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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st !ussu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展了梅雨锋强暴雨的外场科学试验 ∀试验期间收

集和处理了大量的原始观测数据和分析加工产品 ∀日本科学家携带部分观测设备参加了

试验 o获取的观测资料也一并纳入数据库中 ∀数据共分为 tu大类 o约 {ss��∀目前 o该资

料库已正式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 �±·̈µ±̈ ·网站上运行 o用户可以通过登录气科院网

址访问该资料库 ∀

1  资料库设计思想

长江流域梅雨锋暴雨外场科学试验资料库的设计与建设是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展

的梅雨锋强暴雨外场科学试验为数据基础 ∀其基

本原则是满足用户的最大需求 o实现数据共享 ∀

与传统数据库的最大区别在于该资料库的建设不

仅要达到管理数据的目的 o更重要的是能够提供

基于网络的数据服务和共享 ∀因此 o系统整体设

计包括两个部分 }数据库系统设计和信息共享系

统设计 ∀最终要形成一个架构在 �±·̈µ±̈ ·上的 !

能够提供基于 • ¥̈浏览器动态访问的 !由一系列

气象数据库群组成的气象科学试验数据共享系

统 ∀图 t是基于网络的长江流域梅雨锋暴雨外场

科学试验资料库系统结构示意图 ∀

图 t  长江流域梅雨锋暴雨外场科学

试验资料库系统体系结构

  图中资料库系统包括了数据层 !应用层和会话层 ∀数据层提供了两类不同属性的数

据源 }科学数据和文献数据 ∀应用层通过各种可视化显示平台 !分析工具和数据查询显示界

面 o为用户提供方便 !实用的数据共享环境 ∀最终通过网络为用户提供各种数据共享服务 ∀

2  数据库系统设计

在外场试验中 o对暴雨过程的加密观测和数据收集k见表 tl是试验的主要目的 ∀因

此 o暴雨个例观测数据是资料库数据收集的重点 ∀建议重点研究的暴雨个例过程有 }

usst2sy2ty ∗ usst2sy2t| ousst2sz2tt ∗ usst2sz2tx ousst2s{2sx ∗ usst2s{2s|

ussu2sy2ut ∗ ussu2sy2uw oussu2sz2uu ∗ ussu2sz2uv ∀

本文资料库的数据管理系统设计原则为 }

ktl 面向用户需求 o提供典型暴雨个例数据集  为了提高数据库的使用效率 o数据库

设计本着以分类数据收集为基础 o以暴雨个例数据综合为核心 o提供最有研究价值的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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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江流域梅雨锋暴雨外场试验的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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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收集最完整的 !最具有代表性的个例分析资料集 ∀使用户从数据库中直接可以得到与

某个个例相关的完整的数据资料 ∀

kul 分类建库 o综合检索  本数据库管理的数据分成两大类 }气象科学数据和文档数

据 ∀面向不同的数据对象分别建立相应的数据组织结构 o生成相应的数据库模型 o保证数

据管理的合理性 ∀同时通过建立相应的视图和查询 o实现不同数据间的相互关联和查询 ∀

kvl 针对不同属性的数据 o采用不同的数据管理方式  站点观测数据全部进入数据

库 o按照数据的观测方法或处理方法进行分类管理 ∀格点场数据或图形图像等二维数据 o

采用数据库管理和文件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方式 ∀数据库管理系统只管理到数据存放的物

理位置和路径 ∀

kwl 引进元数据管理模式 o加强数据的可读性和可用性  建立关于数据描述和说明

的元数据库 o用户通过浏览元数据 o即可了解该数据集的基本情况 o提高了数据的可用性

和可检索性 ∀

kxl 建立数据间的相关性 o实现联想式文献检索和关联式数据查询  建立不同类型

数据间的相关性 o使用户查询某类数据时 o可以得到相关的其他数据或文档的提示 ∀如 }

用户查询某时次的雷达资料时 o系统会自动列出与该时次雷达数据相关的探空 !闪电 !

�°≥数据以及相关的文档 ∀提高了数据的检索效率 ∀

kyl 设计多种数据访问和数据检索方式  本数据库设计了数据集分类查询和精确查

询两种获取数据的方式 ∀分类查询可以得到某个数据集的完整资料 o精确查询可以得到

某类数据某个时次 !站点 !天气要素的精确的观测数据 ∀对于雷达数据提供了通过检索索

引图得到相关数据的数据检索方式 o使用户可以直接浏览所需数据的情况 ∀用户访问资

料库获取数据的流程如图 u所示 ∀

图 u  用户访问资料库获取数据的流程

  kzl 基于 • ¥̈��≥平台 o提供可视化的用户信息查询界面  将资料库的查询显示与

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 o建立外场试验空间信息查询系统 o使数据使用者在可视化的环境下

动态了解数据产生的背景 o直观得到与地理信息相关的数据 ∀特别是试验区内各雨量站

的逐时雨量值及逐时降水分布图等 ∀

k{l 综合性  本数据库全面收集和提供了两年外场科学试验获得的各类观测数据 !

ttx w期      高  梅等 }长江流域梅雨锋暴雨外场科学试验资料库系统设计与实施        



相关文献和研究开发成果 ∀形成了从资料收集 !处理 !管理 !成果集成到提供基于网络的

数据共享服务的组织管理体系 ∀综合性地提供了外场科学试验丰富的信息资源 ∀

k|l 数据的预处理和质量控制  从现场观测入手 o把好数据的质量关 ∀实行测站 !市

局和省局三级质量控制 o专门编制了加密资料审核程序 o采取计算机审核和人工辅助审核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的质量把关 ∀项目资料组对收集到的原始观测数据进行译码 !格

式检查 !格式转换和标准化 o统一文件命名规则 o对数据进行极值检测和面质量控制 o这些

措施确保了数据的质量和规范性 ∀

3  信息共享系统设计

信息共享系统设计时主要考虑以下原则 }

ktl 提供多级用户身份管理  系统安全是信息共享系统设计的一个关键 ∀通过对信

息的分级分类 o实现对用户访问权限的限制和管理 ∀本系统将数据分成内部共享 !有条件

共享和完全共享三类 ∀在数据分类基础上建立三级用户访问身份 }内部用户 !有条件外部

用户和普通用户 ∀用户身份认证体系 o提供了用户身份认证和基于组级的身份访问控制 o

以便确定不同级别的用户能够访问的资源和应用 ∀数据类别 !用户级别和访问权限间的

对应关系如表 u所示 ∀
表 2  数据类别 !用户级别和访问权限间的对应关系

数据类别 用户级别 访问权限

内部共享 内部用户 共享所有数据 o定制所需的资料内容 ~使用在线资料分析和显示工具 o大致检

验资料的质量 ∀
有条件共享 有条件外部用户

浏览数据目录 o查看和下载有关资料说明 o注册后可在线下载制作好的数据 ∀

完全共享 普通用户 浏览数据目录 o查看和下载有关资料说明 o在线申请定制的数据 ∀

kul 建立一套适合科学试验数据库管理和服务的数据规范和标准  规范数据格式 o

统一文件命名 o便于用户查询和使用 ∀

kvl 平台的独立性  所选择的 • ¥̈接口技术应能运行在不同的操作系统平台上 ∀

能和系统中现有的 • ¥̈服务器技术无缝结合 o实现 • ¥̈服务器与数据服务器之间的动

态连接 o从而实现从客户端到数据库服务器的动态访问 ∀同时便于系统的移植和扩展 ∀

kwl 提供可视化的交互式的用户操作界面 o用户界面友好 o信息查询简单 !快捷 ∀

kxl 提供网络导航系统和多种用户在线使用工具 o提高数据的可用性 ∀

4  资料库系统实现的功能

ktl 提供了基于网络的数据查询显示界面 ∀用户端通过浏览器即可进行数据查询 ∀

kul 建立了项目宣传网站和数据集成管理平台 ∀为人们了解项目的进展和获取外场

试验数据提供了环境和场所 ∀

kvl 提供两种方式的数据访问 }数据集查询和数据库查询 ∀

kwl 数据检索结果以多种格式提供 }纯文本 !二进制 !�� ��码 !标准图形图像格式等 ∀

kxl 利用 • ¥̈��≥平台动态展示外场试验站点分布和相关站点的资料状况 ∀

kyl 给出简单检验数据质量的可视化工具 ∀

kzl 实现多种资料提供方式 }在线查询和下载 ~以 ∞2°¤¬̄!光盘 !磁盘或磁带等方式为

资料使用者提供所需要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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