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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决策气象服务系统

郑小华!吴林荣!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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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减灾服务中心"西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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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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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托全国综合气象信息共享平台!

JIBI22

"及现有气象数据资源及系统%采用
'=h=

语言研

发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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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陕西省决策气象服务系统%实现
JIBI22

气象数据查询统计分析)制图)气服务产品

模板订制及决策材料自动制作和分发等功能(该系统的建成对提高气象决策服务能力)提升气象

防灾减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决策气象服务*系统*材料自动制作与分发功能

中图分类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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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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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象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气象观测网络逐

步完善%多尺度多时空海量气象资料为提升决策气

象服务水平提供了数据基础(但由于缺乏符合地

域决策气象服务特色需求的分析系统支持%目前气

象服务工作普遍存在探测资料应用程度不足)气象

服务产品表现形式单一)内容分析不深入)重大天

气气候事件定位不准确等问题%导致决策建议针对

性不强%限制决策气象服务水平的提升(建设自动

化程度高)统计分析能力强)气象服务基础资料翔

实的决策气象服务支持系统%可有效提升决策气象

服务的快速反应和针对重大天气气候事件的评估

能力(目前%国家气象中心主导开发的气象决策服

务系统!

BG2I2

"已有大范围的应用#

#

$

%但由于各地

特点和需求不一致等%不能完全满足地方业务需

求(各省的决策服务系统大多基于气象信息综合

处理系统!简称-

BIJ3?2

."

#

!4+

$

%但
BIJ3?2

系统

是面向预报员的业务操作%其产品交互制作能力不

能完全满足决策服务需要(

立足陕西决策气象服务存在的实际问题和需

求%依托全国综合气象信息共享平台!

JIBI22

"及

现有的气象数据资源%结合基础地理信息%基于

6DANC6R

操作系统%采用
'3\3

语言研发了
O

+

2

结构的陕西省决策气象服务系统(实现决策气象

服务数据的自动采集处理)气象资料的多种统计

分析及服务材料的自动制作与分发%试图帮助业

务服务人员提高决策气象服务效率和技术水平(

!

!

系统总体架构

该系统采用了层次化设计的思路%系统总框

架由四部分组成&支撑层)数据层)表现层)和访问

层!图
#

"(!

#

"支撑层&提供业务应用的技术支撑

以及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技术实现标准%是本平台

的基础部分%由系统服务器)安全软件)系统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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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发布平台)

ZI2

组件)

X F̀W

控件和工作流组

成(!

!

"数据层&指现有的数据共享环境(数据层

还负责数据处理)数据算法)参数优化以及与外部

系统的交互工作%是系统的核心部分(!

%

"表现

层&指业务服务平台面向决策用户提供数据查询)

材料模板定制)自动制作)一键式分发等服务(

!

,

"访问层&是平台的人机交互部分%是用户与平

台的接口(针对平台的三类不同用户!产品加工

制作人员)服务对象)系统维护人员"分别提供不

同的用户界面%包括浏览器)应用客户端等(

图
#

!

陕西省决策气象服务系统总体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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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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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数据库中存储了三种类型的数据&!

#

"基础

数据信息(包括国家
JIBI22

数据%全省
--

个自

动站)

#-).

个区域站的数据!区域站站点随着

JIBI22

系统的增加)修改而每月更新一次"%系

统产品数据(!

!

"基础地理信息(包括
ZI2

数据

!全省行政区划和地形信息"%全省行政电子地图

数据%全省江河流域地图数据(!

%

"系统管理数

据(包括用户数据和权限数据(用户数据为陕西

省气象局局用户数据*权限数据包括访客)陕西省

气象局用户权限数据(

!&!

!

数据采集及处理

决策气象服务数据采集主要负责采集各类气

象报文数据%并将数据集中存储到指定的系统数

据库(系统可以根据各地气象局实际情况和特殊

需求%采用
YE?

和局域网的方式完成数据采集和

信息汇总(采集方式如下&数据库自动业务采集*

后台同步软件定时采集*信息更新自动采集(为

了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系统对监测数据提供预

处理功能(每隔
#":DA

网页自动更新以下等值

面图!图形均为后台自动加工生成"(温度&最近

一个时次温度%

".

时以来平均温度)最高温度)最

低温度%最近
#"N

平均温度)最高温度)最低温

度)平均温度距平%最近
!"N

平均温度)最高温

度)最低温度)平均温度距平%最近
%"N

平均温

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平均温度距平(降雨量&

最近一个时次降雨量%

".

时以来降雨量%最近
#"

N

降雨量)累计降雨量距平%最近
!"N

降雨量)累

计降雨量距平%最近
%"N

降雨量)累计降雨量距

平(风速&最近一个时次风速%

".

时以来平均风

速)最大风速(相对湿度&最近一个时次湿度%

".

时以来平均相对湿度)最大相对湿度)最小相对湿

度(能见度&最近一个时次能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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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主要包括气象监测)预报预测预警)

气象灾情等决策气象服务产品类数据库以及站点

信息)地理信息)用户信息)行业部门基础信息等

数据的存储(根据服务产品的周期性%保存指定

时间内的资料(数据表的规范建立应适合未来气



)"

!!!

陕
!

西
!

气
!

象
!"#$

!

%

"

象业务的发展(

#

!

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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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显示分析模块

信息显示分析模块包括实时)历史数据查询

以及预报产品查询(实时)历史数据查询主要从

JIBI22

数据库中通过通用接口调用数据%查询

的数据涉及到温度)降水)能见度)湿度)风场)天

气现象)日照)积雪
.

大类
%#

小类气象要素%资料

时限为
#-+#

'

!"#+

年%查询站点包括
#-).

个区

域站及
--

个自动站(查询时%站点可进行单站

点)多站点复合选择%查询结果以表格)等值面图)

色斑图)趋势线)趋势柱状图等形式展现%支持排

序%放大)缩小)下载等功能(预报产品查询主要

从气象局现有的数据库及文件服务器中提取数

据%支持天气预报产品)气候预测产品)干旱过程

监测)雷电监测信息)空气质量监测)环境气象公

报)风险预警监测等信息的按日期和产品种类多

条件组合查询%返回结果以文档类型居多(

%&!

!

产品制作管理模块

产品制作管理模块包括产品管理 )模板管

理)产品制作)产品监控)类型管理)要素管理)要

素方法)要素类型
.

个子模块(该模块基于文字

产品模板%系统自动判断当前时间)实况资料)预

报资料和相关配置信息%将模板中的通配符快速

转变成文字或图片信息%实现所需文字产品的一

键式生成(业务人员只需要简单的检查)修订%即

可完成气象服务产品的制作%大大减少了业务人

员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提高了产品的

规范性)准确性)时效性(在业务应用中%该系统

可制作气象信息快报)气象信息专报等
.

大类
!"

小类决策和应急气象服务产品%几乎涵盖所有省

级决策服务产品的模板订制及自动制作(

%&%

!

产品发布管理模块

产品发布管理模块包括产品分发)发布监控)

类型管理)用户绑定四个子模块(该模块实现产

品发布用户的类型管理%产品分发渠道的选择%产

品发布后的监控等功能%产品绑定用户后%材料可

以实现一键式分发(

%&,

!

辅助功能模块

辅助功能模块包括灾情及预警)周年服务方

案)气象知识)气象科普)工作动态)决策规范等模

块%这些模块均实现查询)添加)删除)修改等功能(

%&)

!

系统管理模块

系统管理模块由任务管理和系统设置模块组

成(其中任务管理模块包括任务管理)任务类型)

收件箱%该模块的主要功能实现省级决策中心向

各地市局或省局直属单位派发决策气象服务任务

单的功能%监控任务单所处的状态%并接收各单位

反馈回来的信息(系统设置模块包括员工管理)

机构管理)权限管理!包括员工权限和机构权限")

日志管理)模块管理)地区管理)色标配置)信息发

布(系统支持这些管理内容信息的查看)添加)删

除等操作(色标配置是对前台显示的所有气象要

素等值面图的色标的自定义功能%可以对色标的

等级及颜色进行订制%也可以增加新的色标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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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陕西决策气象服务系统是基于
O

+

2

结构的

材料自动制作分发系统%能够极大地减轻决策服

务人员编写决策服务材料时的工作量(在实际业

务应用中%该系统已能够实现气象短信的快速编

发%气象信息快报)气象信息专报等决策材料模板

定制和自动生成及一键式分发工作%系统的建成

对决策服务材料自动制作和分发起到了一个示范

作用%可为全国建设决策服务系统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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