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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民航气象信息服务系统具有资料收集+处理+发布+检索等功能(设计和开发时#采用了面向

服务及多层架构相结合的原 则#具 有 良 好 的 安 全 性+灵 活 性 和 可 扩 展 能 力(系 统 基 于

&34@8N<=G]ONI

平台的
[.8

及
[58

技术实现#用户使用方便#便于维护#实时性强(系统包括资

料收集处理子系统+服务子系统和信息服务客户端#能适应多种数据源#能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

关键词!

[.8

,

[58

,民航气象,服务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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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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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民航信息化程

度的不断提高#基于网络的气象信息服务系统已

成为民航气象服务的主要手段(目前#民航气象

部门已经建立了以气象数据库为核心的较完备的

气象信息系统$

#

%

#各民航气象部门还根据业务需

求开发了诸多气象信息系统(由于在系统建设过

程中缺乏有效的规划#导致这些系统存在诸多问

题#主要表现在扩展能力差+功能不完善+用户使

用不便等方面#不能有效满足用户及业务发展需

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开发一套面向用户

的气象信息服务系统#满足用户的不同需要#有效

提升民航气象部门信息服务效率(

!

!

系统功能分析

民用航空气象信息服务系统的主要目标是向

用户提供气象情报服务#系统应具有如下功能(

!

#

"气象资料的收集处理

系统实时监控来自民航气象数据库+自动观

测系统+卫星云图接收处理系统+天气雷达系统的

气象资料以及预报员发布的预报+警报及预警等

文件(发现新的资料和产品后#系统进行规范化

处理及必要的格式转换后存入数据库(

卫星云图+雷达回波图+重要天气预告图+高

空风和高空温度预告图等以图形文件的形式存

储#其它文件以
[ONA

文档的形式存储(对于

[ONA

形式的文档#需要转换成
c5J

文档格式进

行存储#方便用户使用!客户端不需要安装
[ONA

即可显示这些产品"(

!

!

"气象资料的发布

民航气象服务主要是通过向用户提供各种气

象资料和产品来实现(各种预报产品和预警产品

需要发布并存储到气象信息系统后#用户才能借

助气象信息系统客户软件检索使用这些资料(

!

+

"气象资料的检索+显示及打印

用户通过客户端软件实现对各种气象资料及

服务产品的检索+显示及打印功能(在实现这些

功能时#可以考虑为用户提供不同的检索方式#方

便用户使用#提高用户工作效率(

"

!

系统设计

!

#

"系统架构设计

在设计系统架构时#主要考虑了系统的灵活

性+可扩展能力及性能+安全性等因素(系统架构

包括逻辑架构及物理架构(

%

逻辑架构

设计系统的逻辑架构时#采用了多层架构与

面向服务架构相结合的体系结构!图略"(表现层

实现面向用户的功能#负责管理用户和系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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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包括用户表现组件及用来封装表现逻辑

和表现模型的组件等,服务层通过服务暴露应用

程序的功能#客户端可以通过服务来访问这些功

能(系统定义和实现了资料检索服务+资料发布

服务及用户验证及授权服务,业务逻辑层实现了

系统的核心功能并封装了相关业务逻辑#实现了

数据访问层+表现层及服务层的隔离#提高了系统

的灵活性和扩展能力(业务逻辑层封装了资料检

索+资料入库+资料格式处理+资料规范化处理+用

户权限管理+日志处理+时间处理等业务逻辑,数

据访问层主要实现对数据的存取并负责为业务逻

辑层提供数据访问服务(本层主要包括自动观测

资料访问逻辑+产品文件访问逻辑及对数据库中

数据的访问逻辑,数据存储层主要考虑数据的存

储方式及数据来源(由于系统数据来源比较复

杂#数据交换方式多样#考虑性能等方面的因素#

系统采用文件系统和数据库相结合的方式存储数

据(来自其它系统的文件形式的资料和预报员发

布的产品文件暂时存储在文件服务器系统中#经

系统处理后存储在数据库中#自动观测资料通过

访问
@.5

服务器实时接收并处理(

&

物理架构

物理架构主要描述组成系统的物理元素+这

些物理元素之间的关系及部署策略(设计物理架

构时#从系统的性能+部署及维护等因素考虑#系

统划分为
+

个子系统(

#

"民航气象资料处理子系统(民航气象资料

处理子系统实时监控来自民航气象数据库+自动

观测+卫星云图接收处理+天气雷达等系统的资料

及预报员发布的各种气象资料#包括各种民航气

象产品文件+气象报告+其它机场自动观测资料等

各类产品文件(系统发现新产品文件后#对资料

进行规范化处理及必要的格式转换后存入数

据库(

!

"服务子系统(服务子系统定义并实现了

应用程序服务#为客户端提供了服务接口#客户端

通过服务访问各类气象资料(

+

"民航气象信息服

务客户端(气象信息服务客户端提供给民航气象

部门及空中交通管制部门+航行情报部门+航空公

司+机场等民航气象服务用户使用(用户可以通

过客户端检索+显示并打印各类气象资料#预报员

还可以使用客户端发布各类气象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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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换方式设计

系统需要的大部分数据来自民航气象数据

库#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不能直接访问民航气象

数据库#需要将相关资料推送到本系统#通过修改

民航气象数据库系统通信分系统的相关配置#可

以使用民航气象数据库通信分系统的数据交换功

能将所需气象资料实时推送到
8@5

服务器#实现

民航气象数据库系统资料到本系统的数据交换(

!

+

"系统安全性设计

系统安全性设计主要考虑对民航气象数据库

的安全隔离及访问控制(系统的安全性主要通过

网络安全隔离及用户验证和权限管理实现(

%

网络安全隔离

使用防火墙将网络化分为四个安全区&民航

气象数据库区+内部数据区+隔离区及外部客户

区#通过在防火墙上配置不同的访问策略#可以有

效实现不同安全区之间的访问控制#实现网络的

安全隔离(不同区域之间的访问策略如下(

#

"民

航气象数据库区(该区域对应民航气象数据库系

统#可以访问数据区的
8@5

服务器#其他区域不

能访问该区域(

!

"内部数据区(包括
8@5

服务

器+数据处理服务器+自动观测串口通信服务器及

数据库服务器(内部数据区不能访问其它区域(

+

"隔离区(通过隔离区为外部客户提供服务#包

括
bbJ

服务器#

bbJ

服务器承载服务子系统(隔离

区可以访问数据区的数据库服务器(

*

"外部客户

区(只能访问隔离区的
bbJ

服务器(

&

用户验证和权限管理

通过用户验证和权限管理实现系统的访问授

权(用户验证和授权包括用户登录+用户信息管

理+用户授权管理等功能(

!

*

"服务设计

在服务设计时主要考虑了服务的独立性+可

重用性及可扩展性(系统将服务按照资料类型+

功能及业务之间的相关性分类组合并分配到不同

的模块中(系统将服务划分为资料检索服务+资

料发布服务及用户授权管理等服务(

!

%

"数据库设计

!!

数据库设计的好坏对系统的性能有重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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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本系统设计时主要考虑了扩展+部署+数据特

点等几个方面的因素#根据数据种类的不同特点

为每类数据设计了独立的数据表(这样设计的数

据库不但容易扩展#方便增加新的数据种类#而且

容易部署#并能有效提高性能(

#

!

系统实现及技术

系统基于
/MFNODO_Z& 34@8N<=G]ONI*&"

平台#使用
/MFNODO_ZVMDK<PJZKAMO!"#"

开发#采

用
.

'

语言(客户端使用
[58

技术实现#用户界

面友好#便于操作#且方便维护和管理$

+

%

(服务采

用
[.8

技术#承载在
bbJ

系统上#采用标准的数

据交换接口#方便用户根据自身需要将气象资料

集成到不同的系统(资料处理子系统使用
8MPG;

J

a

DZG=[<ZF?GN

组件实时监控位于文件服务器上

的各种产品文件(当系统发现新产品文件后#根

据产品文件种类分别进行处理#系统提取相关产

品信息并进行规范化处理后存入数据库(

对本场自动观测资料#系统采用
3

C

ONZ%##"

串口通信服务器将来自本场自动观测系统的实时

资料转换成
@.5JGN̂GN

数据源#系统使用
@.5

-

b5JOFIGZD

技术接收自动观测资料#实现了资料

的实时接收处理(

$

!

结束语

在系统的设计和开发中#采用了面向服务的

原则#新开发的民航气象信息服务系统有效整合

了现有业务流程+业务环境和资源#具有良好的可

扩展能力和安全性#系统能适应多种数据源#便于

扩展#能满足用户的不同需要(但是系统的分析+

设计与实现方面仍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功能还

不够完善#需要继续完善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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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利用
105

信息交换+自动快速推送+记忆用户定位信息+微网页融入微信服务等技术研究

开发了基于)互联网
`

*的)漳州气象*微信#该微信在网络安全的基础上能够针对不同用户自动快

速推送相应的预警信息(

关键词!互联网
`

气象,用户定位,自动推送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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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建立)互联网
`

气象*的预警

信息发布新模式#是互联网和传统气象服务的深

度融合(利用
105

信息交换+自动快速推送+记

忆用户定位信息+微网页融入微信服务等技术研

究开发了基于)互联网
`

*的)漳州气象*微信#该

微信既能
!*

小时自动展示各类气象信息#又能针

对不同用户自动快速推送相应的预警信息#实现

即时化+精细化的气象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