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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综合信息处理系统
樊朝武，郭江峰，张世昌
（汉中市气象局，陕西汉中７２３０００）

摘要：基于Ｃ燉Ｓ计算机体系结构，以组网运行的省、市自动站中心站数据库和单收站接收的全
国自动站资料为基础数据库，综合应用数据库检索、数据图表显示、ＧＩＳ填图、ＭＩＣＡＰＳ系统二
次开发、计算机串口通信等技术方法，建立集自动站数据查询统计与可视化显示、报文传输与网
络运行自动监控、数据质量诊断分析、监控记录统计报表自动生成与综合打印输出等功能为一体
的自动站综合应用业务系统，为提高自动气象站运行监控能力和资料共享应用服务水平发挥积极
作用。系统具有功能全面、产品丰富、界面友好、操作灵活简便、实用性和通用性强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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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象业务现代建设的快速发展，地面自
动气象站已在全国各地广泛建设并投入使用。汉
中市１１个气象站于２００３年全部建成自动站，并
在市气象局安装了市级中心站服务器，实现了全
市组网运行。几年来，自动站信息已在汉中市的
气象业务服务中发挥了较大作用。然而，与快速
发展的自动站硬件建设相比，自动站运行监控管
理、技术保障、资料共享以及综合效益发挥等尚
存在薄弱环节，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为此，开
发研制出与中国气象局推广使用的自动站中心数
据库系统相配套，适用于省、市、县各级气象台
站、网络与技术保障及业务管理部门使用的自动
气象站综合信息处理系统。通过一年多的业务试
运行，效果很好。
系统的主要功能
１１数据查询统计功能

查询常用的气象观测资料，主要包括：压、温、
湿、风、降水等气象要素及计算而得的总温度每
小时资料、２４ｈ连续演变、日统计及逐日演变情
况，逐日气象要素时间剖面图、分钟降水量曲线
图等。可实时读取数据（每分钟刷新）和全国自
动站资料查询显示。

１２资料传输与网络监控功能
监控自动站报文上传和自动站网络通讯状

态，实现缺报和网络故障自动音乐报警提示，并
将故障提示信息，通过手机短信及时通知有关人
员。资料传输和网络状态监控结果在自动录入系
统数据库时，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在系统主界面上
直观显示出来。
１３报表自动生成与打印输出功能

自动进行逾限报记录，可查询、统计网络运
行质量、逾限报情况，并自动生成统计报表；数
据查询统计结果和报文传输、网络运行质量报告
能方便地以文本、表格、图形和地理信息系统等
形式显示和打印输出。
１４数据质量诊断分析功能

按照系统设置的自动站观测数据规则库，逐
时次、逐要素进行数据质量诊断分析，对不符合
观测数据质量规则要求的要素数据作为异常数据
记录提出质疑，供业务和技术保障人员做进一步
深入分析，以便及时发现设备故障，及时维护处
理。系统每时次正点数据上传后自动进行数据质
量诊断分析，并将不正常数据提示信息，通过手
机短信及时通知有关人员；也可根据需要选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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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站点进行诊断分析，并给出诊断分析报告。
１５ＭＩＣＡＰＳ平台显示功能

能将每小时数据快速转换为ＭＩＣＡＰＳ系统
第１类（地面填图）和第３类（通用填图和离散
点等值线）数据格式，并与ＭＩＣＡＰＳ系统接口，实
现在ＭＩＣＡＰＳ平台上的多种气象要素填图、等值
线分析以及与卫星云图等资料的同步显示等功
能。

系统还提供了动态添加外部程序、网站链接、
网络测试工具等辅助功能。系统具有分辨率为１
０２４×７６８及以上显示模式的屏幕自动适应能力。
系统的总体结构

采用ｖｂ６０、ｄｅｐｈｉ７０语言进行编程［１］。
２１技术方法
２１１数据库检索技术［２］ 应用ＳＱＬｓｅｖｅｒ、
Ａｃｃｅｓ数据库与ａｄｏ技术，远程调用省局或市局
中心站ＳＱＬＳｅｖｅｒ数据库中的资料，通过相应的
ＳＱＬ查询指令，分别实现多站多要素同时次查
询、多站多要素日统计、多站多要素任意时段统
计、单站单要素—日逐时演变、单站单要素逐日
同一时次时间剖面显示等不同需要的查询、统计。
２１２数据图表显示技术对查询得到的数据
结果，利用编程语言提供的表单控件、图表显示
控件，实现在系统主界面上的列表显示和同步图
形显示。
２１３网络测试及媒体播放技术 调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ＡＰＩ网络侦测函数和媒体播放控件，实
现网络通讯状态的监控、网络故障报警和漏传自
动站数据的报警提示。
２１４ＧＩＳ填图显示技术［３］编写底层ＧＩＳ引
擎，读取系统提供的地图数据和站点经纬度坐标，
将查询统计结果标注在相应的空间位置上，实现
自动站信息和监控信息的可视化、形象化。系统
可方便地实现按省、市、县不同区域地理信息显
示、迭加和去掉市、县界及无极缩放、漫游托放、
图形保存和打印等功能。
２１５ＭＩＣＡＰＳ二次开发技术通过相关设置
建立与ＭＩＣＡＰＳ系统的接口，自动生成ＭＩＣＡＰＳ
显示综合图文件和存放文件目录，对查询得到的
自动站小时数据自动进行ＭＩＣＡＰＳ系统资料格

式转换，可快速实现自动站资料在ＭＩＣＡＰＳ系统
平台上的动画显示和等值线分析等功能。
２１６计算机串口通信技术给计算机安装
ＧＳＭ短信通信模块，通过程序指令控制，实现将
监控报警信息通过手机短信方式自动发送到指定
手机。用户可按需要设置单点发送或群发。ＧＳＭ
通信模块也可用数据线或有红外接收功能的手机
代替。
２２工作流程
２２１在省级、市级（随着区域加密站建设，也
可能在县、乡级）台站建设自动站中心站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服务器和ＷＷＷ服务器，分别安装自动站
中心站解报入库程序以及用于ＷＷＷ服务的相
关程序，并在各自动站端计算机上安装上传数据
专用程序，进行相应设置，实现各自动站到省级、
市级中心站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服务器的数据报文传输
和全国自动站数据报文的解报和入库。
２２２在局域网内的计算机上安装自动站信息
处理系统。启动主程序ａｓｄｓｅｘｅ后，首先自动检
测本机到省局、市局中心站服务器的网络是否连
通？数据库连接是否正常？初次使用系统的用户，
若遇网络或数据库连接问题，可按提示先进入系
统主界面，然后参照系统帮助文件进行站点信息、
服务器信息、用户信息、监控信息等必要的初始
设置。
２２３若网络和数据库连接正常，系统按默认的
参数自动查询当日最近时次的正点资料，并将查
询结果给出列表和图形显示。
２２４根据需要选择时次、站点、要素进行查询；
单站单要素的连续演变、时间剖面图、逐日平均、
极值统计查询；单站单要素日统计的逐日演变；网
络测试；逾限报查询统计；实时资料查询；全国
自动站资料查询显示等。
２２５程序启动后，系统将按设置的有关参数和
计算机系统时钟，对正点后自动站数据上传到省、
市局中心站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服务器的资料进行自动
检测，若设置的检测时段内有漏上传资料的站，即
弹出消息框并出现报警提示音乐，直到所有该上
传的资料全部上传后，报警提示音乐即自动消失。
检测时段内每分钟各检测１次到市局、省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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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现代信息社会对知识和信息获取和利
用的自由、共享、互济、合作、奉献，必须打破知
识霸权和信息垄断，构建新的学术交流机制，适应
网络交流的快捷化、虚拟化、无障碍化。近年来兴
起的开放存取运动（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简
称ＯＡ）就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与网络空间的学术
交流模式。开放存取期刊（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简

称ＯＡＪ）是一种在许可协议框架内向用户免费提
供访问权、获取权的在线期刊，是开放存取的主要
实现方法与重要发展趋势之一。
开放存取的概念、背景及特点

根据《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计划》
（ＢＯＡＩ）［１］，开放存取的定义是一种学术信息共享
的自由理念和出版机制，在这种出版模式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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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记录，以提醒值班人员及时处理报文传输不
正常的问题。
２２６当用户启动网络运行监控功能后，对于单
站用户，系统将按设置的时间间隔（如每隔５
ｍｉｎ）分别检测１次到省局、市局ＳＱＬ服务器的
网络连接状况，若连续测试累计３次不通时，即
弹出消息框并出现报警提示音乐和自动发出报警
短信；对服务器用户和和中心站用户，则按设置
的时间间隔分别检测到各站点的网络连接。遇网
络故障，可及时发现和提醒网络人员排除。
２２７若监测到网络故障和报文上传逾限，系统
将自动记录入系统数据库（中心站用户记录入中
心站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服务器数据库）中，相关人员可
随时查询本站、本市、本省网络通讯和逾限报情
况，系统可自动进行分类统计和生成统计报表，并
以文本、Ｅｘｃｅｌ表格和地理信息图形方式显示和
供打印输出。
结束语
３１系统在开发过程中考虑到台站业务监控、中
心站监控和预报服务应用等不同业务服务需要和
不同省、市、县、乡及用户安装使用的通用性需

要，只需对台站、用户等参数进行简单的本地化
设置即可作为本单位业务系统来使用，具有较好
的推广应用价值。
３２系统的统计功能和打印输出功能可对中心
站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数据库中有资料记录的任意时段
数据进行查询统计和打印输出，对开展气象服务
和气候资料统计十分方便。
３３系统与ＭＩＣＡＰＳ系统良好接口以及实时资
料查询、全国自动站资料填图显示功能对开展天
气预报分析和短时气象服务十分有用。
３４随着资料的积累和系统的不断完善，将逐步
实现同历史同期平均值的对比分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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