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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决策气象服务系统”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开发完成，并投入业务试运行。２００４年９月通过陕
西省气象局验收，正式投入业务使用。该系统操作
简单方便，通过收集、整理实时降水、气温、农气
情报，统计历史降水、气温等气象信息，并对其进
行图形化、表格化处理，能够快速、直观、全面的
提供决策气象服务所需要的气象信息和服务产品，
在为地方政府指挥防灾减灾、发展社会经济提供决
策气象服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系统开发环境及配置
１１开发环境

本系统是在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５燉９８燉ＸＰ平台上，使
用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６０、ＶｉｓｕａｌＦｏｘＰｒｏ６０和Ｖｉｓｕａｌ
Ｆｏｒｔｒａｎ６０等语言混合编程，模块化设计，多层
多界面单窗口显示，操作简单方便。
１２硬件配置

硬件配置为５８６以上微机，硬盘１ＧＢ以上，
内存３２ＭＢ以上。
系统功能模块

系统包括ＭＩＣＡＰＳ系统、周年服务方案、防
汛标准、干旱指标、农业气象、气象灾害、重要
天气信息、降水信息、气温信息、相关服务产品、
卫星云图、产品制作、网络通讯。
资料
３１历史资料库

建立西安地区五县一区一市自建站到２００３
年日降水量、气温资料库和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灾害天
气资料库。

３２文字资料库
收集、整理地方政府与气象部门的文件、法

规及相关气象资料，建立系统需要的防汛标准、干
旱指标、农业气象、周年服务方案等文字资料库。
３３实时气温、降水资料

用ＶｉｓｕａｌＦｏｒｔｒａｎ６０编写实时气温、降水
资料读取程序，直接从ＭＩＣＡＰＳ系统中选取各观
测时次的气温、降水资料及日最高气温、日最低
气温，计算出日平均气温、日降水量总和，并写
入资料库。把该资料读取程序加入ＭＩＣＡＰＳ系统
的地面资料批处理程序（ＣＬｔｔＳＢＡＴ）中，使其
定时自动执行。

图１陕西省各县气温、降水资料读取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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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主要模快设计
４１系统主界面

系统主界面中设置了下拉式菜单按钮，单击
菜单按钮进入系统功能模块。
４２ＭＩＣＡＰＳ系统

对ＭＩＣＡＰＳ系统进行二次开发，修改
ＰＡＲＡ１ＤＡＴ中的参数，使调用ＭＩＣＡＰＳ系统
后直接显示西安及其周边地区的气象信息。
４３周年服务方案

周年服务方案中设置的内容包括西安地区五
县一区一市各月气候概况及主要服务项目、气候
特点、农业生产活动、作物生长等。
４４防汛标准、干旱指标、农业气象

防汛标准、干旱指标、农业气象的显示界面
中设计了文本显示区和显示内容选择区。防汛标
准的主要内容包括：西安地区防汛标准、城防标
准、警戒标准、相关文件等；干旱指标的主要内
容包括：干旱趋势指标、伏旱指标、小麦干热风
指标、玉米萎蔫系数；农业气象的主要内容包括
适合西安地区种植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气候指
标和适宜气象条件等。
４５气象灾害

气象灾害分干旱、暴雨两类，按县（区、
市）在表格显示区中显示灾害天气出现的次数、强
度、受灾情况等内容。
４６降水、气温信息

显示实时、历年降水、气温信息。对历史任
意时段、历年同期降水量及日平均气温、日最高
气温、日最低气温进行统计、分析，以表格、图
形方式显示并能够保存图形文件。实时降水、气
温资料直接从ＭＩＣＡＰＳ系统中读取，分陕西省、

西安地区采用表格、填图两种方式显示，对月内
资料可以按日期统计、以表格形式打印。

对历史任意时段降水资料统计并显示降水总
量、最大降水量及出现日期、出现降水的日数、不
同量级的降水日数等信息。历年同期降水资料的
统计除包含对历史任意时段降水资料统计列举的
项目外，还可以计算任意年份的距平百分率、统
计所选择历史年份内偏多、偏少的次数。对历史
任意时段气温资料统计并显示查询时段内平均气
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及出现日期等。
４７重要天气信息

重要天气信息包括重要天气报文（ＷＳ）文件
合成、重要天气解报以及重要天气显示等内容。重
要天气报文来源于ＰＣＶＳＡＴ小站下发的资料，
显示的内容包括站名、区站号、发报时间、大风、
强降水、冰雹等内容。
４８网络通讯

网络通讯调用ＷｓＦｔｐ９５Ｌｅ软件，进行省
市间信息传输。
４９服务产品制作

借助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ｏｒｄ文字编辑功能，把常用
服务产品以模版形式保存，点击产品制作中相关
内容即可拷贝模版文件，得到要编辑、修改的产
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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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事业发展战略目标
按照“一流装备、一流技术、一流人才、一

流台站”的要求，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气象
事业现代化体系，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从

气象大国向气象强国的跨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提供一流的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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