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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指导报是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从 t||w年起开始 o应用卫星云图进行分析得到台风

相关信息并向外发布的一项天气系统监测业务 o即在台风季节 o通过对静止气象卫星观测

到的台风所在区域的云图进行识别 !计算 o获得台风k包括热带风暴l的位置 !强度等相关

实况信息 o形成气象报文产品的业务 ∀这项业务利用了静止气象卫星云图幅员宽广和高

时间分辨率的特点 o弥补了在热带海洋地区 o由于资料稀少 o用常规气象资料不容易追踪

洋面天气系统的不足 o尤其是它对监视台风运动过程的全部生命史有独特的优势≈t  ~该

业务工作已经持续了 {年 o业务流程是较早时间制定的 o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o其中一

些繁杂的手工计算与操作已经可以实现自动化 o而且随着 �±·̈µ±̈ ·的飞速发展 o台风指导

报的发布方式也有待向 �±·̈µ±̈ ·上拓展 ∀

/卫星监测台风信息自动处理系统0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该系统以数据库管理系

统为核心 o采用 ≤r≥技术 o以 �±·µ¤±̈ ·r�±·̈µ±̈ ·为发布平台 o将台风监测业务中形成的各

种数据集为一体 o形成一个实现了各种台风报文生成 !发送和台风路径实时发布的自动化

业务系统 ∀

t  系统分析

1 q1  系统目标分析

/卫星监测台风信息自动处理系统0的总体目标是综合利用计算机自动化 !数据库和

网上发布等技术 o将传统的台风指导报业务中繁杂 !机械的计算 !编报工作交给计算机自

动化处理 o使工作人员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更多的专注于定位过程 o从而提高定位的准确

性 ~同时 o开拓台风指导报业务的发布方式 o实现通过 �±·µ¤±̈ ·r�±·̈µ±̈ ·向有关用户实时

发布卫星监测台风信息 ∀

根据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 o/卫星监测台风信息自动处理系统0包含以下 v部分内容 }

ktl 台风信息数据库 }数据库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和基础 ~主要用于存储和管理收集 !

整理后的台风实况信息 o并提供完善的查询功能 ∀

kul 实现传统业务功能的客户端分系统 }即/热带气旋自动编报及数据库管理分系

统0 ~该分系统主要实现了传统业务流程中的台风移向移速的计算 !报文的翻译生成和发

送的自动化 ∀

kvl • ¥̈发布分系统 }台风信息的 • ¥̈发布分系统是台风指导报业务发布方式的革

新和拓展 ∀它通过 �±·µ¤±̈ ·或 �±·̈µ±̈ ·向有关用户实时发布卫星监测台风信息 o提供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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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  系统结构图

图 u  系统网络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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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路径 !查询各种相关历史数据等功能 ∀

1 q2  系统结构分析

系统采用客户端r服务器的模式构建局域网和广域网 o依托/热带气旋自动编报及数

据库管理分系统0进行数据收集 !远程更新和管理 o应用 • ¥̈服务技术实现网上台风路径

和监测信息的发布 !浏览和查询 o同时保留原有的报文发布方式 o将自动生成的各种报文

直接发送到指定的服务器 ∀系统结构图见图 t o网络结构图见图 u ∀

u  设计与实现

2 q1  台风信息数据库设计与实现

数据库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和基础 o其结构的合理性和内容的完整性直接影响整个系

统的应用和性能 ∀

经过对整个业务流程中各种数据的详尽分析 o确定了数据库的内容主要包括台风的

编号 !英文名称和中文名称 !起k停l编时间 !起k停l编相关信息 !起停编标志以及每个台风

每次监测的定位时间 !中心位置 !强度 !演变状态 !移向移速 !密蔽云区直径等实况信息 ∀

整个台风信息数据库按台风编号进行整理 o每个编号台风又包含生存期间各个编报时次

的各种定位信息 ∀

2 q2  客户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即/热带气旋自动编报及数据库管理分系统0的设计与实现 ∀该分系统应用 �⁄� 数

据接口与系统数据库连接 o在 • ¬±§²º¶环境下与远端数据库服务器通信 o实现台风移向

移速的自动计算和各种报文的自动生成并将报文发送到指定报路或服务器 ~同时 o该分系

统将每次监测的台风信息加以整理自动录入数据库 o为数据库提供及时准确的台风信息

数据 ∀另外 o实现该分系统时做到了操作简便 !界面友好 o极大地方便了业务人员的使用 ∀

按业务流程划分为/起编0 !/继续编报0 !/发更正报0 !/停编0w个模块 o另外附加了

/查询0 !/管理0 !/设置0v个系统维护的模块 ∀

ktl 起编和停编 }即台风的起编和停编 ∀该模块提供了台风起编和停编时需要记录

相关信息的录入功能 o并将这些信息直接录入数据库 ∀

kul 继续编报 }该模块是业务流程中变化最大的模块 o也是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模块 ∀

主要实现了下列功能 }

# 自动显示出所有未停编的台风 o只需选择相应的台风记录 o即可进行编报 ∀

# 台风定位信息录入过程中的自动化提示 }录入时自动将这个台风的前一时次编报

记录显示出来 o同时根据工作人员录入的位置信息k经纬度信息等l参考数据库中该台风

前一时次的编报记录 o自动生成本次定位的移向移速供使用者参考 o避免了人为计算中可

能产生的错误和误差 ∀

# 将录入的台风信息按标准格式k气象卫星云资料的天气说明报告电码≈u l自动翻译

成各种台风报文 o并发送报文到指定报路的服务器 o改变了过去的人为翻译台风报文的工

作 o使台风报文的编制自动化 ∀

# 将各种信息自动存入数据库 o通过 �±·µ¤±̈ ·r�±·̈µ±̈ ·向有关用户实时发布卫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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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信息 ∀

kvl 发更正报 }该模块提供了更正报文的功能 o并且将更正报自动发布 o同时更新台

风信息数据库记录 ∀

2 .3  Ωεβ应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 ¥̈应用分系统基于 �¬¦µ²¶²©·最新的 q�∞× 框架 o采用 �≥° q�∞× 和 • ¥̈应用技术

进行设计和开发 o实现完全动态的台风信息数据库连接和查询 o每个 • ¥̈页面都是通过

数据库查询动态生成的 o使用户能够实时查询 !直观地浏览台风监测的信息 ∀ • ¥̈应用

系统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

# 实时显示台风的最新监测信息 ) ) ) 在工作人员应用客户端分系统将最新台风监测

信息录入台风信息数据库后 o用户立即可以通过浏览器方便地看到最新信息 ∀

# 动态绘制卫星云图监测的台风定位路径信息 ) ) ) • ¥̈应用系统根据台风信息数据

库中的定位信息 o在用户每次浏览查询时都会动态绘制出一幅台风卫星定位路径信息图 o

使用户能够直观地了解到台风当前的位置和台风全部生命史的整个路径信息 ∀

# 历史台风监测信息的查询 ) ) ) • ¥̈应用系统应用台风数据库系统的查询功能 o实

现历史台风监测信息的查询 ~提供每个历史台风生命史内卫星定位路径信息图和全部定

位信息 ∀

v  应用小结

/卫星监测台风信息自动处理系统0开发完成后 o于 usst年年初开始在国家卫星气象

中心遥感监测服务室经过试运行后正式投入业务运行 ∀至今 o该系统运转正常 o在 usst

年的台风指导报业务工作中 o圆满完成了全年 ux个热带气旋的自动编报发报工作 o实现

了系统设计的全部功能 o并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遥感监测服务室的/卫星气象与环境监

测0网站上实时对外发布 ∀

通过这一年多的业务运行 o可以看到 }以往的 wx °¬±编报时间里 o工作人员大约需

要 tx ∗ vs °¬±进行移向移速的计算 !报文的编制发送工作 o而应用了/卫星监测台风信息

自动处理系统0后 o这部分工作在 x ∗ ts °¬±内甚至更短就能完成 o工作效率提高了 v倍

以上 ∀由于取消了繁琐的手工计算和操作 o使工作人员能够集中精力进行热带风暴位置

及强度的诊断分析 o从而提高对热带风暴位置及强度判识的准确性 ∀自从采用了报文自

动编制和发送后 o避免了工作人员出现编报错误和误差 ∀

通过 �±·µ¤±̈ ·或 �±·̈µ±̈ ·向有关用户实时发布卫星监测台风信息 o提供实时的卫星

监测台风路径图的发布方式也是一种新的业务尝试和拓展 o受到了广大用户的肯定和好

评 ∀随着业务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不断增加 o我们会不断完善 !改进/卫星监测台风信息

自动处理系统0 o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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