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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气象用户服务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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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陕西省气象用户服务中心,西安 710014;2.陕西省气象服务中心,西安 710014)

摘 要:根据陕西省气象服务热线的特点,开发了陕西省气象用户服务业务系统。该系统具有

气象信息查询、服务效果展示、业务监督管理等功能,在全省11个气象用户服务中心应用,发

挥了较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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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400-6000-121气象服务热线 (简称400
热线)从2010年8月开通以来,随着话务量不断

增加,咨询范围不断拓展,服务内容不断丰富,

特别是地市级400热线开通以后,因属地化服务

所造成的管理不统一、信息不一致、服务不规范、

数据共享不充分等问题日益突显,较大影响了客

服工作的开展。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研发陕西

省气象用户服务业务系统,较好地解决了实际业

务的瓶颈问题,提高了服务的水平和效益。

1 系统设计

陕西省气象用户服务业务系统通过B/S方

式,采用面向服务的SOA[1-2] (service-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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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降水pH值在1990—1997年、1998—2005
年两个阶段均呈双峰型,但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

波动幅度明显偏大,2005年后,降水pH 值的

年际变化逐渐趋于平稳。

4.3 1990—1997年酸雨pH值年际变化波动幅

度小,1998—2004年波动幅度大,2005—2009
又趋于平稳。

4.4 毛毛雨或暴雨时,不利于酸雨出现;在小

雨、中雨或大雨天气时,容易出现酸雨。风速≤
3m/s时,酸雨频率为84.9%,风速逐渐增大,

酸雨频率越来越小。有雾时易发生酸雨。西安市

出现酸雨时,风向以东北风居多,其次是西风和

西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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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e)体系架构,按照模块化设计思路、

接口化集成原则、层次化系统架构来实现平台的

整体建设。结构设计上分为五层,自下而上分别

为系统支撑层、数据存储层、组件接口层、底层

应用层、业务功能层,各层遵守统一数据规范和

通信要求,共同构成统一的整体。

1.1 系统支撑层

系统支撑层指硬件设备和网络环境,包括数

据库服务器、Web应用服务器、存储服务系统、

交换机、文件处理器、PC终端等,是系统稳定

运行的重要保障。

1.2 数据存储层

数据存储层是指系统数据库,主要包括基础

数据、预报数据、实况数据、集成数据等。为解

决庞大数据的预报信息查询问题,达到快速查询

目的,通过建立本地数据库,采用数据拆分方

式,预报表中只保存最近7天的数据,实况数据

保存最近一个月数据,其他数据都保存在历史记

录表中,从而保证了查询效率。

1.3 组件接口层

组件接口层主要用于为各类第三方专业系统

提供输入和输出数据接口,便于系统的扩充和移

植,适应第三方系统软件对气象服务业务系统的

植入和补充要求。采用的接口方式有多种,包括

文档、报文、数据库读取、Webservice接口等。

1.4 底层应用层

底层应用层主要用于系统的后台服务,包括

基础资料处理、数据采集等。采用C++开发后

台程序,每天定时从省局数据库中将最新预报和

实况数据同步到本地数据库表中,数据量相对较

小,保证了查询速度和使用效率。

1.5 业务功能层

业务功能层是系统表现层,直接面对用户。

业务功能层以Java语言为基础,采用目前流行

的SSH 框架[3] (Struts+Spring+Hibernate),

以 WEB形式呈现,图形展示采用Fusioncharts
(有flash效果)组件,可实现柱状图、饼图、曲

线图三种图形的展示。

2 功能实现

陕西省气象用户服务业务系统是一个综合性

信息查询和业务展示平台,集业务管理、信息查

询、数据统计、报表展示等功能为一体[4]。包含

系统管理、气象信息库、知识库、用户数据库、

用户 调 查 统 计、信 息 报 表 展 示、内 务 文 档、

URL链接八个模块 (图1)。

2.1 系统模块

2.1.1 系统管理 该模块是系统用户权限和一

些基础数据的设置和管理。包括系统用户管理、

图1 陕西省气象用户服务业务系统功能结构图

功能权限设置、基础数据管理和日志管理。通过

分配用户权限和功能,设置一对一和一对多关

系,确保各级各类用户正确登录和使用被授予的

权限,完成所需操作。

2.1.2 气象信息库 该模块可满足坐席快速查

询气象信息的要求。坐席在为客户提供信息服务

时,直接在本地数据库内检索提取所需内容,避

免了因网络原因造成的延迟。目前系统能查询到

全国2513个城镇一周天气预报,陕西4000个

自动站和区域站每小时实况,陕西90多个旅游

景点天气预报,以及全省各级气象台站发布的预

警信息等内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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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知识库 知识库是解答用户气象问题咨

询和客服积累学习新知识的平台。知识库的分类

为树形结构,根据需求可自主不限级别的进行分

类和设置,内容包括文字和图片,提供上传和下

载功能。除系统提供的基本气象业务知识、气象

常识、气象科普等通用性的内容外,对于客服工

作中遇到的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当通过各种

途径获得标准答案后,也可以以知识库的形式保

留下来,达到资源共享目的,统一服务口径。

2.1.4 用户数据库 系统建立包括气象电话咨

询用户、气象信息员、行业气象用户、决策用户

资料的数据库,便于日常开展电话服务。系统具

有客户资料录入修改和查询功能,可查询用户资

料以及服务情况。库中所有用户的服务均有详细

工单记录,包括来电时间、咨询问题、处理结果

等,并提供录音文件,以备查询。

2.1.5 用户调查统计 可自动对400热线对气

象信息员、社会公众等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

和展示,有三维饼图、柱状图和表格数据三种显

示形式,支持EXLS格式输出。

2.1.6 信息报表展示 可实时显示包括全省

12121电话、400热线、气象信息员外呼、显示

屏和大喇叭、预警短信、客服值班情况等内容,

作为了解和掌握气象服务工作和员工业绩考评的

重要指标,展示方式有表格、柱状图和线性图。

2.1.7 内务文档 该模块是一个集内部通知、

公告、服务、日志等内容的阅览页面,支撑上

传、修改、保存、查看、下载。是系统的登陆页

面,达到省市间数据共享、业务互动的效果。

2.1.8 URL链接 该模块可对气象服务热线工

作中有帮助的气象网站和内部其他业务系统的链

接进行管理和调用,对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

通过增加登陆接口来实现直接调用,方便用户快

速链接到各个网站和系统。

2.2 系统特点

系统依托现有陕西省公共气象服务手段和平

台资源,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建立省、市间气

象用户服务中心信息交换共享机制,形成全省统

一的气象热线业务服务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特

点。①简单美观的页面效果、快速的页面响应速

度、较少的服务器处理时间、交互性较强的动态

图表等。②利用数据库表拆分和数据同步技术,

实现预报、实况等大数据量的气象信息表的分

类、快速查询要求。③全国2500多个站点按照

省-市-县级别要求设计在站点表中,根据站点

所划分区域,实现坐席快速查询,分类统计等功

能要求。

3 结语

陕西省气象用户服务业务系统技术先进,模

块功能设计全面,系统采用B/S结构设计,减

少了管理和维护成本,使用便捷方便,运行稳

定,提升了气象服务的水平和能力。该系统于

2012年6月开始在全省11个气象用户服务中心

推广使用,统一了预报出口,在用户服务工作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系统有效整合现有气象信息资

源,保证了信息的统一性和时效性;通过用户数

据库、气象知识库和内务文档,实现了省市间信

息资源共享;保障和促进了省、市气象热线用户

服务业务体系的完善和统一,规范了热线服务业

务;实现一条信息查询速度小于3秒,有效提高

了气象服务热线的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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