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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ＣＭＡＣａｓｔ是中国气象局基于ＤＶＢＳ２标准的新一代卫星数据广播系统，使用亚洲卫星４号星一个完整的Ｃ波

段转发器对中国及亚太地区进行气象资料、卫星遥感资料及流媒体视频的广播。该文详细介绍了ＣＭＡＣａｓｔ的系

统结构、主要功能和关键技术，并与中国气象局现有的３个广播系统ＰＣＶＳＡＴ，ＤＶＢＳ和ＦＥＮＧＹＵＮＣａｓｔ以及

ＥＵＭＥＴＣａｓｔ，ＧＥＯＮＥＴＣａｓ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ｓ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表明：ＣＭＡＣａｓｔ覆盖面广，技术领先，功能强大，是

目前世界领先的卫星数字广播系统。预计２０１２年初ＣＭＡＣａｓｔ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ＣＭＡＣａｓｔ系统建成后，将全

面整合ＰＣＶＳＡＴ，ＤＶＢＳ和ＦＥＮＧＹＵＮＣａｓｔ３个系统的业务和用户，成为中国气象局唯一的广播系统，并作为

ＧＥＯＮＥＴＣａｓｔ的亚洲区域中心，向亚太地区进行ＧＥＯＳＳ数据的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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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以商用静止通信卫星为传输媒介的卫星数据广

播系统，覆盖面广，小站成本低，安装使用方便，是国

际公认的最有效的数据分发和共享方式，在全球范围

内，得到了广泛应用。２００４年，欧洲气象卫星组织

（ＥＵＭＥＴＳＡＴ）建成ＥＵＭＥＴＣａｓｔ
［１］广播系统，向成员

国用户广播欧洲卫星遥感数据及产品。２００８年，美国

国家海洋和大气局（ＮＯＡＡ）建成 ＧＥＯＮＥＴＣａｓｔＡ

ｍｅｒｉｃａｓ
［２］系统，向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广播

ＮＯＡＡ／ＮＥＳＤＩＳ数据及产品。

１９９８年开始，中国气象局先后建设了３套卫星

广 播 系 统，分 别 为 ＰＣＶＳＡＴ
［３］，ＤＶＢＳ

［４］ 和

ＦＥＮＧＹＵＮＣａｓｔ
［５］。其中ＰＣＶＳＡＴ和ＤＶＢＳ使用

亚洲卫星２号星（简称亚卫２号，现已被亚卫５号取

代）［６］Ｋｕ波段转发器，覆盖中国及周边国家，主要进

行常规观测资料、天气雷达产品、国内外数值预报产

品及卫星产品广播。ＦＥＮＧＹＵＮＣａｓｔ使用亚卫４

号［６］Ｃ波段转发器，覆盖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主

要进行风云系列卫星及 ＮＯＡＡ，ＥＯＳＭＯＤＩＳ等气

象和环境卫星探测数据的广播。ＦＥＮＧＹＵＮＣａｓｔ

于 ２００８ 年 加 入 ＧＥＮＯＮＥＴＣａｓｔ 系 统，成 为

ＧＥＯＮＥＴＣａｓｔ的亚洲区域中心。目前 ＰＣＶＳＡＴ，

ＤＶＢＳ和ＦＥＮＧＹＵＮＣａｓｔ分别拥有２４００，７００个

和２００个用户站。

３个广播系统同时运行，给业务管理和用户使

用带来很多不便。在用户方面，如果一个用户既要

接收常规观测资料和天气预报产品，又要接收卫星

探测资料，那么必须至少架设两套天线，安装两套接

收系统（ＦＥＮＧＹＵＮＣａｓｔ加一套ＰＣＶＳＡＴ或加一

套ＤＶＢＳ），很不方便。在业务管理方面，为了使更

多的用户能接收和使用某些关键气象资料，中国气象

局将这些资料在ＦＥＮＧＹＵＮＣａｓｔ和ＤＶＢＳ上同时广

播，这就造成了一定的卫星资源的浪费。三网并存的

现象，已严重制约了气象数据广播业务的发展。２００８

年中国气象局决定采用最新技术建设新一代卫星广

播系统ＣＭＡＣａｓｔ
［７］，以全面整合ＰＣＶＳＡＴ，ＤＶＢＳ和

ＦＥＮＧＹＵＮＣａｓｔ３个系统，并最终替代上述３个系统，

成为中国气象局唯一的广播系统。

ＣＭＡＣａｓｔ建成后，不仅成为中国气象局国内和

国际通信系统［８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成为世界气

２０１１０３１０收到，２０１１１０２６收到再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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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组织（ＷＭＯ）ＩＧＤＤＳ
［１０］和地球观测组织（ＧＥＯ）

ＧＥＯＮＥＴＣａｓｔ
［１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速率高，

覆盖范围广，是中国气象局国家级气象数据资料分

发和共享的主渠道［１２］。本文将从系统构成、系统能

力、技术应用等几个方面，对ＣＭＡＣａｓｔ系统的设计

情况进行全面介绍，并与现有的广播系统进行对比。

１　系统构成

１．１　系统结构

ＣＭＡＣａｓｔ的系统结构如图１所示。由综合播

发平台、卫星主站、通信卫星和接收小站组成。综合

播发平台位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用于文件和流媒

体数据广播业务的调度、全网用户管理和系统运行

状态监控。卫星主站（天线及功放设备）位于国家卫

星气象中心北京地面站，用于广播信号的上星发射。

通信卫星采用亚卫４号，接收小站位于全国各级气

象部门、行业外及国外用户所在地，用于广播数据的

接收。

在发送端，待广播的各种观测资料、卫星资料、

雷达资料、国际交换资料等汇集到国家气象信息中

心，在新一代通信系统的统一调度和控制下，进入综

合播发平台的文件播发服务器进行广播。电视会

商、远程教育、华风影视和其他视频信息，在视频主

控平台的统一调度和管理下，进入综合播发平台的

多媒体播发服务器进行广播。文件和多媒体播发服

务器广播的数据经过打包调制后通过专用光缆传输

到北京卫星地面站的Ｃ波段主站，经放大后进入卫

星信道广播。为保证实时业务运行，传输光缆采用

双路由迂回备份，卫星上行站采用两套热备份。

在接收端，小站的天线、ＬＮＢ和ＤＶＢＳ２接收

机接收卫星广播信号，将实际广播数据通过网络接

口传输到数据接收服务器。数据接收服务器接收广

播数据，在本地磁盘生成数据文件，并根据用户的要

求，将文件推送到指定的计算机或服务器上。

ＣＭＡＣａｓｔ的小站接收设备非常简单，包括１．８～

２．４ｍＣ波段单收天线、ＬＮＢ和 ＤＶＢＳ２接收机、

数据接收服务器和小站接收软件。为了实现对用户

现有业务的最佳支持，ＣＭＡＣａｓｔ还完成了与 ＭＩ

ＣＡＰＳ系统
［１３］和星地通静止、极轨卫星资料处理系

统［１４］（ＳｈｉｎｔＴｅｋＧＯＥＳ，ＳｈｉｎｔＴｅｋＰＯＥＳ）的集成。

用户可以根据数据处理的需要，选购上述系统的软

硬件产品。

图１　ＣＭＡＣａｓｔ系统结构

Ｆｉｇ．１　ＣＭＡＣａ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１．２　覆盖范围

ＣＭＡＣａｓｔ使用亚卫４号Ｃ６Ｈ转发器，上行中

心频率６０６５ＭＨｚ，下行中心频率３８４０ＭＨｚ，轨道

位置为１２２．２°Ｅ，ＥＩＲＰ覆盖范围如图２所示。东至

伊拉克中部，西至新西兰西部地区的用户，通过使用

１．８～２．４ｍ天线，都可有效接收ＣＭＡＣａｓｔ的广播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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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亚卫４号Ｃ波段ＥＩＲＰ覆盖图（单位：ｄＢＷ）［６］

Ｆｉｇ．２　ＡｓｉａＳａｔ４ＣｂａｎｄＥＩＲＰ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ｕｎｉｔ：ｄＢＷ）［６］

１．３　系统容量

亚卫４号标准Ｃ波段转发器带宽为３６ＭＨｚ，

采用 ８ＰＳＫ，ＦＥＣ５／６调 制，广 播 信 息 速 率 可 达

７０Ｍｂｐｓ，每日广播信息量可达４００ＧＢ。为了实现

卫星信道资源的统筹利用和不同类型气象资料的时

效保证，ＣＭＡＣａｓｔ主站的综合播发平台将总信息速

率为７０Ｍｂｐｓ的卫星信道划分为２５６个逻辑通道

（以下简称通道），以实现不同类型文件和流媒体的

同时广播。

ＣＭＡＣａｓｔ是单向广播系统，小站的数据量原则

上不受限制。从用户注册管理能力考虑，系统的设

计要求至少１０万个。ＣＭＡＣａｓｔ的一期建设目标是

实现ＰＣＶＳＡＴ，ＤＶＢＳ和ＦＥＮＧＹＵＮＣａｓｔ３个系

统的整合。整合后，ＣＭＡＣａｓｔ小站数量，包括行业

内、行业外和国外站，一共是２７００个。

２　系统主要功能

２．１　文件广播

文件广播是ＣＭＡＣａｓｔ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能。

气象资料的广播都是以文件广播的方式进行的。在

ＣＭＡＣａｓｔ系统中，气象资料的存储、广播和接收都

基于３级目录结构，依次是通道、１级目录和２级目

录。为了满足不同类型气象资料广播的时效性要求

和接收权限要求，ＣＭＡＣａｓｔ为通道和目录制定了

不同的播发规则，并编制了广播节目表。

通道的播发规则是基于最大速率、最小速率和

优先级的约束条件，获取实际速率，进行通道内文件

的广播。１级目录的播发规则是按优先级的顺序，

播发１级目录下的文件，高优先级目录中的文件先

发，低优先级低目录中的文件后发。２级目录用于

对１级目录下文件的更精细化管理。通道、１级目

录、２级目录可配置接收小站列表，从而控制用户对

广播资料的接收。

２．２　流媒体广播

流媒体广播是ＣＭＡＣａｓｔ的另一个主要功能。

流媒体广播主要用于电视会商、会议等视频节目的

广播。ＣＭＡＣａｓｔ既支持 Ｈ２６４，ＭＰＥＧ２，ＭＰＥＧ４

格式的视频信号广播，也支持 ＶＧＡ信号广播。视

频信号可达高清标准，ＶＧＡ信号的分辨率不低于

１０２４×７６８像素。

ＣＭＡＣａｓｔ的流媒体广播包括实时流媒体广播

和流媒体文件的打开及广播。用户可在网管系统中

配置流媒体广播通道，选择节目源，设置定时计划，

自动开启和关闭流媒体广播。

２．３　数据交换

ＣＭＡＣａｓｔ不仅是中国气象局国内、国际气象资

料广播系统，也是 ＧＥＯ 全球观测资料广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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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ＯＮＥＴＣａｓｔ
［１５］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 ＣＭＡ，

ＥＵＭＥＴＳＡＴ和 ＮＯＡＡ 签署的 ＧＥＯＮＥＴＣａｓｔ的

双边合作协议，ＥＵＭＥＴＣａｓｔ，ＧＥＯＮＥＴＣａｓｔＡｍｅｒ

ｉｃａｓ和ＣＭＡＣａｓｔ作为 ＧＥＯＮＥＴＣａｓｔ的３个区域

网络中心［１６］，除完成本身的数据广播业务外，还将

通过地面线路交换广播资料，并通过各自的卫星系

统进行再广播，以实现ＧＥＯＳＳ
［１７］数据的全球共享，

如图３所示。ＣＭＡＣａｓｔ已与ＥＵＭＥＴＣａｓｔ建立了

２ＭｂｐｓＲＭＤＣＮ数据交换链路，与 ＧＥＯＮＥＴＣａｓ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的数据交换链路正在测试和实施中。

图３　ＧＥＯＮＥＴＣａｓｔ数据交换与再广播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ＮＥＴＣａｓｔｄａｔａ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ｒ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２．４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是一个网络系统长期运营良好的关

键。用户管理关系对用户的服务和对数据提供者权

益保护，主要包括用户注册和资料授权两个部分。

根据 ＧＥＯＮＥＴＣａｓｔ框架协议的要求，ＧＥＯＮＥＴ

Ｃａｓｔ的区域中心网络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为

灾害、健康、能源、气候、天气、水、生态系统、农业和

生物多样性等９个社会领域的数据提供者和用户提

供数据广播服务，并在用户管理上具有开放性和互

操作性。

为了实现用户管理的开放性和互操作性，并保

证基础网络运行的安全性，ＣＭＡＣａｓｔ按两级运营体

系设计，由一个主网和若干子网组成。主网网管只

管理与网络运行有关的核心参数，如系统参数配置、

通道的配置、子网的配置等。子网管理负责用户管

理的具体业务，主要包括用户注册、资料授权等。每

个子网的管理范围，即可授权的通道、可管理的用

户，由主网网管分配。子网间的操作完全独立，互不

影响。

用户注册指用户通过提交注册信息，成为

ＣＭＡＣａｓｔ广播网的一个正式用户，用户授权指网管

系统规定用户可以从ＣＭＡＣａｓｔ获取哪些目录下的

数据。要实现逐用户的注册和授权，需要在网管系

统中，给每个用户分配一个唯一的标识。ＣＭＡＣａｓｔ

采用加密狗（ＵＳＢＫｅｙ）的ＩＤ号，作为用户的标识。

用户注册信息包括小站名、小站类型、通信地址、联

系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地址、联系人姓名、ＤＶＢ设

备的型号、生产厂家、注册日期等。授权信息指小站

可接收的通道和目录列表。

２．５　数据接收

ＣＭＡＣａｓｔ文件和流媒体广播数据的接收由安

装在数据接收服务器上的小站接收软件来完成。卫

星信道广播的文件和流媒体数据经天线、ＬＮＢ及

ＤＶＢＳ２ 接收机接收后，以 ＵＤＰ 的形式，进入

ＣＭＡＣａｓｔ数据接收服务器。数据接收服务器将文

件通道广播的数据文件恢复成实体文件，存入本地

硬盘，并推送到其他网络设备上；将流媒体通道广播

的多媒体节目进行本地解码显示，或转发到其他网

段上。用户可通过打开或关闭接收通道和目录选择

要接收的文件数据，并设置推送的目的服务器地址。

ＣＭＡＣａｓｔ小站软件主界面还具有对各类广播资料

的统计和监视功能。ＣＭＡＣａｓｔ小站主要功能界面

如图４和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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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ＣＭＡＣａｓｔ小站主界面

Ｆｉｇ．４　Ｍａｉ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ＣＭＡＣａｓｔ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５　ＣＭＡＣａｓｔ接收通道目录设置界面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ＭＡＣａｓｔｄａｔａ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３　技术应用

ＣＭＡＣａｓｔ做为新一代卫星广播系统，综合使用

了当前先进的卫星数据广播技术及标准。

３．１　犇犞犅犛２标准

卫星通信技术的核心是实现转发器带宽和功率

的最佳利用。ＣＭＡＣａｓｔ使用了第２代卫星数字视

频广播标准（ＤＶＢＳ２）。由于采用了更先进的调制

技术、信道编码技术和基带滤波技术，ＤＶＢＳ２比

ＤＶＢＳ在带宽利用率和功率利用率上，都有了显著

提高，是一种更先进的卫星传输标准。

ＤＶＢＳ２与ＤＶＢＳ的主要技术对比如表１所

列。卫星信道传输的信息速率

犚犻＝狉犚ｓｌｏｇ２犕 ＝狉
犅
１＋α

ｌｏｇ２犕。

式（１）中，犚ｓ为传输的符号率，狉为纠错编码系数，犅

为卫星带宽，α为基带成形滤波器滚降系数，犕 是调

制的阶数，ＱＰＳＫ，８ＰＳＫ，１６ＡＰＳＫ，３２ＡＰＳＫ的犕值分

别是４，８，１６，３２。ＤＶＢＳ２因支持８ＰＳＫ和１６ＡＰＳ，犕

值可达８和１６，通过使用ＬＤＰＣ和ＢＣＨ编码，狉值比

ＤＶＢＳ标准提高了０．４，而且相同调制方式和编码方

式下，接收门限犈ｂ／犖ｏ普遍降低２ｄＢ。ＤＶＢＳ２基带

成形滤波器滚降系数α值也从０．３５降低至０．２或

０．２５。这些都有助于信息速率犚犻的提高。

　　实际系统的使用效果是，一个标准亚卫４号Ｃ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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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转发器，带宽３６ＭＨｚ，发射功率５５Ｗ，接收天线采

用使用１．８～２．４ｍ，在单载波饱和工作方式下，使用

ＤＶＢＳ２标准和８ＰＳＫ５／６调制，信息速率可以达到

７２．９ Ｍｂｐｓ，而采用 ＤＶＢＳ标准，最多只能实现

ＱＰＳＫ７／８调制，信息速率只能达到４８．３Ｍｂｐｓ。

表１　犇犞犅犛与犇犞犅犛２标准主要技术比较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犻狀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

犇犞犅犛犪狀犱犇犞犅犛２狊狋犪狀犱犪狉犱

指标 ＤＶＢＳ ＤＶＢＳ２

调制解调 ＱＰＳＫ ＱＰＳＫ，８ＰＳＫ，１６ＡＰＳＫ

信道编码 Ｖｉｔｅｒｂｉ，ＲｅｅｄＳｏｌｏｍｏｎ ＬＤＰＣ，ＢＣＨ

基带滤波 α＝０．３５ α＝０．２～０．２５

３．２　速率统计复用

ＣＭＡＣａｓｔ传输的业务类型有两大类，一是文件

广播，二是流媒体广播。流媒体对ＩＰ包的传输延时

和延时抖动有很高的要求，必须有恒定的速率保证，

文件广播对ＩＰ包的延时和延时抖动虽然没有严格

要求，但传输时效的要求差别很大。一些警报类业

务的传输时效要求是１０ｓ，而一些遥感服务产品的

时效要求，是１２ｈ或更长。无论文件还是流媒体业

务，其到达都是实时动态变化的，因此，必须采用有

效的自适应速率统计复用机制，保证流媒体和高时

效要求的气象资料的及时有效传输，并保持卫星信

道有较高的利用率。

基于上述要求，以及ＰＣＶＳＡＴ，ＤＶＢＳ，ＦＥＮＧＹＵＮ

Ｃａｓｔ，ＥＵＭＥＴＣａｓｔ系统的经验，ＣＭＡＣａｓｔ将信息速率

为７０Ｍｂｐｓ的卫星广播信道划分为２５６个并行广

播的逻辑通道，并设计了基于通道组、通道和１级目

录的３级速率统计复用策略。各级速率统计复用策

略和应用目标如表２所示。

３．３　数据动态加密

ＣＭＡＣａｓｔ小站接收系统为开放式结构，ＤＶＢ

Ｓ２接收机和接收服务器之间采用以太网接口，ＵＤＰ

协议传输，如果不采取动态加密技术，数据很容易被

盗取，资料授权也就失去了意义。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ＣＭＡＣａｓｔ采用了基于加密狗技术的４层动态数

据加密机制（如表３所列）。

表２　犆犕犃犆犪狊狋速率统计复用策略

犜犪犫犾犲２　犅犪狀犱狑犻犱狋犺狊犺犪狉犻狀犵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狅犳犆犕犃犆犪狊狋

级别 约束条件 功能描述 特别要求 应用目标

通道组 最大速率

通道组内所有广播

通道实际播发速率

和的最大值

通道组内所有广播通道实际播

发速率和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超

过通道组的最大速率

通道组最大速率的限制是为了满足文献［１８］中，当有一

组通道的广播需要在另一颗卫星上进行转发，以扩大系

统覆盖范围时，最大速率的限制可保证转发信号的带宽

不超过在第２颗卫星上的租用带宽

通道

最小速率
通道有数据广播时，

需达到的最小速率

系统中各通道最小速率的和小

于系统总速率

通道的最小速率指系统最拥挤的情况下，仍可保证的速

率。对于流媒体业务，最小速率就是保证流媒体传输质

量的速率

最大速率
通道数据广播可占

用的最大速率

通道数据广播的最大速率不能

超过系统总速率

通道最大速率的限制是为了避免某通道速率过高，而且

小文件过多时，对小站文件接收系统造成的冲击

优先级
通道获取系统剩余

速率的先后顺序

优先级高的通道，优先获取剩余

速率

０级优先级最高，为流媒体广播的优先级，１～９为文件

广播的优先级

１级目录 优先级
１级目录文件广播

的先后顺序

对于通道下的多个１级目录，高

优先级目录中的文件先于低优

先级目录中的文件发送

１级目录的优先级可分为４级

表３　犆犕犃犆犪狊狋的动态加密机制

犜犪犫犾犲３　犇狔狀犪犿犻犮犲狀犮狉狔狆狋犻狅狀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狅犳犆犕犃犆犪狊狋

层次 名称 密蚎产生 加密 解密 备注

１ 用户密钥（ＵＫ） 内置在加密狗中 固定不变 不可复制 ＵＫ即小站ＩＤ号

２ 业务密钥（ＳＫ）
动态生成ＳＫ，

周期可设置

主站使用ＵＫ对

ＳＫ进行加密

小站使用ＵＫ对

ＳＫ解密

ＳＫ更新周期

为１５～３０ｄ

３ 加扰控制字（ＣＷ）
动态生成ＣＷ，

周期可设置

主站使用ＳＫ对

ＣＷ进行加密

小站使用ＳＫ

对ＣＷ解密
ＣＷ更新周期为３０ｓ

４ 实际数据 文件和流媒体
主站使用ＣＷ对

实际数据加扰

小站使用ＣＷ对

实际数据解密

４　ＣＭＡＣａｓｔ与现有广播系统的比较

ＣＭＡＣａｓｔ系统的设计，不仅吸收了我国ＰＣＶ

ＳＡＴ，ＤＶＢＳ和ＦＥＮＧＹＵＮＣａｓｔ３套广播系统的经

验，也吸收了ＥＵＭＥＴＣａｓｔ，ＧＥＯＮＥＴＣａｓｔＡｍｅｒｉ

ｃａｓ两个外国广播系统的经验，是目前国际领先的

卫星数字广播系统。ＣＭＡＣａｓｔ与ＰＣＶＳＡＴ，Ｄ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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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ＦＥＮＧＹＵＮＣａｓｔ，ＥＵＭＥＴＣａｓｔ和ＧＥＯＮＥＴＣａｓ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的能力比较如表４所示。

表４　卫星数据广播系统能力比较

犜犪犫犾犲４　犆犪狆犪犮犻狋狔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犱犪狋犪犫狉狅犪犱犮犪狊狋狊狔狊狋犲犿狊

类别 指标 ＰＣＶＳＡＴ ＤＶＢＳ ＦＥＮＧＹＵＮＣａｓｔ ＥＵＭＥＴＣａｓｔ ＧＥＯＮＥＴＣａｓｔＡｍｅｒｉｃｓ ＣＭＡＣａｓｔ

系统构成

工作频段 Ｋｕ Ｋｕ Ｃ Ｋｕ，Ｃ Ｃ Ｃ

覆盖范围
中国及

周边地区

中国及

周边地区

中国及亚太

绝大部分地区

欧洲、非

洲、美洲

北美、中

美、南美

中国及亚太

绝大部分地区

调制方式 ＱＰＳＫ１／２ ＱＰＳＫ３／４ ＱＰＳＫ３／４ ＱＰＳＫ３／４ ＱＰＳＫ３／４ ８ＰＳＫ５／６

信息速率 ２Ｍｂｐｓ ８．５Ｍｂｐｓ ８．８Ｍｂｐｓ １６Ｍｂｐｓ ２Ｍｂｐｓ ７０Ｍｂｐｓ

主站操作系统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Ｌｉｎｕｘ

小站操作系统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Ｌｉｎｕｘ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Ｌｉｎｕｘ

系统功能

文件广播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流媒体广播 ＭＰＥＧ１ ＭＰＥＧ４
ＭＰＥＧ２，ＭＰＥＧ４，

Ｈ２６４，ＶＧＡ

用户管理 接收机地址 接收机地址 接收机地址 加密狗 加密狗 加密狗

子网管理 有 有

数据交换 有 有 有

关键技术

传输标准 ＨＤＬＣ ＤＶＢＳ ＤＶＢＳ ＤＶＢＳ ＤＶＢＳ ＤＶＢＳ２

统计复用 通道 通道、１级目录 通道组、通道 通道组、通道
通道组、通道、

１级目录

动态加密 有 有

５　结　论

ＣＭＡＣａｓｔ是中国气象局设计和建设的新一代

卫星数据广播系统，在系统设计上，采用了ＤＶＢＳ２

标准，带宽统计复用、数据动态加密等关键技术，系

统能 力 和 技 术 水 平，比 ＰＣＶＳＡＴ，ＤＶＢＳ 和

ＦＥＮＧＹＵＮＣａｓｔ３个系统有了明显提高，是目前世

界领先的卫星数字广播系统。

ＣＭＡＣａｓｔ的建设，不仅提高了我国气象资料广

播的业务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亚太地区气象资料和

ＧＥＯＳＳ数据分发和共享的能力。目前，亚太地区很

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通信条件很不发达，卫

星广播是他们实时获取气象资料的最有效方式。

ＣＭＡＣａｓｔ有充足的带宽、宽广的覆盖范围和有效的

用户管理机制，可以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提供及

时、有效的数据广播服务，对亚太地区气象事业的发

展和ＧＥＯＳＳ数据共享具有深远的影响。

ＣＭＡＣａｓｔ预计２０１１年上半年基本建成。２０１１

年６—１０月，ＣＭＡＣｃａｓｔ与ＰＣＶＳＡＴ，ＦＥＮＧＹＵＮ

Ｃａｓｔ，ＤＶＢＳ３套系统并行试运行。在此期间，所有

气象局内部用户站、国内其他行业用户站和国外用

户站，将全部转移到ＣＭＡＣａｓｔ系统上运行。并行

试运行结束后，ＣＭＡＣａｓｔ转入独立运行，原有的３

套广播系统陆续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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