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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险救灾移动环境下视频高速传输技术分析
呼 和

(军委后勤保障部信息中心 北京100842)

摘 要 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在抢险救援工作中,快速且准确了解灾情,为相关指挥决策部门提供情报,能够为抢

险救援工作的成功开展提供保障。应急通信是获取灾情信息的主要渠道,当前我国在抢险救灾应急通信方面采用的是

卫星电话,以语音信号为主,能够利用应急通信车提升图像信号传输的效果,为了能够提升视频传输的效果,文中主要分

析抢险救灾过程中视频高速传输技术的应用,并提出了系统构建的建议,旨在为促使各类视频的良好传输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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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quentoccurrenceofnaturaldisastersinourcountry,therapidandaccurateunderstandingofthedisaster
situationintheemergencyrescuework,providinginformationfortherelevantcommandanddecision-makingdepart-
ments,canprovidesecurityforthesuccessfulimplementationofemergencyrescuework,emergencycommunicationisthe
mainchanneltoobtaindisasterinformation.Atpresent,inourcountry,satellitetelephoneisusedinemergencycommu-
nicationforrescueanddisasterrelief,withvoicesignalasthemainone,inordertoimprovetheeffectofvideotransmis-
sion,thispapermainlyanalyzestheapplicationofvideohigh-speedtransmissiontechnologyintheprocessofrescueand
relief,thispaper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onthesystemconstruction,aimingatlayingasolidfoundationforthe
goodtransmissionofallkindsof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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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抢险救灾移动环境下,为提升视频传输的速度和质

量,应重点采用图像或视频编码技术,开发图像与视频的压

缩技术,提升图像传输的质量和效果。同时,还需构建现代

化的视频高速传输系统,提升系统应用的效果和水平,从而

达到预期的视频高速、高质量传输的目的。

1 抢险救灾移动环境下视频高速传输技术

1.1 编码框架

在进行编码框架开发期间,应合理掌握其中最为原始

图像的特点和情况,利用超分辨重建技术,确保各类编码的

工作质量和水平。合理设计其中的反馈模块和其他的模

块,利用原始图像采集残差辅助类型的视频,进而弥补视频

在重建和传输期间的损失,避免出现图像不清楚、不清晰的

问题,有效控制重建图像的质量。如图1所示,在实际工作

中,需要明确编码框架,合理设置输入图像的环节、超分辨

率重建的环节、编码器技术和解码器技术应用的环节,每个

环节都必须符合图像处理的标准规范,防止出现质量问题

或运行效率的问题,进一步增强各类图像的处理效果,提升

整体的视频传输有效性。

图1 编码框架

1.2 算法设计

在编码框架超分辨率重建的过程中,可使用多帧重建

算法技术。例如,将自适应正则化做为基础的时空超分辨

率重建算法技术等,是目前普遍应用的算法,但由于此类算

法非常繁琐、复杂,配准的精确度较低,因此按照视频高速

传输的需求和特点,需创建类型较多的字典图像算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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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稀疏表示当作最基础的部分,无论是预处理的阶段还是

训练的阶段,都可以有效进行训练图像块的分析和研究,在
线进行子字典的学习。如图2所示,在预先处理的阶段,可
完成的C 数量的子字典分析和学习{D(1)

t ,D(2)
t ,…,D(C)

t }是
相同类别的图像块,也是相互对应的低分辨率特征向量集

合{Y(1)
s ,Y(2)

s ,…,Y(C)
s }中的图像块。在相互对应的子字典

中,可以利用稀疏的形式表达。在预处理过程中,A(t)属于

向量集和do的形式是存在差异的,这是因为将while技术

作为主要的部分,系运行期间多次判断具体的形式。do 则

是在运行期间就将执行的命令控制在相同两项的范围之

内,第一项命令会不断为第二项命令提供触发的指导,最终

结束这个循环[1]。

图2 多字典离线训练集的预先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Java编程循环和判断语句的应用期

间,两者具有协同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能够一边做出判

断,一边进行执行,然后再次进行判断,最后确定具体的命

令。并且Java程序语言的应用,还能简化整体系统的编程

流程,通过黑体简化的措施,使原本十分繁琐的关键字转变

成为非常简单的信息,这样就能够在编程期间便捷地寻找

程序的错误,为抢险救灾移动环境下视频的高速传输程序

研发提供保障。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抢险救灾的过程中采用Java编程

技术,可能会出现网络通信安全风险隐患,对视频传输的安

全性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算法设计的过程中,还需以维护

视频传输的安全性为目的,科学合理采用Java编程算法,如

DES算法技术、RSA算法技术、非公开加密算法的技术等,
这3种技术都具备一定的优势。其中,RAS算法技术和

DES算法技术相比,更适合应用在分布式的网络系统中,因
为RAS算法技术能够最高程度地减小密钥管理的复杂性,
因此建议在抢险救灾的视频传输过程中,采用RAS算法技

术维护视频传输的安全性。另外,根据整体视频传输网络

系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开展各项网络管理工作

也十分重要。可以采用先进的网络安全技术,维护整体网

络的安全水平,进一步提升视频传输的效果,确保在抢险救

灾期间有效传输各类视频,充分发挥安全技术的价值和

作用[2]。

1.3 无线自组网技术

无线自组网技术是当前较为先进的技术,其具有自组

织的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无限网络部分、多
条传输部分等。利用无线接收和发送的基础设施,按照不

同终端的情况,灵活组成网络系统,各类终端都有着良好的

路由和主机功能,可通过无线连接的技术措施,最终组建成

为运行效率较高的网络拓扑,此类网络系统能够独立运行,
也能够与因特网、蜂窝无线网等相互连接。在相关的网络

系统中,无论哪个节点的路由,都是数量较多的网络段路的

组合,且各个终端的信息传输范围不同,因此需要采用多个

节点共同完成对不能进行直接通信的终端的信息传输[3]。

ADhoc网络是无线自组网技术的先驱,最早在20世

纪70年代被提出。ADhoc网络最初的具体应用对象是军

事通信,这是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的系统,无需提前建设网

络设施,可以高效、有效地进行网络的组合,灵活性较高,因
此适合应用在非常复杂且特殊的抢险救灾领域。例如,利
用多跳无线网络对视频进行可靠性、高效化传输。近年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ADhoc网络已经开始应用在民

用领域与商业领域,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涉及到分簇

算法、服务发现、网络互连、数据的安全传输等,能够高效、
可靠地传输各类视频和图像数据,增强视频传输的效果,为
抢险救灾工作的良好开展和有效实施夯实基础[4]。

2 抢险救灾移动环境下视频高速传输系统的

构建

2.1 集成蜂窝网络与Adhoc网络通信

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蜂窝网络中一些基站

设备可能会受到损害,使其不能正常运行,即使基站能够应

用,也可能会因为业务量快速增多或是信道条件不良,导致

移动终端无法对基站进行访问。在此情况下,则可以利用

ADhoc网络,将其和蜂窝网络技术有机整合,开发混合类

型的无线应急通信网络系统。在此类网络系统中,移动终

端能够进行蜂窝操作模式或是ADhoc操作模式的选择,蜂
窝操作模式可以直接向基站发送数据,ADhoc操作模式则

可以逐渐跳转构建带有BS的路由。在整体系统正常运行

的情况下,采用蜂窝模式的节点操作方式,能够直接为BS
进行数据的传输。但是如果发生非常紧急的突发事件,节
点不能和BS直接通信,就可以自动切换成为ADhoc模式,
利用多跳转发的形式,构建新的BS路由。例如,在某个基

站发生故障后,其他的节点就能够利用中继转发另外一个

节点的形式对基站进行访问,以免出现通信中断的问题[5]。
如果当地区域的应急通信基站数量较少,还可按照实

际情况建设应急通信车ECV基础设施,将其当作临时的基

站,确保区域网络能够符合网络全面覆盖的标准和提高网

络吞吐量的要求。例如,构建蜂窝网络和ADhoc网络通信

系统,将其划分成不同的网络结构层次,底层的部分主要设

计移动终端自组构成的网络,具有多跳通信的特点;上层部

分则是构建基站与应急通信车有机整合的骨干网络。整体

的应急通信过程为:在终端的部分积极运用先进的蜂窝技

术,对基站进行相应的访问,一旦出现接收功率低的问题,
就利用多跳中继的技术应对。同时,在此类技术进行信息

转发时,需重点维护信道的质量,改善路由跳转的模式,科
学选择和应用基站多跳路由基础设施,阶段性完成路由表

的数据信息更新。需要注意的是,在构建蜂窝网络与 AD
hoc网络集成通信系统期间,应在移动终端配置两个或更多

的网络衔接节点,主要的衔接节点和基站进行信息的互通,

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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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的节点和终端进行信息互通。另外,应在终端进行应

急位置、状态等数据的存储,同时全面存储抢险救灾情况的

数据信息,以提升通信水平为目标,在基站和应急通信系统

中,合理进行网络访问的管控,优化内部与外部网络系统的

信息转发结构,为不同网络提供不同的路由地址翻译节点,
为视频的高速和高效化传输提供保障[6]。

2.2 构建安全监控与预警的无线传感网络

在抢险救灾移动环境中,为提升视频传输的速度和质

量,应构建安全监控与预警的无线传感网络系统,通过此类

系统完善应急通信功能,对应急事发地区进行有效且全面

的监控,避免可能发生的风险。由于部分地区在发生突发

灾害事件之前,缺乏充足的通信设施,不能确保视频的高速

传输,因此相关部门应及时进行各个地区抢险救灾无线传

感网络系统的构建,有效完成应急事发地区的预警工作和

监控工作。
首先,无线传感网络中存在很多传感节点,具有分散部

署、覆盖面广、适合应用场合多、监控精确度高、不需要人工

干预、数据传输和获取的可靠性高、错误容忍性强和既有异

质通信网络之间具备相互操作能力等特点。在此情况下,
为了能够提升网关向远程服务器进行传感数据传输的可靠

性,应选择使用IEEE802.16e无线传感技术,增强视频传输

的效果。其次,由于无线传感节点容易发生故障,可能会出

现拒绝服务的现象,因此需要重点增强传感网络的安全性

和容错性,有效改善整体网络的可生存性。例如,合理进行

冗余传感节点的部署,可以改善网络的安全性与容错性,但
此类措施的应用会导致网络成本增加。再如,在传感网络

全寿命周期,利用协作的形式自动化进行自检测、自维护和

自恢复等,同时采用以簇为基础的分级网络结构,以此提升

传感网络的发展水平[7]。

2.3 可移动基站的便携式通信网络

在构建可移动基站的便携式通信网络系统的过程中,
主要采用无线自主网技术。该技术在任何的地点和时间,
都能保证通信的可靠性,提供陆地、水面和空中的通信系

统,利用无线mesh网络可以实时根据需求,增加网络容量

和覆盖的面积。与此同时,在使用无线自组网技术的过程

中,可移动基站的便携式移动通信网络系统,具有相对独立

的特点和自配置性特点,无需网络基础设施就可以为本地

通信提供支持,对人为干预的需求较小,能够为可扩展且灵

活性的网络部署提供支持。因此,在建设抢险救灾移动环

境下的视频高速传输通信系统的过程中,应重点采用以可

移动基站为基础的便携式移动通信技术。首先,在系统中设

置多种类型的空中接口,如GSM接口、UMTS接口、WiMAX
接口等,将其设置在各类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中,用来恢复

移动通信系统,使其提供高速视频传输、多媒体通信等服务,
提升态势感知的性能。其次,将因特网协议作为基础构建网

络系统,使抢险救灾的部门可以利用便携式的移动网络,便
于进行与现场救援工作人员的通信、视频的传输等,近距离

利用基站建立通信,使通信不再依赖于基站收发台、无线网

络控制器、基站控制器、移动交换中心等设施。最后,在进行

相关系统建设的过程中,需要阶段性更新终端层面和基站层

面的路由关联表,确保其能够有效寻找和处理BSR,合理进

行信息的分组转发。与此同时,还需科学进行骨干网的设置

和开发,采用良好的路由协议触发措施和技术,全面进行维

护处理和更新处理,使不同类型的终端之间都能利用bsr构

建的网状网络进行通信,同时利用移动终端与bsr的关联表

完成通信任务,从而提升视频传输的质量和效果[8]。

3 结语

在抢险救灾移动环境下,对视频高速传输技术的应用,
需要合理进行算法设计,构建完善的编码框架,根据抢险救

灾视频传输的需求,构建蜂窝网络和 ADhoc网络通信系

统,合理开发安全监控和预警的无线传输网络系统,构建可

移动基站的便携式通信网络,确保在新时期的环境下,能够

有效维护抢险救灾视频传输的质量和安全性,提升视频传

输管理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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