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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ＭＡ无线网络在海洋站数据传输中

的几种组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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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ＣＤＭＡ作为一种成熟的无线网络通信技术，在专业数据的无线传输应用方面越来越

广泛。相对于传统的有线传输，ＣＤＭＡ无论在成本、维护、以及实现方式上都有着不可比拟的

优势，文章尝试将多种ＣＤＭＡ无线技术方案应用于海洋数据传输中，以满足不同环境条件下

的海洋站的数据传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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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国家海洋局对全国的海洋

环境监测站进行了升级和改造，海洋水文气象观

测由原来的人工观测提升为由各种相应的传感器

获取。海洋水文气象数据实现采集自动化后，面

临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分散的传感器所采集的数

据实时传输到海洋站的数据中心来，以便进一步

处理和分析。随着国内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发

展，ＣＤＭＡ通信网络已经覆盖了全国各地，网络

运行稳定，这给海洋站组建基于ＣＤＭＡ无线数据

传输网络提供了基础［１７］。本文根据当前ＣＤＭＡ

在传输数据方面的技术，提出了适合于当前我国

大部分海洋环境监测站的数据传输方案。

１　ＣＤＭＡ无线网络在海洋站的应

用优势

　　海洋环境监测站（简称海洋站）是国家海洋局

最基层的事业单位，主要从事海洋水文气象、海洋

水质等观测和监测，为海洋环境预报提供基础数

据，为海洋防灾减灾的决策提供支撑。因海洋水

文气象数据代表性的要求，决定了海洋站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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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相对偏远，各测点获取的水文气象数据很难

通过有线方式传输回站里，短波通信方式也因抗

干扰能力差、误码率高、数据接收率低而无法满足

要求。随着ＣＤＭＡ网络的成熟，依托ＣＤＭＡ无

线网络构建海洋数据传输网已成为首选，ＣＤＭＡ

无线网络与有线网络相比具有覆盖面广，不受地

域制约，组网灵活和管理方便等优点。

２　基于ＣＤＭＡ网络的几种可行组

网方案

２．１　数据中心公网动态犐犘＋犇犖犛解析服务

　　采用这种方式时，数据中心通过ＣＭＤＡ无线

上网卡接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各监测点（如海浪测点

或潮汐测点）的传感器与ＣＭＤＡ无线ＤＴＵ相连

接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由于这种方式获取的都是公网动

态ＩＰ，其ＩＰ地址随着每一次的重新连接而发生

改变。所以，监测点与数据中心无法直接建立连

接，因此，我们必须先申请域名，并与ＤＮＳ服务商

联系开通动态域名解析服务，在海洋站的数据中

心电脑上运行动态域名解析客户端程序，然后各

监测点先采用域名寻址方式连接到ＤＮＳ服务器，

再由ＤＮＳ服务器找到数据中心的公网动态ＩＰ建

立连接，最后完成海洋数据的传输。这种传输方

式不需要固定ＩＰ，适用性较强，但其通过公网传

输数据安全性不是很高。同时，其传输稳定性受

制于动态域名解析服务商的ＤＮＳ服务器的稳定

性，所以寻找可靠的ＤＮＳ服务商是关健。其网络

结构如图１所示
［８，９］。

图１　数据中心公网动态犐犘＋犇犖犛解析网络结构图

２．２　数据中心具有公网固定犐犘

　　海洋站的站部相对没有各个测点那么偏远，

大部分海洋站站部都能通达具有固定公网ＩＰ的

ＡＤＳＬ专线。此时，海洋站站部的数据中心可以

采用具有固定公网ＩＰ的 ＡＤＳＬ专线接入，而各

测点采用ＣＤＭＡ无线方式接入进行数据传输。

由于数据中心具有固定公网ＩＰ，所以各测点可以

直接向数据中心发起连接［１０］。这种方式组网运

行更加稳定可靠。其网络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数据中心具有公网固定犐犘的网络结构图

２．３　犆犇犕犃无线犞犘犇犖方式

　　ＶＰＤＮ是虚拟拨号专用网络的缩写，它基于

拨号用户的虚拟专用拨号网业务，利用ＩＰ和其他

网络的承载功能，结合相应的认证和授权机制，可

以建立安全的虚拟专用网络。用户可以自行对所

属拨号用户进行开户、销户、设置用户权限等操

作。ＶＰＤＮ 具有保密性好，可有效防止非法访

问，不易受攻击等优点［１１］。

海洋站组建无线 ＶＰＤＮ数据传输网络一般

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由电信运营商分配相应的

ＶＰＤＮ帐号和内网ＩＰ地址的临时性的方案。在

这种方案中海洋站的数据中心和各监测点（如海

浪测点或潮汐测点）通过ＣＤＭＡ上网终端使用

Ｌ２ＴＰＶＰＤＮ方式和临时分配的帐号实现拨号上

网（例如拨打号码为＃７７７，并输入帐号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ＸＸＸ．１３３ＶＰＤＮ．ＧＤ和密码），通过认证后建

立安全隧道获取绑定的内网固定ＩＰ地址，从而达

到数据传输的目的。其网络结构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犞犘犇犖内网犐犘方式的网络结构图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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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临时方案的不足之处是由于采用电信运

营商临时分配的帐号、ＩＰ等，自主维护管理有限，

通信保障能力稍差。

另一种是自建无线专网方案。该方案用户需

安装支持Ｌ２ＴＰ协议的路由器来组建自己的网

关，开通一条连接到电信ＩＤＣ机房的ＤＤＮ专线，

并通过电信ＩＤＣ机房统一接入到 ＣＤＭＡ 分组

网。该方案用户可以登录中国电信的无线

ＶＰＤＮ大客户自服务系统对各个通信卡进行帐

号、密码的管理，可以自己实现各张通信卡的ＩＰ

地址的绑定，并可以自己随时增加通信卡［１２］。

例如：湛江海洋站需组建一个由数据中心（站

部）和波浪测点、气象测点以及潮位测点组成的无

线ＶＰＤＮ数据传输网络。我们可以先到电信营

业厅开通４张按流量计费的ＣＤＭＡ无线通信卡，

每张卡对应一个电话号码和ＩＭＳＩ码，然后通过

连接到电信ＩＤＣ机房的ＤＤＮ专线登录到中国电

信的无线ＶＰＤＮ大客户自服务系统，对这４张卡

进行帐号、密码的设置和ＩＰ地址的绑定。设置结

果如表１。

表１　犆犇犕犃无线通信卡的设置结果表

站点名称 帐 号 密 码 电话号码 ＩＰ地址 ＩＭＳＩ码

湛江站站部 ＺＪＺＺＢ＠ＺＨＺＸＨＹＺ．１３３ＶＰＤＮ．ＧＤ  １３３８０９０１ １７２．１６．２．１ ４６００３０９７６７００１

潮位测站 ＺＪＺＣＷ＠ＺＨＺＸＨＹＺ．１３３ＶＰＤＮ．ＧＤ  １３３８０９０２ １７２．１６．２．２ ４６００３０９７６７００２

海浪测点 ＺＪＺＨＬ＠ＺＨＺＸＨＹＺ．１３３ＶＰＤＮ．ＧＤ  １３３８０９０３ １７２．１６．２．３ ４６００３０９７６７００３

气象测点 ＺＪＺＱＸ＠ＺＨＺＸＨＹＺ．１３３ＶＰＤＮ．ＧＤ  １３３８０９０４ １７２．１６．２．４ ４６００３０９７６７００４

　　完成通信卡的帐号、密码设置和ＩＰ绑定等工

作后，就可将这４张卡分别装到各测点的ＣＤＭＡ

上网终端上，通过预先设置的帐号、密码和ＩＰ进

行登录并完成数据传输。组网结构如图４所示。

这种方案，可以获得更稳定的带宽流量，满足

用户的持续稳定传输需求，同时其扩展性强。

图４　犞犘犇犖专网的网络结构图

３　结束语

　　本文结合ＣＤＭＡ技术和不同海洋站的实际

情况提出了４种不同的数据传输解决方案，足以

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网络环境下的绝大多数海洋

站的数据传输要求。其中，方案（一）、方案（二）和

方案（四）已分别在国家海洋局硇洲海洋环境监测

站、海安海洋环境监测站和湛江海洋环境监测站

投入使用，其传输稳定、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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