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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应急指挥系统平均响应时间过长&抗噪能力差$为解决上述问题&基于北斗卫星研究了一种新的
Ŝ9M

应急指

挥监控系统&针对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进行设计&系统硬件设计了采集模块'处理模块'通讯模块'指挥监控模块共
%

部分&采集

模块使用的采集芯片型号为
9>,$#>4'+"&

&处理模块中加入了
S,H&&#̂ ^

芯片&通讯模块选用型号为
K_H")&&

芯片$在
R

+

H

结构上实现了通信报告功能和指挥服务功能$与传统应急指挥监控系统进行实验对比&结果表明&基于北斗卫星的
Ŝ9M

应急

指挥监控系统较传统系统的平均响应时间缩短了
()JP

&指挥能力强&适用范围广&在噪声干扰状态下也可以稳定地运行%

关键词!北斗卫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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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指挥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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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卫星技术出现于
"#

世纪
*#

年代&该技术一经出现就得

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相应的通信技术'业务内容和产业

规模也不断发展)

&

*

%北斗卫星系统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系统&

根据三球交会测量原理设计&不仅能够完成全球卫星定位

工作&同时可以实现通讯控制工作%北斗卫星系统是一套

十分成熟的卫星系统&它将用户的所有信息汇总到地面中

心站中&利用地面中心站实现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双向通讯&

它的出现使我国数字化建设工作进展得更加顺利)

"

*

%由于

北斗卫星系统在数据传输方面不存在任何困难&所以十分

适合监控车辆&通信能力也要高于
S8H

&使用北斗卫星系

统进行车辆监控&可以直接从中心站调取用户信息&然后

把从中心站得到的命令转达给用户%北斗卫星系统已经全

面覆盖我国大陆地区和海区&就连部分周边地区也覆盖了

北斗卫星系统&覆盖能力高于电信蜂窝网络&是真正意义

的无盲区覆盖&可以针对各类车辆进行大范围监控和

调度)

(

*

%

Ŝ9M

指的是
.1J<LP<5

宽带全球区域网&英文全称为

WL?<QW<1Q

=

D?W<D<LB<1B5[?L2

&该区域网络针对
.1J<LP<5

宽带设置&起着通信作用&具有接入宽带网络'实时视频

通讯等能力&用户在全球的任何一个地点和任何时间&都

可以连接该网络&业务内容包括语音通讯'视频通讯'传

真'短信连接等等%

Ŝ9M

最大的优势就是全球覆盖&用

户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得到最可靠的服务&除此之外&

Ŝ9M

的宽带业务能力也很强&满足当代人在数据通讯方

面的需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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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监控系统设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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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研究的应急指挥系统在通信链路可靠性'通讯数

据传达准确性和资源整合速度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缺陷)

)

*

%

针对上述缺陷&基于北斗七星设计了一种新的
Ŝ9M

应急

指挥监控系统&构建监控中心&根据监控中心开发移动终

端&通过实验验证该监控系统的有效性&本文的研究可以

很好地解决目前车辆监控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

@

!

基于北斗卫星的
MV/Q

应急指挥监控系统硬件

设计

@C@

!

系统总体框架及原理

系统的总体架构包括采集模块'处理模块'通讯模块'

指挥监控模块
%

部分组成%系统的总体框架如图
&

所示%

图
&

!

系统总体框架

采集模块主要负责采集车辆信息&处理模块能够调度

监控的车辆所在的地图&并对得到的地图进行拖拉'缩放

等工作&通讯模块通过线程读取北斗卫星系统中的各项数

据&监控模块连接局域网计算机和外网计算机&所有的监

控结果都展示在彩色监视器上%系统软件结构在
R

+

H

体系

结构的基础上加入了
%

个层次&分别是(支撑层'基础层'

服务层和业务层&从而实现系统的通信报告功能和指挥服

务功能%

@CA

!

采集模块

采集模块主要负责采集车辆信息&在采集模块使用的

采集芯片型号为
9>,$#>4'+"&

%在采集芯片外部加入了

,H8

'

R8E,

'

9

+

,

采样保持器&并外设
]D<PC

&利用调理

电路和电源控制模块的正常运行%采集器可以直接采集移

动终端中的数据&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
8,9

'移动终端等

手持设备连接客户端&每个移动终端都会连接一台
Ŝ9M

设备&由连接的
Ŝ9M

设备接收卫星网络信息&使手持终

端设备可以顺利地和服务器端进行通讯%在服务器端内部

设置监控中心&以设置的监控中心作为指挥调度的主题&

当卫星传输终端接收到移动终端传来的信息后&会自动上

传到监控中心&监控中心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处理&并将处

理结果存储在中央数据库中&显示在运行图上&根据数据

的运行状态实时下发对应的控制命令&确保可以很好地监

控每个运行的终端)

*

*

%

信号会从设备的
87

+

7R

流入到模块内部&主要包括电

流信号和电压信号&利用光耦隔离变换和二阶滤波处理得

到新的数字信号&由
9

+

,

转换电路将滤波的结果传给

,H8

&通过傅里叶变换计算出采集的信号的有效值&将得到

的值存储在外设
]E9>

存储器中%

@CB

!

处理模块设计

在处理模块中加入了由
.15BD

公司生产的型号为

S,H&&#̂ ^

芯片&该芯片属于通信
.R

处理芯片&电源电压

在
%:)

!

):)Y

之间&功率为
(";

%该处理器内部高达
&:+

S>\

的双核
L̀<35

使系统具有高速性能&

9,@KM-S8N

适

用于高级图形&

VK_9S-M,H8

适用于各种应用程序&且

消耗功率很低&处理器内部的摄像高达
&(:)V8

%处理模

块能够调度监控的车辆所在的地图&并对得到的地图进行

拖拉'缩放等工作%当系统打开相应的地图资料后&对地

图资料的图层进行添加&修改对应的属性以及数据&保存

修改的地图&根据修改地图分析监控的车辆运行状态和所

在环境%

处理模块中拥有多个数据集&通过查询模块查询数据

集'矢量数据集'选择集'记录集'地图窗口确定处理方

式&被查询的内容对应关系和结构如图
"

所示%

图
"

!

查询类及其结构

分析图
"

可知&向量数据集'记录集和选择集之间有

着密切的关系&所有的数据集都要以集成记录的方式进行

汇总&被查询的信息在高亮状态下被选中&清晰地展示在

用户面前)

+

*

%通过处理模块进行路径分析&根据分析的网

络数据确定出最短路径%在进行最短路径分析时&要确定

起始点和终止点的数据&分析不同等级道路的最高限速&

由于限速不同&所以最短路径无法代表花费时间最少的路

径&因此在确定最短距离路径时也要标注出行驶时间)

$

*

%

最短距离路径和最短时间路径都以高亮的方式显示&由用

户自己选择需要的路径)

'

*

%

@CD

!

通讯模块设计

通讯模块是应急指挥监控系统的重要模块&通讯模块

中选用美国
79HK

公司研究的
K_H")&&

芯片&该芯片同时

设置了
E87

接口'

NĤ

接口'音频接口&同时设计了

8R.

扩展槽'

9S8

扩展槽和多个芯片组%通讯模块中内

部加入定位报告子系统&由定位报告子系统将本地的报

告策略文件导入&不同类型的报告策略文件指挥不同的

用户车&在指挥过程中配置对应的策略界面%系统的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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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会展示通讯线程&利用通讯线程读取北斗卫星系统中

的各项数据&并且对得到的数据进行局域网授时%当用

户配置报告策略确定下来后&定位报告子系统会上传或

者下发信息&在分发系统的接口中发送和接收所有的

数据%

通讯模块发送的字节数越少&发送过程越简单&效率

越高&为了减少发送的字节数&应急指挥监控系统的软件

程序可以对指挥中心的各项信息进行压缩&在众多压缩算

法中&半字节压缩算法运行过程简单&处理结果强&因此

成为本文的首选压缩算法%利用半字节压缩算法去除整个

字节中的冗余位&将重复的部分和相似的部分压缩出去&

从而使字节数得以减少%

@CE

!

指挥监控模块设计

监控模块同时包括了吸顶式彩色摄像机'红外一体化

彩色摄像机&外置解码器'串口转换器&指挥监控模块连

接局域网计算机和外网计算机&所有的监控结果都展示在

彩色监视器上%

监控模块通过无线自组织网络运行&这样即使带宽条

件有限&也可以精准地实现定位%由于指挥车中的下发数

据含量很大&监控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所有的指挥车下发

数据都要进行增量编码&通过对比存储值&得到下发数据

的差值&除了差值需要进行下发之外&符号也需要进行下

发&在进行数据导航时&要尽可能多地分析各类数据的变

化信息&如果数据量固定不变&这可以减少发送%

系统的整个运行期间&监控模块都会采用定时的方式

监护各个设备的运行状态&并将监控结果反馈给监控分系

统%当被监控的信息出现异常时&由双机热备管理下发切

换命令&出现异常的进程会被列为重点监护对象%一旦进

程监控服务启动失败&系统就会自动出现告警信息&出现

的告警信息会传送给监控分系统%进程监护服务能够同时

接受管控系统和分系统传来的命令&当接收到终止了命令

时&所有的进程都会在短时间内相继被终止&终止结果也

会反馈给下发命令的系统%

A

!

基于北斗卫星的
MV/Q

应急指挥监控系统应用

功能设计

!!

利用
R

+

H

体系结构开发系统软件&使系统能够更好地

继承前期系统的技术优势&从而提高系统的集成能力和兼

容性&满足客户的需求%设计的软件结构在
R

+

H

体系结构

的基础上加入了
%

个层次&分别是(支撑层'基础层'服务

层和业务层&基于北斗卫星的
Ŝ9M

应急指挥监控系统软

件各层次逻辑结构如图
(

所示%

AC@

!

通信报告功能

通信报告功能实现流程如图
%

所示%

指挥系统的串口可以确定车辆所在位置信息&这些信

息在被确定之后&全部保留下来%当指挥车接收到新的上

报信息后&对应的车辆信息也会被更新&所有的用户配置

图
(

!

应急指挥监控系统软件各层次逻辑结构

图
%

!

通信报告功能实现流程

接口都可以上报信息&用户在读取完指挥车的信息后&可

以自行选择上报内容&即确定是部分上报还是全部上报%

用户拥有手动请求的原理&当用户输入请求后&系统会进

行上报或者下发工作%通信报告确定的策略文件必须要由

用户确定后才可以生效&用户有权利进行手动修改&被修

改的结果会自动储存%被上报的策略会跟系统储存在数据

库中的策略进行对比&分析时间数据'高度数据和速度数

据&在比较参数结果后&分析被指挥的车辆是否与报告中

的标准相吻合&利用用户调整确定不同参数的门限值&使

用两点之间的经纬度数据确定移动距离%

ACA

!

指挥服务功能

在基础软件层上运行服务层&使上层软件能够很好地

得到支撑服务&在处理信息这一问题中&服务层是一个十

分重要的环节&服务层可以提取和抽象应用软件的共性部

分&使上层应用软件在设计中得到简化&软件之间的耦合

性得以降低&进而提高软件的扩展能力&增强软件处理结

果的可靠性%服务层同时具备进程监护'业务调度'消息

服务三项功能&进程监护主要是监护每个服务器的运行状

态&判断业务的工作进程&由此来确保服务器运行过程是

安全可靠的%

当服务器开机时&应急软件监控系统就会自动启动进

程监护&这一项目也变成了首要启动项&进程监护服务程

序中拥有进程表&其它进程的启动需要根据进程表的顺序

运行&通常会首先进行业务调度&然后进行双机热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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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监控系统设计
#

$(

!!!

#

接着进行消息推送&再接着进行时间校验&最后完成信息

发送%进程监护的启动和终止序列如图
)

所示%

图
)

!

进程监护的启动和终止序列

B

!

实验研究

BC@

!

实验目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基于北斗卫星的
Ŝ9M

应急指挥

监控系统的实际效果&同时与传统应急指挥监控系统进行

对比&设置了验证实验%

BCA

!

实验参数与实验环境设计

设置实验参数如表
&

%

表
&

!

实验参数

数字 名称 类型 长度 索引

& NPBL.,

数据
315

是

" NPBL1<JB

文本
)#

否

( NPBL53JB

数据
315

否

% NPBLL3

=

C5

文本
)#

否

) NPBL

6

<PP[?LQ

文本
)#

否

设定的实验环境如图
*

所示%

图
*

!

实验环境

BCB

!

实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实验参数和实验环境进行实验&同时选用传

统的
Ŝ9M

应急指挥系统以及本文研究的基于北斗卫星的

Ŝ9M

应急指挥系统进行应急指挥&进行实验测试&得到

的实验结果如下(

(:(:&

!

平均响应时间测试

由图
+

可知&本文系统较传统系统的平均响应时间缩

短了
()JP

&响应时间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传输时间'处

理时间和绘制时间&传输时间指的是
8R

机向下位机发送连

接请求&再反馈给上位机反馈给
8R

机所用的时间$处理时

间是指下位机伺服系统接收到处理请求到处理完成这一过

程花费的时间$绘制时间是指
8R

机将得到的处理数据反馈

到
8R

机端花费的时间&整理实验结果数据&得到表
"

%

图
+

!

平均响应时间测试实验结果

表
"

!

平均响应时间实验结果数据对照表

系统运行内容
传统系统平均

响应时间+
JP

本文系统平均

响应时间+
JP

登录
") "&

参数设置
*"% *#&

发送信息
((" (#$

读取数据
*) *#

信息设置
%&" ('#

显示设备运行状态信息
%#' (+&

显示数据库信息
") &+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对照表可知&基于北斗卫星的

Ŝ9M

应急监控系统花费的平均响应时间始终低于传统系

统的平均响应时间&这主要是由于基于北斗卫星设置的监

控系统
R8N

使用率高&卫星
V-,KV

模块中多个线程都会

启动运行%由此可知&基于北斗卫星的
Ŝ9M

应急监控系

统响应速度快&响应时间短&更适合进行应急指挥工作%

(:(:"

!

噪声干扰下指挥信号波形

由图
$

可知&在噪声干扰下&基于北斗卫星设置的指

挥信号波形图波动更小&稳定性更高%传统的应急指挥监

控系统在受到噪声干扰时&动态响应能力和数据分发能力

大大减少&各个移动终端难以迅速分析到车辆的运行情况%

本文研究的应急指挥监控系统通过与北斗卫星进行配合&

能够有效地过滤掉无用数据&即使受到外界的噪声干扰&

也能够高速有效地进行指挥监控工作%

图
$

!

噪声干扰下指挥信号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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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

#

BCD

!

实验结论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得到如下实验结论(本文甚至的

应急指挥胸膛能够很好地确保硬件结构能够顺利地处理信

息%通过设置外购软件操作整个系统的运行环境&为各项

程序的运行提供良好的环境&即使在受到外界信息感干扰&

系统也能够高速稳定地运行%系统可以顺利完成进程监护'

业务调度'消息服务和校验等支撑服务&并且可以在短时

间内完成响应工作%

D

!

总结与展望

针对目前车辆信息管理存在的需求&利用北斗卫星设

置了
Ŝ9M

应急监控系统&软件选择
R

+

H

作为架构&通过

9H8:MK7

服务器网页开发工具完成设计%设计的系统能够

利用北斗卫星精准地完成定位工作&并将得到的结果反馈

给监控指挥中心&针对监控指挥中心提出的命令进行信息

处理'数据管理等工作%该系统不仅具备定位跟踪'运输

指挥功能&同时可以进行数据通讯'信息传输和安全监控&

集成度高&实时性强&保密性好&且北斗卫星系统遍布全

国&所以设计的应急指挥监控系统适用范围极广%

由于研究时间和研究技术有限&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加

强指挥系统安全保密工作的分析&使系统整体运行都能处

于一个安全的环境&同时也要尽可能多地丰富系统的业务

功能&提高系统运行的灵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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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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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测量结果及误差分析

实际体积+
0J

( 测量体积+
0J

( 误差+
f

(#(&!'' (#%"!'& #!(*

(*&#!## ()'(!#& #!%+

%)&"!)# %(#(!"$ %!*

%'*(!+) %++$!&* (!+

)%&)!## )&+)!#" %!%

)$**!)# )+'&!"& &!(

E

!

结论

本文基于
YH"#&+e-

6

B10O(:%:&

环境和两个分辨率为

&"$#

:

+"#

的
RR,

相机提出一个基于双目视差图的不规则

堆料体积测量系统&实验证明本文提出的堆料体积测量方

案可以较为准确地计算出不规则堆料的体积&并保证误差

低于
)f

%本文采用双目视觉立体匹配获得视差图&对视差

图进行处理&测量出堆料的体积&算法实现简单%本方案

实现非接触式测量&无需增加其他的硬件设施操作简单&

经济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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