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ＧＩＳ技术在决策气象服务系统建设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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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介绍了基于组件式 ＧＩＳ技术的决策气象服务系统建设的总体框架，并阐述了系统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电子地图建设、气象制图输出、实时与历史资料检索、灾情分析、台风预警与损失评估以及参数化制图等功能；同时

对 ＧＩＳ应用于决策气象服务系统的若干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与分析，如数据共享与转换、气象要素插值

算法、空间信息检索方法、基于插件技术的模型评估方法、三维可视化技术；最后给出了相关结论，并指出该系统将

为全国综合性决策服务系统提供一个良好的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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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气象服务是所有气象业务产品向社会提供服务

的出口，是气象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其中包括决策

气象服务、公众气象服务、专业气象服务和科技服

务［１］
。决策气象服务是指专门为党中央、国务院及

同级或以上相关综合部门提供气象服务，要求服务

产品具有针对性、主动性、及时性和准确性。目前，

气象部门建设的决策服务系统大多基于 ＭＩＣＡＰＳ
（气象信息综合处理系统）业务系统，但 ＭＩＣＡＰＳ系

统是面向预报员的业务操作，其产品交互制作能力

远远不能满足决策服务的需要。完善和规范决策气

象服务产品，推进决策服务向直接提供决策建议转

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为了适应决策气象业务发

展，建设新一代国家级决策气象服务系统显得尤为

重要。

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作为一门重要的空间信

息技术，在越来越多的信息系统建设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决策气象服务系统的基石是各类海量信息，

这些信息既包括空间地理信息，又包括大量与空间

密不可分的气象属性信息。气象数据本质上也是地

理信息，因为气象中的风速、温度、气压等都是相对

于具体的空间域和时间域而言，没有地理位置的气

象要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２３］
。ＧＩＳ技术优势在于

可以海量管理和查询气象信息，可以对地理空间数

据进行分析处理，与数值模型计算相结合，还可以形

象直观地可视化表达模型计算结果；ＧＩＳ空间分析

能力还可以与气象信息技术相结合，提供空间和动

态的地理信息，并采用一定模型为决策服务提供科

学依据［４］
。国内气象部门决策服务系统的建设基本

上是以信息共享再配合 ＭＩＣＡＰＳ一些功能而实现，

还没有充分利用 ＧＩＳ技术的优势来真正构建决策气

象服务系统［５８］
。因此，本文选择了 ＧＩＳ技术作为业

务系统的基础开发平台。

１　系统总体框架

为了保证系统的可重用性、共享性和扩展性，业

务系统采用了层次化的设计思路，系统总体框架由 ３
部分组成：数据层、通用核心 ＧＩＳ气象应用组件层以

及业务服务平台。应用系统的总体框架如图１所示。

　　数据层：指现有的数据共享环境，主要存储了决

策气象服务所涉及的３类数据：气象业务数据库（如

实时观测资料，服务产品等）、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即空间数据）以及社会经济、人口数据。所有的数

据均采用 Ｏｒａｃｌｅ大型数据库进行统一存储和管理，

其中空间数据库的存储则采用 ＥＳＲＩ公司的空间数

据引擎（ＡｒｃＳＤＥ），而社会经济、人口等数据则直接

与基础地理信息进行了空间一体化关联存储。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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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ＧＩＳ气象应用组件主要提供了地图管理、查询

操作、专题制图、气象要素空间插值、影响区域分析

等主要功能，它为业务服务平台提供了 ＧＩＳ的底层

支持。组件层的建设采用了技术成熟的 ＡｒｃＧＩＳＥｎ
ｇｉｎｅ嵌入式开发平台，并采用 Ｃ＋＋进行二次开发和

组件封装，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气象应用组件的可重

用能力。业务服务平台是面向决策用户的客户端，

直接为决策气象服务提供服务产品制作、决策动态

模拟、分析评价等服务。

  

 

 

  

图 １　应用系统的总体框架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２　系统功能介绍

２．１　基础电子地图

在空间数据库的基础上，制作了以 １：２５万比例

尺为基础的电子地图，主要包括了省、市、县、乡行政

区、５级河流、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土地利用等数

据。由于１：２５万数据量较大，因此电子地图做成了

分级显示，当用户缩放到一定比例时，更详细的信息

才进行显示。利用 ＤＥＭ数据还制作提供了三维晕

渲图来进一步增强地图的可视化效果。电子地图中

省区以及县行政区图层上关联存储了经济、人口等

重要信息，而北京、上海等地区则提供了更详细的大

比例尺数据。

系统提供电子地图的多种查询方式，如点击查

询、区域查询、属性到图形的查询等。用户将查询获

取的基础信息与气象信息作进一步综合分析，供决

策服务使用。

２．２　地图显示与气象制图

地图以水平分层、垂直分幅的方式进行管理，并

以工程文件形式进行存储。地图支持打开、关闭、存

储、缩放、旋转、裁剪、全图显示、投影变换等基本操

作，图层支持打开、关闭、显隐、上移、下移、图层透明

等操作。为了满足制作省、市或者流域的服务产品

需要，地图裁剪实现了按任意边界的裁剪功能。

在交互式气象制图方面系统提供了数据编辑功

能，如几何图形的增加、删除、移动、平滑、色斑图修

改等，以方便用户对预报和服务产品进行适当的订

正。系统还提供了多种方式的专题图制作工具以及

ＡｒｃＧＩＳ格式的天气符号库，以增强地图的表现能力。

同时用户制图时还允许增加图例、比例尺、指北针、

标题文字、注释性文字、经纬网、边框以及图片等图

饰信息。最后，服务产品可以采用所见即所得的方

式进行预览、打印以及矢量、栅格图片方式高质量输

出。

为了进一步增强可视化效果，系统构建了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Ｅｎｇｉｎｅ３Ｄ组件的三维可视化环境。三维场

景包含了行政区域、地形等基础地理信息，同时，用

户可以将二维视图内已经打开的气象数据再加载到

三维视图内进行三维表面化显示，如降水落区、台风

路径、云图、雷达等。其中云图、雷达等栅格数据可

以选择覆盖在地表上进行显示，也可以选择漂浮在

地表上空进行显示，用户可以根据可视化效果进行

灵活选择。

２．３　历史、实时资料检索

国家气象中心建立了历史、实时资料共享库，这

为决策服务提供了重要的天气信息。系统提供以下

检索方式：① 资料的站点查询统计：任意指定时间

范围内日降水量、总降水量、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平

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气温距平满足范围值

（下文称“界值”）的所有站点。② 资料的日数统

计：任意指定时间范围内统计平均气温、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日降水量、最大连续日降水量、连续日平

均气温、温度距平超出指定界值的日数，并列表输出

所有满足条件的站点及其降水日数或某要素的日

数。③ 重要天气按站点查询：统计指定站点、指定

时段内出现雾、沙尘暴、大风、冻雨、冰雹的日期、时

次、强度。④ 历史资料逐日统计排序：对指定站点、

指定时段内降水量、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

大于（小于）某界限值的日数（或该项目逐日值）从

多到少或从少到多排序，并列出序号前 ５位的时间

和数值。⑤ 旬、月报资料的查询：查询任何指定的

旬（月）的平均温度、温度距平、总降水量、降水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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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率、降水日数、日照时数和日照百分率。所有查

询结果，均以表格、曲线、或者统计图等合适的形式

输出，表格数据具有复制、排序、另存、打印输出等基

本功能。

２．４　灾情数据统计分析

中国气象局决策服务中心于２００６年初步建立了

基于网络的气象部门灾情直报系统，实时发生的灾情

信息在县一级单位就可以通过网络上传至决策气象

服务中心。目前，气象灾情分为天气气候事件直接产

生的灾害、气象事件引发的衍生类灾害和与气象有关

的社会气象事件３大种类，每天获得的灾情信息量很

大，因此提供及时准确、高效的灾情查询与统计功能

对于决策服务尤为重要。系统提供了较为灵活的综

合检索功能，能够按不同省份、不同时间段、不同灾种

以及灾害等级等多条件进行组合查询。查询结果以

表格、曲线以及柱状图等形式输出。所有表格中的数

字信息（如房屋倒塌数量等）均能进行求和等统计分

析，用户还可以指定表格中某列值分别为横、纵坐标

进行有意义的曲线绘制，所有统计分析结果均可以打

印输出或者导出为外部数据文件。

２．５　台风预警分析与损失评估

系统实现了台风预报路径、历史移动路径、以及

七级、十级风圈的可视化显示。其中，台风路径点按

强度（最新台风分类标准）大小采用不同的符号化显

示。同时系统还提供台风移动路径的动画显示效果。

根据台风实时移动路径或者预报路径可以分析

出其可能影响的地理范围（即台风预警区），结合电

子地图还能够进一步统计出预警区内所属行政区域

（省、市、县）的面积大小、社会经济信息以及人口信

息，从而给防汛等决策部门提供必要的基础信息。

台风的灾害损失评估采用了统计模型方法，即

根据历史上同时期台风登陆后产生的灾害影响进行

数学分析，然后得出统计意义上的模型。系统目前

可以根据台风预报路径、过境可能的降雨量、台风中

心风力、台风最大风速，以及强降水区和大风区域的

预报等信息，来进一步预评估该台风所造成的损失，

同时采用灾情指数的分级方法（分为重灾、大灾、中

灾、小灾、轻灾５级）给出灾情评估结论［９１２］
。

２．６　自动制图作业

结合决策气象服务产品制作的业务需求，系统

提供了基于数据库技术的服务产品业务化定时制作

功能。为了满足实况天气监视要求，系统还提供了

逐小时加密自动站温度、降水、风场等气象要素的实

时制图能力，并制成动画在大屏幕显示。

自动制图采用命令行方式，批处理产生参数文

件后，后台定时启动作业。参数文件的主要内容包

括产品种类、图片文件名、图片大小、图片标题、颜色

方案等。其中，产品种类参数采用 ＳＱＬ语句，用户

可以指定气象要素、制图区域、产品时效等参数，它

提高了制作服务产品的灵活性，一定程度上适应了

应急制图服务的要求。

３　ＧＩＳ应用的关键技术分析

ＧＩＳ应用于决策气象服务系统建设时，需要解

决以下几个关键技术问题，阐述如下。

３．１　气象数据转换

决策气象服务系统所处理的气象信息，一方面

来自数据库中所存储的各类历史与实时资料，另一

重要方面来自预报业务平台 ＭＩＣＡＰＳ系统的数据文

件。ＭＩＣＡＰＳ经过多年的应用与发展，其数据文件已

经成为气象领域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数据交换格式，

但这些格式均是目前通用 ＧＩＳ软件不能共享与访问

的。因此，ＧＩＳ应用于气象领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

气象资料的数据转换问题。

ＧＩＳ中空间数据是按矢量模型和栅格模型进行

组织和管理的，而矢量数据又细分为点、线、面３种类

型，同类型的矢量数据可以形成矢量图层。因此，ＭＩ
ＣＡＰＳ数据文件可以按照 ＧＩＳ的数据组织方式进行转

换和管理。其中 ＭＩＣＡＰＳ中 １类、３类、７类、８类、１４
类均可以转换成矢量数据进行读入，如转成 Ｓｈａｐｅ文
件。而 ＭＩＣＡＰＳ中４类（如云图、雷达以及模式输出

产品）等则可以转换栅格数据，如 ＧＲＩＤ文件。

ＭＩＣＡＰＳ中１４类数据存储了预报员交互产生的

数据，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文件格式，它可以存储很多

信息，如普通线、封闭线、点符号、线符号、文本，而

ＧＩＳ特别是 ＡｒｃＧＩＳ数据组织却是不允许同一层中表

达不同类型的矢量数据（如线、面存在于同一图

层）。因此需要将其转换的数据进行重新组织形成

多个图层，并结合气象符号采用不同的专题方式进

行渲染绘制。为了方便用户作进一步的填色处理，

系统将１４类中的封闭线形成了多边形图层。

３．２　插值算法分析

插值是在离散数据之间补充一些数据，使这组

离散数据能够符合某个连续函数。插值分析是气象

信息处理应用最为广泛的分析算法之一，在决策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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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服务系统建设中也多次采用插值算法将离散点数

据插值成连续的表面数据，然后进一步形成等值线

或者色斑图。

气象领域应用最多的插值方法为 Ｃｒｅｓｓｍａｎ插

值算法，它采用逐步订正方法进行最优化插值［１３］
。

尽管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提供了多种通用的插值算法，如反

距离加权平均（ＩＤＷ）、最近邻插值、样条插值以及较

为复杂的克里格插值方法，但并没有提供 Ｃｒｅｓｓｍａｎ
插值算法。因此，采用 ＣＯＭ接口方式实现 Ｃｒｅｓｓｍａｎ
插值算法，并写成通用气象应用组件式，供应用程序

调用。

３．３　基于空间信息检索分析

ＧＩＳ与一般制图系统的重要区别在于其强大的

空间分析能力，它能表达现实世界地理要素的空间

位置与空间关系。系统在实现气象要素信息查询时

采用空间分析技术。首先系统将目前实时库、历史

库中所有观测台站通过“地理坐标编码”的方式转

换形成空间数据，其属性值包含了台站名称、台站号

以及台站类别等信息。在进行数据检索时，将台站

以图层的形式加载到业务系统中以便提供用户基于

空间区域的气象要素检索。系统设计了按省、市、县

以及流域等多种区域选择方式，供用户按区域自由

选择台站，从而作进一步分析，如分析某区域的气象

要素等值线图、色斑图等。系统在灾情信息检索分

析以及台风预警分析中也采用了空间分析技术。

３．４　评估模型的插件技术

ＧＩＳ技术提供了较强的空间建模能力，如栅格

分析、影响范围分析、缓冲区分析等有利于台风等灾

害性天气损失评估模型的建立。但由于模型的复杂

性、多样性和可变性，用户可能需要经常修改模型及

模型所采用的参数以适应动态变化的实际情况。对

于特定模型参数，虽然可以采用配置文件实现，但如

果采用的模型本身发生变化，就很难在配置文件上

做相应的 修 改 而 实 现。因 此 系 统 设 计 时 采 用 了

ＣＯＭ插件技术以便增强系统的可扩展性和适应性。

插件采用了自定义的标准化接口来与主程序进

行通讯，有基本参数，启动调用，还有将模型计算结

果进行可视化的显示接口。同时系统提供了模型增

加、修改、删除等模型管理功能。

３．５　气象三维可视化

ＧＩＳ技术近年来也逐渐朝三维化方向发展，目

前已经出现了三维 ＧＩＳ（３ＤＧＩＳ）的研究热点，以期实

现地理信 息 的 真 实 三 维 显 示 与 分 析 功 能。目 前

３ＤＧＩＳ技术还没有被广泛应用于气象领域，而仅仅

是将其作为气象模拟研究的工具，其主要原因在于

三维数据模的建立还比较困难［１４１５］
。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３Ｄ

组件支持多分辨率影像、地形数据以及矢量数据的

显示，它是一种表面模型的三维可视化技术，尽管不

能真实模拟三维天气现象，但从二维视图到三维视

图确实可以大大增强可视化分析与制图的效果。

决策气象服务系统实现了地球的三维场景，主

要可视化内容包括全球行政区域、中国范围内的地

形数据、各类气象要素，并提供了必要的三维操作工

具，如三维漫游、选择、查询、文本标注以及动画等。

作为服务产品的三维制作，还是基本能满足要求。

４　结束语

本文讨论了基于地理信息技术的决策气象服务

系统建设的总体框架以及主要功能，并对系统建设

中应用的 ＧＩＳ关键技术问题进行探讨。系统建设表

明，基于 ＧＩＳ技术能够实现高效灵活的气象制图功

能，提高服务产品的可视化水平；结合 ＧＩＳ的空间分

析能力，能够实现气象信息的综合查询与检索；结合

ＧＩＳ的空间建模能力，能够对灾害性天气作深入分

析起到辅助决策作用。该系统的建设，将为气象决

策部门解决“应对日常服务、紧急服务情况，开展灵

活的决策气象服务”等重大问题提供一个非常有效

的工具平台，也为进一步开发全国综合性决策服务

系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建设思路。

参 考 文 献

［１］　中国气象局办公室．中国气象局业务技术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ｍａ．ｇｏｖ．ｃｎ／ｑｘｚｔ／ｙｊｔｚｇｇ／ｗｊｈｂ／ｚｔ／ｔ２００６０４０６－
１７０２２２．ｐｈｔｍｌ，２００６．

［２］　李江南．ＧＩＳ在气象数据处理中的应用．广东气象，２００２，（４）：

１４１５．

［３］　ＦｒａｎｓＪＭ，ｖａｎｄｅｒＷｅｌ．Ｍａｋｉｎｇ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ｔｏ

ｔｈｅＵｓ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ＧＩＳａｔａ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ＥＳＲＩＵｓｅ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９９ｙｅａｒ．ｈｔｔｐ：∥ｇｉｓ．ｅｓｒｉ．

ｃｏｍ／ｌｉｂｒａｒｙ／ｕｓｅｒｃｏｎｆ／ｐｒｏｃ９９／ｐｒｏｃｅ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ｐａｐ６０３／ｐ６０３．

ｈｔｍ，２００６．

［４］　毛卫星，王秀荣，刘海波．全国气象业务服务信息系统中图形

产品的研制开发．新疆气象，２００５，（５）：１３．

［５］　刘海峰，曲金华．浅谈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在气象中的应用．

吉林气象，２００２，（２）：１０１１．

［６］　林荔，张敏，周信禹．福建省决策气象服务工作平台功能简介．

广西气象，２００５，（９）：３９４１．

３８３　３期　　　　　　　　　　　　 　吴焕萍等：ＧＩＳ技术在决策气象服务系统建设中的应用　　 　　　　　　　　　　　



［７］　吴炜，尤军，刘素芳，等．ＭＩＣＡＰＳ分析产品向图像文件的转

换．山东气象，２００１，（１２）：２８２９．

［８］　ＲｏｎａｌｄＪＳｚｎａｉｄ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ｓｅｓｏｆ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ＧＩＳＢａｓ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ｘＩｎｓｉｇｈｔ?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

２００５．

［９］　姚棣荣，刘孝麟．浙江省热带气旋灾情的评估．浙江大学学报

（理学版），２００１，（５）：３４４３４８．

［１０］　江春发，仁谦．用 ＧＩＳ技术建立台风跟踪预警系统．华侨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３，２４（１）：６０６３．

［１１］　Ｃｈ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Ｄ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ｄｏｎｇ，ＯｕＪｉｎｐｉｎｇ．ＧＩ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ｙｐｈｏ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ａｚａｒ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ｒｂｉｎ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ｅｗ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５，１２（４）：３８３３８７．

［１２］　ＳｈｉｐｌｅｙＳｃｏｔｔ．ＧＩ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１６ｔｈ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０：１７９１８２．

［１３］　冯锦明，赵天保，张英娟．基于台站降水资料对不同空间内

插方法的比较．气候与环境研究，２００４，９（６）：２６１２７７．

［１４］　盖印．三维 ＧＩＳ的天气现象模拟研究与应用．大连：大连理工

大学，２００５．

［１５］　任志民．基于三维 ＧＩＳ平台的气象模拟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２００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ＷｕＨｕａｎｐｉｎｇ１）　ＬｕｏＢｉｎｇ１）　ＷａｎｇＷｅｉｇｕｏ１）　ＤｕａｎＹａｎ＇ｅ２）

　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

　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０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ＧＩ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ｐｒｏ
ｐｏｓｅ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ｔｈｒｅｅｌａｙｅｒｓ．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ｌａｙｅｒｉｓｔｈｅｄａｔａｌａｙｅｒｗｈｅｒ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ａｎｄ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ｓｔｏｒｅｄ，ａｎｄ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ｆｏｒｕｐｐｅｒｌａｙｅｒｓａｒ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ｌａｙｅｒｉ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ｒ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ｂｙＧＩ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ｍａｎｙｂａｓ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ｃｈａｓ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ｌａｙｅｒｉｓ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ｉｓ
ｍｕｌｔｉｔｉｅｒｓ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ｈａｓｇｒｅａｔｌ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ｈｅｒｅｕｓｉｎｇ，ｓｈ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ｘ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
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ｂｒｉｅｆ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ａｐｑｕｅｒｙｉｎｇ，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ｄａｔａ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ｙｐｈｏｏｎｗ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ａｍａｇ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ｅｍａｐ
ｐ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Ｆｉｖｅｋｅｙ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ＧＩＳ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ｅ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ｏｍａｋ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ｅｗｉｔｈＧ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ｔｏｔｈｅＧＩＳｆｏｒｍａｔ
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ｃｏｍｐｌｙｉｎｇｗｉｔｈＧ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ｓｕｃｈａｓ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ＧＲＩＤｆｏｒｍａｔ．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
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ＧＩＳ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ｓｐｅ
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ｄａｔａａ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ｉｓｓｅｔｕｐ．Ｔｈｉｒｄｌｙ，ｔｈ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ｉｓｔｈａｔｐｌｕｇｉ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ｏｂｕｉｌｄａ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ａｂｏｕｔｔｙｐｈｏｏｎ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ｅａｓｉｌｙｂｅａｄｄｅｄｔｏａｎｄｒｅｍｏ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Ｌａｓ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ｏ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ｔｉｓ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ａｎｂｅｇｒｅａｔｌ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ｂｙＧＩＳ，ｔｈｅ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ｃａｎ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ａｎｂ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ａｎｂ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ｄｅｅｐｌｙｆｏｒ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ＩＳ；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３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８３　　 　　 　　　　　　　　　　　　　　　　　应　用　气　象　学　报　 　 　 　　　　　　　 　　　　　　１９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