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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无线通信在灭火救援战斗中的应用

中国消防在线 | 时间： 2012-12-27 | 文章来源： 贵州消防总队 | 作者： 杨万芳

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线通信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应用，无线通信的范畴广、方

式多。本文介绍了目前无线通信的主要方式以及在消防应急救援领域的应用，并结合技术发展和消防

业务，阐述无线通信在消防灭火救援行业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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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线通信定义无线通信是利用电磁波信号可以在自由空间中传播的特性进行信息交换的一种

通信方式。信息通信领域中，发展最快、应用最广的就是无线通信技术。在移动中实现的无线通信又

通称为移动通信，通常把二者合称为无线移动通信。 

二、无线通信主要方式无线通信的范畴广、方式多，根据不同的技术实现方式，主要分为以下几

种：  

1．微波通信微波通信利用微波作为载波的一种重要的无线通信方式。微波波长一般为1m至1mm

（频率为300MHz~300GHz）。微波既是一个很高的频率，同时也是一个很宽的波段。微波波段具有

很宽的频带，包括分米波、厘米波和毫米波，是现有的长波、中波和短波波段总和的约1000倍。频带

宽意味着信息容量大，这样宽的频带可以建立大容量的语言、文字、数据和图像等信息的传输线路。

由于微波频率高，它不受天电干扰和工业干扰以太阳黑子变化的影响。因此，微波信道传输质量较

高，通信稳定可靠。由于微波通信与其他通信方式相似，同样具有信息采集、处理、变换、发送、传

输，直至接收、检测、反变换、加工处理，并进行复接和交换等过程。微波通信与其他波长较长的无

线通信以及有线通信相比，能较方便地克服地形带来的障碍，有较大的灵活性，且建设投资和维护费

用低，施工也较快。  

2．短波通信短波通信是无线电通信的一种。波长在50米～10米之间，频率范围6兆赫～30兆赫。

发射电波要经电离层的反射才能到达接收设备，通信距离较远，是远程通信的主要手段。由于电离层

的高度和密度容易受昼夜、季节、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所以短波通信的稳定性较差，噪声较大。功能

特点：一是不受网络枢钮和有源中继体制约的远程通信手段，一但发生重大灾害，各种通信网络都可

能受到破坏。短波通信的抗毁能力和自主通信能力是最强大的；二是在山区、戈壁、海洋等地区，超

短波覆盖不到，主要依靠短波；三是与卫星通信相比，短波通信不用支付话费，运行成本低。  

3．卫星通信卫星通信网完成消防部队在灭火救援现场及其他大的灾害事故现场有效传输图像、

数据、话音等信息的任务。系统能实现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建立灾害现场与消防通信指挥中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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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点通信；能与地面有线通信基础网络和无线通信网络相结合，互为补充、支持，实现天地一体的

通信网络；具有双向通信能力，能以透明数据传输方式实现数据、电视会议、视音频、VOIP电话等

数据通信，卫星通信设备通过IP接口与电视会议设备、计算机及网络设备、通信设备、视音频编解码

设备等设备连结，可传输任何符合TCP/IP协议的信息；数据通信速率能满足低速、中速、高速业务需

求，并具有动态的按需分配带宽功能。  

4．移动数据通信移动数据通信系统是利用GPRS、CDMA1X以及3G等公众无线移动通信技术，

建设现场无线移动数据通信系统。将各种消防应用移动数据终端系统(智能终端、手机、便携计算机

等)，与灭火救援的专用服务器无线联网。建立面向消防业务的移动信息服务系统(如“消防通”系

统)，实现现场灾害、消防资源、决策数据库、灭火救援行动、灭火救援记录和统计等数据信息的检

索、传送，为现场辅助决策和灭火救援指挥行动提供信息支持。 

主要功能： 

（1）采集下级单位上报信息、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值班、车辆、器材等信息。 

（2）无线终端可以将灾害事故发生地点、类型以及注意事项等发送到消防通信专用终端等设备

上，通信员使用消防通专用终端查询灾害基本信息，查询相关专业信息，并可以通过文字终端实时纪

录和发送出动作战全过程，同时这些纪录可以实时传送到指挥中心和各级指挥员的终端上，便于各级

灭火救援指挥员和专家及时根据现场情况做出正确的处置决策，并为事后战评提供第一手的原始资

料。 

三、无线通信在消防灭火救援中应用 

 1．无线同频同波网当前，消防部队中最为常用的无线通信手段就是集群通信和常规网，但二者

在消防灭火救援的应用中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和缺点。 

（1）建网成本高，使用不灵活。自行建设集群网资金压力大，加入公安集群网是较为可行的方

式。但由于公安业务范围广，警种多，各警种之间对无线通信的需求差异较大，因此难以完全兼顾消

防部门要求。  

（2）信号覆盖不全面，地区发展不平衡，可靠性有待提高。集群网单个基站覆盖范围较大，但

无自动选站控制，在基站交界处或过渡区信号薄弱甚至无信号，全网盲点较多，使可靠性降低。常规

网信号范围小，只适用于小型现场组网，对于大型灾害现场或现场与指挥中心的通信则难以实现。  

（3）常规差转机独立使用的缺点。为弥补网络覆盖不足的缺点，可采用差转机增加网络覆盖范

围。但多个基站差转机之间没有联网，因而全网不能实现跨基站呼叫功能，也就无法实现全网群呼功

能；且因缺少控制单元，指挥中心不能对各基站差转机实施有效的指挥调度和监控管理，管理困难。

同频同播网指在同一个地区布设多个同频中转台，从而加大无线通信网的覆盖范围，或提高覆盖区的

通讯可靠性。  

建设同频同波网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建立同播系统必须满足严格的同播技术要求。如果单纯利

用多台普通中转台大范围的通讯网，但未采用同播技术，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大大影响了同频差转网

的覆盖范围和通话质量；二是必须具备语音延迟技术以保证每一次通话控制系统都有足够的时间进行

判选；三是须具备强大的控制管理单元，能够多个同播基站进行判选、控制和管理；四是应提供良好

的操作界面，方便操作和管理。 同频同波网的优点： 一是组网灵活，各基站差转机平时在原有的信



道上工作，如有重大任务需多基站联网时，指挥中心可通过网管中心将各同播基站设为一个或多个同

播组，使之组成一个同播网或多个同播网，网内一呼百应，便于统一指挥调度。二是指挥中心可设立

网管中心，通过网管中心的调度完成多个同播基站的同时工作和互联互通，使支队的无线通讯调度指

挥统一在整体平台上。三是同频同波网投入较低、实用性较强，易实现大范围区域良好覆盖，实现本

地区无线通讯。四是系统结构简单合理，可靠性高，操作性强，包括系统设备操作及移动用户使用操

作系统具有指挥调度、管理维护、远程监控等功能。  

无线同频同播网的基本构成： 一是无线同播基站，包含全双工KG510基地台、无线同播基站控

制器、无线链路机、GPS接收板、遥控遥测单元、天馈系统等；二是同播中心，包含无线同播中心控

制器、无线链路机等；三是调度中心，包含电脑服务器、调度软件、专用无线遥控遥测软件等；四是

遥控遥测设备，包含遥测遥控单元、遥控遥测软件等。 综上所述，同频同波网具备组网灵活简便、

覆盖范围广、可靠性高、建设要求低、周期短等特点，较适合消防部队使用，即可作主网使用，也可

作备用网。目前全国许多地区的公安或消防部门已经建设同频同波网并成功应用，取得良好效果，极

大地提高消防无线通信网络的实用性和可靠性，进一步提高消防部队抗御大型灾害事故的能力。  

2．无线数字集群通信系统数字集群通信是指利用数字集群通信系统向集团用户提供的指挥调度

等通信。数字集群通信系统是指在无线接口采用数字调制方式进行通信的集群通信系统。数字集群通

信业务主要包括调度指挥、数据、电话(含集群网内互通的电话或集群网与公众网间互通的电话)等业

务类型。2000年底已正式批准和发布了我国“数字集群通信系统体制”电子行业推荐性标准，确定了

两种体制，即由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推荐的全欧集群通信TETRA和摩托罗拉公司独家专有的

iDEN两个数字集群通信系统体制，是国内的推荐性行业标准。 TETRA(陆地集群无线电系统)是一种

基于数字时分多址(TDMA)技术的无线集群移动通信系统，是欧洲电信标准组织(ETSI)制订的数字集

群通信系统标准。它是基于传统大区制调度通信系统的数字化而形成的一个专用移动通信无线电标

准。 iDEN(集成数字增强型网络)是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研制和生产的一种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它

的前身是MIRS系统，最初设计是做集群共网应用，因此除了以指挥调度业务为主外，还兼有双工电

话互联、数据和短消息等功能。 无线数字集群系统可用单呼、组呼、全呼、紧急呼、广播呼等形式

对系统中的用户进行调度指挥，每个集团用户亦可分别设置调度台分管自己所属的用户。这种功能广

泛应用于公安、消防单位作调度指挥用，对提高消防灭火救援的效率起到积极作用。  

3．动中通卫星通信系统车载动中通系统可有效隔离通讯载体在运动过程中由于其状态和地理位

置发生变化而导致的通信中断，具有多种通信方式并存、覆盖区域广、不受地形地域限制、传输线路

稳定可靠等优点。在没有通讯网络覆盖地形复杂的偏远区域，甚至是在动态变化极其复杂的水上，

“动中通”也能够迅速捕捉卫星方位，完成联络通讯。卫星利用其覆盖范围广，设备使用方便等优点

得到大力推崇。车载动中通卫星通信系统具有不受时间、地域、距离的限制、实现动态和静态条件下

的实时双向传输等特点，并具有现场指挥、远程移动指挥、车顶摄像视频信息采集、无线摄像视频信

息采集、移动电话电台调度、移动视频会议、实时图像切换、智能保护等多项功能。其创新的天线系

统自动搜索捕获指定的卫星信号。并且在车辆运动过程中通过自动控制方位、仰角和极化角。自动跟

踪保持指向，并支持车辆在时速３００公里行驶条件下的双向２Ｍ传输速率。隐形动中通卫星天线是

由安装于车顶的低轮廓相控阵天线和安装在车内的天线控制器等组成。天线控制器为天线提供动力并

控制天线的运动。 

系统功能： 

（1）无需手动对星； 



（2）采用ＧＰＳ信号，自动捕获并跟踪卫星； 

（3） 运动中自动重新寻找最大值； 

（4）内置陀螺仪使之可以快速从视线遮挡中恢复，天线使用机械和电子混合扫描，保持指向精

度； 

（5）邻星干扰保护； 

(6)如果天线指向偏离大于０．５度，回传链路自动关闭，直接指向误差被天线的跟踪系统纠

正；  

4．PTT数字手机天翼对讲基于中国电信广覆盖、大容量的移动通信网络和电信级的业务管理平

台，利用（PTT，一键通）技术，通过带有PTT功能的专业手机终端，为客户提供移动通信网络覆盖

范围内的半双工集群通信业务。 

（1）主要功能一是基本业务功能：组呼、单呼、广播呼叫、预占优先呼叫、集群紧急呼叫、集

群呼叫前转、终端状态查询、遇忙来电提示、讲话方号码显示限制、岗位号码、跨集团呼叫、调度区

域选择、迟后加入、通话状态提示、讲话方号码显示、群组号码显示、集群漫游功能、高级集团等功

能。二是业务管理功能：集群管理功能、群组管理功能（增加群组、修改群组、查询群组、删除群

组、增加群组成员、修改群组成员、查询群组成员、删除群组成员）、用户管理功能、日志管理功

能、系统配置。三是业务调度功能：调度人员发起呼叫、呼叫调度台、临时调度、录音/播音、缜密

监听、动态重组、核查呼叫、呼叫转接、遥毙/复活、调度台实时显示群组和成员状态、调度台查询

呼叫历史记录、激活呼叫列表查询、主/背景声道功能。 

（2）特点一是一按即可通：手机变成对讲机，呼叫接续快，支持单呼和组呼；二是一呼能百

应：群组内用户容量大，群组呼叫，适用于现场指挥、现场协调的工作场景；三是跨域可联动：不受

地域、距离限制，可实现远程的实时调度;四是发言可管理：可实现分权限强行插入发言，优先下达

紧急指令;五是组网门槛低：依托中国电信移动通信网络，相对于传统的专业800M集群通信方式，可

以降低建网投资和终端费用。 

四、无线通信在消防灭火救援领域的发展趋势传统的无线通讯系统组网方式有无线链路组网和有

线链路组网两种。无线链路组网存在信号不稳定，容易受到干扰，单个无线链路设备通讯距离有限，

系统故障率高等问题，通常作为一些不具备架设有线链路情况时的备选方案。有线链路联网作为通讯

系统中主要的组网方式，存在系统对有线链路要求较高，结构复杂，投资相对较高等问题。同时消防

组网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消防部队与其他协作警种的无线通讯系统采用不同厂家，不同型号，不

同频段的设备，采用传统的组网方式必然需要对原有系统进行大量的改造升级或者更换全新的设备，

投入大，建成时间长，不利于保护原有投资，因此这种方式必然不适用于大范围联网与指挥调度，例

如全省联网。这就需要一套对各种不同通讯系统兼容性高，组网方式灵活，扩展性强，充分保护现有

投资的无线指挥通讯调度系统。智能无线互通平台能够方便的实现多种制式的通信系统之间的互联互

通，包括超短波通信系统、短波通信系统、卫星电话、有线电话、GSM/CDMA移动电话，集群通信

系统以及其它特定的通信系统，实现异构网络（有线、无线）环境下的统一调度指挥。同时支持跨区

域指挥调度通信系统的联网，系统可通过IP网络连接在一起，将不同区域异地指挥调度通信网联网，

实现实时网络协同调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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