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号信令监测系统数据采集软件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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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七号信令监测系统在物理上包括信令监测子架*远端节点机和中心站服务器+信令监测子架是以

高阻跨接在信令链路上"实时采集信令链路上的消息"远端节点机负责把采集到的原始消息进行存储*处

理和分析+讨论了远端站数据采集子系统的软件设计方案和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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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号信令监测系统简介

七号信令监测系统的体系结构主要由信令监测

设备和计算机网络系统组成"如图:所示+逻辑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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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七号信令集中监测平台的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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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中心站*远端站和监测子架几大部分+远端站完

成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节点数据处理等功能"中

心站则完成集中处理和实现系统应用层功能+远端

站与中心站之间通过广域网互联"使 用324344协

议+中心站和远端站中的本地计算机通过局域网互

联"采用客户机3服务器#/yW1X23-1{~1{(结构模式+
作 为 监 测 设 备 的 信 令 监 测 子 架 放 在 电 信 局 机

房"进行信令数据的采集*数椐的预处理"并发往远

端站服务器#一般称为节点机(+远端站服务器与监

测子架通过局域网连接"进行原始数据的存储*数据

分析*生成数据库并发送数据到中心站服务器+中心

站集中控制整个监测系统"通过/9S网从各远端

站接收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与汇总处理"生成数据库

并提供结果给用户工作站"另外还提供与其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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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共享信息的功能!用户工作站是中心站服务器

的客户机"操作员通过客户端应用程序完成对整个

信令网的集中监测功能!

# 数椐采集过程原理结构

采集的七号信令数据由传输系统的$$%机架

上引出"经 过 高 阻 匹 配 器&’#()*"接 到 监 测 子 架

的数据采集模块上"即数据采集模块高阻跨接在七

号信令链路上"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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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信令数据的采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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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子架与 远 端 站 通 过-./01/直 接 相 连"远

端站采集来自监测子架的信令原始数据!数据采集

子系统软件模块在远端站的服务器中"其运行功能

为@A 数据采集子系统软件模块建立节点机与B个

子 架的-./01/连接CD 数据采集子系统软件模块

为每个子架开辟单独的一个线程"每个线程负责采

集对应的子架的数据包"为上层软件提供数据源CE
数据采集子系统软件模块把采集的数据包存储到对

应的数据缓冲区"然后再对该数据进行预处理"存入

远端站数据库!

F 数据采集子系统软件设计方案

&G*缓冲区设计!每个子架对应H个全局缓冲

区"每个缓冲区的大小为IB(JK97!采用轮循方式填

充缓冲区"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远端节点机服务器信令数据处理过程如图

F所示!

&F*软件设计流程如图B所示!

&B*软件设计的关键技术!子系统采用非锁定

式>58(79模型!锁定>58(79使用陷入式方式接收连

接请求和数据接口设计时"容易导致陷入死循环"故

不适合采用L锁定>58(79M的技术!非锁定模型采用

立即返回方式"能够满足本系统对支持多子架通信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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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 远端节点机服务器信令数据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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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写入缓冲区"设置数据采集成功事件

本地接收端口采集数据&B个采集线程*

设置本地接收端口

本地监听端口接收连接请求

本地监听端口启动&B个*"接收端口清空&B个*

图B 软件设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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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主进程!开辟B个预留采集线程"分别用于

对B个子架的数据采集!主进程控制网络监听端口"
接收子架的连接请求"得到相应的接收端口"设置为

全局变量"发出相应线程启动事件"使采集线程用相

应接收端口进入消息接收循环!当采集线程终止后"
主进程控制采集线程的重新启动!主进程接收到连

接请求以后"根据子架接入的局向启动相应局的向

处理进程!主进程控制启动PG告警处理进程!

&I*采集线程!采集线程在主进程启动后由主

进程启动"并等待主进程发出的采集数据开始事件!
当主进程连接成功后"向采集线程发送事件!线程开

始采集数据"当得到数据为PG告警包时"则不做处

理"直接由PG处理进程管道发送给PG处理进程!当

数据为时隙请求包时"则通过网络端口下发时隙!当

信令数据包到达时"分拆为单条消息"由子架1/和

通道号判断消息的局号和链路号"发送至局向处理

进程通道!当接收失败"跳出接收循环"并向主进程

发送线程死亡事件!

&Z*局向处理进程!进程启动后"初始化本局站

结构 和 本 局 与 客 户 端 以 及 和 中 心 站 的 [\通 信 通

道!通过进程通道得到单条消息组成的消息流"首先

进行排序"使消息按时间顺序处理!进行消息的存

盘"每个局向进程使用独立的子目录"之后组织实时

消息发送!然后进入消息解码部分并入库"每个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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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据库中不同的表组或表空间!
该软件模块实现了一个节点机可以同时对四个

子架的数据采集"这样最多可以实现#$%#&’(%条

链路的采集"克服了原来只能对一个子架采集数据

的缺点"满足了对子架灵活配置的要求!并且可以实

现本地子架和远端子架的多局接入"在每台远端站

支持’(%条链路的条件下"只要总链路数不超过’(%
条"一台远端站可以同时接入多个局!同时解码分析

和原始数据保存以及客户端操作也要相应支持对多

局的监控!

# 结束语

在该子系统软件模块设计过程中"考虑到#个

采集数据部分需要用到全局变量"故没有采用多进

程的方式"又因为每次网络端口)*+操作时间为毫

秒级"而线程切换为纳秒级"故考虑线程数目固定为

#个"使用多线程方式!该数据采集子系统软件模块

已经经过反复的现场测试"运行效果良好!软件设计

过程中尽量把,-.的利用率降到最低"并且考虑现

场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避免程序陷入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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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飞秒脉冲宽度 接 近 0EM<时 观 察 到 的

脉冲分裂现象提出了飞秒激光器内在此时产生高阶

孤子的可能性"由此更进一步明确了克尔透镜锁模

激光器中"克尔透镜效应引入自相位调制与棱镜对

的负色散之间"类孤子作用机制在脉冲成形中的主

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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