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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音记录系统是民用空中交通管制中使用的语音通信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记录飞行员和

地面控制人员之间语音通信的主要设备。本文讨论了川大语音记录系统日常维护中遇到的常见问题，

并阐述了故障排除要点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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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oice recording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voice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used in civil 

air traffic control, is the main equipment to record the voi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ilot and the ground 

control personne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mmon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daily maintenance of Sichuan 

University voice recording system, and expounds the troubleshooting points and solutions. 

[Key words] Sichuan University voice recorder industrial computer 
 

一、系统简介 
MDSL 系列数字同步记录仪可实现多路无线或有线通道的

声音、雷达数据及时间信号数据连续记录和回放。该系列产品

可实时完成多路声音压缩，压缩比可调。 

该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一个记录模块能够记录 64 个频

道的语音、4 个频道的雷达数据和额外的时间戳，一个雷达数

据记录模块能够记录 32 个频道的雷达数据并同时发回用户系

统。多台记录仪的整合和通过局域网的集中管理模式可以增加

通道容量和系统空间分配。 

该系统使用高容量、高度可靠和多功能的附加存储介质作

为数据载体，可以长期连续存储大量数据。 

二、记录仪使用情况 
在民航空管系统中，MDSL 多通道数字同步记录仪系统多用

于对内话席位以及程控电话的语音进行存储和记录，所记录的

数据和话音均为日后管制部门使用以及事件调查作为重要依

据。目前，首都机场航管楼所使用的语音记录仪，使用四川川

大智胜公司生产的 MDSL-256H 语音记录系统，2010 年 8 月竣工

验收合格投入使用。该记录系统分为系统二、系统三、系统四、

系统五。主要用于记录航管楼 FRQ 内话系统板卡、席位录音以

及程控电话录音。 

记录单元软件则是基于 Windows 系统平台和 VISUAL C++ 

软件平台上开发出来的，充分保证了更多通道的实时运行；操

作控制软件工作于 Windows 系列平台，采用图形界面，方便直

观。记录单元软件设计为将系统软件和相关数据文件等根据型

号的不同全部存储在 Flash Disk 或 RAID 上，从而大大提高系

统软件的可靠性。 

三、记录仪系统组成 
记录仪系统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一个带有 GPS 时钟的显

示板，用于接收、传输和显示当前的系统时间；一个控制单元，

用于监测/控制所有的数据记录设备；一个显示数据记录设备

当前运行情况的显示屏；一个包含所有控制键的控制键盘；用

于收听和回放所记录语音的左右扬声器以及网络设备和内部

连接电缆等。 

目前，北京首都机场航管楼记录仪系统位于航管楼二层的

综合机房中，由系统二、系统三、系统四、系统五组成。系统

二由 6 个记录单元、1 个监控单元以及 1 个时钟单元组成，主

要用于记录程控电话的录音和 FRQ 备用系统无线板卡的录音。

系统三、系统四均包含 4 个记录单元、1 个监控单元，以及 1

个共用的时钟单元，用于记录 FRQ 主用系统无线板卡不同台站

的录音。系统五由 4 个记录单元、1 个监控单元以及 1 个时钟

单元组成，用于记录 FRQ 主用、备用系统席位的录音，其中单

元一和单元三，单元二和单元四录音内容一致，互为冗余备份。

监控单元用于监控记录单元的工作情况，并可对记录单元进行

回放、监听、参数设置等操作。时钟单元则用于跟 RTP 时钟对

时并发送至各记录单元。 

在本系统中，程控电话的录音是从相应的软交换设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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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传输至配线架，再接入记录仪中的。FRQ 内话席位的录音则

是由席位经由X-REC转出的远程席位模拟语音信号输出至配线

架， 后接入记录仪。 

四、故障现象及处置过程 
故障现象 

川大记录仪某一系统的某一记录单元监控图标丢失，进行

了相应处置后，在处置过程中发现记录单元无法正常启动，本

单元的记录丢失。 

故障分析 

由于监控终端对应的记录单元图标丢失问题比较多发，故

此按照以往图标丢失的处置经验首先进行了重启位于监控机

房的记录仪监控主机，然而监控中该纪录单元图标依旧丢失，

那么首先就排除了是监控端问题；随后至机房内重启该记录单

元，记录单元图标依旧未恢复，继续向下排查；于是回到监控

机房，在监控端进行 ping 故障记录仪主机地址的操作，然而

无法 ping 通，如图 1 所示。随后回到设备机房查看该单元网

卡指示灯的状态，网卡指示灯状态如图二所示，通过插拔该记

录仪系统的交换机网线、重启该记录仪系统的交换机均未恢复

该记录单元在监控单元的图标，于是再次重启该记录单元工控

机，系统卡死在启动过程的界面上，如图 3所示。故障记录单

元无法记录管制语音，记录丢失。由于记录单元无法启动，怀

疑磁盘故障，于是利用冗余的记录单元的一块磁盘作引导盘，

更换了备用磁盘，但故障记录单元依旧卡死在启动界面。 

 

图 1 

 

图 2 

 

图 3 

故障排查 

由于故障记录单元无法启动，导致无法正常记录管制语

音，故此首先要排查该记录单元不能正常启动的故障，之后再

解决该记录单元图标丢失的问题。 

首先分析该记录单元操作系统不能正常启动可能的原因，

由于故障现象是一直卡死在操作系统的启动界面，所以可以排

除是该记录单元主机电源模块或者电源线故障；记录单元的工

控机中所含有的硬件还有主板、网卡以及话音采集卡，由于一

开始的故障现象为该记录单元的图标丢失，所以有可能是该记

录单元的网卡故障导致应用程序无法加载，从而使得操作系统

无法顺利启动；如若主板故障，无法顺利引导启动，则也有可

能导致操作系统卡死在启动界面上；该记录单元为 64 信道的

记录单元，主机内包含 4 块话音采集卡，每张卡 16 信道，如

若某一张或多张采集卡故障，则也有可能导致操作系统无法顺

利正常启动。 

排查步骤 

首先将故障记录单元关电，从系统机柜内卸下，外接鼠标

和显示器，做好准备工作后，打开记录单元主机机箱盖，将该

记录单元所有话音采集卡和网卡都拔出，只余主板后再次加电

观察，发现操作系统可以顺利启动，但提示 can not open the 

voice device，如图 4所示，该提示是由于没有找到语音采集

卡，导致应用程序无法顺利加载，如此便可以排除由于主板有

问题而导致的操作系统卡死的问题了。 

 

图 4 

那么下一步，就是逐一对该记录单元的 4 张话音采集卡进

行检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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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将记录单元关电后，插上第一张话音采集卡后重

新加电，发现操作系统可以顺利启动，排除第一张话音采集卡

的故障。 

第二次，将记录单元关电后，拔下第一张话音采集卡后，

插上第二张话音采集卡后重新加电，发现操作系统卡死在启动

界面，如此找到了第二张话音采集卡是故障点。 

第三次，将记录单元关电后，拔下第二张话音采集卡后，

插上第三张话音采集卡后重新加电，发现操作系统可以顺利启

动，排除第三张话音采集卡的故障。 

第四次，将记录单元关电后，拔下第三张话音采集卡后，

插上第四张话音采集卡后重新加电，发现操作系统又卡死在了

启动界面，如此找到了第四张话音采集卡也是故障点。 

于是，将第二块和第四块话音采集卡用备件替换，按顺序

将四块话音采集卡逐一插回记录单元主机，加电测试记录单元

正常启动，如图 5所示。 

 

图 5 

此时由于未安装网卡，故此该记录单元软件状态显示“网

络处于非连接状态”，监控端上相应记录单元的图标依然丢失，

下面来解决该记录单元图标丢失的问题，由于在故障发生后，

已经对网线、交换机此类网络连接设备进行过拔插、关电的排

查，没有发现问题，所以可以排除网线及交换机的网络设备问

题。将该记录单元之前拆下的网卡插回主机内的原位置，记录

单元软件中依然显示“网络处于非连接状态”，判断为网卡故

障，将记录仪关电更换网卡的备件，连接网线和交换机，加电

后对备件网卡进行 IP 地址的设置，监控终端上该记录单元图

标恢复。 

五、总结 
通过本次案例故障排查，我们得知了话音采集卡故障也可

以是导致语音记录仪操作系统系统不能顺利启动的原因，需要

注意的是，在更换话音采集卡时，要特别注意每张话音采集卡

上的拨码，该拨码用二进制数来表示，代表了不同的录音通道。

其次，在更换新网卡前，要先删除原网卡 IP 地址，否则新网

卡插上后会提示 IP 地址冲突。 

本次案例一开始的故障现象比较常见，但值得总结一下排

故的思路：要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当然也要杜绝盲从和经验

主义。应首先从网络各设备着手，逐步对网络设备以及其连接

线进行逐一排查，以期 大限度地提高效率，而不是将简单问

题复杂化。 

现如今民航事业正在飞速不断地增长，空管设备也更加多

元化，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设备需要维护，但已有的设备“年

龄”也在不断地增长，我们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也要做到

温故而知新，不断从中吸收，为民航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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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和

工作中的方方面面，给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和改变。本文

从电子信息工程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概述、电子信息工程中计

算机网络技术的重要意义、实践方法三个方面展开探讨，分别

阐述了计算机网络技术在信息传递、安全问题以及各种应用中

的重要性和意义。通过本文的介绍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电子信

息工程技术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同时在应用技术的同时，

要加强安全保护，确保技术的合理和有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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