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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内容
１１数据与信息种类

从省级气象信息数据库的应用以及资料来源
两方面考虑，目前通过９２１０下发的资料将作为信
息库的主要资料来源，该库具有较强的资料加工
处理功能和比较完善的质量控制能力，业务流程
规范，管理功能完备，运行环境可靠。

各部门生成的业务产品信息通过统一的录入
接口实时进入数据库。

完整保存本省所有台站的原始气象资料、气
候资料、农气资料、卫星资料及产品、雷达资料
及产品、自动气象站和自动雨量站的资料。

数据库涵盖的数据与信息种类：常规报文和
报表（地面、高空、辐射、农气资料）；卫星探测
报；数值预报产品；卫星资料及产品（ＮＯＡＡ、ＦＹ、
ＥＯＳ）；雷达资料及产品（７１１、７１３、多普勒雷
达）；自动气象站资料（全省１０５站）；服务产品
（天气、气候、农气预报预测、决策服务等信息）；
历史天气图（扫描图、ＭＩＣＡＰＳ格式天气图）；特
种观测资料（科学试验、飞机探测等资料）；地理
信息和气候背景信息；管理信息。

建立９个子数据库：气象要素子库、图形图
像子库、气候资料子库、数值产品子库、卫星资
料子库、雷达资料子库、特种资料子库、管理信
息子库、服务产品子库。
１２建设的主要内容

设计气象信息数据库的体系结构，建立气象
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软硬件平台。

设计气象数据与数据库的录入接口，实现气
象数据采集、传输、加工处理、数据入库自动化。

提供基本信息、天气信息（如各种常规监测
数据，数值预报产品及各种分析资料等）、服务信
息（如各种预报产品，农气信息，灾情信息）、管
理信息等方面内容。
１３接口访问方式

省级气象信息数据库要求既要满足省局直属
单位的气象业务、科研和气象服务的需求，又要
适合市县气象发展的需要，同时还要满足相关专
业用户和公众对气象信息的需求。建立访问数据
库的用户接口，包括客户燉服务器（Ｃ燉Ｓ）接口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燉Ｓ）接口。
１４提供的服务

提供日常及定制的数据服务，可以实现联机
事务处理（ＯＬＴＰ），如日常资料的在线查询等；提
供决策支持系统（ＤＳＳ），如气候公报、农气公报、
对政府和特定客户的决策服务产品等。
设计方法
２１体系结构的选择

实现气象信息数据库应用平台的逻辑结构如
图１所示。由气象数据特点和当前及未来计算机
网络发展状况来看，采用分布的异构多媒体数据
库。分布式体系结构使数据库的管理维护和扩展
变得容易。

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管理系统是目前最完善最
成熟的数据库系统软件，功能强大，安全性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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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数据库应用平台实现的逻辑结构

２２开发工具的选择
先进的开发工具能产生高效、安全、可靠的

代码，从而缩短开发周期，降低维护成本；系统
分析采用统一建模语言（ＵＭＬ）工具进行概念设
计和逻辑设计；对于ＷＥＢ服务器端设计拟采用
Ｊ２ＥＥ技术构建，服务器端程序采用ＪＡＶＡＡＰ
ＰＬＥＴ、ＪＳＰ、ＥＪＢ和ＸＭＬ开发；后台程序的开发
采用面向对象的语言，如Ｃ＋＋，ＪＡＶＡ等。

ＪＡＶＡ语言是一种平台无关的面向对象的程
序设计语言，提供ＪＡＶＡ虚拟机（ＪＶＭ），将操作
系统和硬件的差异屏蔽起来，提高了程序的适应
性和可移植性，便于系统的升级维护。
２３存储策略

ＳＡＮ基本的基础设施包括４个组件：主机服
务器、光纤通道存储阵列、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
配器（ＨＢＡ）、光纤通道交换机。主机服务器采用
双机热备份方式需要２台。ＳＡＮ光纤磁盘阵列容
量２～３ＴＢ（每ＴＢ为１０２４ＧＢ）。

如图２所示，ＳＡＮ连接２台８口光纤交换
机，连接２台服务器。另有１台服务器专门承担
备份服务器和ＳＡＮ管理服务器的工作，对存储
阵列柜和ＳＡＮ的Ｆａｂｒｉｃ提供管理控制功能。光
纤存储阵列柜提供原始存储容量２１９０ＧＢ。为了
支持自动的数据通道容错，每台服务器主机上安
装两张ＨＢＡ卡，在一个数据通道发生故障时，将
数据切换到另一条可用的通道上，提

图２气象信息数据库硬件拓扑图

供一个快速的容错机制。
采用ｉＳＣＳＩ技术可以实现全省６部多普勒

雷达分布式存储的集中管理，实现雷达信息的实
时共享，通过互联网实现通信传输，成本低廉。

为保证业务数据的安全性，需要建立远程容
灾中心。在基于省局ＳＡＮ的基础上，２台光纤交
换机都添加一个长波光纤端口；在远程则添加一
台光纤磁盘阵列和２台光纤交换机，其配置和省
局的相应设备相同。长波光纤端口可支持的最长
距离为１０ｋｍ。

对远程光纤磁盘阵列的管理可以通过网络由
省局本部的同一台ＳＡＮ管理服务器进行。在每
台光纤磁盘阵列上增加同步镜像软件后，２个磁
盘阵列柜即可实现远程同步镜像。在省局光纤磁
盘阵列发生故障不能正常工作时，可将其应用切
换到远程站点继续工作。远程站点可以不需要专
门的服务器对光纤磁盘阵列进行管理。

省级数据备份和容灾由于资金上的限制可以
考虑低成本方案。具体选择什么类型的硬件和服
务要基于资金、性能、功能等方面综合考虑。由
于中国气象局为各省配发了较高档次的省级气候
业务系统硬件，应用平台可以基于此建立经济的
硬件工作平台，如图３所示。
２４数据采集方式

充分利用“９２１０”实时资料库，建立相关转
换程序将实时资料及时录入数据库；各单位的业
务数据与管理数据建立录入界面或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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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基于气候业务系统的数据库硬件拓扑图

程序，及时入库共享。
全省市县台站的数据采集通过Ｘ２５广域网

或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后台自动管理传输与入库工作。
功能目标

完成的数据库应用平台满足：资料的质量控

制功能、数据存储管理功能、数据维护功能、备
份和恢复功能、数据查询功能、数据迁移与回迁
功能、资料归档功能、系统监控功能。提供基本
的数据检索与统计功能，应用接口上提供图表或
图形图像显示功能。通过数据集中和数据库管理
方式，利用数据共享接口，可以方便的进行技术
开发，提高基本业务质量，拓展气象服务领域，进
一步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提高防灾减灾的能力。
实现气象信息数字化和广泛的共享应用。
系统运行和管理

系统由省级气象信息网络中心负责运行与维
护。气象信息采集、传输、质量控制、信息加工、
存储管理、信息共享、归档等需要多部门紧密协
作和相关部门技术人员参与开发和管理，经过几
年的正常运行后，可以作为气象数据中心对内对
外提供较高水平的信息服务。

日照纸涂药过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存在问题
１１涂药厚薄不均匀。厚薄均匀时，日照纸感光后颜色
呈微黄色，感光迹线呈深蓝色且清晰；不均匀时，则感光
迹线有些涂药淡的地方迹线模糊甚至没有，而涂药厚的
地方漂洗后仅剩下铅笔线，影响日照记录的准确性。
１２配药时没有严格按“赤血盐与水１∶１０、枸橼酸铁铵
与水３∶１０的比例”配制。赤血盐与枸橼酸铁铵与水的比
例应为１∶３∶１０，药水配置太浓或定影液成份偏少，造成
漂洗后，纸面仅留下描绘的铅笔线或使底色与感光线不
易区分。
１３采用２步涂药法时，存在药液配制掌握不好造成时
间稍长，会出现当时感光不明显，后显迹线的情况，影响
日照记录的完整性。
１４药物失效或所涂日照纸感光，都会使所涂日照纸呈
墨绿色，造成日照纸换下后迹线不易分辨，且漂洗不干
净。
１５漂洗时间过长或过短。过短，日照纸上的感光药未
退净，白天仍会感光使底色发蓝，纸面不干净；过长，纸

面仅剩下铅笔线，也会影响感光迹线的准确度。
对策
２１药品要存放在暗处且妥善保管，避免受潮变质，同
时应注意过期药不能使用。每次所涂纸张不能太多，以１０
张为宜。各站要根据当地的情况而定，夏季、气温高时少
涂些，冬季、气温低时可适量多涂些。
２２涂药前必须用脱脂棉逐张把需涂的日照纸表面进
行脱脂处理，脱脂步骤决不能省略，因为脱脂后的纸易于
药水的均匀吸收。所配药与水的量要用天平称，不能靠眼
看，这样可避免药液的偏淡或偏浓，涂刷用具要洁净。
２３涂药时要在暗处或夜间弱灯光（最好是红灯光）下
进行，要用脱脂棉或软毛刷，水最好挤干，纸面不留浮水。
２４采用２步涂药法时，逐旬或每月再检查一下日照
纸，避免漏划铅笔线。
２５纸张涂好后要在暗处阴干后及时收在黑色的纸袋
内，存放在暗处，严防感光。
２６涂刷用具涂药后要洗净，以保证下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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