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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斗三号系统已于
"#&$

年
&"

月完成建设&并开始提供全球服务&北斗短报文应用也即将覆盖全球$由于一些特殊环

境并没有北斗系统专用的接收机&配备接收机也很不方便&为了使通信联络正常&基于北斗一号用户机数据接口
"b&

协议&以

J6M8"

系列单片机为数据处理单元&重点从系统硬件'软件两部分入手&对北斗短报文与固定电话语音通讯服务系统进行了研

究与设计$该系统利用北斗电话网关实现北斗短报文与固话座机或移动电话的互联互通&解决了在没有接收机的特殊环境或者不

使用接收机的情况下&无法进行正常通信联络问题&以及基于北斗短报文通信的安全性'可靠性'局限性问题&同时扩展了北斗

短报文的通信应用范围%

关键词!北斗短报文$通讯服务系统$固定电话$北斗用户终端$电话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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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
"&

世纪初建立北斗试验系统&是继美国'俄罗斯

两大国之后&拥有独立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8

,

%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可用来定位地面目标&全范围覆盖并提供相关数

据+

'

,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可以为我国乃至全球其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

高精度'导航和授时服务+

(%

,

&还可以进行其他卫星导航系

统不具备的短报文服务+

$

,

%

北斗系统的短报文功能&使用方便'成本低'覆盖范

围广&具有
:7J

!

C

O<U;O

5

<N242<020

C

N

S

N4AR

&

:7J

"所不具

有的通信功能&既能通信又能定位+

*&#

,

&它的信息传输不受

天气影响&可以
"'

小时工作&种种优点促使了国内相关高

校和科研机构深入发掘和研制%北斗系统的短报文功能在

国防领域有很强的应用价值&采用北斗短报文通信&可以

有效传递信息+

&&

,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备短报文通信功能&

实现无地域限制的两地通信&极大方便了用户%在移动通

信基站受灾或受敌破坏&电力中断&通讯受限的情况下可

以使用具有短报文通信功能的北斗终端进行短消息通信%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这一功能广泛应用于应急救援'野外

活动'海上作业等场合&如
"##$

年汶川地震时&灾区受灾

严重&地面通信基站'电力系统等遭到严重破坏&传统通

信方式受到限制&第一批进入灾区的救援部队就利用北斗

短报文突破了通信盲点&与外界取得了联系&报告了灾区

的受灾情况&方便指挥部下达救援指令&进一步部署救灾

工作%此外&在大洋'沙漠'森林等没有通信网络的地方&

利用具备北斗短报文功能的终端即可定位自己的位置且向

外界发布文字信息&提供了 )无人区*工作的安全保障%

短报文通信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现有的北斗

用户终端体积较大&每人手持一部北斗用户终端进行通信

并不便捷&其次北斗短报文通信相对封闭&不能与智能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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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终端或者固话座机进行有效连接&导致使用范围受限&

人机交互不方便&此外&在公安'部队等对保密性'可靠

性'真实性'权威性要求很严的应用场景下&或在信号屏

蔽或者恶劣环境下&通信也会受到阻碍或干扰%因此&有

必要设计一种用于解决基于北斗短报文通信安全性'可靠

性'局限性问题的北斗短报文与固定电话通讯服务系统%

综上&本文设计了一款北斗短报文与固定电话语音通

讯服务系统&利用北斗电话网关实现北斗用户终端与固话

座机或移动电话的互联互通&解决了现有北斗用户终端相

对封闭&导致使用范围受限的问题&例如高原'沙漠'森

林和海洋等特殊区域与外界通信困难&扩展了北斗短报文

的通信应用范围&提高了特殊区域通信效率&实现了信息

的高效传输&为特殊区域各项任务的顺利执行提供了通信

及导航保障&对通导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提高

了北斗短报文的通信应用安全%

@

!

通讯服务系统总体设计

系统采用北斗一号用户机数据接口
"b&

协议&以

J6M8"

系列单片机为数据处理单元&实现北斗短报文与固

定电话座机的双向通信功能&并提高用户使用体验%基于

北斗短报文功能的固定电话语音通讯服务系统&只需一方

具有正常电话网或移动通信基站信号即可实现短报文通信%

北斗电话网关是系统的核心单元&利用北斗短报文经北斗

电话网关息提取传输内容并转换成语音&可将语音信息播

报至目标固定电话座机或移动电话&实现串口字符信息的

语音播报&此外&固定电话座机或移动电话拨打北斗网关&

将语音信息转换成文本信息&并发送到北斗用户终端%图
&

为系统基本图%

图
&

!

系统基本功能图

A

!

系统硬件设计

AH@

!

系统电路设计

北斗短报文通讯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需要 )开

关*&北斗电话网关模块起到重要节点的开关作用和各模块

连接作用&将北斗用户终端'上位机软件'

:7̀ J

!

:A0AL;O

7;/1A4 ;̀Q2<JALP2/A

&

:7̀ J

"模块'和通过固定电话网连

接的固定电话座机等连接到一起%根据系统功能需求&选

用
J6M8"

微控制器为数据处理单元&实现系统的转发功

能%上位机可以直接发送指令控制整个电话网关的操作流

程&从而在屏幕上显示出各种信号变化&如北斗短报文信

息&其中包括接收时间'发送方北斗用户终端'目标话机

号码'传输内容'原始报文格式存储&提取码&提取时间

等%上位机完成下位机历史信息及提取码的存储&同时可

手动进行下位机语音拨号&能够进行系统设置及系统实时

状态显示等%选用
:7̀ J

模块将传感器模拟量数据采集转

换成数字量传输到后台软件&可对前端串口数据与模拟量

数据分析和监控%微控制器的外部包含(

J-M$##F

四频

:JM

-

:7̀ J

模块进行手机短信收发
:7̀ J

电路的设计%为

了使系统稳定而高效传输&设计所选北斗电话网关的
_J]

接口&为北斗用户终端连接北斗电话网关的
J̀"8"

接口'

固定电话网连接所述
D̀&&

接口'

:7̀ J

模块连接所述北斗

电话网关的
J̀"8"

接口%图
"

为系统结构图(

图
"

!

系统结构图

AHA

!

通讯网关电路设计

北斗电话通讯网关设计包含数据处理单元'存储单元'

语音处理单元'语音识别单元'电源转换单元'数据收发单

元%为满足系统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要求&选用

J6M8"

微控制器为数据处理单元&根据系统功能需求&实现

系统的 转 发 功 能&选 用 专 有 低 压 差 发 射 机 输 出 级 的

M9H8"8"

芯片实现
J̀"8"

串口的
66?

电源转换功能&在用

户模块
J̀"8"

收发器电路的设计中&

M9H8"8"

芯片可实现

J̀"8"

串口的
66?

电平转换功能&同时&在
V6"8"

控制芯

片进行上位机
_J]

接口电路的转换%在语音识别-处理
-F

电

路的设计中&选用非特定人的语音识别芯片
?+88"#

芯片进

行语音识别&单片机通过读写寄存器把识别词传给
?+88"#

&

开始语音识别工作%选用双音频编解码芯片
M6$$$#

对输入

双音频信号进行解码%在电源相关电路的设计中&选用

?M"(*)

芯片稳压&选用
9MJ&&&%

芯片进行后置稳压后以降

低稳压器和电路超载造成的压力&同时将
V6"8"

与
?M"(*)

芯片稳压用
F7F-

接口进行连接%此外电路中的
+]*

'

JM9

天线'

["(̂ )

和晶振等分别与各主要模块进行连接&构成整

个通讯网关电路%通讯网关硬件设计如图
8

所示%

J

!

系统软件设计

JH@

!

语音通讯系统上行流程

北斗短报文与固定电话通讯服务的实现步骤&是以北

斗用户终端或者移动电话用户为起始点发送北斗短报文信

息&移动电话用户信号盲区的通信通常采用卫星电话或是

无线电台+

&"&'

,

&而北斗用户也是如此&之后由北斗电话网

关从北斗短报文信息提取传输内容并转换成语音&将语音

信息播报至目标座机&具体实现流程如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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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

通讯网关硬件设计示意图

图
'

!

北斗短报文转换成固定电话语音流程图

北斗电话网关接收北斗用户终端的北斗短报文信息&若

接收不成功则重新接收&若接收成功则将接收的北斗短报文

信息存储到北斗电话网关存储单元中&语音识别单元将北斗

短报文信息中的传输内容转换成语音信息%北斗电话网关判

断北斗短报文信息的发送目标是否为固定电话网&若是&则

利用语音处理单元对固定电话网中的目标话机拨号&若在预

设拨号次数范围内拨号成功&则播放提示语音&若否&则进

入由
:7̀ J

模块发送短消息至移动终端&获取用户终端输入

的终端提取码&北斗电话网关数据处理单元将获取的终端提

取码与上位机数据库中的预存提取码进行比对&在预设输入

次数范围内&判断终端提取码与预存提取码进行是否相同&

若是&则从北斗短报文信息中提取传输内容&并将传输内容

利用语音处理单元播放&若否&则退出程序%最后&返回提

取成功信息至发送方北斗用户终端%

JHA

!

语音通讯系统下行流程

固话座机拨打北斗网关&将语音信息转换成文本信息&

并发送到北斗用户终端或移动电话的通信&具体实现流程

如图
(

%

图
(

!

固定电话语音转换成北斗用户信息流程图

北斗电话网关接收固话用户端发送过来的语音信息&

北斗电话网关的语音识别单元将获取到的语音信息转换成

文本信息&并按照北斗短报文通信协议&利用数据处理单

元将文本信息转换成北斗短报文信息&由北斗电话网关数

据收发单元向北斗用户终端发送北斗短报文信息&或利用

北斗电话网关的
:7̀ J

模块将文本信息发送到移动电话端%

JHJ

!

语音通话服务系统相关技术及机制

8b8b&

!

网关处理与转换技术

北斗短报文可以与其它通信终端互通&可以处理回执

收到的信息&按照先进后出的原则存储与处理信息&包括

时间'地址和内容&对信息进行转换%北斗短报文网关的

数据转换方式是由北斗短报文的特点决定的&北斗短报文

与固定电话语音之间的转换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种是在

收到信息数据后&对信息进行解析&不直接拆分&而是直

接将数据封装处理&转换为语音的相应格式$另一种是收

到信息数据后&对信息进行解析&并且拆分成有效数据和

无效数据&将有效数据整合成固定电话语音的格式进行传

输&达到了转换的目的%相比之下&第一种更加快捷有效&

不足之处是会占有一定存储空间&当发送数据较大时&造

成了一定空间的浪费&第二种方式较为节省空间&但是需

要解析再封装的步骤&这种转换可以提高转换的效率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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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

&(&)

,

%

8b8b"

!

提取码

提取码是获取资源时与收发双方协定好的指定编码&

是接收方收到数据资源时所使用的密码&一般数据不是对

所有用户公开的&所以只有接收数据的用户才可以使用正

确的提取码提取数据%提取码是为了保证了系统安全和通

讯信息安全%提取码通常是一串数字&用户必须有正确的

提取码才能完成数据接收和显示%而北斗短报文的发送端

以一定方式将数据提取码提前告知接收方&通过提取码获

取数据信息&达到准确'便捷通讯的目的%

8b8b8

!

历史信息查询机制

历史信息查询机制&是经过人工输入&对系统的操作

进行信息搜索&根据输入内容或输入的时间节点进行查询&

也可对系统范围内关键词所联想的内容进行查询的一种机

制%本机制可根据输入的内容自动执行搜索&搜索结果随

着输入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历史信息查询机制方便使用人

员对历史记录回看&自动记录通讯内容等%系统缓存永久

保存搜索历史数据&由于长时间存储数据&对于人为因素

造成的数据遗失&可及时找回并查看%该机制保证了需要

使用历史数据的时候可随时查看&可通过软件程序灵活设

计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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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状态显示机制

系统的实时显示状态有两种&包括系统硬件状态和内

部存储'处理'转换信息过程的进度%在系统中实时显示

硬件状态的工具&称为 )

,J+

监测工具*&

,J+

全称为
,0

J/LAA0+2N

5

O;

S

&显示器调出的菜单也是
,J+

的一种&

,J+

监测能够读取硬件状态信息&并且能够在显示器页面中或

系统全局中显示出来%可通过此显示功能&及时可了解整

个系统状态&及时发现故障%系统内部存储'处理'转换

信息的进度状态&包括相关参数的测量与显示&例如本设

计中&显示器中可以清晰明了的观察通讯流程&也可以显

示信息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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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验证

通过实验验证&北斗电话网关数据收发单元可发送北斗

短报文信息&将接收到的北斗短报文信息存储到北斗电话网

关的存储单元中&语音识别单元成功把北斗短报文信息中的

传输内容转换成语音信息%串口与用户模块控制设备发送信

息&包括串口波特率'数据位'起始位'停止位&将串口传

输数据设置为
#%8&)(')""#&

)

你好9 并将接收到的串口信息

存入数据库&按接收时间'发送方'目的电话号码'传输内

容'原始报文格式存储&提取码&提取时间依次保存%北斗

电话网关数据处理单元判断北斗短报文信息的发送目标为固

定电话网后&利用语音处理单元对固定电话网中的目标话机

拨号&结果拨号成功&播放了提示语音%成功获取用户终端

输入的终端提取码后&在北斗短报文信息中提取了传输内

容&利用语音处理单元完成播放%北斗电话网关的语音识别

单元将获取到的语音信息转换成文本信息&并按照北斗短报

文通信协议&利用数据处理单元将文本信息转换成北斗短报

文信息&然后由北斗电话网关数据收发单元向北斗用户终端

成功发送了北斗短报文信息%

M

!

结束语

针对在信号屏蔽或恶劣环境下&通信会受到阻碍或干

扰的问题&基于北斗短报文通信技术&设计了一款北斗短

报文与固定电话语音通讯服务系统&只需一方具有正常电

话网或移动通信基站信号即可实现短报文通信%该系统利

用北斗电话网关实现北斗短报文与固话座机或移动电话的

互联互通&本设计解决了现有北斗用户终端相对封闭&导

致使用范围受限的问题&从而扩展了北斗短报文的通信应

用范围%北斗短报文与固定电话语音通讯方法抗干扰能力

较强&并且保密性和可靠性高&适用于对保密性和可靠性

要求高的特殊场合&提高了北斗短报文的通信应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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