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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出口遥感卫星移动接收站站监控软件设计

李
!

爽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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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出口国际的遥感卫星移动接收站&监控软件负责完成整站任务规划与调度*轨道预报*数据管理以及设备集中监

视和控制$针对有人值守无人操作的遥感卫星移动接收站的运行特点和任务需求&制定遥感卫星数据接收优先级和任务筛选规

则&按需采集地理位置信息&定时通过以太网获取最新卫星轨道数据&自动规划遥感卫星数据接收任务&利用任务节点矩阵驱动

数据接收流程&自动化控制和调度移动站内各系统完成遥感卫星数据接收工作$在实际应用中提高了遥感卫星移动站的利用率&

避免了人工操作降低系统运行效率&保障了遥感卫星数据接收的全覆盖&实现了有人值守无人操作的全自动化运行%

关键词!遥感卫星$移动站$无人操作$自动运行$任务规划$任务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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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年
,

月
%#

日
>(M%9

卫星泰国接收站工程建设项

目在泰国曼谷验收交付&是我国首次实现了卫星遥感地面

接收站整套系统海外出口&

>(M%9

卫星地面系统对卫星遥

感数据进行接收数据*处理和分发'

%

(

%

"#%"

年
'

月
"'

日&

我国为委内瑞拉发射委内瑞拉遥感卫星一号&这是我国首

次向国际用户提供遥感卫星整星出口和在轨服务&建设遥

感数据接收地面固定站&后为巴基斯坦发射遥感卫星巴遥

一号&为其建设遥感卫星数据接收固定站和移动车载接收

站&以及援乌拉圭气象车载移动站和援博茨瓦纳气象车载

移动站等&实现了遥感卫星移动接收站的自动化运行调度'

"

(

和数据接收%

卫星数据移动接收站具备地面接收覆盖区域大*机动

接收能力强&满足遥感卫星全天候*全天时数据接收的要

求'

$

(

%考虑室外天线的物理环境和电磁环境&移动接收站

在确保通信业务稳定运行情况下&选择地貌条件好&周边

无建筑物遮挡的位置停靠便可根据数据接收任务进行遥感

卫星数据接收'

,

(

%移动接收站执行的数据接收任务来自外

部业务运行系统&但是民用移动接收站通常无外部业务运

行系统为其发送遥感卫星数据接收任务&需要人工操作创

建数据接收任务&任务创建操作繁琐&不能有效利用接收

站的接收能力%针对无外部业务运行系统的移动接收站&

提出了能够以自动规划工作模式运行的站监控软件设计&

实现定时启动任务规划作业为移动接收站规划加载遥感卫

星数据接收任务&自动化调度天伺馈子系统*信道子系统

和记录与快视子系统进行遥感卫星数据接收及数据处理%

提高了移动接收站的利用率&保障卫星数据接收的持续性%

=

!

移动接收站站监控软件需求分析

移动接收站包括站监控子系统*天伺馈子系统*信道

子系统*记录与快视子系统*资料处理子系统以及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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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出口遥感卫星移动接收站站监控软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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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子系统'

*)

(

&移动接收站系统组成如图
%

所示%技术支持

子系统的时统设备'

+

(向移动接收站提供授时和站址服务%

站监控子系统根据卫星数据接收任务自动化调度天饲馈子

系统*信道子系统*记录与快视子系统进行遥感卫星数据

接收&实时监视接收站内各子系统硬件设备的状态信息和

故障信息%为提高移动接收站全自动化运行水平&实现有

人值守无人操作的工作模式&对站监控子系统站监控软件

的技术要求包括了支持本地和远程任务*数据管理*轨道

预报*监控管理和任务调度'

&'

(

%

图
%

!

移动接收站系统组成结构图

图
"

!

站监控软件组成关系图

%

"支持远程和本地任务)移动接收站本地使用轨道预

报服务定时或人工计算遥感卫星数据接收任务&或者将移

动接收站接入外部业务运行系统工作环境&接收业务运行

系统远程下发的卫星数据接收任务%

"

"数据管理)主动连接轨道数据参数网站下载卫星轨

道数据并存储管理&通过时统设备获取接收站站址信息并

存储管理&根据数据维护策略自动化完成各类数据的管理%

$

"监控管理)通过可视化界面集中监控设备状态和工

作参数&执行卫星数据接收任务自动化配置设备工作参数%

,

"轨道预报)利用卫星轨道数据和站址信息计算卫星

数据接收任务和轨道预报数据%

*

"任务调度)执行卫星数据接收任务&利用任务节点

矩阵驱动数据接收流程&自动调度站内各子系统完成数据

接收工作%

>

!

关键技术设计

站监控软件主要由监控管理*轨道预报*数据管理*

任务规划*任务调度和图形界面组成如图
"

所示%站监控

软件以
C

+

H

架构设计&采用面向服务的设计思想&基于

.H</

!

L

7

D2ODKR41D

G

J6DWJ

U

42464J64RD

"技术实现&将软件

组件服务化&使应用服务具备可插拔特性'

%#%%

(

&图形界面

为站监控软件的前端界面显示模块&其他组成站监控软件

的后台服务组件&部署于站监控服务器&后台服务组件的

运行环境适用于
_42PLWO

和
:42BV

平台'

%"

(

%在网络环境允

许的情况下&在任何计算机终端部署前端界面显示模块都

可通过网络与站监控服务器上部署的后台服务进行数据通

信&实现远程操作&监视和控制站内各子系统设备的运行

状态和工作参数%站监控软件定时启动任务规划作业&从

数据管理中获取当前移动接收站的坐标位置和卫星轨道数

据&调用轨道预报进行卫星任务计算&根据卫星接收优先

级*规划筛选规则以及时间冲突检测&编排加载卫星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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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同时向前端界面推送规划结果列表&并由任务管理

界面负责显示接收站所有接收任务信息%接收站执行卫星

数据接收任务&由站监控软件的任务调度统一触发各服务

组件工作&监控管理自动化设置各子系统设备工作参数&

轨道预报为天饲馈子系统计算天线程引文件&向记录与快

视子系统发送数据记录任务&调度接收站各子系统完成卫

星数据接收任务%

>@=

!

工作模式设计

根据卫星数据接收任务来源&站监控软件设计两种工

作模式&自动规划模式和入网运行模式如图
$

所示%站监

控软件设置为单模式运行&数据接收任务为自动化创建或

远程接收&同时支持人工操作任务创建功能界面计算生成

数据接收任务&加载并执行卫星数据接收工作%

图
$

!

工作模式设计图

%

"自动规划模式)

自动规划模式是指移动接收站的工作环境没有外部业

务运行系统为其下发卫星数据接收任务&利用站监控软件

计算卫星数据接收任务%

在移动接收站需要变更地理位置执行自动规划模式前&

操作员通过前端界面一键取消站监控软件加载的全部未执

行任务&移动接收站确认停靠位置后&通过前端界面设置

工作模式为自动规划模式&通过一键触发启动任务规划作

业&立即规划接收站卫星数据接收任务&向技术支持子系

统获取移动接收站的地理位置信息&包括经度*纬度和高

度&获取卫星信息列表&根据最新的站址信息和轨道数据

计算卫星数据接收任务表&对所有卫星任务信息进行优先

级排序*规划筛选规则以及时间冲突检测形成最终的移动

接收站卫星数据接收任务&通过任务管理界面查看站监控

软件规划加载的卫星数据接收任务列表%

站监控软件的工作模式为自动规划模式时&定时启动

卫星数据接收任务规划作业&将规划完成的卫星数据接收

任务形成可扩展标记语言 !

gN:

&

?g6D2O4XADQJK3B

7

AJ2M

G

BJ

G

D

"任务文件&放置在站监控软件的文件工作目录&站

监控软件对任务文件解析读入&创建任务接收调度流程&

启动任务准备节点时间戳&定时触发接收任务流程完成自

动化调度工作%站监控软件与接收站内各子系统接口形式

为
H.Cd?[bgN:

&通过文件传输协议 !

Y[]

&

S4AD6KJ2OM

SDK

7

KL6L1LA

"向站内子系统发送任务信息
gN:

文件&接收

子系统传输的
gN:

回执文件%通过
H.Cd?[

'

%$

(与站内各

子系统完成监控通信%

"

"入网运行模式)

入网运行模式是指移动接收站接入外部业务运行系统

工作环境&外部业务运行系统向移动接收站发送卫星数据

接收任务%

在移动接收站需要变更地理位置执行入网运行模式前&

操作员通过前端界面一键取消站监控软件加载的全部未执

行任务&在移动接收站确认停靠位置后&一键切换入网运

行模式&站监控软件通过技术支持子系统上报的监视信息

获取移动接收站地理位置&更新接收站的站址信息%入网

运行模式下接收的卫星接收任务优先级较高&如移动接收

站本地创建卫星数据任务与业务运行系统下发的远程任务

时间冲突&则进行自动取消&加载业务运行系统下发的卫

星数据接收任务&加载完成启动任务准备节点时间戳&定

时执行任务调度流程%

业务运行系统通过
Y[]

向站监控软件传输卫星接收任务

gN:

文件%站监控软件接收到卫星数据接收任务文件解析读

入&生成任务接收回执
gN:

文件&向业务运行系统的
Y[]

传输文件&通知业务运行系统卫星数据接收任务接收结果%

>@>

!

数据管理设计

数据管理主要是卫星信息*站址信息*卫星轨道数据

的管理以及其他各类数据的自动化维护与管理%站址信息

和轨道数据是轨道预报时的输入信息&站址信息的正确性

和卫星轨道数据的时效性决定了移动站卫星数据接收任务

规划的有效性%

%

"卫星信息管理)

卫星信息管理是移动接收站支持数据接收的卫星信息

的管理%卫星信息包括北美防空司令部 !

;.\9-

"给出的

卫星编号*卫星代号*卫星系列及任务规划标识等信息&

站监控软件使用卫星编号和卫星代号为输入条件&从以太

网自动获取轨道数据%

"

"轨道数据管理)

轨道数据管理主要对两行数据进行管理&轨道数据主

要来自以太网和外部业务运行系统%在站监控软件的工作

模式为自动规划模式时&定时通过以太网获取卫星的轨道

数据&将网络数据流写入文件&放入站监控软件的文件工

作目录&站监控软件对卫星的轨道数据文件进行读取存储%

当移动接收站接入外部业务运行系统工作环境时&由外部

业务运行系统将卫星两行数据文件通过
Y[]

传输给站监控

软件&站监控软件对轨道数据文件读取存储%除了自动化

获取卫星轨道数据&支持通过轨道数据管理界面手动输入

轨道数据%

$

"站址信息管理)

站址信息管理是对移动接收站当前地理位置信息的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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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出口遥感卫星移动接收站站监控软件设计
#

%,*

!!

#

理&包括经度*纬度和高度%站址信息通过技术支持子系

统中时统设备获取&时统设备每秒主动向站监控软件上报

时间信息和地理位置信息%站址信息更新有两种情况&一

种是切换工作模式或一键启动任务规划作业时&站监控软

件会根据时统设备上报信息自动更新保存站址信息&另一

种是通过站监控软件站址管理界面&人工触发站址获取按

钮&自动获取时统设备上报的地理位置信息更新站址信息&

同时允许使用编辑按钮手动编辑站址信息%

,

"信息自动化维护和管理)

信息自动化维护是对站监控软件中各类文件以及数据

库内存储的数据进行自动化管理和维护%对站监控软件的

配置信息进行周期性备份管理&防止服务器异常文件损害&

操作失误修改配置信息&影响软件正常运行等%根据预置

的维护策略&对各类文件和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自动化删

除&避免数据过多占用存储空间%信息的自动化维护策略

全部可配置&根据文件和数据的存储时效范围&超过一定

时间的文件和数据定时自动删除&同时支持通过信息自动

化管理界面人工一键维护数据%

>@?

!

轨道预报设计

轨道预报主要是卫星数据接收任务计算和轨道预报数

据计算%站监控软件利用站址信息*卫星两行数据和预报

时间范围生产输入文件&调用轨道预报服务&计算卫星数

据接收任务或轨道预报数据文件%

%

"卫星数据接收任务计算)

卫星数据接收任务计算包括手动计算和自动计算%手

动计算是人工操作站监控软件的任务创建功能界面&选择

计算时间范围&获取站址信息和卫星最新轨道数据开始计

算&由轨道预报服务计算卫星进出站时间信息&并在计算

结果列表中显示&选取符合需求的卫星进出站时间记录&

生成卫星数据接收任务%自动计算是站监控软件在自动规

划工作模式下&由自动规划作业调度轨道预报服务&计算

卫星数据接收任务%

"

"轨道预报数据计算)

轨道预报数据计算包括手动计算和自动计算%手动计

算是人工操作站监控软件的天线轨道数据预报功能界面&

选择任务时间范围&获取站址信息和卫星最新轨道数据计

算轨道预报数据文件%自动计算是在卫星数据接收任务流

程中自动调度&由任务准备节点时间戳触发轨道预报数据

的自动计算&计算完成向天饲馈子系统发送轨道预报数据

文件&等待任务执行%

>@A

!

任务规划设计

任务规划是指站监控软件的任务规划作业&在工作模

式是自动规划模式时会定时启动任务规划作业&由任务规

划作业完成整个移动接收站的卫星数据接收任务规划%任

务规划时间范围默认是
"

天&仅对设置有任务规划标识的

卫星进行任务规划&任务规划作业每天定时执行&作业流

程启动主动从以太网获取卫星最新的轨道数据&轨道数据

下载存储完成&开始计算卫星进出站时刻表&检查轨道数

据是否为
+

日内的轨道数据&如果存在则继续计算&否则

进行计算告警提示&取消该卫星的任务规划&根据卫星优

先级*规划筛选规则和任务时间冲突检测对所有卫星进出

站时间计算结果进行任务编排&形成最终的任务规划结果

信息表&将列表中每条信息生成一个卫星数据接收任务文

件&站监控软件对所有任务文件解析加载&创建任务准备

节点时间戳&定时启动任务执行流程&卫星任务规划流程

如图
,

所示%

图
,

!

卫星任务规划流程图

%

"任务规划筛选规则)

站监控软件在自动规划模式下&根据卫星优先级设置*

预置的规划筛选规则和时间冲突检测&对每颗卫星进行进

出站时间计算%卫星优先级设置是指接收站对卫星数据接

收优先级的设置&优先级最高的卫星接收其全部符合规划

条件的数据接收任务%规划筛选规则包括卫星进出站过境

时间差和卫星过境时间段最高仰角度数值域%时间冲突检

测包括卫星过境时间段和两颗卫星过境时间差的冲突检测%

每颗卫星的起始计算角度默认为
$

度&在计算结果中

筛选出卫星进出站时间差大于
%#

分钟&最高仰角大于
%*

度

的过境时间信息&根据卫星优先级规则&将优先级最高的

卫星进出站时间筛选结果全部放入任务规划结果信息表中&

优先级低的卫星筛选出的进出站时间信息表与任务规划结

果信息表中的卫星进出站时间进行过境时间冲突检测&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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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上一颗卫星的出站时间和下一颗卫星的进站时间必须

相隔
*

分钟&满足上述条件的进出站时间信息将被存入任

务规划结果信息表中&将每颗卫星的进出站时间表依次与

任务规划结果信息表进行时间冲突检测&直到所有的卫星

遍历完成&形成最终的任务规划结果信息表如图
*

所示%

图
*

!

任务规划筛选

"

"任务冲突检测)

在入网运行模式下&站监控软件接收业务运行系统发

送的远程卫星数据接收任务&并调度站内各子系统完成卫

星数据接收%站监控软件设置入网运行模式下接收的远程

任务优先级最高&本地创建的任务优先级低于远程任务&

远程任务与本地创建任务冲突检测&时间冲突会自动取消

本地创建任务&加载远程任务%如果业务运行系统发送的

远程数据接收任务与站监控软件已经加载的远程任务时间

冲突&那么站监控软件将拒绝加载该任务&生成接收结果

文件填写任务拒绝原因&向业务运行系统发送&任务冲突

检测如图
)

所示%对于冲突的远程任务&站监控软件支持

远程取消后再传输新的任务%

>@B

!

监控管理设计

监控管理主要是实时监视接收站内各子系统硬件设备

的工作参数和状态&在数据接收任务流程中自动对各子系

统设备参数进行控制&对设备的关键参数提供集中监控&

周期性采集设备的综合状态&对设备故障信息进行故障定

位和告警提示&站监控软件监控管理如图
+

所示%

图
)

!

任务冲突检测

图
+

!

站监控软件监控管理示意图

%

"设备远程监控)

设备远程监控是站监控软件与接收站内各子系统的硬

件设备通过网络交换机进行监控通信&支持
[C]

'

%,%*

(

*

F-]

'

%)

(以及串口通信'

%+%&

(协议%站监控软件周期性向硬件

设备发送查询命令&设备向站监控软件上报查询响应信息&

包括工作参数和工作状态&站监控软件将收到的响应信息

进行解析并向可视化界面推送显示%通过站监控软件的设

备监控界面可以对站内可监控设备进行远程控制&修改设

备的工作参数&设备收到站监控软件发送的参数控制命令&

对参数进行设置完成后向站监控软件反馈参数控制结果%

站监控软件向设备发送查询命令的周期时间可设置&在参

数控制界面对每个参数进行范围和有效性检查&避免参数

控制错误操作%对于部分硬件设备&设计为监视信息主动

上报模式&无需站监控软件发送查询命令&开机后自动每

秒向站监控软件上报工作参数和工作状态%站监控软件对

设备工作参数异常信息进行提示&定位故障原因&对于设

备异常状态&站监控软件利用界面醒目图标告警以及声音

告警两种形式提示操作员检查'

%'

(

%

"

"集中监视和控制)

集中监视和控制是将站内所有可监控设备的关键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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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工作状态集中在一个界面中显示%在数据接收任务自动

化流程中可实时查看站内设备工作状态&对于出现的异常

情况可快速处理%

在非任务阶段&站监控软件按照预置的时间频率对接

收站内所有设备的综合状态和工作参数进行采集'

"#

(

&以一

定的数据结构进行存储%在任务阶段&站监控软件每秒收

集一次接收站硬件设备的综合状态和工作参数&以一定的

数据结构进行存储%当数据接收出现数据质量问题时&用

于事后分析&确定设备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

"自动化控制)

自动化控制是站监控软件在执行数据接收任务前准备

时间&定时自动对接收站内设备进行的组配宏参数控制%

站监控软件为每颗卫星配置了一套组配宏参数&其包括接

收卫星数据的所有子系统设备工作参数以及链路配置%对

每个组配宏参数都进行一定数据结构的存储&包括文件形

式和数据库形式&并允许通过组配宏参数管理界面对设备

的工作参数和链路配置进行管理%

将组配宏参数分为两类&一类是数据接收任务组配宏&

一类是测试组配宏%数据接收任务组配宏是由任务发起调

用&在执行数据接收自动化流程前的准备时间&调度卫星

组配宏&将设备的参数信息和链路信息拆分重组&并传递

给监控管理&由监控管理向硬件设备发送工作参数控制和

链路配置%测试组配宏是由人工发起站内测试工作&误码

率测试*闭环测试以及私服性能测试等'

*

(

&通过操作组配

宏管理界面&完成组配宏参数控制%

,

"监控扩展性)

为了提高接移动接收站各子系统可靠性和运行效率&

同时便于系统扩展及系统的维护&要求规范设备硬件接口&

提升设备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程度'

"%

(

&监控管理针对接收站

内设备的新增和变更问题设计了扩展性强的监控结构&设

备监控接口升级&修改站监控软件中硬件设备的监控接口

信息和网络通信配置便可完成硬件设备监控管理升级&避

免修改任何软件编码%随着接收站设备网络通信的不断升

级&设备的通信协议由
[C]

换为
F-]

&串口换为
[C]

&站

监控软件针对通信协议的变化进行了配置升级&通过修改

设备信息的通信类型完成通信协议的更新%

>@X

!

任务调度设计

任务调度是站监控软件启动数据接收任务时利用任务

节点矩阵调度各子系统完成数据接收任务&将任务节点矩

阵调度策略采用
gN:

文件可配置的方式存储管理%任务调

度将数据接收任务划分为多个节点&每个节点完成一项流

程工作&站监控软件加载数据接收任务成功后自动创建任

务准备时间戳&通过任务准备时间戳&定时启动任务节点

矩阵流程%任务节点矩阵将数据接收任务划分为任务准备

节点*开始节点*回执节点*子报告节点*报告节点*结

束节点和超时节点等&将流程节点罗列在任务节点矩阵中&

每个任务节点处理一项流程工作&完成节点工作后会向下

一个节点传送工作消息&通知下一个工作节点开始工作或

启动工作时间戳&工作时间戳与定时器相似&等待约定的

时间后触发工作执行&如定义的时间戳为工作节点检查类

时间戳&在定时触发检查工作前已完成节点工作&取消检

查时间戳%针对每个流程节点处理结果预置了多种处理方

案&同时设计超时机制&若某一流程节点运行异常&无法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则在运行时间超过设定的阈值

后&放弃等待&直接执行后续未完成的作业或进行超时工

作处理&提出告警信息&不因为某一节点的执行结果影响

整个任务流程%

当站监控软件向子系统发送任务文件后启动回执文件等

待节点时间戳&开始等待子系统传输回执文件&文件等待时

间戳定时读取回执文件&当子系统的回执文件是接收状态

时&自动发送接收工作消息&启动子系统报告节点检查时间

戳&准备工作完成启动任务开始节点和任务结束节点&卫星

进站任务开始&开始节点触发监视数据采集等工作&各子系

统开始数据接收工作&卫星数据接收结束&子系统生成数据

接收报告向站监控软件发送&站监控软件收到子系统数据接

收报告后取消子系统报告节点检查时间戳&卫星出站任务结

束&结束节点停止采集工作&向报告节点发送报告检查消

息&获取子系统上报的工作报告&报告节点整理生成任务完

成报告%当子系统报告节点检查时间戳定时启动&则向超时

节点发送子系统报告超时消息&超时节点收到消息则向报告

节点发送报告超时消息&报告节点整理生成任务超时报告&

任务节点矩阵运行状态如图
&

所示%

在自动规划工作模式下&站监控软件任务规划完成后

生成任务文件&将文件传入软件文件工作目录扫描解析加

载&为每个任务启动任务准备时间戳&在任务前准备时间&

任务流程准备节点开始工作&计算轨道预报数据文件向天

饲馈子系统传输&生成数据记录任务文件向记录与快视子

系统传输&向站内各子系统发起自动化设备参数控制&准

备节点完成&等待回执文件&站内子系统接收接收确认回

执&等待任务执行&卫星进站时间任务开始&站监控软件

开始每秒收集站内各设备综合监控信息&数据接收任务执

行完成&卫星出站&站监控软件接收记录与快视子系统上

报的数据接收报告文件&站监控软件将报告文件进行解析&

整理为最终的数据接收完成报告&如图
'

所示%在入网运

行模式下&将数据接收完成报告发送给业务运行系统&如

图
%#

所示%

?

!

工程实验与应用

结合某国际出口项目
$̀+

米气象卫星车载移动接收站

对站监控软件进行设计&无外部业务运行系统提供卫星数

据接收任务&由站监控软件完成数据接收任务的创建以及

数据接收流程调度%气象卫星'

""

(移动接收站包括接收
[?\M

\9

*

9F=9

*

;.99

&风云系列卫星
Y?;<EF;$-

及

Y?;<EF;">

等'

"$

(

&气象卫星接收站根据工程应用能力接

收气象卫星数据%将站监控软件的工作模式设置为自动规

划模式&定时启动任务规划作业&从以太网
I66

7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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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任务节点矩阵运行状态图

图
'

!

自动规划模式任务调度流程

ADO6KJ3̀1LQ

中获取卫星的两行数据'

",

(

&将卫星轨道数据存

入文件并入库存储%

站监控软件初始启动卫星数据接收任务列表为空&检

查移动接收站内各子系统设备工作状态&确认站监控软件

之间网络监控状态&由操作人员通过站监控软件前端界面

对卫星信息进行管理&确认卫星数据接收优先级和卫星信

息列表&配置卫星进出站时间预报起始计算角度*卫星数

据接收最短时间*数据接收最高仰角最小角度值域和任务

间隔时间等&系统运行参数确认完成&一键启动任务规划

作业&开始更新站址信息&获取轨道数据&计算卫星进出

站信息&通过任务规划筛选*卫星优先级以及时间冲突检

测形成最终卫星进出站时间信息列表&将规划结果形成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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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出口遥感卫星移动接收站站监控软件设计
#

%,'

!!

#

图
%#

!

入网运行模式任务调度流程

务文件读入加载&通过站监控软件任务管理界面查看卫星

数据接收任务列表%允许操作员对站监控软件规划的任务

列表进行管理&取消某数据接收任务&通过任务创建功能

界面手动操作创建新的卫星接收任务%站监控软件自动调

度站内各子系统完成数据接收任务%

提供入网运行模式&将移动接收站接入某业务运行系

统的网络环境&业务运行系统与站监控软件存在任务接口&

通过
Y[]

向站监控软件下发远程数据接收任务
gN:

文件

及卫星轨道数据&站监控软件不再进行任务规划作业&主

要执行业务运行系统下发的数据接收任务&数据接收完成&

将数据接收报告通过
Y[]

向业务运行系统传输%

自动规划模式对卫星列表中具有任务规划标识的卫星

进行数据接收任务的规划&接收卫星数据%在入网运行模

式时&移动接收站接收业务运行系统规划的数据接收任务&

根据工程应用能力移动接收站可扩展接收其他气象卫星*

陆地卫星和海洋卫星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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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外项目的遥感卫星移动接收站站监控软件&其

定时自动规划卫星数据接收任务的设计提高了移动接收站

的全自动化运行&避免人工操作效率低和任务编排规划的

不合理性&提高了移动接收站的利用率&保障卫星数据接

收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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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石油旋转机械诊断方法的应用&实现了对机械故障

模态信号频率的精准诊断&能够对当前故障行为所属类别

进行准确定义&符合实际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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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石油旋转机械诊断方法的设计&在数字孪生模型

的基础上&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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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算法原则&对参数指标进行重新

编码&又通过聚类运算的方式&完成对机械运行数据的模

块化处理%相较于基于精细化改进多尺度快速样本熵的诊

断方法*基于改进残差卷积自编码网络的故障诊断方法&

这种新型诊断方法能够准确计算出运行数据损失量的数值

水平&可以在模态分解描述性样本的同时&求解超参数指

标的具体数值水平%实用性方面&该方法可以根据模态信

号的频率水平确定石油旋转机械当前故障行为所属类别&

切实实现了对机械设备故障行为的准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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