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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站分离”模式下的数据传输方案研究 

方喆敏 

（江西省上饶市气象局  江西上饶  334000） 

摘  要：通过从网络架构；串口服务器的选择、使用和设置；安全防范对策等方面规划了“局站分离”模式下的数据传输方案，该方案可

以帮助“局站分离”的气象台站实现“无人化”、“自动化”的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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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与意义 

解决“局站分离”带来的数据传输问题，实现异地自动化业务

开展，从而提高气象观测和业务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是当前业务工

作的一个迫切需求。制定出一个性能稳定、资金投入少、节省较多

人力投入的数据传输方案，对各地区应用改造都能起到帮助性作用，

也符合气象智能化自动化的发展趋势。 

此方案对于推动城市发展与气象观测和业务工作的协调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同时有助于提升气象观测和业务工作的技术水平，减

少城市发展对观测数据连贯性的影响。 

2 项目技术路线 

在常规模式下，数据传输依赖于多模光纤，但这种光纤的传输

距离较短，通常适用于“局”和“站”在一起的情况。对于远距离

的光纤链路架设，这种方法很难实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项目提

出了一种新的技术路线。通过使用串口转换器代替综合集成硬件控

制器，将 RS232/485 接口参数转换为 IP 断口参数，从而通过 IP 通

道传输。这种方案不仅性能稳定，而且资金投入少，可以节省大量

的人力投入。 

本文从串口服务器、局站分离站点改造、传输网络架构三个方

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制定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稳定可靠、

适用面广的“局站分离”模式下数据传输方案。这个方案需要满足

以下特点：1. 实现异地观测的功能 2. 传输稳定 3. 在应急情况下，

主、备份站能够随时切换 4. 可以随时满足应急观测的需求 

3 

3.1 局站分离的网络规划方案 

3.1.1 对比观测期间的网络构建方式 

如果观测站搬迁至新址并进行至少一年的对比观测，新址与旧

址之间需要进行数据传输。在此期间，新址的数据不需要上传，只

需要保证自动站的正常运行和数据的准确采集与存储。为了满足这

一需求，项目提出了一种网络连通方案：通过在局端和观测站点之

间布设一条光纤专线，保持原有的市县间的专线不变，实现新址的

网络连通。这样，即使新布设的网络出现故障，不会影响数据的采

集存储，不影响数据的完整性，能以最简单且实惠的组网方式满足

对比观测期间的数据传输需求。 

3.1.2 无对比观测的业务运行组网方式 

为了进一步优化“局站分离”的组网方式并提高网络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无对比观测的业务台站可进行一种双路由器组网方式。

这种方式通过在局端和观测站点分别部署路由器，形成三角形网络

结构。每个观测站点和局端之间都有两条独立的通信链路，当任意

一条通信链路出现故障时，其他链路可以自动接管，确保数据传输

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双路由器三角形组网方式提高了网络的冗余性，

增强了网络的可靠性。 

3.2 智能串口服务器在“局站分离”中的应用 

3.2.1 串口服务器的应用原理 

串口服务器是把串口信息转为 TCP/IP 协议的数据包，进而达

到数据的网络传输。 相反，也能够把 TCP/IP 协议的数据包分解为

串口数据流。 将各气象站测站串口设备进行关联，并将串口数据流

通过有效途径进行处理， 把 RS232 接口参数转换成 IP 断口参数。

串口服务器内部集成了多种等协议，支持动态 IP（DHCP）与静态

IP，兼容网关与代理服务器，借助 Internet 进行信息传递。这样，可

以展开信息多项可视化传递，用户无需进行原有系统更改。串口服

务器的常见功能有：支持 ARP、IP、TCP、HTTP、ICMP、SOCK5、

UDP、DNS、DHCP 等协议；作为 TCP 服务器支持 10 个 TCP 连接。

支持设备连接上发送 MAC 地址功能，方便云端管理设备；提供计算

机端搜索、配置设备的二次开发包 DLL 开发库；支持多主机功能：

在一问一答的查询方式下，支持网口端允许有多台计算机同时访问

同一个串口设备。 

这些功能使得串口服务器能够适应不同的串口设备和应用场景。

使其在“局站分离”的组网方式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将串口设备

与串口服务器连接，可以将串口数据流转换为 TCP/IP 协议的数据包，

实现数据的网络传输。可以实现不同设备之间的 Modbus 通信，方便

对气象站测站设备的监控和管理。通过将串口设备与串口服务器连

接，可以实现数据的网络传输，提高设备使用效率，节省投入。同

时，串口服务器的多种功能和协议支持也使得其能够适应不同的应

用场景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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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串口服务器的设置 

为了实现观测设备、主站、备份站之间的有效数据传输和通信，

需要通过智能串口服务器进行紧密关联。这种服务器具有高效、稳

定的数据传输能力，能够确保数据在各个设备之间准确无误地传输。 

主站和备份站的数据分别通过不同的虚拟串口连接到主站业务

用机和备份站业务用机。这种设计可以确保数据的独立性和安全性，

避免数据混淆和误传。  将 RS232/485 接口参数转换为 IP 端口参数，

使得传统的串口通信方式适应以太网环境，实现了数据的网络化传

输。 

将串口服务器接入以太网，使其成为以太网的一个节点。这样，

接入串口服务器的数控系统也可以接入以太网，实现了数据的网络

化传输和共享。利用串口服务器将新型自动站通讯设备通过网线接

入交换机，并将自动站搜集设备从 COM 口接入串口服务器设备内。

这种设计可以确保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避免数据丢失和误传。 

在业务用机系统中，安装了串口服务器带有的应用程序。这个

应用程序可以实现对标准串口（COM 口）的统一管理和控制，确保

数据的准确接收和处理。 

在地面观测软件（ISOS）内，对 COM 口通讯接收信息进行了设

置确保数据准确无误地接收。 

综上所述，通过对串口服务器的使用和设置，实现了观测设备、

主站、备份站之间的有效数据传输和通信。 

3.3“无人值守”存在的安全隐患及对策 

3.3.1 安全隐患 

主要是三方面的隐患：供电故障、环境破坏和网络故障。 

一般情况下的市电中断，ＵＰＳ和发电机会维持设备供电，在

此期间值守人员不易通过视频监控及时判断供电系统故障。如若发

电机故障未能及时发现，ＵＰＳ电池电量耗尽，会造成业务计算机

关闭，观测数据无法上传，此时值守人员才能通过监测平台察觉，

可能产生逾限或缺报情况。 

环境系统主要包括空调系统、防水防火和人员入侵等隐患。当

观测业务由本地值守切换为无人值守后，虽然可以通过监控系统远

程监视台站实景图像，但是由于观测人员无法感知现场温度、湿度、

设备运行状态等信息，不能在第一时间将隐患排除。 

在某一条线路断的情况下，点对点传输仅出现短暂中断，不易

发现某一线路已出现故障，当另一条线路也发生故障时，则会造成

网络传输的中断。当前业务缺乏对单条传输线路故障的有效监测手

段。 

3.3.2 对策 

1.供电系统：定期检查供电设备，确保发电机、UPS 等设备正

常运行。建立供电故障预警机制，通过监测平台实时监控供电状态，

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采取措施。 

2. 环境系统：定期巡查，确保防水、防火设施完好无损。引入

温湿度监测设备，实时监控室内环境，确保观测数据准确无误。加

强安全防范，如安装监控摄像头，定期查看录像，防止人员入侵。 

3. 网络系统：建立网络故障预警机制，通过监测平台实时监控

网络状态，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采取措施。定期检查网络线路，断

网检查备份线路能否自动切换，确保数据传输不中断。 

通过以上对策的实施，可以有效地降低“无人值守”存在的安

全隐患，确保观测业务的正常运行。 

3.3.3 安全防范方法 

加强安全管理，提升集中值守人员网络安全意识、更新安全管

理制度是台站无人值守网络安全的重要组成。具体措施如下：１）

将网络安全知识纳入业务学习中，提高值守人员的网络安全意识；

２）结合观测质量体系，制定和优化网络安全程序和制度；３）做

好日志记录，加强安全审计。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全面分析了“局站分离”模式下的数据传输方案。该方案

充分考虑了不同的业务需求和观测场所，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的

架构方案。方案具有较强的指导性，解决了一定的相关技术问题，

从而帮助台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确保了台站的长期稳定运行。这

一变革为综合观测业务的值班人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显著减少了

他们的工作量，从而有效提高了基层气象部门的工作效率。使业务

人员能够更专注于核心业务，提高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然而，也必须正视地面气象观测无人值守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例如，供电故障、环境破坏和网络故障等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

决的关键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不断开展技术研究和创新，

逐步完善实施方案，确保台站无人值守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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