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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C O S PA S一SA R S A T 卫星

救助系统的发展

C O S P A S一S A R S A T卫星救助系统是一

个 国际间协调进行的利用极轨道卫星辅助搜

索和营救遇难飞机和船舶的安全系统
,

是在

世界先进国家开发利用海洋的过程中发展起

来的
。

1 9 7 9年
,

苏联
、

法国
、

加拿大和美国签

定了共同进行C O S PA S一S A R S A T (以下简

称C O 一S A ) 系统试验的协定
。

1 9 8 0年 又里有

挪威
、

英国
、

保加利亚和巴西等国加入了这

一系统的试 验 研 究
。

1 9 8 2年 6 月 30 日C O -

S A发射了第一颗系统试验卫星
,

经过 了 为

期 3 个月的验证阶段
,

其后又用了两年时间

进行了论证和评价
。

到目前 为止
,

C O一S A

已成功地完成了论证和评价阶段的工作
,

并

相继建成 6 个地面站
,

使 4 颗卫星 (C O I
、

C O Z
、

C O 3
、

SA I ) 在轨运行
,

基本完成了

系统的建设并开始投入使用
。

C O 一S A系统由四个基本部分组成
,

如图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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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O 一S A系统的组成

1 1



第一部分是 E L T 和 E P IR B
。

它们在遇

险时发射 1 2 1
.

5兆赫和 4 0 6兆赫频段的遇险信

号
。

第二部分是星上
一

设备
。

它完成遇险信号
-

的接收和转发
。

第三部分是本地 用 户 终 端

(L U T )
。

它是用来接收中转卫星发来遇险

信号的地面站
,

它接收的遇险信 号处理后传

给任务控制中心 (M C C )
。

第四部分是系统

的控制协调部门—任务控制中心 ‘M C C )
。

它负责交换各国M C C间的遇险数据及 其 他

信息
,

并把具体的遇险数据提供给适当国家

的营救协调中心 (R C C )
,

使 R C C迅 速 执

行搜救任务
。

C O 一S A 系统的基本工作过程 是
:

当 发

生遇 险事件时
,

E L T / E R R B (1 21
,

5兆赫
.

4 0 6兆赫 ) 就 自动或手动开机
,

发射遇 险信

号
,

信号在系统卫星通过 E L T / E PI R B 上空

时被卫星接收处理并转发给地面本地用户终

端 (L U T )
,

L U T 对信号进行处理计算 得

到定位数据并传转给M C C
,

M C C再经过同

其他国家M C C 的协调把定位数据等遇 险 信

息送给适当的营救协调 中心 (R C C )
,

R C C

接受指令后派出搜救部队前往定位区域
,

再

由E L T / E P IR B 中的引航信 号 (1 2 1
.

5 兆赫 )

找到遇难人员
,

完成营救任务
。

C O 一S A现 已建成系统的大部分 设 施
,

截止 1 9 8 4年 6 月
,

苏联已发射 了C O I
、

C O Z
、

C O 3
,

三颗 C O S PA S卫星
,

美国也发 射 了

SA I卫星
,

并准备发射第二颗SA R SA T 卫星

(S A Z )
。

C O I
、

C O Z
、

C 0 3
、

S A
、

现都已

投入运行
。

各参加国除 巴西
、

芬 兰 外 都 建 立 了

M C C
,

并通过 电报
、

数据网络及航空 固 定

电讯网
,

建立了相互间的通讯网
。

各参加国

也大都建立了本国的 L U T
。

加拿大建在握

太华
,

法国建在 图卢兹
,

挪威在特罗姆瑟
,

英国在拉莎姆
,

美国在科迪亚克
、

圣弗兰西

斯科
、

圣路易斯
,

苏联在莫斯科
、

阿尔汉格

尔斯克
、

海参威
,

各参加国的 R C C 也建立

了与本 国M C C的联 系
。

C O 一S A系统于 1 9 8 4年完成了有用 户 参

加的论证和评价阶段
,

现已提交了初步的系

统评价结论报告
。

论证和评价的结论如下
:

( I ) 对 1 2 1
.

5兆赫E L T 的定位精度至

少有 6 下肠在 10 一加公里以 内
,

其探测概率大

于 。
.

9 5
,

对 4 0 6兆赫 E P IR B 的定 位精度在 5一

10 公里以 内
,

其探 测概率达。
.

98
。

( 2 ) 对
‘

1 2 1
.

5兆赫E L T 的定位概率及

精度达到了预期的数值
,

而对 40 6兆赫E P卜

R B的定位概率比预期的要低些
,

这有 待 于

进一步调查研究
。

( 3 ) 卫21
.

5兆赫E L T 的
一

误警率很 高
,

但尽管如此
,

它在两年的论证和评价阶段中

仍显示出为搜救提供帮助的有效性
。

据不完

全统计
,

自】9 8 2年 6 月到 1 9 8 4年 10 月
,

由于

C O一S A 帮助传递 了 ! 21
.

5兆赫遇险信 号
,

使

3 00 多人获救
。

由于C O 一S A 系统得到了成功
;

)勺论 证 和

评价
,

各参加国已同意继续让该系统至少服

务到 1 9 9 0年
,

直到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

(F G M D S S) 完全建成
。

如 IM O接受 C O -

S A 的最终报 告
,

C O 一S A 将 成 为 F G M D S S

的一部分
,

在 1 99 。年后继续为用户服务
。

S A R S A T 国家将用 N O A A系列的 气 象

卫星继续提供 一2 1
.

5 兆赫和 4 0 6兆赫的服务
。

苏联将用 C O S PA S系列 的 卫 星 继 续 提 供

1 2 1
·

5兆赫和 4 0 6兆赫的服务
。

今后几年的努力 目标是减少 干 扰 源 数

目
,

降低误警率
。

C O 一SA 组织将改进L U T 对 1 2 1
.

5兆赫信

号的处理系统
,

使其本身产生包括需要交换

的校准信标数据在 内的星历表数据
,

以减少

各国M C C间非遇险数据的传输
。

在必 要 的

地方M C C和 R C C间的通讯及数据传输的 格

式仍需要继续研究
,

以更适合于用户的要求
。

对 4 0 6兆赫系统
,

开始使 用S A R S A T 的

N O A A H 卫星
。

它将提 供 类似 于C O S PA S

卫星现已提供的全球方式服务
,

今后仍将继

续研制价格合理的40 6 兆赫E P
I
R B

,

还 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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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一SA 数据及静止卫星数据的最佳使 用 方

式进行研究
。

C O 一 S A还将进行一个 试 验
,

以确定采用静止卫星的报警数据来补充极轨

道卫星提 供的定位数据
,

使搜救工 作提高效

方匕
。

有些成员 }』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努力
,

以

扩展潜在的用户团体
,

包括象科学勘测
、

探

险运动等
。

C O 一 S A 各参加国正在讨论 该系统 未 米

的组织机构
。

对这一组织机构的提议包括
:

系统组成
、

组织
、

管理和基木安排
。

各参加

国取得一致意见后
,

将实施一项国际计划
,

并创建一国际组织以实现这一 目标
。

在这期

间
,

“{等继续户JC C ll之
,

IC A O
,

IM O 和IN 加I-

A R S A T 通报该系统 的各项进 程
。

在 1 9 90 年

之前
,

C O 一 S A参加 国仍 将继续鼓励还 没 有

加入的其他国家参加该系统的研究考察
。

C O 一 S A 系统具有优 良的辅助搜救性能
,

尤其是它可覆盖两极 区及可进行实时跟 踪的

特征
,

将使其成为未来全球海上遇 险与安全

系统 (F G M D S S ) 的一个不可缺少的 组 成

都分
.

它的发展必将促进F G M D S S的 实 施

进程
。

二
、

以C O 一S A 为入 口迅速开创

我国海上通讯的新局面

我国海上通讯水平距世界先进国家差距

甚远
,

迅速改变这一 落后状况
,

是一个迫切

问题
.

我国的海上通讯
,

现基本上还停留在五

十年代的水平上
。

船岸间主要用莫尔斯报
,

而岸上如海岸电台
、

港务局
、

远洋公司之间

仍采用电传进行
。

先进的海上通讯设备如
:

N BD P
、

T E L E X
、

卫星船站等只有少数船

舶装备
。

大多数沿海船舶的通讯装备非常陈

旧
。

尤其是我国的遇险通讯存在一些值得重

视的问题
:

( 1 ) 无法及时获悉船舶突发事故 的信

息
。

我国目前只有很少的远洋月昔舶装有无线

电应急示 位标 (E P IR B )
,

而大多数 海 船

(1 1 00 多艘 ) 及众多的渔船 (约十几万艘 ) 都

没有配备E P , R B或E L T
。

( 2 ) 遇险 信息传递速度偏慢
。

山于从

遇难船舶一海岸电台一通信站一主管部 门
,

需层层转报
,

规定繁琐
,

严重延误了遇险信

息的及时传递
。

( 3 ) 遇险通讯方式单一
。

目前仍主要

依靠手
_

l
_

莫尔斯报
,

其收
、

发
、

译
、

传
、

送

五道工序很慢
,

远不能达到要求
。

( 4 ) 有关人员遇险 通讯业 务 知 识 缺

乏
,

常常人为造成延误或不必要的援救损失
。

C O 一 S A 系统 以利用廉价的大量的 1 2 1
.

5

兆赫E L T 为起点
,

逐步发展使用更高性能的

4 0 6兆赫E L T / E P IR B
。

它以其独到的优 点

和 良好的性能将成为F G M D S S系统的 一 个

组成部分
。

C O 一S A 已开始为大量 的 1 2 1
.

5兆

赫 E L T 用户服务
,

并 已显示出它在遇险救助

工作 中的有效性
。

从廉价的 1 2 1
.

6 兆赫E L T 入手
,

通 过 加

入C O 一 S A 系统
,

使我国海上通讯一步 步 进

入 F G M D S S时代
,

这对于我国目前在设备
、

人员素质
、

管理体制都比较落后的条件下
,

以较低的费用尽快跟上国际先进海上通讯的

发展
,

是个可行的途径
。

通过该途径 发展我国海上通讯主要是从

以下几方面考虑
:

( 生 ) 着眼遇险通讯
,

以达到促进海上

通讯发展的 目的
,

这样可加强人们的紧迫感
,

提高人们为海上通讯发展 努力工作的 自觉性

和积极性
,

为大力发展海上通讯奠定一个 良

好的心理基础
。

( 2 ) 关于实施 我国的C O 一 SA 系 统 的

费用 问题
。

苏联在海参威的L U T 可覆 盖 我

国大部分海域 (渤海
、

黄海
、

东海 )
。

我国

只要建立一个 R C C直接和它联络
,

以IJ可 不

建卫星台站而获得我主要海域的遇险信自
、 。

该R C C的费用连 同全国大型渔船
、

沿 海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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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
、

远洋船舶等所需装备E L T 的费 用 是 可

以解决的
。

另外
,

装备E L T
,

船上 人 员 只

需学会极简单的操作
,

即可安全使用
,

不需

要人员培训费用
。

( 3 ) 国内已试制出 1 2 1
.

5 兆 赫 E L T
,

近一两年可投入批量生产
,

其生产能力完全

可 以在一
、

两 年内装备大部分海船
,

这可改

善我国海船实发遇险的通 讯和营救工作
。

( 4 ) 建立一个自上而下传递遇险信息

的 R C C 体制
,

可以跳开原有层层转极的繁琐

体制
,

使主管部门直接获得遇险信息
。

这一

遇险信息传递体制的改革
,

可大大加快遇险

信息的传递
,

并为我国进 入F G M D S S系 统

作好管理体制上 的准备
。

( 5 ) 即使 到1 9 9 0年F G M D S S实 施
,

1 2 1
.

5兆赫E L T 仍可作为引航信标
,

因而 不

会过几年就被淘汰
。

( 6 ) 今后几年可研制生产 4 0 6兆 赫 E -

L T / E P IR B
,

使它与船用配套设备 一 起 发

展
,

为我国逐步进入F G M D S S打好技术 基

础
。

( 7 ) 该系统覆盖两极区
,

加入这一系

统后对我国的极 区考察和远洋渔业的开发有

一定的帮助
。

( 8 ) 以 C O 一 SA 系统的 l引
.

5 兆赫 E L T

入手
,

进入F G M D S S
,

可 在迅速改善 国 内

突发遇险通讯的同时
,

逐步改革遇险通讯的

管理体制
,

通过培训
,

提高人员素质并发展

系统设备
,

使我国在发展 F G M D S S系 统 的

进程中
,

各部分 同步进行
,

可避免片面引进

可能造成的浪费
。

( 9 ) 我国现 已开始研制生产 N B D P
、

D SC 设备并引进卫星船站 的生产线
,

海事卫

星地面站也在计划建设中
,

根据国内基础 电

子 工业 的发展速度及引进 设备
、

人员培训所

需的局期
,

这些船用设备要全部可靠地安装

在大部分海船上使用
,

至少需要四
、

五年时

间
。

而这之前
,

C O 一SA 系统就可以起到 良好

的接续作用
。

(上接第 18 页 )

自由港 区的选址
,

以沿海 岛屿为宜
,

比

较理想的有舟山地区的六横 岛
,

长江 !J的崇

明岛或长兴岛等
。

也可 以与上海市拟议中的

自由港区统一起来
。

开始可以小一点
,

以后

再逐步扩大
。

在实施步骤上 应逐步开放
,

先实行部分

的自由港政策
,

如设立保税仓库 区等
,

以后

再 向出 口加工 区
、

自由贸易区和科学园区等

发展
。

实行 自由港政策必须慎重对待
,

需要国

家立法
,

更要组织力量迸行详细规划
,

在 允

分论证的基础上
,

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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