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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海底声学探测仪器采集数据量大而存储容量有限、数据传输带宽不足的实际问题, 基于

Lempel-Ziv-Welch(LZW)无损压缩算法, 研究海底声学探测数据的实时压缩方法, 提高数据压缩效果、

节省传输带宽。并在 LZW 无损压缩算法的基础上结合数据存储的特点对压缩结果进行内存重新分配, 

极大提高压缩比(压缩数据大小/原始数据大小)。利用海底地震仪(OBS)采集的原始声学探测数据进行

测试验证, 结果表明该方法对于 OBS声学探测数据有很好的压缩比, 可用于对 OBS采集的声学探测数

据进行压缩处理, 对于海底探测仪器的研发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Lempel-Ziv-Welch(LZW)无损压缩算法; 无损压缩; 海底地震仪; 海底声学探测数据 

中图分类号: P716+.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096(2019)04-0036-10 

DOI: 10.11759/hykx20180721001 

声学探测方法在海洋地球物理勘探中有着广泛

的应用[1-5], 随着探测精度要求的提高, 海底声学探测

技术向着多维、多参数、多分量、多节点阵列和高采

样率的方向发展, 必然造成采集数据量的急增, 海量

数据的存储和传输出现瓶颈, 目前的海底声学探测设

备很少有搭载数据压缩模块, 因此, 研究海底声学探

测数据实时压缩方法, 快速、高效地进行数据采集和

存储是海底声学探测设备研发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数据压缩技术是指把输入数据流中的冗余信息

去除掉, 运用较小的输出数据流保存输入数据流中

的全部信息或部分主要信息[6]。常用的声学压缩方法

有 : 多级树集合分割(SPIHT)算法 [7]、Free Lossless 

Audio Codec(FLAC)算法[8]、Monkeys’s Audio(APE)

算法 [8]、Huffman 算法 [9]、Lempel-Ziv-Welch(LZW)

压缩方法[9]等。SPIHT 算法在编码和解码过程中不仅

需要消耗大量内存且存在多次重复运算, 不利于实

时压缩。FLAC 和 APE 算法只能对 WAV 格式的数据

进行压缩 , 压缩之前要将数据格式进行转化 , 这样

不能满足实时压缩的需求。Huffman 编码是基于数据

源的统计概率特性 , 基于统计概率的信源编码是

Shannon信息论的基本特征, 但是在某些场合要确定

实际信源的统计特性相当困难。 

本文采用 LZW无损压缩算法对海底声学探测数

据进行压缩 , 该压缩算法是基于数据串特性 , 采用

串表压缩的方式 , 使其具有较好的自适应性 , 对于

图像、文本、音频、视频等不同的数据都适用。常

见的.txt, .dat, .bin, .jpg, .gif, .doc 等类型数据也都可

以采用 LZW 算法来进行压缩[10]。目前对于 LZW 压

缩算法的改进, 多于算法本身改进, 如在压缩时监视

压缩比, 清除匹配概率较小的词条来提高压缩比[10]、

引入 Hash 函数提高字典匹配速率[11]、利用编码前缀

时存在的冗余数据, 设计将前缀映射为编码来提高

压缩比[12]等等。对于如何减小压缩结果所占用的内

存空间, 目前的研究并不是很多。 

对声学探测数据, LZW 算法不仅有着很好的压

缩效果, 而且易于硬件实现。同时本文在传统 L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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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算法的基础上提出对了对压缩结果进行内存重

新分配的方法 , 极大提高了压缩比 , 对于海底声学

探测仪器的研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1  LZW 算法 

1.1  LZW 算法原理 

LZW是 Terry A.Welch提出的一种基于字典的压

缩算法 , 所谓字典算法 , 即认为信源输出的信息序

列是由一本字典中的各种词条构成的。LZW 压缩有

3 个重要的对象, 分别是数据流、编码流和字典。在

编码时, 数据流是输入对象, 编码流就是输出对象, 

在解码时 , 编码流则是输入对象 , 数据流是输出对

象[13]。而字典是在编码和解码时都须要用借助的对

象, 由词条及其索引组成。LZW 压缩算法的基本思

想是建立字典, 将输入字符串映射成定长的码字(字

典的索引)进行输出[14]。该字典是根据信源的数据特

点动态建立, 编码过程也就是建立字典的过程。压缩

过程中, 字典中不断产生新字符串(字典中没有的字

符串), 存储新字符串时也保存与新串的前缀相应的

码字[15]。解码的过程也是不断建立字典的过程, 只有

解码建立的字典与编码过程中所建立的字典完全一

致才能保证压缩解压过程中没有出现错误。 

LZW 压缩算法和其他一些压缩技术的不同之处

在于它是动态地标记数据流中出现的重复数据串[11]。

它把在压缩过程中遇到的字符串记录在字典中, 在

下一次又碰到这一字符串的时侯, 就用一个代码来

表示它, 通过用短代码表示相对较长的字符串来压

缩数据量。 

1.2  LZW 压缩流程 

在编码开始之前 , 初始化字典 , 字典中包含信

源所有可能的根 , 并为字典索引设置上限 , 随着数

据的读入 , 编码进行的同时也不断扩充字典 , 一旦

字典扩充至索引上限 , 说明字典已经填满 , 就清空

字典扩充的部分并重新根据编码数据扩充字典, 如

此循环, 直至所有数据全部编码完成。 

LZW 压缩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LZW 算法压缩流程图 

Fig. 1  Flowchart of Lempel-Ziv-Welch (LZW) algorithm compression 

 

以声学探测数据为例 , 编码开始之前 , 初始化

字典时, 字典的 0—255 号索引对应的位置用于存放

十六进制声学探测数据所有可能的取值, 即 0—FFH, 

同时设置字典的索引上限, 索引大于 255 的位置用

于存放字典扩充的数据。每次读入的数据赋值给后

缀 C, 判断前缀 P 与后缀 C 的组合 P+C 在字典中是

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 输出前缀 P 所对应的编码值, 

也就是字典中的位置(类似于现实字典中的页码)并

将该组合加入字典, 同时将后缀 C 的值赋给前缀 P。

反之, 如果字典中存在 P+C, 将该组合的值赋给前

缀 P 即可[16]。 

在 LZW进行编码的同时需要检测字典的索引是

否已经达到设定值。如果字典的索引过大, 查找数据

的效率就会很低, 因此有必要为字典的索引设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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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如果达到索引的设定值, 表明字典填满, 清空字

典扩充的部分(256 号索引之后的部分为扩充部分), 

保留前 256 个基础值, 以此来提高编码的效率。这种

为字典设置索引上限的方法虽然可以加快压缩速率, 

但是压缩比(压缩数据大小/原始数据大小)会有所降

低。在 LZW 算法中, 原始数据中子串重复的越多, 

压缩效果越好, 原始数据量越大, 压缩效果也越好, 

如果不为字典索引设置上限 , 字典索引就会过大 , 

会导致压缩的速率降低, 这就意味着需要在压缩速

度与压缩比之间做好取舍的平衡。在压缩比可以接

受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提高压缩速率。 

1.3  LZW 解压流程 

在进行 LZW 解压时, 同样需要建立字典并初始

化, 这一环节与压缩时的字典建立及初始化完全相

同。但建立字典的过程相对于压缩时要推迟一步, 这

是因为建表所需要的未匹配字符要在解压缩下一个

输入码字后才可得到。通过查找输入数据在字典中

有无编码值进行解压。 

解压的具体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LZW 算法解压流程图 

Fig. 2  Flowchart of LZW algorithm decompression 

 
该环节利用压缩过程中生成的压缩文件进行解

压, 初始化字典与压缩环节一致, 字典的 0~255 所对

应的位置用于存放十六进制声学探测数据所有可能

的取值, 字典的索引上限也要一致。解压过程中读入

的码字 cW 代表字典的索引位置, 如果 cW 大于字典

当前的已经填充的最大索引, 则说明字典的索引还

没有扩充到 cW, 将前缀 pW 的编码值(字典中对应

的字符串)加上 pW 编码值的首字符输出并添加到字

典并赋值给 pW。如果 cW 小于字典当前的已经填充

的最大索引, 输出 cW 的编码值, 并将 pW 的编码值

加上 cW 编码值的首字符添加到字典同时将 cW 的编

码值赋值给 pW。解压完成时, 会生成一个和压缩环

节完全一样的字典[16]。 

2  LZW 压缩算法的软件实现 

2.1  算法实现平台 

本算法在 Windows 平台用 C 语言实现, 采用的

待压缩数据是 24 位 A/D 转换器采集的 OBS 原始声

学探测数据 , 在用文本文件存储数据的情况下 , 压

缩比较好, 但是以二进制文件进行存储, 压缩比较差, 

有可能出现压缩后的数据所占用的内存空间大于原

始的待压缩数据, 针对这一情况, 本文提出了对压缩

结果进行内存重新分配的方式来提高压缩比。 

2.2  LZW 压缩方法的实现 

以二进制格式存储的数据为例来说明压缩环节

的具体实现步骤, 采用的待压缩数据为 OBS 采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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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声学原始数据中截取的一小部分 : 0x001974, 

0x00455e, 0x0060c9, 0x006c41, 0x006daa, 0x006ae1, 
0x006773, 0x006492, 0x006235, 0x006042, 0x005ef9, 
设定的字典索引上限为 512。LZW 算法的思想是用

单个索引尽可能地去表示更多的字符, 信源数据的

重复性越好 , 压缩的效果就越好 , 为了提高数据的

重复性, 将采集的数据按高位、中位和低位进行划分 

并分组, 原始的数据就变为: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19, 0x45, 
0x60, 0x6c, 0x6d, 0x6a, 0x67, 0x64, 0x62, 0x60, 0x5e, 
0x74, 0x5e, 0xc9, 0x41, 0xaa, 0xe1, 0x73, 0x92, 0x35, 
0x42, 0xf9。压缩流程如表 1 所示(表中 P, C 分别表

示压缩过程中 , 字符串的前缀和后缀 , 其值随着压

缩的进行不断改变)。 

 
表 1  压缩流程 
Tab. 1  Compression process 

步骤 P C P+C 字典中是否存在 输出 字典扩充内容 对应索引 

1 - 0 0 是 - - - 

2 0 0 0, 0 否 0 0, 0 256 

3 0 0 0, 0 是 - - - 

4 0, 0 0 0, 0, 0 否 256 0, 0, 0 257 

5 0 0 0, 0 是 - - - 

6 0, 0 0 0, 0, 0 是 - - - 

7 0, 0, 0 0 0, 0, 0, 0 否 257 0, 0, 0, 0 258 

8 0 0 0, 0 是 - - - 

9 0, 0 0 0, 0, 0 是 - - - 

10 0, 0, 0 0 0, 0, 0, 0 是 - - - 

11 0, 0, 0, 0 0 0, 0, 0, 0, 0 否 258 0, 0, 0, 0, 0 259 

12 0 19 0, 19 否 0 0, 19 260 

13 19 45 19, 45 否 25 19, 45 261 

… … … … … … … … 

注: “-”表示无数据, 表 2 同。 

 
表 1 给出了待压缩数据的部分压缩流程, 采用

上述 LZW 算法的编码方式, 所有待压缩数据压缩完

成得到的输出结果为: 0, 256, 257, 258, 0, 25, 69, 96, 

108, 109, 106, 103, 100, 98, 96, 94, 116, 94, 201, 65, 
170, 225, 115, 146, 53, 66, 249。 

2.3  压缩结果的内存重新分配 

在压缩环节中, 由于字典的索引上限为 512, 压

缩输出结果用二进制表示, 不会超过 9 位, 因此用 9

位二进制数据就可以表示所有可能的输出结果, 但

由于存储器都是以 8 位数据为基本存储单元, 输出

的每个数据占了 2 个字节(16 位), 其中高 7 位都是

0, 但是这高 7 位是无用的。为了去除多余的高 7 位, 

用 9 位来表示输出结果, 这里以 8 个输出为一组, 每

次向存储器申请 9 个字节的空间, 其中 2 到 9 个字节

存放 8 个输出数据的低 8 位, 第一个字节存放 8 个输

出数据的高 1 位。以上述输出结果的前 8 个数据为

例, 内存分配如图 3 所示。 

 

图 3  内存分配图 

Fig. 3  Memory allocation chart 
 

每个方框代表一个字节, 2 到 9 个字节是输出数据

的低 8 位, 第一个字节的中的 8 位数据从左到右分别

代表 2 到 9 字节中数据的高位。这 9 个字节中存储的

数据用二进制表示分别为: 0 0000 0000, 1 0000 0000, 

1 0000 0001, 1 0000 0010, 0 0000 0000, 0 0001 1001, 

0 0100 0101, 0 0110 0000。换算成十进制为别为: 0, 

256, 257, 258, 0, 25, 69, 96。若数据不足 8 个, 将 9

个字节中有效部分输出即可。 

上述内存分配的方式实现了用 9 个字节表示 8 个

输出数据 , 在原始待压缩数据中 , 每个数据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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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表示, 所占用的内存为 264 bit, 压缩之后所占

用内存为 243 bit。随着数据量的不断提高, 压缩比会

越来越好。 

2.4  LZW 解压方法的实现 

解压过程中, 每次读取 9 个字节的数据量, 按照

压缩环节的内存分配原理, 将首个字节中的 8 位数

据, 依次按顺序分配给剩余 8 个字节的数据, 作为其

高位。将经过内存分配后的数据还原, 再利用还原后

的数据进行解压。以压缩环节的输出数据为例, 将经

过内存分配的数据还原, 得到结果: 0, 256, 257, 258, 

0, 25, 69, 96, 108, 109, 106, 103, 100, 98, 96, 94, 116, 
94, 201, 65, 170, 225, 115, 146, 53, 66, 249。将这组数

据按照解压流程进行解压, 解压流程如表 2 所示(表

中 pW, cW 分别表示解压过程中, 字符串的前缀和后

缀, 其值随着解压的进行不断改变)。 

 
表 2  解压流程 
Tab. 2  Decompression process 

步骤 pW cW 字典中是否存在 输出 字典扩充内容 对应索引 

1 - 0 是 0 - - 

2 0 256 否 0, 0 0, 0 256 

3 0, 0 257 否 0, 0, 0 0, 0, 0 257 

4 0, 0, 0 258 否 0, 0, 0, 0 0, 0, 0, 0 258 

5 0, 0, 0, 0 0 是 0 0, 0, 0, 0, 0 259 

6 0 25 是 19 0, 19 260 

7 19 69 是 45 19, 45 261 

8 45 96 是 60 45, 60 262 

9 60 108 是 6c 60, 6c 263 

10 6c 109 是 6d 6c, 6d 264 

11 6d 106 是 6a 6d, 6a 265 

12 6a 103 是 67 6a, 67 266 

13 67 100 是 64 67, 64 267 

… … … … … …  
 

表 2 给出了待解压数据的部分解压流程, 所有

数据解压完成之后得到解压输出为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19, 0x45, 0x60, 0x6c, 0x6d, 0x6a, 0x67, 0x64, 0x62, 
0x60, 0x5e, 0x74, 0x5e, 0xc9, 0x41, 0xaa, 0xe1, 0x73, 
0x92, 0x35, 0x42, 0xf9。由于在压缩过程中, 将 24 位

声学探测数据分为了高位、中位和低位分类压缩, 因

为在解压时需要将数据还原成 24 位的声学数据, 首

先将数据变为没有按位分组的排列顺序: 0x00, 0x19, 

0x74, 0x00, 0x45, 0x5e, 0x00, 0x60, 0xc9, 0x00, 0x6c, 
0x41, 0x00, 0x6d, 0xaa, 0x00, 0x6a, 0xe1, 0x00, 0x67, 
0x73, 0x00, 0x64, 0x92, 0x00, 0x62, 0x35, 0x00, 0x60, 
0x42, 0x00, 0x5e, 0xf9。再将数据按高位、中位和低位

进行合并, 就得到了原始的声学探测数据: 0x001974, 

0x00455e, 0x0060c9, 0x006c41, 0x006daa, 0x006ae1, 
0x006773, 0x006492, 0x006235, 0x006042, 0x005ef9。 

3  压缩算法的性能测试 

3.1  压缩比和压缩时间测试 

压缩算法的性能测试环节在 Inter (R) Core (TM) 

i7-3537U CPU, 主频 2.0~2.5 GHz, 4G 内存的计算机

平台上, 基于 OBS 声学探测数据进行测试。压缩结

果以二进制格式进行存储, 为了更好的反映压缩效

果, 利用 OBS 声学探测数据中截取了一部分重复性

较好数据与没有截取的数据进行测试, 分别从文本

文件角度和二进制文件角度测试记录压缩比以及压

缩时间, 测试结果分别如表 3—表 6 所示。 

表 3—表 6中所有的第一个数据源中数据个数都

为 3 751, 第二个数据源中数据个数都为 7 502。表 3、

表 4 中采用的数据存储方式分别以文本形式和二进

制形式进行存储, 第一个数据源是从 OBS 采集的数

据中截取的重复性较好的数据, 第二个数据源是将

前者重复了一遍 , 从不同的数据量来看压缩效果 , 

可以看出, 对 LZW 压缩结果进行内存的重新分配, 

压缩比有很大的提升, 同时不会消耗太多运行时间, 

相比之下, 此种压缩方式要明显优于传统的 LZW 压

缩算法。表 3—表 6 的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使用的是

OBS 原始探测数据中重复率较高的数据, 后者使用

的数据是 OBS 原始探测数据。同样可以看出在 L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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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算法的基础上对压缩结果进行内存重新分配 , 压缩比会大幅度提高。 
 
表 3  抽样数据压缩对比表(文本) 
Tab. 3  Comparison of sampling data compression (text file) 

数据占用内存/Byte 
数据源 内存是否重新分配 

原始数据 压缩后数据 
压缩比/% 压缩时间/s 

是 60 868 8 428 86.15 0.471 ObsDataSamp.txt 

否 60 868 14 982 75.39 0.412 

是 121 739 16 805 86.20 0.524 ObsDataSamp2.txt 

否 121 739 29 874 75.46 0.426 

注: ObsDataSamp.txt 是以文本形式存储的 OBS 声学探测数据中截取的一部分重复性较好的数据, 数据量为 3751; 数据 ObsDataSamp2.txt

是将前者数据重复一遍, 得到 2 倍的数据量, 即 7502, 表 5 同。 

 
表 4  抽样数据压缩对比表(二进制) 
Tab. 4  Comparison of sampling data compression (binary) 

数据占用内存/Byte 
数据源 内存是否重新分配 

原始数据 压缩后数据 
压缩比/% 压缩时间/s 

是 11 253 8 428 25.10 0.471 ObsDataSamp.dat 

否 11 253 14 982 –33.14 0.412 

是 22 506 16 805 25.33 0.524 ObsDataSamp2.dat 

否 22 506 29 874 –32.74 0.426 

注: 数据 ObsDataSamp.dat、数据 ObsDataSamp2.dat 分别与表 3 中数据 ObsDataSamp.txt、数据 ObsDataSamp2.txt 中数据内容相同, 存储

方式为二进制方式, 表 6 同。 

 
表 5  无抽样数据压缩对比(文本) 
Tab. 5  Comparison of unsampled data compression (text file) 

数据占用内存/Byte 
数据源 内存是否重新分配 

原始数据 压缩后数据 
压缩比/% 压缩时间/s 

是 61 077 9 076 85.14 0.471 ObsDataHex.txt 

否 61 077 16 134 73.58 0.453 

是 122 157 18 142 85.15 0.647 ObsDataHex2.txt 

否 122 157 32 252 73.60 0.517 
 

表 6  无抽样数据压缩对比(二进制) 
Tab. 6  Comparison of unsampled data compression (binary) 

数据占用内存/Byte 
数据源 内存是否重新分配 

原始数据 压缩后数据 
压缩比/% 压缩时间/s 

是 11 253 9 076 19.35 0.471 ObsDataHex.dat 

否 11 253 16 134 –43.38 0.453 

是 22 506 18 142 19.39 0.647 ObsDataHex2.dat 

否 22 506 32 252 –43.30 0.517 
 

上述测试说明 LZW算法的压缩效果与数据源特

性以及数据的存储方式有很大关系。数据源的重复

特性越好 , 压缩的效果越好 , 并且对文本文件的数

据压缩比要远远优于二进制文件, 原因在于文本数

据是以字符为单位分配存储空间, 而二进制文件是

以数据的大小为单位分配存储空间。OBS 采集的原

始声学数据以二进制形式进行存储的情况下, 如果

不对压缩结果进行内存重新分配, 压缩过后会出现

压缩结果大于源文件的情况, 必须采用内存的重新

分配。同时从 4 个表中可以看出在数据量远超字典

最大索引值的情况下, 数据量的大小对压缩比影响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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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压缩算法正确性验证 
LZW 算法为无损压缩算法, 在压缩过程中没有

精度的损失, 被压缩的数据能够通过解压恢复到压

缩以前的原状态。为了保证整个压缩解压环节的正

确性 , 对原始数据以及解压后的数据进行比对 , 两

者完全一致, 保证整个压缩解压环节没有错误。 

分别将原始声学数据和解压缩得到的声学数据

转化成电压值并绘制波形图 , 比对两者的波形 , 波

形一致, 则算法正确, 反之则错误。为了避免累赘重

复 , 这里给出三组数据的压缩验证对比图片 , 包含

不同压缩方式以及不同原始数据的压缩验证, 同时

以 OBS 原始声学探测数据为例, 通过 txt 格式给出了

部分原始数据和解压数据的数据对比截图。结果如

图 4—图 7 所示:  

 

图 4  OBS 原始声学探测数据波形对比图 

Fig. 4  Comparison of OBS original acoustic detection data waveforms 

 

图 5  OBS 部分声学探测数据波形对比图 

Fig. 5  Comparison of OBS partial acoustic detection data waveforms 

 
图 4 是从 OBS 原始数据压缩并进行内存分配的

压缩验证图, 图中原始数据波形是根据压缩之前的

数据绘制的波形图, 解压后的数据波形是根据解压

得到的数据绘制的波形, 前后波形对比是将前两个

波形绘制在同一坐标系中。在前后波形对比中由于

两条波形完全重合 , 只能看到一条波形 , 说明了压

缩数据和解压后的数据完全一致。图 5 中原始数据

与图 6 相同, 都是从 OBS 原始数据中截取的部分重

复性较好的数据, 但是前者采用了在 LZW 压缩算法

的基础上进行了内存分配操作, 后者是基于常规的

LZW 压缩算法, 不含内存重新分配。从图 5、图 6

可以看出原始数据和解压后的数据都是完全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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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两种压缩方式都是正确的。图 7 中左侧

ObsDataHex.txt 数据为 OBS 原始数据中的部分数据, 

压缩之后对压缩结果进行内存重新分配, 再对压缩

结果进行解压, 得到图中右侧 Obsjieya.txt 数据。可

以看出两组数据完全一致, 在压缩算法正确的基础

上表明了压缩算法的无损特性。 

 

图 6  OBS 部分声学探测数据无内存重新分配操作波形对比图 

Fig. 6  Comparison of the waveforms of OBS partial acoustic detection data without memory redistribution operation 

 

 

图 7  部分 OBS 原始数据和解压数据对比图 

Fig. 7  Comparison of partial OBS raw data and decom-
pressed data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基于海底地震仪 OBS 采集的现场声

学数据, 利用 LZW无损压缩算法对 OBS采集的原始

声学探测数据进行压缩并对结果进行内存重新分配, 

从文本文件角度和二进制文件角度分别对压缩效果

进行测试比对, 并对整个压缩流程的正确性进行了

验证。结果表明, 整个压缩环节稳定性高, 且有较好

的重复性。压缩的效果与数据的特性密切相关, 对于

OBS 所采集的声学探测数据, LZW 压缩算法可以有

很好的压缩比。同时, 由于数据源是基于 A/D 转换

器采集的原始数据, 方便直接在硬件平台实现该压

缩方法。进行内存重新分配, 可以极大的改善压缩比, 

但是会相应的提高压缩时间, 在压缩时间允许的情况

下, 采用带有内存分配的压缩方式更为适宜。后续工

作会将此种压缩算法集成到硬件, 开展进一步测试。 

随着海洋探测技术的不断提高 , 探测的数据量

激增, 数据的存储与传输是海底声学探测设备研发

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本研究为海底探测仪器的设

计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压缩方法, 在海底声学探测数

据的处理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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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large data collection volume, limited storage capacity, and insuffi-

cient data transmission bandwidth of submarine acoustic detection instrumen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al-time 

compression method of submarine acoustic detection data based on Lempel–Ziv–Welch (LZW) lossless compres-

sion algorithm. This method redistributes the storage space of the compression results on the basis of the LZW 

compression algorithm and data storage characteristics; hence, the compression ratio (compressed data bytes/data 

bytes before compression) can be considerably reduced. Based on a test using the original acoustic detection data of 

ocean bottom seismographs (OB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compression method features a good compression ratio 

for OBS acoustic detection data and can be used to compress acquired OBS acoustic detection data. This study can 

significantly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submarine detection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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