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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下发疑误数据反馈系统设计与实现

王 垒,燕东渭
(陕西省气象信息中心,西安 710014)

摘 要:介绍国家下发疑误数据反馈系统,利用数据库索引、视图、预处理和数据结构优化技

术,采用.NET框架对系统进行设计与实现,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增加用户体验效果。在实

际业务中使用证明,该系统响应速度、兼容性和使用便捷性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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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P409      文献标识码:B

  为了做好国家下发疑误数据传输监视和管理

工作,提高气象数据通信质量和数据可利用率,

陕西省气象信息中心 (以下简称省信息中心)组

织研发 “国家下发疑误数据反馈系统”,实现对

下发数据实时监视、在线反馈、错误信息修改、

反馈质量统计等功能。该系统在全省气象部门得

到推广应用,提高了数据可利用率。

1 系统设计

1.1 总体设计

疑误数据反馈系统 (图1)可分为4个层

次:采集层、数据层、逻辑层和展现层。采集层

主要是将国家下发数据和台站反馈数据入库,同

时针对不同用户请求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

层主要以合理的数据结构存贮数据采集层采集的

数据,并提供数据存取服务;逻辑层主要负责解

析用户发出的访问请求,对请求进行业务逻辑计

算处理并返回结果;展现层主要负责将采集到和

经过统计加工的数据通过 Web以图表的形式展

现给用户。

1.2 设计思路

不同用户的需求和关注范围也有所不同。基

层台站多注重了解疑误数据反馈资料是否及时上

传省信息中心;省信息中心注重监视每个观测站

发送资料时效是否正确,传输至国家气象信息中

心是否及时。省级业务管理部门则注重某段时间

内疑误数据资料的传输质量统计,并注重掌握传

输质量低的测站和疑误数据多的站号信息。系统

充分考虑不同用户的需求和关注焦点,通过完善

功能满足各类用户需求。

图1 系统结构

1.3 主要功能概述

系统主要由疑误数据反馈查询界面和疑误数

据提交界面组成。通过疑误数据反馈查询界面,
主要可完成疑误数据查询,疑误数据反馈时间和

及时率查询,反馈信息质量统计等功能。为方便

不同地市和不同类型报文的查询,系统提供分地

区和类型查询。针对管理部门需要进行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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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统计,系统实现任意时间段统计功能。通过疑

误数据反馈提交界面,主要可完成台站对疑误数

据反馈的提交功能。提交项目为多种方式结合,
“确认结果”与 “问题原因”为下拉选择菜单,
“责任人”和 “备注”为文本框形式,反馈时间

直接读取服务器时间,不需要手工输入。

2 关键技术

2.1 疑误数据解报技术

国家疑误数据每小时通过CMACast(中国

气象局卫星数据广播系统)滚动广播下发,省信

息中心接收到文件后,通过FTP将数据推送到

数据服务器的相应目录,下发疑误数据入库程序

会定时扫描该目录,发现有新资料会自动运行解

报程序并将翻译好的报文按类型入库。
下发疑误数据原始报文格式为:站号,时

间,气象类型,错误数值,错误类型。该文件可

读性较差,用户基本无法识别,需要解报软件将

其翻译为用户能识别的报文格式。解报程序主要

应用while和switch语句。while语句的优点是

先判断后执行,利用该语句可以过滤掉下发报文

中非法站号和外省站号。

switch语句的优点是简洁实现多分支选择,
但使用时须谨慎,所写的switch语句必须遵循

以下规则:只能针对基本数据类型使用switch,
这些类型包括int(整数型)和string (字符型)
等。对于其他类型,则必须使用if-else语句,

switch语句在解报程序中具体写法。

switch (Type)
{case"V13019":

tempSel=" 小时降水量";

break;

case"V12001":

tempSel=" 气温";

break;
…}

2.2 索引技术

充分利用 Oracle数据库索引技术,提 高

SQL语句的执行效率。在执行SQL语句时采用

一定策略利用索引,并且将有索引的字段放在

where条件前面。疑误数据反馈系统数据库操作

包括:写入、查询、修改,目前使用率最高的为

查询。系统中使用了组合索引和限制索引2类,
组合索引使用站号和地区两列,限制索引使用不

等于操作符 (<>、! =)进行排除查询,同时

尽量避免通配符 “%”、“?”等的使用。

2.3 视图技术

由于疑误数据量比较大,反馈详细信息按月

进行存储。在实时信息查询中必须根据用户选择

的时间窗给出结果。为简化复杂的业务逻辑并提

高查询效率,快速显示数据,系统将12个月表

联合创建1个视图,对用户的查询请求通过查询

视图而获取结果[1-2],避免跨越查询需要修改检

索Sql中表名的问题。

2.4 预处理技术

对于用户的统计请求,若实时从海量原始数

据中统计计算,每次相同的请求,都需要进行实

时统计计算,给系统造成较大压力,并让用户等

待较长时间。系统从管理用户角度出发,对海量

数据进行统计预处理,形成符合管理部门需求的

中间统计结果,并进行存储。对于统计访问请

求,能够直接在中间统计结果中进行简单查询,
同样满足用户统计访问请求。与实时统计计算方

法比较,本技术只需要计算一次统计结果,产生

较小的系统负荷,并无需较长时间等待。

2.5 跨浏览器

目前浏览器种类繁多,同一程序在不同网页

上运行效果会有所偏差或无法使用,原因在于厂

商在浏览器实现中采用的标准或技术不同,网页

的开发中涉及的JavaScript脚本与Css样式技术

在不同浏览器中的使用方法不同。为使本系统能

跨浏览器运行,采用JQuery脚本类库进行实

现,它是一套跨浏览器的基础脚本库,实现中涉

及所有脚本程式均基于该类库开发。另外在编写

本系统的Css样式时,在样式文件中一个样式控

制语句按照多种语法进行编写,达到多浏览器正

确显示的效果。

3 结语

目前疑误数据反馈系统对全省气象部门用户

开放,虽然方便用户查询,但是反馈数据管理和

安全性比较低,容易造成错误,弱化系统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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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情直报系统应用技巧

乔 剑
(陕西省气象台,西安 7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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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灾情收集上报是确保气象部门及时了解

天气过程的灾害情况、部署气象服务工作的重要

措施。中国气象局于2004年起先后向全国气象部

门下发和升级了灾情直报系统1.0、2.0、2.1、

2.2和2.3软件,该软件利用计算机的NOTES、

FTP和Email进行灾情直报、快报、月报、年报、

预警信号、决策材料、应急事件等相关文件的上

传,加大了各级气象部门灾情收集上报力度,使

气象灾情收集上报和统计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但

有不少基层台站应用直报软件时灾情上报速度较

慢或出现错误,致使气象灾情 “快”报不快,甚

至预警信号发布延误。根据陕西省近年来应用灾

情直报系统V2.3软件中的存在问题和使用经验,

介绍其使用技巧,为各级台站做好气象灾情直报

工作提供借鉴。

1 系统安装设置要领

安装灾情直报系统V2.3软件时,首先双击

安装包中的setup.exe,点击下一步,选择灾情直

报文件夹进行安装,在列表中选择全国预警信号

标准进行安装,安装完毕后可在桌面上运行程序。

在使用灾情直报系统的主要功能前,必须对

系统的一些相关信息 (如站点、NOTES、FTP、

Email、人员和其它等)进行正确的设置。系统功

能设置主要分为:系统设置、站点设置、NOTES
设置、FTP设置和Email设置。应正确设置站号;

站点经纬度以度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上

传NOTES地址可以填写多个,用半角逗号隔开。

应配置好FTP、Email的统一设置和各个单独设

置,以保证上报的相关信息自动上传到不同的目

的地,添加的用户地址不受限制。人员、其它应设

置本台站经常使用的报告人、签发人、电话、发布渠

道、农作物等,以减少录入信息时重复输入。

2 灾情直报流程

正确应用V2.3灾情直报系统必须遵循真实、

可靠、准确、及时的原则,确保上报时效。除要

保证灾情信息渠道的畅通,还要积极组织开展灾

情调查收集工作。如某地发生突发大风冰雹、洪

涝滑坡等气象灾害,当地气象局及信息员应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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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误数据反馈系统查询统计功能比较强大,但是

查询结果表现方式比较单一;发现未反馈数据时,

仍需人工提醒,增加工作量。因此,在系统的后

期升级开发中,应增加用户管理功能,针对不同

级别用户设定不同的使用权限;丰富查询结果表

现方式,做到表格,图形,原始数据等多种形式;

结合语音系统,发现未反馈数据时自动提醒,减

轻值班人员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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