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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遥感作为地球环境信息动态监测的重要手段 o获取多光谱 !多时相 !多分辨率遥

感资料 o其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o各部门对卫星遥感资料的共

享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 ∀由于历史的原因 o卫星遥感资料的存档没有一个统一的格式

标准 o编目存档系统的设计也没有技术规范可循 o导致资料的共享程度很低 o影响了资料

的推广应用 ∀

如何规范资料及产品的标准格式 o建立具有互操作能力的编目存档系统 o为用户提供

灵活的资料检索与获取方式 o已成为卫星遥感资料接收应用中心的一个重要技术课题 ∀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作为国家级的气象卫星资料接收 !处理与应用中心 o从 us世纪 {s年代

初就开始接收国内外气象卫星资料 o并将早期接收的资料记录在磁带介质上 o长期存档保

存 ~t|||年建立了自动磁带库系统 o对资料进行自动存档管理 ~usst年在资料自动存档管

理的基础上实现了基于统一格式的资料及产品联机编目存档与检索原型系统 o初步实现

了气象卫星资料的网络检索与共享 ∀本文从资料与产品格式标准 !编目存档与检索系统

设计规范 !信息共享体系与技术实现等方面进行了总结 ∀

t  早期资料存档与检索系统问题分析

早期的气象卫星资料存档管理 o以磁带记录 !脱机存放方式进行 o资料检索只能以手

工的方式进行 ∀这种方式存在如下几个主要问题 }

ktl 格式各异 o影响使用 ∀t||{年以前接收 � � ≥ !���� !ƒ ≠2t !ƒ ≠2u等卫星资料 o

记录在 ��� vw{s及 yuxs ≤≤ × 计算机兼容磁带上 o脱机保存 ~目录信息如卫星名称 !轨道

编号 !日期及过境时间 !地理位置等则记录在卡片等纸介质上 ∀由于不同的记录介质使用

不同的记录格式 o不同资料处理系统处理的资料使用不同的码型 o因此记录的历史资料往

往需要经过一定的码型与格式转换后才能使用 ∀

kul 手工检索 o效率低下 ∀存档历史资料的检索方式类似于图书借阅方式 }资料需要

者向磁带管理员提供所需资料日期 !时间及卫星类型等信息 o磁带管理员根据提供的信息

查找记录卡片获取/资料记录磁带号及带架位置0 o从磁带仓库中找出相应的历史资料记

录磁带 o并通过读出设备将记录的资料读出 o以相同格式转存到用户指定的记录介质上 o

然后将原始记录磁带存放回到原存放位置 o至此才算完成一次资料服务过程 ∀

kvl 命中率低 ∀原来存档的历史资料没有保存相应的快视图像 o有时花费很大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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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并读出的资料 o由于轨道位置偏 !云覆盖量大 !误码率高等因素 o资料的可用性差 o不

能满足用户要求 ∀

u  卫星资料网络共享的初步实现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o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依托 ƒ ≠2tksu批l应用系统工程建设 o于 t|||

年建立了一套卫星资料自动联机存档与检索系统 o并于 usst年实现了基于统一格式的资

料及产品联机编目存档与 • ¥̈检索原型系统 o初步实现了气象卫星资料的网络检索 o提

高了资料共享程度 ∀

2 q1  共享系统组成

气象卫星信息共享系统由资料存档与检索两部分组成 ∀

存档系统负责获取资料的格式规范化处理 !辅助信息提取 o根据资料日期与类型分别

进行联机存档与近线存档 ∀

检索系统为网络用户提供资料联机检索与下载 o同时还具有快视图像浏览功能 ∀用

户只需交互输入所需资料的限定条件就可以从存档系统中检索出满足条件的资料 o并可

以通过浏览快视图像确认资料质量 ~另外检索结果k资料与产品l可以直接通过网络传输

到用户指定的计算机或按照用户指定的介质类型进行记录 ∀

2 q2  资料格式规范设计

图 t  气象卫星产品逻辑结构

任何一种信息只有按照规范的格式进行存

储 o才能有效地加以应用 ∀气象卫星资料的存

档 o除探测资料本身外 o还辅之以资料日期 !地

理范围 !轨道编号 !处理方法 !资料质量等参数 o

这些参数信息称之为元数据和辅助数据 ∀资料

的存档以元数据 !辅助数据 !产品数据本身进行

三位一体的存储 o逻辑结构如图 t所示 ∀

u qu qt  元数据结构与内容

资料的元数据分为两级 o使用 �≥≤��编码 o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

第 t级元数据内容

  ≠资料文件名称 ~    �第 t级元数据长度 ~ ≈第 u级元数据长度 ~

…卫星名称 ~    传感器名称 ~   ¡记录长度 ~

¢资料文件格式说明 ~  £资料质量标志 ∀

第 u级元数据内容

≠开始日期k年 o月 o日l ~ �开始时间k时 o分 o秒l ~ ≈结束日期k年 o月 o日l ~

…结束时间k时 o分 o秒l ~  资料量化等级 ~ ¡定位精度 ~

¢升降轨标志 ~ £投影方式 ~ ¤图像行数 ~

¥图像列数 ~ οtt图像左上角扫描线号 ~ οtu图像左上角扫描像素号 ~

οtv地面分辨率 ~ οtw图像左上角纬度 ~ οtx图像左上角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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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ty图像右下角纬度 ~ οtz图像右下角经度 ~ οt{定标资料 ∀

u qu qu  辅助数据

辅助数据是关于资料的使用 !格式说明 !传感器特征参数 !轨道参数 !快视图像等有关

信息 o使用二进制编码方式 ∀

u qu qv  产品数据

气象卫星产品包括图像资料 !经过加工处理的图像产品以及推导的数值产品 ∀按照

处理过程与方法 o产品数据分为 v个等级 }

s 级 }下行资料经过解扰解密的原分辨率与原时间序列的图像资料 ∀

t�级 }对 s级资料进行辐射校正处理的图像产品 ∀

t�级 }对 s级资料进行辐射校正和系统几何校正处理的图像产品 ∀

u 级 }利用地面控制点对 t级图像进行几何精校正处理的精确图像产品 ∀

v 级 }在 t级图像产品的基础上加工的并经过真实性验证的数值产品 ∀

2 q3  存档系统设计规范

气象卫星资料的大容量特征 o决定了任何一个气象卫星资料应用中心均不可能联机

存储所有的资料及产品 o大量的历史资料只能近线存储 ∀因此有必要建立在线设备与近

线设备相结合的资料编目存档系统 o对资料进行分类编目 !层次存储 ∀

u qv qt  编目结构

资料编目存档系统基于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设计 o元数据作为索引信息存放在数据

库表记录中 o建立与资料文件的关联 ∀

资料编目采用多级编目结构 ∀第 t级为主编目 o第 u级及以下级为子编目 o最低一级

子编目直接与资料文件进行物理关联 ∀气象卫星资料编目存档系统 o采用卫星分类编目

及日期分类编目方法进行编目管理 ∀

卫星分类编目以卫星型号作为主编目 o目前共有 ƒ ≠2t !ƒ ≠2u !���� !� � ≥ !� ·̈̈¶¤·

共 x个主编目 ∀

日期分类编目以卫星对地观测日期进行分类 o按日期时间先后顺序对资料进行编目

存档 ∀日期使用公元纪年 o采用年 w位 !月 u位 !日 u位的标记法 ~时间以世界时为记时标

准 o采用 uw «计时制 ∀资料按照日期划分为历史资料和近期资料 ∀t年以内的资料为近

期资料 o采用在线联机存储 ~t年以上的资料为历史资料 o采用近线存储 ∀近线存储与在

线存储之间 o采用自动转储与迁移手段 o进行资料的自动归档与回调管理 ∀

u qv qu  数据分幅

对于极轨卫星数据 o按卫星过境轨道为单位进行区域划分 o将我国大陆及周边地区按

xβ ≅ xβ的等间距切割为 yu个区域 o如图 u所示 ∀

  静止卫星资料以赤道为分界点进行南北半球数据区域分割 ∀以第 ttwy条扫描线作

为分界线 o同时进行探测通道分离 o形成 z个数据文件 ∀北半球部分的资料包括星下点以

南 x度的扫描线 o大约 uxx条扫描线 ~南半球部分的资料为星下点以南的数据 o南北半球

的资料重叠 uxx条扫描线 ∀如图 v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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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u  极轨卫星资料分区规定

图 v  静止卫星资料分割图

u qv qv  自动迁移

资料的编目存档采用磁盘阵列联

机存储与自动磁带库近线存储相结合

的 u级层次存储体系 ∀编目存档软件

基于 ≥¼¥¤¶̈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管理

系统以卫星型号作为主编目分类建立

数据库表 o实现 u级编目 ∀

资料归档与迁移软件选用美国维

尔k∂ µ̈¬·¤¶l软件公司的网络备份软件

k�̈·¥¤¦®∏³l进行归档管理 o采用层次

存储管理软件k�≥ � l进行自动迁移与

回调管理 ∀从应用的角度来看 o在

�̈·¥¤¦®∏³与 �≥ � 软件的统一管理

下 o联机磁盘阵列与自动磁带库被整合成一个虚拟存储系统 ∀

2 q4  检索系统设计规范

资料检索系统基于 • ¥̈技术设计 ∀逻辑结构设计上采用浏览器r • ¥̈服务器r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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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w  资料检索逻辑流程

图 x  极轨气象卫星资料可视化检索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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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服务器 v层模式 ∀ • ¥̈服务器端软件采用 �¤√¤语言 !� × � �超文本标记语言开发 ∀用

户通过浏览器从 • ¥̈服务器下载含有 �¤√¤小应用k�³³̄ ·̈l的 � × � �页面并填入检索参

数 o• ¥̈服务器在获取查询表单后转换成结构查询语言k≥±�l o向数据库服务器提交 o由

数据库服务器进行数据检索 o然后将检索结果回送给用户浏览器 ∀资料检索流程如图 w

所示 ∀

  检索系统目前可以提供关键词与可视化图形检索两种检索方法 ∀关键词检索就是输

入所需资料的日期 !卫星名称 !地理位置k经度 !纬度等l关键词作为检索条件进行检索 ~可

视化图形检索则是通过鼠标滑动 o在检索图形上框定所需资料的区域范围 o然后输入日

期 !卫星名称等辅助条件进行检索 ∀

图 x为极轨卫星资料检索页面 ∀用户可在地图上框定任意感兴趣区域 o然后在图中

底部的条件输入框输入其他条件 o进行资料检索 ∀

  检索系统还提供了用户注册 !身份认证 !口令变更等在内的用户管理功能 ∀

v  结束语

气象卫星资料网络共享与服务系统的设计充分采用分级层次存储 !数据库透明访问 !

可视化检索等多种先进技术 o较完善地规范了卫星资料及产品元数据内容与格式 o并在元

数据与资料文件之间建立有机的物理关联 o从而实现了基于浏览器r服务器模式下的气象

卫星资料 �±·̈µ±̈ ·r�±·µ¤±̈ ·检索 o提高了卫星资料的共享程度 ∀

由于一些原因 o原记录在 ��� vw{s磁带上的历史资料还没有全部完成整编与转储

工作 o影响了一部分历史资料的使用 ~如何在有限网络带宽的条件下提高检索资料的传输

速率 o是共享系统需进一步解决的技术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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