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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气象站点犐犘犛犜犃犚综合通信解决方案

姚作新　马旭斌
新疆气象局，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０２

提　要：全国分布于偏远地区的气象站点，虽然数量不多，但这些气象站点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在全国气象监测与预报服务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这些气象站点地处偏远区域，一般常规通信综合解决方案不适合偏远气象站点的实际需求，需要探

索具有经济性、稳定性、实用性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文章从偏远气象站点通信需求分析入手，全面地介绍了偏远气象站点

ＩＰＳＴＡＲ综合通信系统解决方案的实现方式和优缺点，以及在新疆气象局部分站点的实际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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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新疆气象局９５％的气象站点使用的是

ＤＤＮ或ＳＤＨ数字通信专线，但在大西沟、北塔山、

吐尔尕特等偏远地区，电信运营商不具备提供ＤＤＮ

或ＳＤＨ数字线路服务能力
［１］。虽然中国气象局在

２００５年为大西沟、吐尔尕特等几个气象站点配备了

ＰＥＳ卫星数据传输系统后，大西沟等站点能将监测

数据直接传输到国家气象信息中心，但 ＮＯＴＥＳ办

公系统、互联网业务等气象站点十分需要的通信业

务，却始终无法开通［２］。

为了解决大西沟等偏远气象台站的建设问题，

积极采取措施改善偏远气象站点的基础条件，努力

为偏远气象站点的一线工作人员提供一个良好的工

作和生活条件，其中通信条件作为最基本的工作、生

活条件之一，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

为此，新疆气象局业务处在摸清偏远气象站点

整体通信需求的基础上，积极与国内电信运营商联

系，探索适合新疆偏远气象站点实际需求的性价比

较高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

１　偏远气象站点的通信需求

１．１　气象监测数据传输需求

目前，在新疆偏远气象站点开展的基本业务主

要有地面测报业务、探空业务、航空气象报等，自动

站等各类监测数据和报文需要向新疆气象信息中心

实时传输，需要通信线路具备２４小时稳定传输数据

的能力。

１．２　办公信息传输需求

中国气象局ＮＯＴＥＳ办公系统，已经在全国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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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气象站点开通，目前各级气象部门内部信

息几乎全部通过 ＮＯＴＥＳ系统进行交换，ＮＯＴＥＳ

系统的稳定运行至少需要９．６Ｋ以上的通信线路。

１．３　语音电话需求

在偏远气象站点工作的业务人员，经常需要与

上级管理部门和家人进行电话联系，尤其在气象灾

害等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需要随时与上级管理部

门或家人保持联系，这时语音电话（尤其是接入电信

运营商固定电话网络的语音电话）对于偏远气象站

点而言，就十分必要。

１．４　互联网业务需求

互联网络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工作

之中，现在３５岁以下年轻人的生活几乎已经离不开

互联网络，而在偏远气象站点工作的人员中大多数

是３５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偏远气象站点仍然不能

开通互联网业务，对于偏远气象站点人才队伍的稳

定将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偏远气象站点的工作人

员需要通过互联网络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如

今，缺少互联网的工作和生活，如同缺少了色彩的图

画。

２　综合通信方案的选择思路

２．１　偏远气象站综合通信方案的基本要求

对于偏远气象站点而言，上面陈述的气象监测

数据传输需求、办公信息传输需求、语音电话需求、

互联网业务需求等，都是些具体的需求。偏远气象

站点对综合通信解决方案还有更加苛刻的要求。

由于偏远气象站点地处艰苦、边远的无人区或

人烟稀少地区，偏远气象站点自行维护通信系统的

技术能力相对较弱，外界提供技术支持和设备更换

的响应时间成本、维护资金成本都相对较高，通信系

统一旦故障对基本业务的影响也较大。因此，偏远

气象站点需要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不但能提供一

个稳定、可靠的通信系统，能够实现实时气象监测数

据、办公信息、语音电话、互联网信息等信息传输，集

实时业务、办公信息、生活娱乐于一体的综合信息系

统，并且还应当具备较高的“性价比”和经济性。

２．２　偏远气象站通信基础条件

由于偏远气象站点地处艰苦、边远的无人区或

人烟稀少地区，任何一家电信运营商若将ＳＤＨ 数

字电路、ＧＰＲＳ通信等常规通信线路在偏远气象站

点开通，将面临许多问题。首先是前期基础设施投

入成本相对较高，其次是后期运维成本高。由于偏

远气象站点能够成为电信运营商用户的客户数量有

限，偏远气象站点能够开通的业务有限，对电信运营

商而言经济效益极差。因此，国内电信运营商在大

西沟等偏远气象站点都不开通常规通信业务，仅在

偏远地区开通卫星通信业务，而且电信运营商提供

的卫星通信业务比较单一（基本以语音业务为主，数

据业务少且费用高），如果偏远气象站点开通卫星通

信业务，还需承担较高的卫星通信成本。如果偏远

气象站点完全依靠卫星通信方式解决实时业务、办

公、生活、娱乐等信息传输，费用将是非偏远气象站

点费用的１０倍以上（同等业务量条件下计算）。

２．３　偏远气象站综合通信方案的选择

概言之，偏远气象站点综合通信方案选择必须

面对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有没有”的问题，即有没有

合适的通信基础条件可选？二是“是否用得起”的问

题，也就是说即便有可选择的通信条件，其连带的通

信费用是否能够承担？

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偏远气象站点，也是偏

远气象站点一直没能解决综合通信问题的关键。新

疆气象局业务管理部门在与国内几大电信运营公司

长期沟通的基础上，发现了中国卫通公司新疆办事

处提供的ＩＰＳＴＡＲ卫星通信系统，在接入灵活性、

性价比等方面具有优势。同时，新疆气象局通信网

络技术人员对偏远气象站点的实时业务系统、办公

信息系统等进行了改进，确保偏远气象站点的实时

业务系统、办公信息系统能与ＩＰＳＴＡＲ系统能够很

好的兼容。因此，新疆气象局决定在大西沟等偏远

气象站点建设基于ＩＰＳＴＡＲ的综合通信系统。

３　ＩＰＳＴＡＲ卫星通信系统简介

３．１　犐犘犛犜犃犚系统概述

ＩＰＳＴＡＲ系统是一个完全基于ＩＰ技术的宽带

卫星通信广播系统，由ＩＰＳＴＡＲ１卫星、业务关口站

和小口径天线地面终端站组成，拓扑结构为星型（见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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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ＩＰＳＴＡＲ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ＰＳＴＡＲｓｙｓｔｅｍ

　　关口站工作于Ｋａ频段，端站工作于Ｋｕ频段，

即关口站到终端的前向链路为 Ｋａ上行、Ｋｕ下行；

终端到关口站的返向链路为Ｋｕ上行、Ｋａ下行。由

ＩＰＳＴＡＲ１卫星完成 ＫａＫｕ频段的交链。端站与

地面宽带网络以及相互之间的业务连接和交换由关

口站完成。

３．２　犐犘犛犜犃犚系统承担的主要业务

ＩＰＳＴＡＲ系统建设的目的是要打造一个“天地

一体的综合业务信息平台”，目前基于ＩＰＳＴＡＲ系

统开展的主要业务有：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宽带接入服务、

普通电话／传真业务、政府／企业专网服务、应急通

信、远程信息化服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视频会

议／视频监控）、专线电路（远程电路的备份、移动集

站的中继）等。

３．３　犐犘犛犜犃犚系统费用

中国卫通公司新疆办事处提供的ＩＰＳＴＡＲ系

统费用分为“建设费”和“月使用费”两部分。

表１是选用在新疆气象站点使用较为普遍的

６４ＫＤＤＮ 数据专线的建设费、月使用费，与ＩＰ

ＳＴＡＲ综合通信系统费用作的对比。

表１　犐犘犛犜犃犚费用与６４犓犇犇犖费用对照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犮狅狊狋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犐犘犛犜犃犚犪狀犱６４犓犇犇犖

ＩＰＳＴＡＲ ６４ＫＤＤＮ

建设费 通信设备费 ４３０００元／套 ４０００元／套

安装调试费 ３０００元／套 ３００元／套

月使用费 数据线路费 １５００元／月 ２０００元／月

两部电话费 ８００元／月 ５０元／月

互联网费用
（已含在数据

线路费内）
１００元／月

（需另开通线路）

３．４　犐犘犛犜犃犚系统的优缺点

优点：基本没有接入条件限制，只要是卫星信号

覆盖的地方就可利用一套卫星设备，同时实现数据

传输、卫星电话、互联网接入等综合通信业务，无需

分别布设用于数据传输、电话、互联网接入的多条线

路，集约化程度较高。

缺点：从表１中可以看出，ＩＰＳＴＡＲ方案的建设

费明显高于６４ＫＤＤＮ线路，但在月使用费方面与

６４ＫＤＤＮ线路标准资费几乎相当。

４　偏远气象站点ＩＰＳＴＡＲ综合通信

解决方案

４．１　犐犘犛犜犃犚互联网链路

图２仅仅表述的是新疆偏远气象站点气象监测

数据的传输链路，该链路只涉及了ＩＰＳＴＡＲ系统提

供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图２　ＩＰＳＴＡＲ互连网路由

Ｆｉｇ．２　ＩＰＳＴＡ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ｏｕｔｉｎｇ

　　偏远气象站点ＩＰＳＴＡＲ卫星小站可为气象站

提供下行１Ｍｂｐｓ／上行２５６Ｋｂｐｓ的互联网带宽链

路，大西沟等偏远气象站通过ＩＰＳＴＡＲ互联网带宽

链路，实现了局域网用户互联网接入，偏远气象站点

职工也能使用ＱＱ聊天系统、互联网视频、网络股票

交易等互联网业务。

４．２　基于犐犘犛犜犃犚的犞犘犖数据链路

虚拟链路ＶＰＮ解释。ＶＰＮ是这样一种网络连

接方式：（１）它可以以一种相对安全的模式连接两个

（或更多）具备互联网出口的相对独立的网络；（２）它

允许以上的两个（或更多）网络可以在完全不了解外

网情况的前提下，建立一条相互通信的专用通道；

（３）在用户端看来，两个网络中的计算机可以像访问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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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网一样，访问对方网络中的资源；（４）Ｗｉｎｄｏｗｓ

自带的ＰＰＰＯＥ拨号进行 ＶＰＮ连接起来的网络属

于同一个域，因此，此类联网对于网络风暴以及病毒

等不具有抵抗性。所以，拨入计算机一定要做好病

毒防护工作（对大西沟站来说即：ＰＣ１＼ＰＣ２）；（５）

ＶＰＮ连接方式对外网的情况较为依赖，互联网应用

较多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现 ＶＰＮ线路数据传输质

量降低。

　　在偏远气象站点开通ＩＰＳＴＡＲ卫星互联网带

宽链路的基础上，偏远气象站可利用气象站本地数

据通信服务器（ＧＷ）与新疆气象信息中心互联网接

入服务器（ＧＫ）实现ＶＰＮ的功能。

借助ＩＰＳＴＡＲ卫星 ＶＰＮ链路，大西沟等偏远

气象站点就可以将气象监测数据实时传输至新疆气

象信息中心，数据传输路由如下：偏远站点气象监测

数据偏远气象站点卫星设备通信卫星卫通集

团上海关口站互联网新疆气象信息中心（详见

图２）。

大西沟等偏远气象站点通过ＩＰＳＴＡＲ 卫星

ＶＰＮ链路，同时实现了气象数据传输、ＮＯＴＥＳ办

公信息传输。

４．３　犐犘犛犜犃犚语音电话

ＩＰＳＴＡＲ语音电话的传输路由如下：偏远站点

电话偏远气象站点卫星设备通信卫星卫通集

团上海关口站全国电话网单位电话或居民电

话，语音电话的物理链路实现方式详见图３。

图３　偏远气象站点ＩＰＳＴＡＲ综合通信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ＩＰＳＴＡ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ｒｅｍｏｔ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５　新疆偏远气象站点ＩＰＳＴＡＲ系统

应用情况

　　２００７年至今新疆气象局先后在大西沟气象站、

北塔山气象站、吐尔尕特气象站、阿克达拉区域大气

本底站建设了四套ＩＰＳＴＡＲ卫星系统，目前基于此

系统开展了自动气象站实时数据传输、航空报报文

传输、ＮＯＴＥＳ办公系统、卫星语音电话、互联网接

入业务等。

该系统开通后，ＶＰＮ链路的开通使偏远气象站

点有了价廉、稳定的宽带数据线路，卫星电话极大地

方便了气象站人员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让偏远气

象站点实现了互联网接入，让偏远气象站工作人员

能够保持与外部世界的信息交流，极大地方便了工

作和生活。实践表明该套系统非常受偏远气象站点

工作人员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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