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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级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数据库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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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陕西省级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数据库建设的内容、技术方案、设计参考标准、结构、信息
流程等。元数据的基本概念、作用和使用方法。介绍了元数据库的表名，表结构及基于元数据导航
的数据发布；数据实体库设计的基本原则，数据集及数据库表；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设计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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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级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数据库建设是中
国气象局承担的国家科技部专项资金项目“气象
科学数据共享中心”下“省级气象数据资源建设
与共享服务”课题中“陕西省气象科学数据共享
系统建设”专题的开发建设内容之一，包括陕西
省气象科学数据共享元数据库、实体数据库和数
据库管理系统的开发建设，于２００６年底建成并投

入业务运行。
技术方案及设计参考标准
１１技术方案

建立以省级气象资料数据集为基本数据、以
商用数据库为平台、对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为
用户提供透明访问存取。与现有业务系统结合，以
定时启动或人工控制方式，建立数据集的实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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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轻。向阳坡地因气候温暖，作物生育期偏早，同
样的天气条件下，处于盛花期的花椒造成的损失
更严重。春季霜冻已成为严重制约凤县花椒产业
发展主要瓶颈，充分利用当地小气候资源，因地
制宜地发展花椒种植产业，最大限度规避和减轻
花椒霜冻危害。
花椒春季霜冻的防御
４１凤县大红袍品质好，种植面积大，但发育期
早，抗冻性差，受霜冻危害重，用现代育种技术
选育抗冻性强的品种。
４２凤县特殊的气候、地形条件已决定大红袍花
椒适宜种植范围，大规模推广种植时，要重视当
地气候保证率，盲目扩大种植造成的经济损失是
巨大的。调查表明：平木是退耕还林大规模发展
花椒种植最早的乡镇之一，大规模化种植已有１０
ａ多历史，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发生，其

中５ａ出现严重霜冻，损失很大。
４３充分开发利用当地小气候资源，因地制宜发
展花椒。调查表明：双石铺的西山、张家窑一带，
大红袍花椒种植面积大，近年一直保持稳产，霜
冻危害甚微，与该区域独特的地形所形成的小气
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４４花椒花期霜冻对产量影响最大。通过对凤州
王家山农场（海拔１７００ｍ）大红袍花椒种植的实
地调查，花椒近几年未发生明显因霜冻受害而减
产的现象，原因是海拔高、生育期晚，特别是花
期在５月上旬，有效地避开了花期霜冻。使用生
长抑制剂延缓作物生长，使花期避开霜冻高发期
不失为一项有效的避霜的措施。
４５开展物理、化学方法防治花椒霜冻试验研
究，探索适合当地防冻害的技术措施及霜冻后的
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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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实时追加自动化业务流程。操作系统为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ｉｎｄｏｗｓ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３，数据库平台为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０。
１１１数据的存储与管理将气象资料统一分
类和编码，根据数据格式进行数据处理和拆分，设
计数据库和数据文件目录结构和框架，建立数据
库管理系统，对结构化数据和元数据由数据库存
储管理，非结构化数据以文件方式分级、分类存
储。建立数据追加更新流程，实现数据的实时或
准实时的追加更新。
１１２数据的检索与分发利用数据检索策略，
根据数据检索关键字，由查询语句访问元数据库，
通过元数据库找到基础数据库或文件最终获取数
据。对检索获得的数据采用灵活的分发方式，可
由页面浏览或以ＦＴＰ方式下载，显示以表格为基
本方式，并辅助以图形等方式。
１２设计参考标准

《气象数据分级方案》，《气象数据集元数据格
式标准》，《气象资料的分类编码及命名规范》。
１３框架

共享数据库的结构、维护以及信息流程如图１。

图１共享数据库的结构、维护以及信息流程

元数据的基本概念和作用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气象数据种类繁多、格式

复杂、存储方式各不相同，常规的文档管理方法
无法面向用户需求提供有效的检索和处理，迫切
需要一种方便有效的方法实现气象科学数据的共
享管理，以发挥气象科学数据社会经济效益和实
现其科学价值，元数据为实现数据的实时在线、可

扩展的共享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手段。
２１元数据的定义

元数据就是“关于数据的数据”。元数据为各
种形态的数字化信息单元和资源集合提供规范、
普遍的描述方法和检索工具。元数据为分布的，由
多种数字化资源有机构成的信息体系（如分布式
气象科学资料数据库）提供整合的工具与纽带。

在气象资料领域，元数据主要是指说明气象
资料数据集的一些信息（包括内容、质量、状况
和其他有关特征）和检索工具，主要包括：数据
集编码、数据集名称、资料类别、要素或项目名
称、观测次数和时间、观测时制、统计特征、数
据集内容关键词、数据起止时间、数据空间范围、
数据表达方式、数据质量状况、数据存储介质、数
据存储格式、数据量、数据来源、数据集所使用
语种、数据集作者信息、元数据作者信息、数据
集存放地点、数据集索取方式以及数据尺度、数
据更新周期和数据空间参考系及坐标等。
２２元数据的作用

元数据在数据的共享发布过程中具有重要的
衔接作用。利用元数据对实体数据的详细、全面
的记录描述，协助管理员管理实体数据。
元数据库的设计与实现
３１元数据库表

元数据库共建有１６个数据库表，其表名及相
关说明见表１。
３２元数据库表结构

不同的表其结构不同，以地面台站信息表为
例：
ｉｆｅｘｉｓｔｓ（ｓｅｌｅｃｔｆｒｏｍｓｙｓｏｂｊｅｃｔｓｗｈｅｒｅｉ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ｄ（＇ＳＴＮ ＣＨＮ ＳＵＲＦ＇）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ｄ，＇ＩｓＵｓｅｒＴａｂｌｅ＇）＝１）
ｄｒｏｐｔａｂｌｅＳＴＮＣＨＮＳＵＲＦ
ＣｒｅａｔｅｔａｂｌｅＳＴＮＣＨＮＳＵＲＦ
（

ＳＴＡＩＤｖａｒｃｈａｒ（５），－区站号
ＳＴＡＮＡＭＥｖａｒｃｈａｒ（３０），－站名
ＳＴＡＣＬＡＳＳｎｕｍｅｒｉｃ（２），－台站共享级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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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元数据库表的表名及相关说明
序号 数据表名 中文名称 用途 备注
１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 数据集分类 描述数据集的分类信息 检索用表，字段均不为空
２ＤＳＤＥＳＣＩｎｆｏ 基本描述信息 描述数据集基本元数据信息
３ＤＳＦｉｌｅＩｎｆｏ 数据集与文件对应 主要描述以文件格式存储的

数据基本的信息
检索用表，字段均不为空

４ＤＳＳＴＯＲＩｎｆｏ 数据集存储策略（方式）
描述

描述数据集的存储方式：ｔ为
以表存放、ｆ为以文件存放

检索用表，字段均不为空

５ＤＳＴａｂｌｅＩｎｆｏ 数据集与表对应 数据集与表对应 检索用表，字段均不为空
６ＥＬＥＩｎｆｏ 要素元数据
７Ｍｅｔａ Ｔａｂｌｅ
Ｆｉｅｌｄｓ

字段描述表，描述各数据
库表结构

描述表字段信息 检索用表，字段均不为空

８ＰＲＯＶＩｎｆｏ 州燉省编码表 省编码
９ＳｅａｒｃｈＷａｙＩｎｆｏ检索策略信息描述
１０ＳＴＮＣＨＮＲＡＤＩ太阳辐射台站信息表 辐射台站信息 检索用表
１１ＳＴＮＣＨＮＳＵＲＦ地面台站信息表 地面台站信息
１２ＳＴＮＣＨＮＵＰＡＲ高空台站信息表 高空台站信息 检索用表
１３ＳＴＮＩｎｆｏ 台站类型说明表 台站类型说明
１４ＵｓｅｄＤａｔａＩｎｆｏ 用户使用数据信息记录 主要描述以文件格式存储的

数据基本的信息
１５ＵｓｅｒＩｎｆｏ 用户基本信息描述 描述数据库用户（非应用检索

用户）的基本信息属性
检索用表，字段均不为空

１６ＵｓｅｒＲｉｇｈｔＩｎｆｏ 权限定义表 描述用户权限分配基本信息

ＰＲＯＶＣｏｄｅｖａｒｃｈａｒ（３），－省代码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５，２），－纬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６，２），－经度
ＥＬＥＶ１ｎｕｍｅｒｉｃ（６，２），－水银槽高度
ＥＬＥＶ２ｎｕｍｅｒｉｃ（６，２），－拔海高度
ＴＹＰＥｖａｒｃｈａｒ（２０），－台站类型
ＮＯＴＥＳｖａｒｃｈａｒ（１０２４），－台站沿革说明
ＢｅｇｉｎＹｅａ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５），－起始年
ＢｅｇｉｎＭｏ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３），－起始月
ＥｎｄＹｅａ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５），－终止年
ＥｎｄＭｏ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３）－终止月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ｐｋＳＴＮＣＨＮＳＵＲＦｐｒｉｍａｒｙ

ｋｅｙ（ＳＴＡＩＤ）
）
实体数据库的设计与实现
４１设计的基本原则

尽量减少数据库维护的工作量：与数据集对
应，一个数据集对应一个数据表。检索条件确定、
外键关联：与元数据库相关描述一致，用户级别
与检索条件（主键字段的对应）。统一规范的数据

表、字段命名方式：根据《气象资料分类编码和
命名规范》数据表名称、字段名称的确定。
４２数据集及数据库表
４２１数据集常规资料数据集：包括全省９９
个台站１９５１—２００５年８个气象要素（气压、气温、
水汽压、相对湿度、降水量、蒸发、风、日照）的
时、日、旬、月、年值资料，数据集分别是：陕
西省地面气候资料定时值数据集，陕西省地面气
候资料日值数据集，陕西省地面气候资料旬值数
据集，陕西省地面气候资料月值数据集，陕西省
地面气候资料年值数据集。全省２０个原国家基本
基准站１９９１－２００６年的逐小时降水数据集和逐
小时风数据集。全省６６个地面自动气象站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年８个气象要素（气压、气温、水汽压、相
对湿度、降水量、蒸发、风和日照）的逐小时数
据集。

特色资料数据集：选择近几年用户使用较多，
且发生频率较高的天气现象。本课题选取全省９６
个台站１９８１—２００５年雷暴、雾、沙尘天气现象资
料，由Ｗ文件加工制作。包括４个数据集，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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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陕西省沙尘暴日值数据集，陕西省地面气候
资料沙尘日数月值数据集，陕西省雷暴数据集，陕
西省雾数据集。
４２２数据库表数据库表的建立与数据集对
应，一个数据库表对应一个数据集。

陕西省地面气候资料定时值数据库表，表名
为ＳＵＲＦＣＬＩＳＮＭＵＬＦＴＭ；

陕西省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库表，表名为
ＳＵＲＦＣＬＩＳＮＭＵＬＤＡＹ；

陕西省地面气候资料旬值数据库表，表名为
ＳＵＲＦＣＬＩＳＮＭＵＬＴＥＮ；

陕西省地面气候资料月值数据库表，表名为
ＳＵＲＦＣＬＩＳＮＭＵＬＭＯＮ；

陕西省地面气候资料年值数据库表，表名为
ＳＵＲＦＣＬＩＳＮＭＵＬＹＥＲ。

陕西省沙尘暴日值数据库表，表名为ＳＵＲＦ
ＣＬＩＳＮＷＥＰＤＵＳＤＡＹ；
陕西省地面气候资料沙尘日数月值数据库

表，表名为ＳＵＲＦＣＬＩＳＮＷＥＰＤＳＳ
ＭＯＮ；

陕西省雷暴日值数据库表，表名为ＳＵＲＦ
ＣＬＩＳＮＷＥＰＴＨＵＤＡＹ；

陕西省雾日值数据库表，表名为ＳＵＲＦＣＬＩ
ＳＮＷＥＰＦＯＧＤＡＹ。
４２３表结构实体数据库中不同的表其结构
不同，每个表分别由不同的字段、数据类型和单
位组成。以陕西省雷暴日值数据表为例简要介绍
表的结构，在雷暴日值数据表中区站号、年、月、
日、天气现象代码和天气现象描述分别对应的字
段描述为Ｖ０１０００、Ｖ０４００１、Ｖ０４００２、Ｖ０４００３、
Ｃ２００６４００１和Ｃ２００６４００２，其数据类型除天
气现象描述为Ｎｖａｒｃｈａｒ外，其余均为Ｎｕｍｅｒｉｃ。
数据库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５１基本要求和设计原则

最大限度地获取数据库的当前状态、基本信
息；迅速初始化数据库、实现标准批量资料迅速
入库；自动和手工的资料入库。简单、实用，人机

交互、友好，可靠、稳定。
５２结构框架

省级共享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结构框架如图２
所示。

图２省级共享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结构框架

５３各组成部分功能要求
５３１数据库信息浏览数据表名、字段名、字
段属性、数据记录长度查看；数据表名、字段名、
字段属性修改。
５３２数据实时、延时更新数据源选择模块：
数据源类型、路径、时空属性设置；数据转换模
块：根据设定的数据源属性转换数据，使之与数
据库相应表对应。更新、追加数据模块：修改、删
除已有记录、追加新的数据记录，完成数据更新，
生成数据更新日志。
５３３初始化数据库数据初始化模块：建库、
生成数据表。批量数据导入模块：将标准格式批
量数据导入到指定的数据表。
结束语

陕西省级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数据库是“陕西
省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系统”的基础，随着我
省气象综合观测系统的发展，会有大量的资料需
要共享服务，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数据库入库的资
料种类和数量会越来越多，功能也会越来越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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