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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美國鹽湖城通信中心觀摩報告書 

頁數： 39   含附件：是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聯絡人：陳碧雲 

電話：（02）2349-6197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蘇雅雅/飛航服務總臺/臺北航空通信中心/02-87333174 

 

出國類別：其他 

 

出國期間：96 年 10 月 20 日至 96 年 10 月 26 日 

 

出國地區：美國 

 

報告日期：96 年 12 月 21 日 

 

分類號/目：H2/航空 

 

關鍵詞：航空固定通信網 (AFTN)、航空通信網 (ATN)、飛航服務訊息處理系統 

（AMHS）、飛航管理(ATM) 

 

內容摘要：鹽湖城位於美國猶他州 ， 是負責美國西部和太平洋地區的國際電報 

轉發中心 ， 也是未來航空通信網路(ATN) ， 骨幹架構(BACKBONE) 

的一員 。 鹽湖城自 2005 年 3 月開始和日本使用 ATN/AMHS 的國際連 

線 ， 並採用 XF 的格式來傳送報文 ， 此次赴美國觀摩的目的為了 

解美國鹽湖城通信中心(Salt Lake City Communication Center)之 

業務及現行 AMHS 運作情形 。 而對於未來將採用的 CAAS 報文格式、 

ICAO-MD-Registry 會由哪個單位提供 ? 會採取何種資料格式 ， 以 

及如何交換的問題也詢問了 Mr. Hoang N. Tran ， 他是亞太地區 

ATNICG(ATN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Group)的主席。他提及 

未來的定址資料庫 AMHS Management Center(AMC)會由 Aero Thai 負 

責各國定址的註冊及更新， 至於採用何種資料格式來交換則必須經 

過會議來做決定。 

 

 

 

 

本文電子檔已上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http://open.nat.gov.tw/repor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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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鹽湖城通信中心報告書 

 

壹、目的 

航空通信網路(ATN)是 ICAO 資料網路的現行標準，也是 CNS/ATM 通訊基礎建 

 

設中重要的發展技術，它必須使用國際標準組織(ISO)的通訊標準來進行開放系 

 

統連結(OSI)，讓現有的航空固定通信網路(AFTN-Aeronautical Fixed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的使用者和系統可以移轉到 ATN 的架構上，即透 

 

過飛航服務訊息處理系統(AMHS) 。而歐洲各國也規劃將 OSI 架構的 ATN 運作 

 

轉移成以網際網路協定為基礎的 ATN 運作。 

 

ATN 網路的應用包含：一﹑空對地的應用，如 CPDLC(Controller-Pilot 

 

Data Link Communications) 。二﹑地對地的應用，如飛航資料處理系統― 

 

AMHS(Air Traffic Service Message Handling System) 和 AIDC (Air 

 

Traffic Service Inter-facility Data Communication)。AIDC 的功能是當航 

 

機通過不同的 FIR 時， 航機的訊息即會透過 AIDC 來傳遞。AMHS 則是負責傳遞 

 

機場各單位間(包括航空公司)的飛航訊息資料，其使用的 X.400 網路通訊協定， 

 

使得傳輸的速率更快速，也更具可靠度。 

 

   在未來的 ATN 網路架構上，和我們相連的鄰區只有日本及香港，目前我們 

 

正積極的在進行與他們之間的測試階段 。 在報文格式上，我們目前採用的是 

 

XF 格式，但因將來日本與香港都將轉為 CAAS 格式，以 ICAO 的立場，鼓勵各國 

 

統一使用 CAAS 格式，但依現階段而言，使用 XF 格式的國家多於 CAAS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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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相連兩國之間的報文傳遞格式就需靠溝通的進行來順利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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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 

十月二十日   : 由桃園國際機場搭乘 UA872 前往美國舊金山 。 

 

十月二十二日 : 由舊金山搭乘 UA6069 前往鹽湖城 。 

 

               飛機於上午十時四十分抵達鹽湖城國際機場，隨即由通信中心 

 

經理 MR. HALLMAN 引領至機場的通信中心與值班人員見面。 

 

               下午與來自華盛頓的 Mr. Hoang N. Tran 見面。 

 

               適逢來自紐澤西的兩位技術人員 Ms. Naomi Ruschak 與  

 

               Mr. Richard Jensen 來到這裡處理 AMHS/GATEWAY 問題。  

 

十月二十三日 : 對於通信中心的實際作業情形和目前使用 AMHS 的情況進行 

 

               了解。 

 

十月二十四日 : 鹽湖城至舊金山 

 

十月二十六日 : 由舊金山搭乘 UA871 返回台北 

 

 

 

 

 

 

 

 

 

 

 

 



 7

參、觀摩鹽湖城通信中心過程 

 

FAA 的 AFTN 航空固定網所有的電報均經由兩個主要的轉報中心來轉發至各 

 

地，美國東部的電報由亞特蘭大處理，美國西部和太平洋地區的國際電報則 

 

由鹽湖城負責，亞特蘭大和鹽湖城兩大中心並互為對方的備援。中心內分為 

 

兩大作業區 : 一為 AFTN 與 AMHS 席位，一為氣象席位，各由一位報務員值班。 

 

AFTN 部分包含 NADIN I MSN(Message Switching Network) & NADIN II  

 

PSN(Packet Switching Network)系統的監控，其中包含報文製作、報文改正重發、 

 

公電的處理等。輪值的時間為: 早上 7時至下午 3時，下午 3時至晚上 11 時， 

 

晚上 11 時至早上 7時三班制。 

 

鹽湖城通信中心的 AMHS，並無 AMHS UA 的建置，國內仍維持原有的 AFTN 

 

系統運作模式，中心內的四部 AMHS 的 PC， 分別處理 AFTN←→AMHS 地址轉換的 

 

設定、系統參數設定、警示報告(ALARM)以及報文的製作等。報務員發送報文進 

 

入 MTCU(Message Transfer and Control Unit)，只須和以前一樣的鍵入所需的 

 

AFTN 八個字母的地址格式 ， 經過類似我們系統的 AFTN←→AMHS 地址轉換機制 

 

即可自動轉換為 XF 或 CAAS 格式，從國外發送來的報文也相同，經由地址的轉 

 

換即可轉至國內的 AFTN 用戶。 

 

在系統上， 鹽湖城通信中心正進行著 AFTN 系統的升級計劃， FAA 的目標 

 

是將系統轉為 IP 的環境，以避免使用過多不同的網路協定。在其通訊建置 FTI 

 

(Federal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上是以 IP 為連結，即透過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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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支援 ATM 功能。 

 

    NADIN I(National Airspace Digital Interchange Network)是舊有的航 

 

空固定通信網系統，在使用舊系統的同時並進行著系統的升級 NMR(NADIN I 

 

Message handling Replacement)， NMR 同時採用 IP 和 X.25 介面。這讓 AFTN 

 

用戶可以直接使用 IP 連結， 也允許現有的 X.25 連結用戶將來能順利移轉為 IP 

 

的連結方式。 

 

來自 AFTN 用戶端的報文到達 NADIN I MSN 後會進入 NADIN II PSN 系統，於 

 

2003 年 1 月開始使用的 NAIMES(NAS 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nterprise System)也同時連結至 NADIN II，這個平台是設計讓使用者可利用 

 

IP 進入 FAA 的網路來查詢飛航計劃及氣象的即時資料，不過使用者需經過註冊 

 

才得以取得帳號及密碼。 

 

氣象信息交換中心 WMSCR(Weather Message Switching Center Replacement) 

 

於 2005 年 9 月正式啟用，為 10 年前研發替代原來的 WMSC 設備，其功能除原有 

 

的收集、處理與監控氣象資料，並增強其處理的速率和安全性。 

 

在 ATN Router 方面，FAA 採用的是參照 ISO 標準的 ATN/OSI 以及 ATN/IPS 

 

雙堆疊的架構，所謂雙堆疊指的是雙協定的堆疊，ATN/OSI 的路由器能夠在路由 

 

器間進行選路，並可直接和 ATN 端點系統連接，ATN/IPS 是一般網際網路所採用 

 

的通信協定，FAA 採用的版本為第四版(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IPv4)，  

 

並計劃採用 TCP/IPv6 新一代的網際網路通訊協定版本 。目前使用 IP 的方式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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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國內用戶以及中南美國家。 

 

目前鹽湖城的 AMHS 僅與日本一條國際線路正式連線，使用的是 XF 的報文 

 

格式，未來日本與鹽湖城之間的格式將改變為 CAAS，當與日本這條 AMHS 線路不 

 

通時，報文會由 AFTN 的其他國際線路轉發 。在 ATN NETWORK 中，與鹽湖城連結 

 

的國際線路除日本外尚有澳洲和斐濟, 與這兩個國家的測試時程也將於往後陸 

 

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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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從 Mr. Hoang N. Tran 那裡了解到 ICAO 的 AMHS 建置僅就國際連線部分有 

 

所規範，至於各國內部的 AFTN 系統仍可繼續使用。Mr. Hallman 提及因國內 

 

AFTN 用戶眾多，若全面改為 AMHS UA，整個 AMHS 環境會變複雜且將耗資太大， 

 

故不會考慮使用 AMHS UA。 

 

鹽湖城和日本一樣都在升級各自的 AFTN 系統。也對於他們的操作人員進行 

 

在職訓練 。由於報務員必須對所列印出來的技術警告(Technical Alarm)進行處理 

 

，所以其對於有關設備的網路結構必須有清楚的了解，當然也包括各項設備升 

 

級之訓練課程。 

 

鹽湖城通信中心的訓練規劃是督導的工作項目之一，督導不值席位班而是 

 

上行政班處理行政業務。以其在職訓練 OJT IP 為例，訓練課程的安排包括通信 

 

中心整個網路的架構， 操作設定等等，每位報務員會有指導員(Instructor)來負責 

 

教導協助報務員在訓練中遇到的問題。 

 

在新進報務員的訓練方面，因鹽湖城並無配置相關軟硬體人員，而技術中心 

 

設在紐澤西， 兩地之間是靠電話連繫，僅在報務員無法處理的情況下，技術人 

 

員才會趕至中心處理，所以每位報務員皆須接受 2-4 年的軟硬體訓練。 

 

台北通信中心自 2005 年 11 月開始使用新一代的飛航訊息處理系統(AMHS)， 

 

在台北的 AMHS 建置中，擁有 110 個 UA，23 個 AFTN 系統用戶，其中包含了 3條 

 

國際線路，分別為福岡、香港和馬尼拉，依照規畫進度，我們的 AFTN 轉報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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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在 5年後全部轉為 AMHS 環境，以台北通信中心既是 UA 的用戶也是管理者的 

 

身份，我們對於網路知識以及整個系統架構必須要有清楚的了解，在制度及實際 

 

工作上，翔安雖已有堅強的軟硬體工作人員駐守，然而對通信中心的同仁而言， 

 

每天需處理不同性質的席位，各類專業知識訓練的加強是需要的，唯有人員本身 

 

能力的升級才能在工作的應變上更具判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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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縮語表 

 

AFTN     Aeronautical Fixed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AIDC     Air Traffic Service Inter-Facility Data 

 Communication 

AMHS     Air Traffic Service Message Handling System 

CNS/ATM  Communication Navigation Surveillance/ 

 Air Traffic Management 

CPDLC    Controller-Pilot Data Link Communications 

ATN      Aeronautical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ICAO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P       Internet Protocol 

IPS      Internet Protocol Suites 

MTCU     Message Transfer and Control Unit 

OSI      Open System Interface 

UA       User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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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 

附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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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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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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