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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深入推进公共气象服务的进程中，
气象声讯、短信、网站等新的服务方式应运而生，
服务信息成倍增长，受众面迅速扩大。日常业务
中，这些气象信息的加工处理与传输大多由单独
的程序或人工完成，由于时间集中，业务繁琐，服
务信息编辑发布不规范、不及时、不系统的现象
在所难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建立了基于计算
机处理和网络传输一体化的衢州市气象信息服务
业务系统。

设计思想
衢州市气象信息服务业务系统以浙江省气象

局ＭＳＴＰ气象业务专网为基础，以省局气象数据
库和衢州市气象局服务器端为气象信息采集源，
在市局服务器建立开放式数据库，定时采集基本
预报产品和其它相关气象信息，自动加工处理入
库，实行资源统一管理，市县两级气象用户共享，
达到气象信息的一致性和规范性。通过业务平台
实时监控系统的运行状况，以自动或人机交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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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业务运行的方法，自２００９年５月以来，在中
期日常的预报业务及对旬预报的改版中发挥了作
用，使寒潮、连阴雨等灾害性天气预报准确率有
了明显提高，为各级政府指导防灾减灾提供参考。

（１）旬预报的改版
自２００９年５月开始，陕西省气象台对中期旬

预报改版，利用陕西省中期预报业务系统提供的
信息查询子块，增加了上一旬天气回顾，对上一
旬的温度、降水及其距平情况的查询分析，使用
户对前期天气情况及后期的天气形势有了更深的
了解，方便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及工作生活。

（２）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５—２７日强降温天气过程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５—２７日，陕西省出现大风强

降温的天气过程，陕北、关中北部共出现大风５０
余站次，陕北北部降温幅度为９ｏＣ以上。在４月
１７日的全国中期预报会商中，预报员通过认真分
析新开发的美国ＮＣＥＰ数值产品的高空、地面形
势场，预报２５—２７号将有一股强冷空气影响陕
西，降温过程对农作物有一定影响，对陕北的经

济作物有较大影响。４月２３日１７时，陕西省气象
台对此次大风降温过程发布了《重要天气报告》。
准确预报此次强降温过程的开始时间和强度，提
前预报时效长，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４２完善思考

基于ＥＣＭＷＦ数值预报产品开发了平均地
转爺风场、平均地转爼风场，但其与雨带、雨强
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检验。加强美国ＮＣＥＰ数值预
报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并在陕西省气象台网站上
发布，以期更好地对外服务及对地市局提供技术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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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完成信息发布。系统采用层次模块化结构，组
织结构清晰，便于扩展和维护。使用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
Ｄｅｌｐｈｉ语言编程，选用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数据库，在信
息资源及系统维护过程中，以用户名和口令方式
保证其安全性。
主要功能

系统主要由信息处理、信息服务、系统设置
三个模块组成，通过衢州市气象信息服务监控发
布平台，实现网络连接状态、预报信息接收、服
务产品加工的实时监控，通过自动和人机交互兼
容的方式完成各类气象服务信息的校对、编辑、发
布任务。
２１信息处理

以市局气象信息数据库作为本地数据库，建
立短期预报、指数预报、省内各城市精细预报、本
地各县预报、高速公路预警结论、决策服务、手
机短信、富春江流域站点实况、自动站每小时实
况等十余个数据库表。通过省局气象数据库和市
局服务器定时采集基本气象资料和衢州市气象台
预报产品，并按照预定的数学模型或文件模版自
动计算加工，生成各类气象服务产品，存入本地
数据库。
２２信息服务

按照预定时间表从本地数据库读取气象服务
产品，自动加工包装，形成所需格式文件，并发
送到市局服务器相应文件夹内，供各类服务直接
调用。处理过程中，如果数据库没有生成当日时
间字段信息，系统将不形成新的文件。
２３系统设置

对各类信息的收发路径、９６１２１顶级信箱提
示语和结尾语、短信发布温馨提示语等实行数据
库表管理，通过监控平台实现查询、修改、添加。
２４监控发布平台
２４１网络监控每分钟对网络进行扫描，监控
省—市和市—县气象局间的网络连通状况，并模
拟红绿灯在平台上显示，方便值班业务人员直观
掌握网络运行情况，准确判断未完成任务原因，及
时排除网络故障。
２４２任务监控根据信息处理和信息服务工
作进程，自动监控各时段内规定任务的完成情况，

同时提示本时段内的主要工作流程。按照业务工
作流程，显示本时段需要完成的任务。如果超出
服务产品生成的有效时间，系统报警提醒。
２４３信息发布信息发布作为业务监控平台
下的一个专用模块，实现了衢州专业气象网站信
息和各家通信运营商气象短信的编辑发布。系统
具有定时采集相关气象信息，自动生成动态更新
网页及上传功能。为了保证上传信息的准确性，提
供人机交互方式，对已上传的网页逐一校对、修
改、编辑和重新上传。集成移动、联通、小灵通
等各通信运营商提供的短信发布平台，按照预报
结论、季节特征、节假日特点等要素，从数据库
自动检索相关重要天气、温馨提示、节日问候、转
折性天气等提示用语集，通过编辑窗口完成短信
编辑与发布。由于本地局域网采用物理隔离方式，
信息发布平台所用计算机安装双网卡，实现内外
网信息同步传输。
主要特点
３１气象信息处理自动化

信息处理和信息服务定时运行，声讯服务信
息定时传输，网站信息定时上传，基本实现服务
信息处理加工和更新的自动化，避免迟漏错现象，
提高了工作效率。
３２服务信息规范化

实现各类信息对外口径一致，避免人为错误，
杜绝信息发布不统一的现象。声讯服务、短信服
务提示用语规范统一，避免随意性。生活指数预
报严格按照中国气象局有关指数等级标准发布。
３３气象短信内容人性化

坚持人性化的服务原则，根据相关要素，从
数据库自动检索短信的相关提示用语，便于业务
人员快速编辑，同时避免连续出现同样天气时，提
示用语重复使用的弊端。
结语

衢州市气象信息服务业务系统的业务化，较
好地整合了业务工作流程，实现上下行网络连接
状况、常规预报产品、专业专项气象服务产品等
信息的实时监控，达到基本气象信息采集、处理、
入库的自动化。通过自动处理与人工编辑兼顾方
式完成气象服务产品加工包装和对外分发，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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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２０１０年年初，陕西省农业遥感信息中心
接收极轨卫星图像光盘资料累积达６０００多张，
总数据量达１０ＴＢ。不同种类的数据分别刻盘后，
人工检验登记分箱保存。使用时，手工查找光盘，
由专用软件逐一打开文件浏览。由于卫星图像数
据量大，单个文件长度多在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Ｂ以
上，读盘查询费时，且由于图像质量和时差等原
因，打开的文件不一定可用。为此，建立卫星图
像光盘资料管理系统，将光盘各类简要信息分别
入库，再辅以文件简图，设计编制相应的功能模
块，实现各类信息的即时浏览查询和维护。
系统主要架构和功能
１１主要架构

数据库：包括光盘简信库、数据文件简信库、
简图信息库、资料类别库、资料来源库、用户部
门库、借还记录库、选择记录库、操作用户库等
１２个子库。

光盘库：按照数据库中的分类严格对应，自
动编号，排序，贴签，分箱保存。主要包括ＦＹ１Ｄ
Ｌ１Ｂ、ＮＯＡＡ１Ａ５、ＡＱＵＡＨＤＦ、ＴＥＲＲＡＨＤＦ、
ＦＹ燉ＮＯＡＡＬＤＦ、ＴＥＲＲＡ燉ＡＱＵＡＬＤ２、ＡＱＵＡ
ＰＤＳ、ＴＥＲＲＡＰＤＳ等多种数据类型格式的ＣＤ
和ＤＶＤ光盘。

管理系统由九大模块构成：①基本设置模块，
包括资料分类、资料提供、用户部门子模块，分
别实现添加、修改、删除及分类查询等功能，为
主库提供动态基本设置条件等；②数据管理模块，
包括备份数据、恢复数据、初始清理子模块，分
别实现数据安全备份、数据按时段自由选择恢复
以及初次使用时使各库处于起始状态等功能；③
入库管理模块，包括光盘入库、目录入库、简图
入库子模块，分别实现小批量添加、修改、删除
及分类查询等功能；④信息提取模块，包括光盘
提取、目录提取、简图提取子模块，分别实现大
批量自动读盘添加等功能；⑤综合统计模块，包
括分库统计、分类统计、综合统计子模块，可分
别统计主库相应的信息；⑥借还管理模块，包括
借还管理，借还统计子模块，能够实现光盘资料
的借还管理和统计，并能实现添加、修改、删除、
分类查询等功能；⑦浏览联选模块，包括简图浏
览、文件联选、选单打印子模块，实现由简图浏
览到光盘文件目录及由光盘目录到简图浏览的自
由转换，且浏览时能选择相应的文件、打印相应
的文件选单；⑧操作管理模块，实现修改密码、增
删操作用户、更换用户等功能，保障系统的安全
使用和方便快捷；⑨帮助信息模块，能够查阅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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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效率，有效推进气象信息服务的系统化、规
范化、自动化。

参考文献：

［１］王景红，赵世发，张和平，等共享市县气象信息

服务系统平台的设计与实现［Ｊ］陕西气象，２００５
（１）：３７－３９

［２］苗传海，卢娟，张凯，等省级公众气象信息服务
业务系统［Ｊ］气象与环境学报，２００８，２４（５）：
４８－５１

５３２０１０（５） 陕西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