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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在天基多域信息系统中&各类电子设备不断增加和推陈出新&进而使得天基多域信息系统中数据量更大'数据类

型更多'数据复杂性更高的特点&对数据分发服务 !

11M

"技术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应用在天基多域信息系统网关上的基于国

产操作系统的数据分发服务实现技术$基于
=È RQ=Z=%#""

平台&完成对国产化自主可控嵌入式操作系统风云翼辉 !

*3ZW2M

"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移植适配&同时联合
.dHEQ7F

'

H86TÈ F

平台&搭建起一套基于
11M

技术的天基多域信息分发系统$之后针

对天地网络一体化通信的背景需求&分别对该系统的联通性'可靠性'在线感知能力'通信时延等多方面能力进行实验测试$实

验结果表明&可以有效实现天基多域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实现数据在不同用户间的发布和订阅%

关键词!数据分发服务$风云翼辉$多网融合$综合网关$天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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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期以来&各类国防系统均采用截然不同的通信网络&

如
Z*B

总线&

?M+""

总线等(

%

)

%而随着航天领域新概念新

技术的不断运用和作战理念的不断更新&未来基于网络信

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跨域作战将成为我国国防体系建设的

必然要求&这也对我国海'陆'空'天各型设备的互联互

通互操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天基平台可以综合利用星间'星地数据链路传输信道&

将从太空到空中'海面'陆地的察打一体能力实现无缝一

体化'全覆盖%星上传感器处理生成的情报数据可以经由

天基平台直接进行跨域传输&地面指令信息也可通过天基

平台进行直接回传&进而实现全域联合作战的指挥控制'

情报侦查与武器协同(

"

)

%

综上所述&面对未来作战空间急剧膨胀'战场决策因

素爆发式增长&天基平台以其空间位置优势&可以将卫星'

地面指控中心与武器平台更好'更快捷地联合起来(

$

)

%在

和平时期&天基信息系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综合利用各类

侦查卫星形成情报信息&针对高威胁的战略目标进行全天

候监控&并利用信息分发系统将信息及时回传至地面&为

地面指控平台的决策提供依据(

+

)

%在战争时期&天基多域

信息分发系统可以实现海陆空天等多兵种数据的跨域传输%

利用天基多域信息分发系统&情报侦查信息可以快速回传

至地面指控中心%而指控命令也可经由本系统快速传输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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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平台&引导武器系统精确打击敌方目标%

但由于各自采用的通信协议和硬件平台不尽相同&目

前各军兵种武器平台'指控中心与天基平台无法做到互联

互通(

(0

)

%因此&如何打通各平台间的通信壁垒将成为实现

天基跨域数据传输的重大难题%随着我国构建覆盖陆海空

天的天地一体化异构组网架构&数据分发将跨多个作战域'

多个网络形态'多种传输体制以及不同
iEM

!

_

GDO8:

U

EP

FRQX85R

&服务质量"用户需求(

&

)

%而
11M

!

TD:DT8F:Q8\G:8E6

FRQX85R

&数据分发服务"技术以其数据为中心的发布+订阅

模型特点&具备在跨域联合多样化'异构网络架构环境下

实现动态路由规划与重规划&自适应节点快速运动与时变

链路状态的能力(

'

)

%因而讨论
11M

技术应用在天基多域信

息分发系统网关上并基于国产操作系统进行移植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

!

DD2

技术

11M

!

TD:DT8F:Q8\G:8E6FRQX85R

&数据分发服务"分布

式数据分发服务中间件协议&作为新一代分布式网络标准

协议&由美国海军主导&

"##(

年由国际标准化组织
2IC

制定发布%它具备跨平台'多态网络'互操作性强和低时

延等功能%

11M

中间件是以数据为中心的发布+订阅模型和数据分

发服务规范&可通过即插即用组件的方式完成相互间的通

讯&不需要程序员手工编写点到点的连接代码%

11M

还允许系统操作者在系统运行时根据系统运行状

态重新配置参数%此外&

11M

还提供了大量的开发工具&

可以方便用户记录'分析'测试各种数据&包括这些数据

在网络中的分发状况'各个数据的
iEM

策略的一致性%

11M

还可在现有通信网络上方便灵活地增加'减少通信

节点(

)%#

)

%

11M

的发布+订阅模型提供了一个以
iEM

控制的虚拟

共享的全局数据空间(

%%

)

&其结构如图
%

所示%在该全局数

据空间当中&用户能够以数据发布者的身份发布数据&或

用数据订阅者的身份订阅数据%

11M

允许节点在发布信息

的同时实时地接收其所订阅的信息(

%"

)

%

图
%

!

11M

全局数据空间

11M

规范的核心是
1Z=M

层 !以数据为中心的发布订

阅层"

(

%$

)

%

1Z=M

层为节点发布和订阅信息提供了基础架

构%

1Z=M

各实体包括域 !

1EJD86

"'域参与者 !

1EJD86

=DQ:858

;

D6:

"'数据写者 !

1D:D HQ8:RQ

"'数据读者 !

1D:D

?RDTRQ

"'订阅者 !

MG\F5Q8\RQ

"'发布者 !

=G\O8FNRQ

"%图
"

显示了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其中&数据按照发送端的数

据写者 !

1D:DHQ8:RQ

"'发布者 !

=G\O8FNRQ

"以及订阅端的

订阅者 !

MG\F5Q8\RQ

"'数据读者 !

1D:D?RDTRQ

"的顺序进

行传输(

%+

)

%

图
"

!

1Z=M

模型结构

11M

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实体&

11M

中&任意两

个实体之间的通信都必须通过同一个域来进行交互%另外&

在
11M

中&所有的数据都带有一个主题&主题用以区分各

种不同类型的数据&是实现发布者和订阅者之间数据传输

的基本参数(

%(

)

%主题也可称之为数据&全部的这些数据共

同组成了
11M

的全局数据空间%在全局数据空间中&分布

式节点使用简单的读写操作即可实现对这些主题数据的访

问%

11M

的全局数据空间是一个逻辑的概念&并不是存在

于某一个特定的中心节点中%事实上&由于
11M

常应用在

分布式系统中&因此&其全局数据空间往往分散在各个分

布式节点之中%

此外&

11M

规范还定义了
"$

个
iEM

&用户可以通过配

置不同的
iEF

&能够在不写一行代码的前提下实现对数据分

发过程的控制&极大地减小了用户的工作量(

%0

)

%如
?RW

FEGQ5R[8J8:F

策略描述了本地有多大存储空间可用于
11M

配置%

<8JR,DFRT̂8O:RQ

策略则描述了一种基于时间的数据

过滤机制%

A

!

天基多域信息系统网关平台与操作系统

A@?

!

天基多域信息系统网关平台

对于以天地网络一体化为背景的新一代天基多域信息

系统来说&它要求以数据为中心&可以实现有效的数据自

动交换%这意味着任何类型的设备必须能够无缝'可靠地

连接到通信网络&随后根据需要读取和写入数据&然后断

开连接(

%&

)

%

新一代天基信息系统以数据为中心&这意味着同一个

网络上的设备能够彼此通信&无需通过中心信息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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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天基信息系统的数据分发技术研究
#

""(

!!

#

而将
11M

技术应用于天基多域信息系统综合网关上可以解

决这一难题%

综合网关是天基多域信息系统的核心设备之一%通过

天基多域信息系统的综合网关平台&将不同的网络连通起

来&它通过信息转化和信息传输&可以解决广域范围内指

挥所'作战平台和天基平台之间不同格式的数据转化'融

合处理与路由分发等难题%由此可见&综合网关需要具备

高功能集成'自主数据交换和信息融合高效的能力&满足

天地网络一体化背景下跨平台信息传输与分发的需求%

基于
11M

技术的综合网关平台可以简化网络中链路接

入和节点发现机制&进而使得设备接入与握手通信协议具

备简介'高效的特点和自主发现与交换能力(

%'%)

)

%

此外&

11M

的发布+订阅机制还可以解决跨平台'跨操

作系统间不同类型设备的相互通信和协作问题%

如图
$

所示&在基于
11M

技术的综合网关之中&能够

以主题方式&让接入用户自动发布消息%主题可以统一制

定&也可以由用户进行设置%此外&综合网关还能够以主

题方式主动获取多种信息&然后进行多元信息融合处理&

再将处理后消息以新主题发布%谁订阅谁使用&装订成相

应消息数据格式即可%

图
$

!

以主题为核心的发布+订阅自主数据交换系统

利用
11M

系统的优势&节点接入可主动更新%而以主

题为核心的发布+订阅方式以及不同链路自动接入的特点&

能够解决链路协议多样化'不兼容等问题%在实现方式上

可能存在多个处理器平台或底层硬件平台的差异&通过

11M

与硬件无关的特性&屏蔽底层差异性%进而满足不同

用户的
iEM

需求%

主题可以统一制定&也可以由用户关心的类型设置%

一般设计的主题类型包括以下几种*网络管理$平台参数$

平台状况$目标监视$信息管理$指挥控制%

A@A

!

风云翼辉操作系统

风云翼辉 !

*3ZW2M

"嵌入式操作系统是有航天八院自

主研制的专用于卫星等航天器的国产操作系统%它具有高

实时性的特点&能够让应用软件实现高精度调度&提高软

件对卫星各项功能控制的可靠性%而作为一款专用于航天

器的操作系统&风云翼辉操作系统还带有丰富的航天专用

组件&可以为星上应用软件提供基础支撑%此外&风云翼

辉操作系统还兼容
=2M3L

标准&方便不同操作系统软件的

移植&可以大大提高软件的复用率%

*3ZW2M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系统架构如图
+

所示%

图
+

!

风云翼辉系统架构

*3ZW2M

嵌入式操作系统由内核'驱动 !

,M=

"'中间件

及第三方库'应用程序和相应的开发环境组成%其内核采

用单内核模式设计%在驱动层完成对信息管理平台提供的

外设的读'写访问&中间件层提供对应用开发有帮助的库&

如
.dHEQ7F

和
i:

等&集成开发环境提供开发者具体功能

应用的开发%

风云翼辉 !

*3ZW2M

"嵌入式操作系统为支持不同体系

结构的处理器&对
Z=-

底层接口进行了抽象&这样移植风

云翼辉到
=È RQ=Z =%#""

处理器时&只需要重新实现

=%#""

底层接口即可%

B

!

平台适配

B@?

!

基于
:K!QJ2

的
DD2

移植

基于
*3ZW2M

操作系统的
11M

移植就是在
=È RQ=Z

=%#""

平台上基于
*3ZW2M

嵌入式操作系统&将
11M

源码

编译成动态库&作为中间件提供给上层应用程序使用&实

现基于
*3ZW2M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
11M

核心库的移植适配&

同时针对
*3ZW2M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应用设计通用
11M

*=3

接口%

基于
*3ZW2M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
11M

移植方法有以下

几种%

%

"使用
=2M3L

接口*

11M

源码中通过
*=3

接口适配

层可以使用标准的
=2M3L

接口&

*3ZW2M

嵌入式操作系统

完美支持
=2M3L

接口&所以基于
*3ZW2M

移植
11M

通用

*=3

接口适配层时&直接采用
=2M3L

接口%在编译
11M

通

用
*=3

接口适配层的各个模块时&使用
=2M3L

接口进行

适配%

"

"模块实现接口选择*

*3ZW2M

嵌入式操作系统能够

很好的支持
[86Gd

接口&所以在编译
11M

核心层的模块时&

采用
[86Gd

的实现方式&将
11M

源码核心层的各个模块分

别按照
[86Gd

的实现方式进行编译%

$

"

ID7RP8OR

的编写*

*3ZW2M

嵌入式操作采用集成开

发缓存&其中工程管理文件
ID7RP8OR

能够自动生成&在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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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11M

源码时需要手动修改
ID7RP8OR

文件&参照
*3ZW2M

操作系统
ID7RP8OR

的编译参数&编写
11M

的
ID7RP8OR

&将

编译的相关变量及参数按照
*3ZW2M

操作系统的方式写入

11M

的
ID7RP8OR

中%

B@A

!

基于
8]V"(N+

操作系统的移植适配

.dHEQ7F

操作系统是实时操作系统&具有运行稳定'

实时处理延迟低的特点&在武器领域&尤其是指控'火控

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针对基于
d'0

架构下的
.dHEQ7F0>'

版本&通过对底层代码进行适配更改&并将
11M

源码进行

环境适应性修改及重新编译&完成了对
11M

的移植(

"#

)

%移

植成功后&

.dHEQ7F

系统可以正常运行
11M

&并于其他节

点通信%

B@B

!

基于
V9,3"7+

操作系统的移植适配

针对传统
d'0

架构的
8̀6TÈ F&

+

%#

平台&进行多版本

11M

产品的适配%在
H86TÈ F

系统下&通过设计的
8TO

表&

分别进行
Z

语言'

Z

%

语言'

/DXD

语言的接口适配%

C

!

实验测试

C@?

!

DD2

验证平台搭建

搭建
11M

测试验证系统&分别模拟卫星'指控车和地

面指挥中心大厅%测试系统包括
%

台数据服务器&

%

台

=%#""

处理器板&

+

台交换机&

(

台计算机%分系统内部有

交换机连接&分系统之间通过一个交换机实现连接&设备

通过
"

级交换机实现互联&通过千兆以太网实现控制命令

的发送和载荷遥测数据的下行&系统组成架构如图
(

所示%

图
(

!

多系统测试组成框图

本系统包括
%

个卫星节点&

"

个链路节点%天基节点基

于
=%#""

处理器和国产操作系统&链路节点基于地面
=Z

机

和
H86TÈ F

操作系统%各个节点之间通过有线网络互连%

系统组成如下*

%

"数据服务器是基于
=%#""

处理器的单机&基于风云

翼辉 !

*3ZW2M

"嵌入式操作系统&模拟卫星载荷数据源&

实现载荷数据的发布%

"

"接口服务器是基于
H86TÈ F

平台的武器业务接口软

件&实现载荷数据的订阅和解析后内部数据的发布%

$

"指挥软件运行
.dHEQ7F

&用于模拟指挥车'主机软

件运行
H86TÈ F

&用于模拟地面指挥中心%实现遥控命令

的发送&实现载荷数据的订阅%

+

"通用浏览软件运行
H86TÈ F

&实现载荷数据的订阅

和解析后的显示%

本测试系统中的每个节点均部署了
11M

中间件%试验

重点为在天基多域背景下对国产操作系统进行
11M

适配测

试%其中天基卫星采用风云翼辉嵌入式操作系统进行软件

开发%

C@A

!

试验场景

本试验的试验场景为在天地网络一体化背景下的跨域

信息流互通%

试验方案如下*

在多系统部署和联通后&卫星作为数据源头&首先启

动所有服务&并等待其它系统的数据订阅请求&运载系统

和武器系统随后启动软件&根据需要向卫星发送请求&根

据收到的数据进行实时处理%

运载分系统&数据处理与转发软件&向卫星发布订阅

请求&实时接收弹道信息并显示$指挥软件模拟导弹车'

武器车&根据业务需要&向卫星发布订阅请求$卫星根据

订阅请求&向网络上发布不同的载荷信息%

根据场景应用的需求&设计了通信的
8TO

表&并设置了

'

个资源主题&分别如下显示*

5E6F:F:Q86

K

<2=3Z

/

?SM[3M<f

,

?RFEGQ5R[8F:

-$+

'

资源列表
'

+

5E6F:F:Q86

K

<2=3Z

/

=[*<<If

,

=OD:PEQJ<I

-$+

'

平台遥测
'

+

5E6F:F:Q86

K

<2=3Z

/

?*1S?Z2B f

,

?DTDQ?R5E66D

-$+

'

雷达侦查
'

+

5E6F:F:Q86

K

<2=3Z

/

Z2IIS?Z2B f

,

ZEJJG685D:8E6?R5E66D

-$+

'

通信侦查
'

+

5E6F:F:Q86

K

<2=3Z

/

*3Mf

,

*3M

-$+

'

*3M

数据
'

+

5E6F:F:Q86

K

<2=3Z

/

*1M,f

,

*1MW,

-$+

'

*1MW,

数据
'

+

5E6F:F:Q86

K

<2=3Z

/

.1SMf

,

.1SM

-$+

'

.1SM

数据
'

+

5E6F:F:Q86

K

<2=3Z

/

3I*CSf

,

3JD

K

R

-$+

'

图像数据
'

+

5E6F:F:Q86

K

<2=3Z

/

3B?M*<Sf

,

36:RQWFD:ROO8:R

-$+

'

星间数据
'

+

通过设计的
8TO

表和编写的程序&卫星分系统在启动

后&实时向外发布资源列表和资源情况&同时在界面上显

示连接信息&如图
0

所示%

显示软件根据收到的载荷信息&解析后在界面显示%

在测试大厅&运载分系统和战术分系统都在网络上收到了

卫星发布的资源列表&同时在资源列表中订阅了自身需要

的资源%

运载分系统启动了
"

个客户端&都订阅了
=OD:PEQJ<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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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0

!

卫星资源发布图

的资源&在卫星资源发布图中可以看到
=OD:PEQJ<I

资源

的连接用户为
"

&断开
%

个客户端后&

=OD:PEQJ<I

资源的

连接用户为
%

%

C@B

!

DD2

技术指标测试

在上述试验场景下&对系统进行联通性试验'通信时

延试验'传输安全性和误码率试验'在线状态感知试验以

及可靠性试验等多方面&全方位的实验测试%

+>$>%

!

联通性试验

根据天基多域信息系统需要跨域'跨平台传输信息的

要求&对本系统进行了点对点联通性试验'点对多联通性

试验以及跨平台联通性试验%

%

"点对点联通性试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最多的应

用场景就是两个终端之间的点对点通信&传统的方案是

<Z=

传输或
-1=

应答式传输&采用
11M

中间件后&需要

进行点对点压力测试&验证其通信的可靠性%

"

"点对多的联通性试验*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存在

一个终端产生的数据源通过组播传输&多个终端同时接收

并使用该数据的场景&传统的方式是采用
-1=

组播方式&

采用
11M

中间件后&需要进行点对多的压力测试&验证在

点对多模式下的通信可靠性%

$

"跨平台联通性试验*在实际的天基多域信息系统

中&系统中的多个设备采用了不同的操作系统&有
.dW

HEQ7F

'

H86TÈ F

'

*3ZW2M

嵌入式操作系统等&这些设备

需要进行实时的通信&因此需要在各个设备上移植
11M

中

间件后进行联通性验证%

实验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

联通性试验结果

试验平台组成 实验目的 验证结果

=Z

!

H86TÈ F

"

b =Z

!

H86TÈ F

" 点对点联通 联通

=Z

!

H86TÈ F

"

b"

台
=%#""

!

*3ZW

2M

"

点对点联通'跨平

台联通
联通

=Z

!

H86TÈ F

"

b

设备!

.dHEQ7F

"

点对点联通'跨平

台联通
联通

多台
=Z

!

H86TÈ F

"

b

多台
=%#""

!

*3ZW2M

"

b

设备!

.dHEQ7F

"

点对多联通'跨平

台联通
联通

在联通性试验时&通过开发的测试软件&进行了带宽

测试%

%

"点对点通信带宽测试*如图
&

所示&设置输入数据

帧长度为
%#"+

字节&总传输帧数为
%#####

&当
11M

发布

者只发
%

个主题的帧数据&

11M

订阅者只接收
%

个主题帧

数据时&在不丢包的前提下
11M

的平均带宽可达
%#(I\

;

F

以上$

图
&

!

11M

单主题接收

"

"点对多通信宽带测试*如图
'

所示&设置输入数据

帧长度为
%#"+

字节&总传输帧数为
%#####

&当
11M

发布

者同时发送
$

个主题的帧数据&

11M

订阅者同时接收
$

个

主题时&在不丢包的前提下
11M

的平均带宽可达
$(I\

;

F

以上%

图
'

!

11M

多主题接收

+>$>"

!

通信时延试验

11M

技术相对于传统的
<Z=

'

-1=

方式&多了一层中

间层&高速通信时&数据通过中间层时&相对于传统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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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时延是否增大&需要进行测试&验证其时延量级&

是否可以用在高速数据传输%

通过专用的网络测试工具&分别进行
$"

'

0+

'

"(0

'

%#"+

'

'%)"

'

$"&0'

'

0$###

字节长度的延时测试&测试

结果如图
)

所示%从图
)

中可以分析得到结果&采用
11M

传输时&字节的传输延时都在
JF

级别以下&与不采用
11M

直接传输的情况没有区别&可以得到结论&采用
11M

并不

会增加网络传输的延时%

图
)

!

通信时延试验

通过 开 发 的 应 用 软 件&综 合 采 用
11M>̀ D8:FR:

'

11M>M:D:GFZE6T8:8E6

'

11M>M:D:GFIDF7

等类来辅助计算时

延&发布者在发送数据时记录发送时间并进入等待接收状

态&订阅者接到数据后进行回传&发布者接收到订阅者的

回传数据后记录接收时间&通过多组帧数据传输计算平均

时延&最后得到图
%#

&时延约为
#>"JF

%

图
%#

!

11M

时延测试

+>$>$

!

传输安全性和误码率试验

误码率是数据传输的重要指标&

11M

中间件在部署完

成后&需要进行不同码率下传输误码率的测试&验证其可

靠性%

在进行多系统联合测试时&通过星载平台进行了多个主

题 !

<E

;

85

"的发布&武器平台和运载平台都对
<E

;

85

进行了

订阅&通过业务接收软件进行了实测&配置为可靠通信模式

下&测试过程未发现误码或丢包现象%配置为不可靠通信模

式下&测试过程发生丢包现象&丢包率约为万分之一%

+>$>+

!

在线感知试验

在天际多域信息系统中&需要有一个显示终端来显示

各个设备彼此之间的连接状态&是否处于正确或断开情况&

传统的方式是采用
<Z=

连接或
-1=

心跳方式感知%而采

用
11M

技术之后&需要对系统中各个设备的连接状态进行

感知验证%

在进行多系统联合测试时&通过
11M

产品的测试工具&

能够查看到网络上所有连接到
<E

;

85

的设备%查看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

!

在线感知状态
%

如图
%"

所示&当订阅者接入到某
<E

;

85

时候&可以通

过可视化的监测界面可以看到连接的设备增加%

图
%"

!

在线状态感知
"

+>$>(

!

可靠性试验

%

"可靠通信与不可靠通信实验*分别在可靠通信与不

可靠性通信模式下进行通信试验*通过编写
iEM

配置文件&

分别进行了这两项测试&结果显示在可靠通信 !

?S[3*W

,[S

/

?S[3*,3[3<V

/

i2M

"模式下&出现丢包会进行重

传&在不可靠通信 !

,SM<

/

Ŝ 2̂?<

/

?S[3*,3[3<V

/

i2M

"模式下&出现丢包不会重传%测试结果如图
%$

和图

%+

所示%

图
%$

!

可靠通信试验

C@C

!

测试结果分析

综上所述&在联通性试验中&验证了基于
11M

技术的

天基多域信息系统的跨平台联通能力&实现了风云翼辉

!

*3ZW2M

"'

.dHEQ7F

和
H86TÈ F

等不同操作系统平台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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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不可靠通信试验

间的联通%同时&经过通信带宽测试&验证了
11M

中间件

在点对点通信和点对多通信中均拥有较高的带宽&可以有

效满足大数据量的传输需求%通信时延试验中&结果表明

采用
11M

传输时&其平均传输时延在毫秒级别以下&与不

采用
11M

传输没有区别%因此可知采用
11M

技术并不会增

加网络传输的时延%在传输安全性和误码率试验中&验证

得知了在可靠通信的模式下&系统不会发生误码或丢包现

象&而在配置为不可靠通信的模式下&系统会发生丢包现

象&但丢包率较低&约为万分之一%在线感知试验中&验

证得知&本系统能够自动感知系统中新增的设备%而在可

靠性试验中&可知在可靠通信的模式下&系统在出现丢包

时会进行重传&而在不可靠通信的模式下&出现丢包不会

进行重传%

因此&基于
11M

技术的天基多域信息系统能够很好的

完成对不同平台通信链路的互联互通&打通各平台间的通

信壁垒&实现数据的跨域传输%能够很好的应用在我国天

地一体化异构组网架构的建设中&实现天地一体化通信%

L

!

结束语

天基多领域信息互联互通始终是一个难点&需要进行大

量的协调和对接工作&采用
11M

技术&通过对天基多域信息

系统网关进行标准的
8TO

表制定以及维护&可以实现多领域之

间信息高效互联互通&大幅度减少沟通协调对接时间&且该

技术拥有高可靠性和高性能%本文通过对搭载
*3ZW2M

操作

系统的
=ÈRQ=Z=%#""

硬件平台移植
11M

系统&验证发现其

能够很好地支持星上跨域'跨平台以数据处理为中心的新一

代天基多域信息分发系统的应用&可以作为新一代天基多域

信息分发系统中数据管理的核心应用&为未来解决平台差异

性情况下的消息自动交换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在下一阶

段的研究中&我们将对本系统在无线环境下的各项功能进行

测试和完善&以满足未来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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