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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数据数字化及实时传输

— 地震数据国际交换试验简介

彭伟荣 阂祥仪 张幼敏 常千军

王 斌 尹志文 张 星 李发科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

兰 州 73 00 00 )

摘要 简要地介绍 了地衷数据 国际交换试验来统和 台站地襄数据 实时未集传输

系统的组成
、

各部分的特性与功能
、

地衷数据数字化及实时传输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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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 9 7 9 年中国开始以地震电报的形式参加了地震数据国际交换
,

1 9 8 6 年中国数字化地震台

网 ( C D SN )建成后
,

又利用了数字化记录的地震数据磁带参加地震数据国际交换
。

但 由于交

通
、

通讯
、

汇编等过程的影响
,

地震数据信息中心不能实时或准实时地得到数据信息
。

如何利用

现代化的卫星通讯设施及先进的计算机技术
,

使地震数据的交换做到实时或准实时
,

这是一个

需要探讨的问题
。

1 9 9 0 年 3 月至 1 9 9 3 年 3 月
,

中国建立了由北京
、

兰州和海拉尔 3个台站组

成的地震数据国际交换试验台网
,

进行了地震数据国际实时交换试验
。

2 地震数据国际交换系统的组成

交换系统由野外地震台站
、

国家地震数据信息中心
、

国际地震数据信息中心 3部分组成
。

地震台站的基本功能是数字地震波及有关参数的实时采集
,

并发送到国家地震数据中心
,

记录波形可以准实时地在工作站屏幕上连续地显示
,

还可以把地震波形数据及有关参数建立

数据库并记录在磁带上存档
,

同时可以进行地震波形
、

标定波形的分析工作
。

国家地震数据中心负责台站地震数据的汇集和记录质量的检查
。

有和台站一样的分析及

显示功能
;
可以编辑地震 ( 目录 )报告

、

参数报告及 国际地震数据中心规定要完成的参数报告

(如地震的震相
、

到时等 )
。

将地震波数据及有关参数发送到国际地震数据中心
,

并可 以得到从

国际地震数据中心发来的信息简报
。

国际地震数据中心将所有地震台站的地震数据汇集
、

分析
,

编写简报及地震报告
,

并检查

所有地震台站 及国家地震数据中心的工作质量和状态
,

把所有信息反馈到国家地震数据中心

或地震台站
,

建立地震数据信息库并存档
。

3 数字化地震数据的实时采集和传输系统

台站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的结构如图 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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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震计的技术参数和系统响应特

性

本试验的地震波形检拾采用了 G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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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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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台站数据采集与传精来统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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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遥测数据采集系统 ( R D A )S

R D A S 系统结构包括地震计
、

短周期和宽频带放大器
、

R D A S 20 o 型遥测数据采集系统
。

短周期放大器信号增益为 30 dB
,

标定信号增益为 6 d B
,

输入阻抗为 40 M n
,

通频带为直

流至 9 7 H z ( 0
.

0 1 5
周期至无周期 )

。

宽频带放大器信号增益为 20 d B
,

通频带为直流至 1 94 H : (0
.

0 05
5
周期至无周期 )

。

R D A S
一

20 0 数据采集系统包括中心处理单元 (C P U )
、

内存储模块 (S M M )
、

多功能模块

( M F M )
、

数字钟 ( D CM )
、

串行通讯接 口 ( s e e )
、

数字信号处理器 ( D S P )
、

多路同步模数转换器

( G S D )和工作状态测试 ( A U X / SO H )
。

R D A S 的主要作用是
:

将前置放大器传送来的地震模拟信号进行多路同步采样并转换成

数字信号
,

处理后通过串行通讯接 口发送至 R T D S
。

数字钟提供精确的数字时间信号标记到形

成的数据中
,

同时能自动校时
。

状态检测可测得系统工作状况
,

通过通讯接 口可在 G S E 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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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遥测检查
。

3
.

3实时数据采集服务 ( RT D S)

这部分是微型计算机管理系统
。

是一个有 4兆内存
、

120 兆硬盘和 1
.

2 兆软驱的 As T 368

计算机
,

使用 L y n x os 386 实时操作系统
.

这一部分的主要功能是
:

接收从遥测数据采集系统传送来的实时地震波数据
;
把接收到的

数据变换成工作站能处理的数据格式
;
通过以太网络将地震波数据实时地传送到工作站

;
将地

震波数据实时地传送到卫星通讯系统
;
暂时存储变换后的地震波数据直至被传送为止

,

当工作

站因故中断工作时
,

在硬盘中提供短期存储数据空间 (2 一 3 天 ) ;
接收并传送工 作站要求传送

到数据采集站的命令 (如标定信息等 )
.

3
.

4 G S E 工作站 ( G S E W o r k s t a t i o n )

G S E 工作站设备包括
:
S U N 超高精度工作站 ( 40 兆内存 )

、

两个 “ 9 兆容量的硬盘
、

两个

2
.

3 千兆容量的 8 m m 磁带驱动器和一个 150 兆容量 6 m m 磁带驱动器
、

S U N 激光打印机
、

以

太网络
。

使用的操作系统是 S u
on

s 4
.

n 版本 ( v m u in x)
,

O R A C L E 关系数据库管理 系统
。

工作软件

有
:

近实时管理
、

地震波显示
、

检测
、

建档
、

地震分析及通讯等模块
。

工作站的主要功能是
:

收集数字地震波和参数数据
; 以小时为单位临时存储地震波数据

;

经常持久地将地震波数据存档于 8 m m 螺形磁带中
;
提供近实时的地震波显示

;
近实时地检测

地震事件和提供事件参数
;
提供地震波的相关分析

;
提供 R D A S 的控制命令

。

.3 5 卫星通讯系统

本试验采用美国的 DI B 卫星通讯系统
,

其构成如图 3 所示
.

地面站采用的是 4
.

57 m 抛物

面夭线
。

该系统的主要功能是
:

将地震波形数据实时地通过通信卫星发送至国家地震数据中心
;
接

收由国家地震数据中心发送来的有关信息
。

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

111 4
005 筑

4 . 3 11111 物物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统统统

图 3 I D B 卫星通讯来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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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震数据数字化和实时传输过程

数据采集系统 ( R D A s) 由中心处理单元控制动作
。

经过放大的 6 路信号同步进入多路采

样器 ( 1 200 个 /秒样率
,

本实验短周期每道每秒采 40 个样
,

宽频带每道每秒采 10 个样 )
。

采样

信号送到模数转换处理器形成 16 字节的数据字
,

经数字信号处理器处理后再进入串行通讯接

口
,

经由传输驱动器进入传输线传送到实时数据传递系统 ( R T D )S
。

数字地震信息通过 R T D S 实时操作系统处理形成工作站能处理的数据格式
,

经以太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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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 S GE 工作站
;

工作站可近实时地显示数据的模拟图形
,

并定时形成文件写入数字数据记

录档案之中
。

另处
,

由 R T D S 处理好的数字数据实时地传送到卫星通讯 系统
,

发送到 国家地震数据中

心
,

再由国家地震数据中心实时地通过卫星传送到国际地震数据中心
。

本试验运行设备在 1 9 9 2 年下半年全部调试完毕
,

实时传输联试成功
,

进入交换试验
。

由于

种种原因
,

台站至国家地震数据中心这一交换环节没有采用卫星通讯系统
,

而采用每周 由台站

寄发一次数据记录档案磁带到国家地震数据中心的形式
.

国家地震数据中心汇集各台数据后

再通过卫星传送到国际地震数据中心
,

没有真正实行实时传输
。

后 记

至 1 9 9 3 年 3 月试验期限结束后
,

由于该系统与中国数字地震台网 ( C D S N )二期改造的设

计基本一致
,

国家地震局决定本试验系统并入 C D S N 二期改造工程
。

在 CD S N 台网内设立
“

地

震数据国际交换试验
”

跟踪研究小组
,

继续做有关的试验研究工作
。

(本文 1 9 9 4 年 1 2 月 2 1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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