系统

方框如图 所示 ∀

图  × 发送端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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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接收端数据处理过程与发送端相反 接收

到的高频 2 串行码经解调 !卷积解码后进行

解扰和 2≥解码 ∀将虚拟信道数据单元解包恢复成

数据源包 ∀数据源包经解压 !解密 再拼合成为

× 文件 ∀最后 × 文件拼接成应用数据 ∀用

户接收端系统方框如图 所示 ∀

图  用户接收端系统方框

数据传输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收发两端之间的协

议问题 层模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代空间系统

数据传输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个物理信道如何传

输来自不同的各种各样数据源 例如卫星的不同探

测仪器或卫星不同分系统 又如 × 的卫星图像 !

观测数据 !数值天气预报产品等 的数据 ∀国际空间

数据系统咨询委员会 ≤≤≥⁄≥ 建议的高级在轨系统

≥ 数据传输规范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发

端 多个数据源产生各自的应用数据 应用数据 分

段或不分段 加上头记录生成 × 文件 × 文

件在分片加上主导头切成源包 各种源包再复接打

包成虚拟信道数据单元 ∂ ≤⁄ ∀卫星不同分系统

或不同探测器 不同速率数据源复接综合成为一个

数据单元 从一个物理信道传输而不是独成一套各

自传输 ∀

 ΛΡΙΤ各国传输比较

各卫星运行国对 × 传输在 ≤ ≥ 会议进

行了讨论 !协调 并达成共识 ∀ ≤ ≥ 公布了全球

× 技术规格书≈ 确定了 × 的框架 ∀欧洲

卫星气象组织 ∞ ∞×≥ × 和日本气象厅

也各自制定了符合此框架的更详细的技术规

格≈ 它们和 ≤ ≥全球 × 技术规格书大同

小异 但各有自己一些技术参数 见表 ∀

表 1  各国气象卫星 ΛΡΙΤ传输比较

∞≥ ×≥ × ≥ ƒ ≠2

物理层

频率

∞ ° 1

极化 线极化 垂直于轨道平

面 南北极方向

线极化 水平极化垂直于旋

转轴

与自旋轴平行线极化

因此与 ×≥ × 一致

带宽 能接收

卷积编码 卷积码 速率 卷积码 速率 卷积码 速率

调制 °≤ 2 °≥ °≤ 2 °≥ °≤ 2 °≥

码速率 ≤ 天线

ƒ ≤ 天线

打包后

总码速率

打包后

总码速率

小站 × ≤ ) 天线

1 ƒ ≤ ) 1 天线
天线增关 1 需 1 天线

链路层

纠错 ≥ 间隔 Ι ≥ 间隔 Ι ≥ 间隔 Ι

扰码
扰码多项式

ξ ξ ξ ξ

扰码多项式

ξ ξ ξ ξ

扰码多项式

ξ ξ ξ ξ

帧同步码 ≤ƒƒ≤ ⁄ ≤ƒƒ≤ ⁄ ≤ƒƒ≤ ⁄

网络层 加 ∂ ≤2 ⁄ 加虚拟信道标识符 加虚拟信道标识符 加虚拟信道标识符

传输层
≤ ≤

校验
≤ ≤ 多项式 ξ ξ ξ ≤ ≤多项式 ξ ξ ξ ≤ ≤多项式 ξ ξ ξ

会话层

加密 不加密 图像不加密 其它加密 加密

压缩
°∞ 压缩 多项式待定 只有图

像数据是压缩的 其他不压缩

°∞ 图像压缩 其他不

压缩

# • √ × 无损压缩

# °∞ 有损压缩

# °∞ 无损压缩

#×1 压缩 其中图像是有损

°∞ 压缩 其他待定

实施时间 年 年 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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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可见 ∞≥ ! ×≥ × ! ≥ 卫星传输特

性的参数例如传输频率等相同 但极化方向 !码速

率 !速宽和调制等不一样 因此对接收站的要求也不

完全相同 ∀链路层 纠错 !加扰 !同步 !传输层 ≤ ≤

校验 则完全相同 ∀至于会话层中数据加密则取决

于各国的资料政策 ∞ ∞×≥ × 对图像和气象信

息都加密 日本对图像不加密 对气象信息可能加

密 美国则都不加密 ∀

由于中 !日两国静止气象卫星有 共同覆盖

区域 从卫星应急备份观点 !从国际用户利益角度和

从我国大量接收站的布局和建设的经济方便来看

ƒ ≠2 卫星和日本 ×≥ 卫星采用兼容的 ×

是上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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