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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开发思路
陕西省农业气象信息系统业务平台是从气象

要素信息的采集、气象条件的分析评价、农业气
象指标查询、陕西省农业种植的布局和生产信息
提取、农业气象周年服务计划和未来天气气候预
测信息的获取等研制开发的。系统根据需求完成
对气象和农业信息自动化处理，实现对气象要素
的定性、定量分析。系统在生成数据表格的基础
上，形成不同地理信息背景的气象和农业信息图
形图像产品，实现农业生产的前期、当前和未来
气象信息的全面快速提取和分析，进行有计划有
针对性的农业气象服务。
系统结构框架

系统结构分为文字菜单、图标菜单和主界面
底部信息提示。系统菜单包含陕西概况、数据管
理、数据演变、数据分布、农业生产、农事与气
象、农业气象、气象要素分析、天气预报气候预
测等１１个功能模块的一级菜单，一级菜单中又含
二级菜单、三级菜单。通过第三级菜单可实现多
项信息提取，并进行分析。结构框架见图１。
系统功能
３１陕西概况

概述陕西省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农业种植
区划、农业气候特征、地质地貌、土壤性质、植
被概况等，为农业气象条件分析评价提供气候、农
业种植区划信息，该信息被制成电子书籍，以便
查阅。菜单中设有万年历，可查询当年或历年的
阳历、阴历、主要农事节气、重大节日等，万年

历可作为记事本，记录日常的工作情况，安排未
来工作计划等。
３２数据管理

对陕西省９６个气象观测站的气象要素或其
他要素数据库的记录进行数据查询、修改和追加。
数据库类型包括全省的日降雨量、日蒸发量、日
平均气温、日平均风速、日和旬日照时数、日平
均水汽压、日平均地面温度、日平均相对湿度、旬
土壤相对湿度（固定地段和作物地段）、冬小麦各
发育期参数、玉米各发育期参数、省市历年的农
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等１４种类型。
３２１数据查询（修改）打开相应的数据库，
对数据库中的历史记录数据进行查询（修改），并
对修改的数据自动保存。
３２２主要要素数据追加主要要素数据追加
包括气象要素数据和其他要素数据追加，数据追
加方式为：①通过键盘直接输入，打开数据管理
１４类数据库，可追加相应的记录及数据；②逐日
解译报文信息并追加数据，报文类型有气象旬月
报、日雨量报、日陆地地面天气报；③自动解译
报文信息，报文类型有日陆地地面天气报和日雨
量报。自动解译报文状态时，依据计算机时间和
设置的自动解报时间相等时开始解译报文，报文
日期是从相应数据库中最新记录日期的下一个日
期开始解译到计算机的当日上一日期，实现对相
应时段的日雨量、日平均气温和日平均风速的数
据追加，同时对报文解译状况记录。追加的数据
记录会自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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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陕西省农业气象信息系统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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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数据演变
通过系统模块生成某站某要素数据时间变化

曲线。可生成变化曲线的要素有全省及１０个市的
主要农作物产量、面积和９６个气象观测站的日降
雨量、日蒸发量、日平均气温、日平均风速、日
日照时数、日平均水汽压、日平均地面温度和日
平均相对湿度。
３４数据分布

从相应的数据库中提取全省９６个气象观测
站某日某气象要素数据，并叠加在具有不同地理
信息（地理地形地貌、土壤类型、水系和行政区
划）背景图上，生成数据分布图。可生成数据分
布图的要素有日降雨量、日蒸发量、日平均气温、
日平均风速、日日照时数、日平均水汽压、日平
均地面温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和旬土壤相对湿度。
３５农业生产

根据最新的陕西统计年鉴中各县某农业生产
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的大小或确定的农业生产基
地县，把能代表陕西省该农业生产的主要县叠加
在具有该农业生产背景的陕西省区域图上，指示
陕西省该农业生产的平面分布。目前，主要涉及
的农作物、果品、养殖等农业生产有２４种，基本
涵盖了陕西省主要的农业生产。
３６农事与气象

阐述陕西省二十四节气的农事活动和周年农
业气象服务计划，并农事与气象信息制作成电子
书籍链接在该模块上。
３６１二十四节气及农事活动按二十四节气
出现的顺序概述每个节气的内涵，气候特点，节
气过后未来天气的变化趋势，结合陕西气候特点
和农业生产实际，针对陕北、关中和陕南不同区
域，阐述节气前后需要重点注意的农业气象问题，
指明农业生产情况和农业气象服务重点。
３６２农业气象周年服务计划根据多年来陕
西省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气候特点制定了陕西
农业气象服务周年计划。概述每月基本气候特点，
再针对陕北、关中和陕南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详
细阐述了各地每月的主要农业生产活动、主要作
物发育期、有利和不利的气象条件、灾害性天气
气候及其影响和农业气象服务重点等。
３７农业气象

包含农业气象概论、农业气象指标、农业气

象灾害和农作物生物病虫害等。简要说明农业气
象基本要素、农业气象（光能、热量、水分）指
标；阐述农业气象界限温度含义及农业气象灾害
和农作物病害，陕西主要粮食作物（５种）、经济
作物（１５种）、果树（８种）、蔬菜（２１种）、中草
药（７种）、养殖业（６种）等不同生长发育期有
利和不利气象条件及指标等，并制成电子书籍，链
接在“农业气象”菜单。
３８气象要素分析

从光、热、水、气等４个方面对全省９６个气
象观测站的主要气象要素数据进行时段统计、分析
和评价，结果可生成数据表格式文本文件，也可以
图层的格式生成数据分布图像文件、数据色斑图图
像文件、数据等值线图像文件、数据等值线填充图
图像文件和农业气象（天气）事件指示符表示分布
图像文件等６种产品，另外，形成图层图像文件时，
可在背景图层中叠加陕西地理信息（地理地形地
貌、土壤类型、水系和行政区划）。
３８１光分析陕西农业气象观测站各时段日
照时数分布及变化。
３８２热分析陕西９６个气象观测站侯或旬平
均气温距平，时段负积温、大于０ｏＣ积温、大于５
ｏＣ积温、大于１０ｏＣ积温、大于１５ｏＣ积温、土壤温
度，日平均温度分布和农业界限温度（０ｏＣ、５ｏＣ、
１０ｏＣ、１５ｏＣ、２０ｏＣ）稳定通过的初（终）日。
３８３水分析陕西９６个气象观测站自然降水
（时段降雨量、任意量级降水的降雨日数和时段雨
量差及旬雨量距平）、天气实况（晴到多云、微量
降雨、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
暴雨、小雪、中雪、大雪和暴雪）、土壤（０～１０、
１０～２０、４０～５０、０～５０ｃｍ）的墒情和有效水分
储存量等。
３８４风依据陕西９６个气象观测站的日平均
风速，按照风力等级的划分标准，分析各地风力
的分布和变化。
３９天气预报气候预测

系统可查阅陕西气象台或其它气象台制作的
短期天气预报、城镇天气预报、一周天气预报、逐
旬天气预报和短期气候预测等信息，为掌握未来
各地的天气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信息。
小结

“陕西省农业气象信息系统”是一个多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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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自动站单轨运行后，大风现象起止时间是以

自动站采集数据为记录依据。达到大风标准时，观
测员可通过自动站监控软件实时数据窗口，观测
记录大风现象开始时间，而大风结束时间及再次
出现的时间，无法从此窗口观测记录，要根据大
风数据文件ＦＪＴＸＴ推算或从“自动气象站数据
质量控制软件”的“大风现象查询”中得到。但
从ＦＪＴＸＴ中推算的大风结束时间有时比从“大
风现象查询”记录的大风结束时间落后１ｍｉｎ。
原因分析

大风数据文件ＦＪＴＸＴ，是自动气象站采集
数据文件，它读取的极大风相关信息是由数据采
集器处理后，直接存储到计算机硬盘的数据文件，
大风结束时间是据ＦＪ文件推算的。而“自动气象
站数据质量控制软件”的“大风现象查询”是指
从ＡＷＳ＿ＩＩｉｉｉ＿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ＲＴＤ文件自动挑取
天气现象中的大风记录。二者获取大风信息的途
径不同，得到的大风信息就可能存在差异。
“自动气象站数据质量控制软件”得到的大风
现象结束时间是准确的

通过人工观测采集器，对横山站２００６－０４－
２２—０６－０７各时段大风进行对比观测，并记录每
个时段大风的结束时间，与“大风现象查询”记
录的结束时间及ＦＪ文件整理得到的结束时间对

比见表１。

表横山站采用种途径得到的
大风结束时间对比表

日 期
自动气象站
数据质量控
制软件提供

据ＦＪＴＸＴ
文件推算

人工观测
采集器

２００６－０４－２２ １５：０８ １５：０９ １５：０８
１６：３８ １６：３９ １６：３８

２００６－０４－２５ １０：２９ １０：３０ １０：２９
２００６－０４－２８ １６：５９ １７：００ １６：５９
２００６－０４－２９ １５：２２ １５：２３ １５：２２
２００６－０５－１６ ２２：２８ ２２：２９ ２２：２８
２００６－０５－１９ １９：１４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４

２００６－０５－２６

２３：４５ ２３：４６ ２３：４５
２０：０７ ０２：０８ ２０：０７
０９：１６ ０９：１７ ０９：１６
１０：１５ １０：１６ １０：１５
１１：２５ １１：２６ １１：２５
１２：１３ １２：１４ １２：１３

２００６－０５－２９ １５：１７ １５：１８ １５：１７
２００６－０６－０２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０６－０７ １３：１４ １３：１５ １３：１４

对比结果表明，“大风现象查询”记录的结束
时间与人工观测采集器记录全部一致，而与据ＦＪ
文件推算的大风结束时间相差１ｍｉｎ，可以说“自
动气象站数据质量控制软件”提供的大风结束时
间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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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工作平台，目前，在陕西省农业遥感信息中
心、延安市气象局等业务中已得到很好的应用，系
统平台操作比较灵活，功能齐全，界面友好，实用
性强，安装方便，对计算机要求低，任意目录下装

载，基础文件也可根据需要随时更新，能满足省、
市、县气象局台站使用。系统运行时要求，计算机
时间和日期必须设置正确；数据追加时的源文件及
其路径必须有效；数据库中记录日期要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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