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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犇犕软件在气象数据交换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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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运行的国内气象通信系统存在着交换平台（操作系统平台）不统一、数据接口不统一、数据交换软件不统

一等问题，导致每新增一类投入业务使用的观测资料，从资料采集、资料传输、资料传输监视到资料应用等都自成

一体，给通信传输管理带来很大不便。ＬＤＭ（Ｌｏｃａｌ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ｒ）软件作为底层通信传输和管理系统，可实现上述

三者的统一。通过对目前国内气象通信系统存在的传输软件不统一、文件数目多时造成拥塞和文件优先级无法保

证问题的分析，对ＬＤＭ软件灵活和有效的数据分发功能及用户可配置的、支持分布式的处理和事件驱动的特点进

行了介绍，并以建立的基于ＬＤＭ的实时气象资料分发服务系统为研究和试验原型，对ＬＤＭ软件及目前国内气象

通信系统软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采用ＬＤＭ软件可以提高传输业务的整体工作质量，解决目前国内气象通

信系统存在的问题，即ＬＤＭ软件较适用于我国气象数据交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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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我国气象观测系统建设的不断深入，新增

观测资料种类越来越多，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顶

层设计，导致每一类观测资料从数据收集、数据传

输、传输监视到资料应用都自成体系，如自动气象

站、区域自动站、闪电定位和自动土壤水份观测数据

等，这些观测数据的收集、传输和监视都不能统一到

一个平台。数据传输和传输监视手段不统一，给通

信传输带来了很大不便。

Ｕｎｉｄａｔａ的ＬＤＭ（Ｌｏｃａｌ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ｒ）是一套

集选择、获取、管理和分发任意数据产品等功能为一

体的软件系统，该系统以事件驱动数据分发，这就意

味着进入该系统的任何数据都能通过数据产品队列

尽可能快地得到处理［１］。该软件在国际上一些发达

国家中应用较为广泛，如美国 Ｕｎｉｄａｔａ的ＩＤＤ（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Ｄａ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项目等；在业务方面，美国

全国的雷达资料都是通过ＬＤＭ 传输到美国国家天

气局（ＮＷＳ）；在国际间数据传输交换方面，该软件

在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的 ＴＩＧＧＥ项目中被用于

几大数据中心之间的数据传输。鉴于该系统在国际

气象数据交换［２１１］中的广泛应用，为探索其在国内

气象数据交换［１２］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一系列的研

究和试验，并且在河南省建立了基于ＬＤＭ 的实时

气象资料分发服务系统。文中对该系统的设计和实

现进行了简要论述，并对试用结果进行了分析，结果

表明：使用ＬＤＭ 软件可将数据交换统一在一个平

台上进行，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数据交换的及时性和

可靠性。因此，该软件在我国气象数据交换中有良

好的应用前景。

１　国内气象通信系统存在的问题

目前运行的国内气象通信系统软件是由国家气

象信息中心统一安装部署的，基本沿用了原９２１０工

程的技术架构和方法。其特点是采用ＵＮＩＸ系统下

文件处理的各种方法，对文件级的数据进行交换、处

理和分发，以目录结构划分不同的工作区和不同的

数据类型分别进行处理，具有优先级控制；根据文件

和站点节目表对数据的应收和发送进行控制，可以

进行自动补调缺失数据。运行至今所发现的主要弱

点包括：① 采用轮询的方式进行文件处理，在文件

数多时会造成拥堵；② 采用单线程方式进行文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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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件的优先级无法切实保证；③ 只能收集、传输

８．３格式（文件名８位，扩展名３位）短文件名命名的

文件。

目前国内气象通信系统软件已经投入业务运行

逾１０年，其间未进行较为完整的版本更新。与此同

时，新的观测业务不断增加，而新增观测资料的数据

文件名多采用长文件名策略。因此其通信系统软件

弱点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并放大。尤其是只

能收集传输８．３格式短文件名命名的文件的弱点，

使得采用长文件名格式命名的新增观测资料不能纳

入该通信系统的传输范围，而事业发展又迫切要求

这些新增资料尽早投入业务使用。为解决新增资料

通信传输问题，规定在进行探测系统建设时，由建设

单位负责观测资料台站级和省级的处理，以及资料

从台站到省气象局的传输；省级气象信息中心负责

新增资料从省级气象信息中心到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的传输。于是，每新增一类观测资料，便产生一套相

应的由气象台站到省级气象信息中心的传输系统及

收集平台。随着探测系统种类越来越多，省级资料

收集平台也越来越多，如自动气象站中心站、区域自

动站中心站、闪电定位中心站、自动土壤水分中心站

等等。由于这些传输和收集软件的研制单位不同，

技术背景和水平存在差异，因此软件功能和质量参

差不齐，管理维护难度很大。如中国气象局要求观

测资料均上传至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并要求考核及

时率，而目前的国内气象通信系统无法实现此项功

能，于是各省级气象信息中心纷纷自行开发一些小

软件，完成各类测站资料收集、上传和上传监视等任

务。由于这些软件没有采用统一标准，软件开发平

台、数据接口及软件运行的操作系统平台均不统一，

经常发生问题。

国内气象通信系统软件的固有缺陷，使其无法

实现新增资料的传输任务，导致目前各省自行开发

了各类种类不一，方法各异的新增观测数据传输软

件；又由于各类新增观测业务的独立性，导致与之相

配套的各传输软件自成体系，每个软件分别完成所

属类别资料的收集、传输和传输监视等任务。因此，

省级气象信息中心积累了数目可观的各类新增资料

收集传输和监视平台，值班人员需要监控和维护各

种不同的新增观测数据传输软件，维护工作压力很

大。

所以，整合并统一各类新增资料传输软件、解决

拥塞问题和保证传输优先级问题，是提高传输业务

整体工作质量的关键所在，也是目前国内气象通信

系统亟待解决的问题。

２　ＬＤＭ软件功能和特点

２．１　犔犇犕软件概述

ＬＤＭ软件是基于ＬＩＮＵＸ／ＵＮＩＸ操作系统源

代码开放的软件。Ｕｎｉｄａｔａ的ＬＤＭ 软件与其他联

网的计算机一起获取和共享数据，不论是文本文件、

二进制文件、图形图像文件还是压缩文件，都可以通

过ＬＤＭ软件进行处理和分发
［１３］。事实上，ＬＤＭ软

件目前能够处理来自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ＯＡＡｐｏｒｔｃｈａｎｎｅｌ３的数据流，包括数值预报模

式生成的格点资料，也能够处理 ＮＥＸＲＡＤ的雷达

数据，处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的闪电定位数据和ＧＯＥＳ的卫星图像数据
［１４］。

２．２　犔犇犕软件功能

ＬＤＭ软件是一个点对点（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的灵活

和有效的数据分发软件系统，分发数据的大小受到

数据队列大小（队列大小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

整）的限制。ＬＤＭ软件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它支持

灵活的、针对具体节点的数据交换配置［１５］。

２．３　犔犇犕软件特点

① 用户可配置：用户可以使用配置文件灵活地

对ＬＤＭ服务器进行配置。

② 支持分布式处理：在一台计算机上获取的数

据能够存储在网络上的其他计算机上。

③ 事件驱动：ＬＤＭ 软件是事件驱动数据分发，

数据产品队列一旦有新的数据，该系统即可对数据

进行相应处理。

基于ＬＤＭ 软件的功能和特点，利用其可以被

用户灵活配置的特点，可以实现每新增一类观测资

料的传输只需修改配置文件即可完成，达到统一各

类新增资料传输软件的目的；利用其事件驱动特点，

采用多线程方式对文件进行处理，可以有效解决拥

塞问题和保证传输的优先级。ＬＤＭ 软件从技术上

能够解决目前国内气象通信系统存在的问题，可以

通过安装部署该软件来代替国内气象通信系统数据

传输软件部分的功能。

３　ＬＤＭ数据交换试验

为了探索ＬＤＭ软件在国内气象数据交换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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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前景，河南省气象信息中心建立了基于ＬＤＭ

的实时气象资料分发服务系统，对ＬＤＭ 软件的通

信传输功能进行试用。

３．１　资料分发服务系统

３．１．１　系统设计目的

目前，河南省气象信息中心对用户提供实时气

象资料的服务方式有两种：ｆｔｐ和虚盘映射，由用户

主动到河南省气象信息中心服务器调取所需要的实

时资料。这两种服务方式对时效性要求不高的资

料，尚可满足用户需求，但对于新一代雷达ＰＵＰ产

品等（每６ｍｉｎ１次）时效性比较强的资料，因调取方

式的差异，有些用户往往在很长时间之后才可以得

到资料，在有重要天气过程时，会影响用户对该类资

料的使用。同时当地市气象局的ＤＶＢＳ系统不能

完整接收到资料时，往往不能及时获取所需的资料

提供给预报员。为了提高各级用户对实时气象资料

的使用效率，改变以往用户从河南省气象信息中心

调取资料的传统方式，由主动调取改为自动获取，同

时为了解决地市气象局在ＤＶＢＳ系统出现故障而

无法快速获取实时资料的问题，河南省气象信息中

心采用ＬＤＭ软件，根据需求，将实时资料以河南省

气象信息中心向各地市级用户推送，实现实时资料

的主动分发服务［１６］。

３．１．２　系统结构

基于 ＬＤＭ 的实时气象资料分发服务系统结

构［１７］如图１所示。河南省气象信息中心的ＬＤＭ服

务器通过局域网络和广域网络ＳＤＨ（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线路将实时气象资料分发到各个

客户端，实现实时资料的主动分发服务。

图１　实时资料分发服务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ｄａ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３．１．３　实时资料分发时效要求

资料分发的时效规定：新一代天气雷达资料于

省级气象信息中心收到雷达站传上来的雷达产品后

５ｍｉｎ内分发到用户端；其他资料（区域自动站资

料、卫星云图、数值预报产品等）于省级气象信息中

心收到资料后最迟１０ｍｉｎ分发到用户端。

３．１．４　服务器平台

表１列出了河南省气象信息中心服务器和客户

端服务器平台的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网络协议及开

发工具具体情况。

表１　河南省气象信息中心服务器和客户端服务器平台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犳犾犪狋狅犳狊犲狉狏犲狉犪狀犱犮犾犻犲狀狋犻狀犎犲狀犪狀

犘狉狅狏犻狀犮犻犪犾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犆犲狀狋犲狉

省级中心服务器 客户端服务器

操作系统 ＳｕｓｅＬｉｎｕｘ１０．０ ＳｕｓｅＬｉｎｕｘ１０．０

应用软件 ＬＤＭ ＬＤＭ

网络协议 ＴＣＰ／ＩＰ，ＲＰＣ ＴＣＰ／ＩＰ，ＲＰＣ

开发工具 Ｃ语言，Ｐｅｒｌ语言

３．２　数据试验情况

３．２．１　资料分发服务情况

目前已经实现了常规资料（３９ＭＢ／ｄ）、传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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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ＭＢ／ｄ）、卫星云图（６３ＭＢ／ｄ）、数值预报产品

（Ｔ２１３，ＥＣ，ＥＤ，ＲＪ，１６７ＭＢ／ｄ）、自动气象站资料

（３ＭＢ／ｄ）、区域自动气象站资料（２５ＭＢ／ｄ）、闪电

定位资料（１ＭＢ／ｄ）、河南省６部新一代天气雷达

ＰＵＰ产 品 和 基 数 据 （非 汛 期 ２８０ ＭＢ／ｄ，汛 期

１１２０ＭＢ／ｄ）的分发服务，合计汛期１５２９ＭＢ／ｄ，非

汛期６８９ＭＢ／ｄ的资料分发量。

３．２．２　系统试用情况分析

基于ＬＤＭ的实时气象资料分发服务系统建立

的广域网络环境，省地市为２ＭＳＤＨ线路，目前该

ＳＤＨ线路上行的通信传输业务是各级台站的实时

观测资料，下行业务是各级台站通过远程调取河南

省气象信息中心收集到的各类实时资料和预报产

品。目前实现分发的资料都是随来随发，２ＭＳＤＨ

线路带宽可以满足资料分发服务系统的需要。资料

分发服务中心对各类资料的分发情况进行监视统

计，表２～表６列出了部分监视统计信息，其中的时

间均为世界时，发送时间为河南省气象信息中心

ＬＤＭ服务器将数据文件送入发送队列的时间，接收

时间为各地市气象局ＬＤＭ客户端接收到数据文件

的时间。河南省气象信息中心ＬＤＭ 服务器和地市

气象局ＬＤＭ客户端服务器的时间均与河南省气象

信息中心时间服务器实时对时，不存在服务器和客

户端时钟的差异。

表２　河南省自动气象站资料发送、接收时间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犱犲犾犻狏犲狉犲犱犪狀犱狉犲犮犲犻狏犲犱狋犻犿犲狅犳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狊狋犪狋犻狅狀犱犪狋犪犻狀犎犲狀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发送时间
接收时间

安阳 开封 洛阳 漯河 南阳 平顶山 三门峡 许昌 新乡 驻马店 郑州

００：０７：０４ ００：０７：０５００：０７：０５００：０７：０５００：０７：０５００：０７：０５００：０７：０５００：０７：０５００：０７：０５００：０７：２１００：０７：０５００：０７：０５

００：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０４００：０８：０４００：０８：０４００：０８：０４００：０８：０４００：０８：０４００：０８：０４００：０８：０４００：０８：０４００：０８：０４００：０８：０４

００：０８：３４ ００：０８：３４００：０８：３４００：０８：３４００：０８：３４００：０８：３４００：０８：３４００：０８：３４００：０８：３４００：０８：３４００：０８：３４００：０８：３４

００：１５：０４ ００：１５：０５００：１５：０５００：１５：０５００：１５：０５００：１５：０５００：１５：０５００：１５：０５００：１５：０５００：１５：０５００：１５：０５００：１５：０５

００：２０：０５ 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５

表３　河南省常规气象资料发送、接收时间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犱犲犾犻狏犲狉犲犱犪狀犱狉犲犮犲犻狏犲犱狋犻犿犲狅犳犵犲狀犲狉犪犾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犱犪狋犪犻狀犎犲狀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发送时间
接收时间

安阳 开封 洛阳 漯河 南阳 平顶山 三门峡 许昌 新乡 驻马店 郑州

０３：１５：３２ ０３：１５：３７０３：１５：３７０３：１５：３７０３：１５：３７０３：１５：３７０３：１５：３７０３：１５：３７０３：１５：３７０３：１５：３７０３：１５：３７０３：１５：３７

０３：２５：３３ ０３：２５：３３０３：２５：３４０３：２５：３３０３：２５：３３０３：２５：３３０３：２５：３３０３：２５：３３０３：２５：３３０３：２５：３３０３：２５：３３０３：２５：３３

０３：３６：３５ ０３：３６：３５０３：３６：３５０３：３６：３５０３：３６：３５０３：３６：３５０３：３６：３５０３：３６：３５０３：３６：３５０３：３６：３５０３：３６：３５０３：３６：３５

０３：４６：３６ ０３：４６：４００３：４６：４００３：４６：４００３：４６：４１０３：４６：４１０３：４６：４００３：４６：４００３：４６：４００３：４６：４００３：４６：４００３：４６：４０

０３：５６：３８ ０３：５６：３８０３：５６：３８０３：５６：３８０３：５６：３８０３：５６：３８０３：５６：３８０３：５６：３８０３：５６：３８０３：５６：３８０３：５６：３８０３：５６：３８

表４　河南省雷达犘犝犘产品发送、接收时间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犱犲犾犻狏犲狉犲犱犪狀犱狉犲犮犲犻狏犲犱狋犻犿犲狅犳犘犝犘狉犪犱犪狉犱犪狋犪犻狀犎犲狀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发送时间
接收时间

安阳 开封 洛阳 漯河 南阳 平顶山 三门峡 许昌 新乡 驻马店 郑州

０１：１７：１２ ０１：１７：４４０１：１７：４４０１：１７：４４０１：１７：４４０１：１７：４４０１：１７：４４０１：１７：４４０１：１７：４４０１：１７：４４０１：１７：４４０１：１７：４４

０２：００：１９ ０２：００：２４０２：００：２４０２：００：２４０２：００：２４０２：００：２４０２：００：２５０２：００：２４０２：００：２４０２：００：２４０２：００：２４０２：００：２４

０３：３０：３４ ０３：３０：３７０３：３０：４２０３：３０：３７０３：３０：３７０３：３０：３７０３：３０：３７０３：３０：３７０３：３０：３７０３：３０：３７０３：３０：３７０３：３０：３７

０４：２５：４２ ０４：２５：４６０４：２５：４６０４：２５：４６０４：２５：４６０４：２５：４６０４：２５：４６０４：２５：４６０４：２５：４６０４：２５：４６０４：２５：４６０４：２５：４６

０５：０５：４８ ０５：０５：５００５：０５：５００５：０５：５００５：０５：５１０５：０５：５００５：０５：５００５：０５：５００５：０５：５００５：０５：５００５：０５：５００５：０５：５０

表５　河南省卫星云图发送、接收时间

犜犪犫犾犲５　犜犺犲犱犲犾犻狏犲狉犲犱犪狀犱狉犲犮犲犻狏犲犱狋犻犿犲狅犳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犱犪狋犪犻狀犎犲狀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发送时间
接收时间

安阳 开封 洛阳 漯河 南阳 平顶山 三门峡 许昌 新乡 驻马店 郑州

００：４２：１１ ００：４２：４３００：４２：４３００：４２：４３００：４２：４３００：４２：４３００：４２：４３００：４２：４３００：４２：４３００：４２：４３００：４２：４３００：４２：４３

０１：２３：１２ ０１：２３：４９０１：２３：４９０１：２３：４９０１：２３：４９０１：２３：４９０１：２３：４９０１：２３：４９０１：２３：４９０１：２３：４９０１：２３：４９０１：２３：４９

０２：２４：２２ ０２：２４：３００２：２４：２９０２：２４：２９０２：２４：２９０２：２４：２９０２：２４：３００２：２４：２９０２：２４：３００２：２４：３００２：２４：３００２：２４：２９

０３：２６：３４ ０３：２６：４４０３：２７：２５０３：２６：４４０３：２６：４４０３：２６：４４０３：２６：４５０３：２６：４４０３：２６：４４０３：２６：４４０３：２６：４４０３：２６：４４

０４：２８：４２ ０４：２９：１５０４：２９：１５０４：２９：１５０４：２９：１５０４：２９：１５０４：２９：１５０４：２９：１５０４：２９：１５０４：２９：１５０４：２９：１５０４：２９：１５

５６７　６期　　 　 　　　　　　　　　艾　艳等：ＬＤＭ软件在气象数据交换中的应用　　　　　 　　　　　　　　　　　　　



表６　河南省数值天气预报产品发送、接收时间

犜犪犫犾犲６　犜犺犲犱犲犾犻狏犲狉犲犱犪狀犱狉犲犮犲犻狏犲犱狋犻犿犲狅犳狀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狑犲犪狋犺犲狉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狀犎犲狀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发送时间
接收时间

安阳 开封 洛阳 漯河 南阳 平顶山 三门峡 许昌 新乡 驻马店 郑州

０６：２５：５３ ０６：２６：４２０６：２６：４２０６：２６：４３０６：２６：５１０６：２６：５００６：２６：４４０６：２６：４３０６：２６：４２０６：２６：４２０６：２６：４４０６：２６：４３

０６：２５：５７ ０６：２８：５９０６：２８：５６０６：２８：５９０６：２９：０８０６：２９：２３０６：２９：１５０６：２８：５９０６：２８：５８０６：２８：５７０６：２８：５８０６：２９：１１

０７：３１：１５ ０７：３１：４１０７：３１：３８０７：３１：４５０７：３１：４８０７：３１：４６０７：３１：４２０７：３１：４３０７：３１：３９０７：３１：３７０７：３１：４１０７：３１：４０

２０：２９：２２ ２０：３３：３５２０：３３：３９２０：３３：３３２０：３３：３９２０：３３：４５２０：３３：４９２０：３３：３４２０：３３：３０２０：３３：２９２０：３３：３２２０：３３：３１

２１：３０：３０ ２１：３０：４６２１：３０：４４２１：３０：４６２１：３０：４８２１：３０：４７２１：３０：４６２１：３０：４６２１：３０：４５２１：３０：４４２１：３０：４５２１：３０：４４

　　表２～表６所列数据为随机抽取的监视统计信

息，分析表明：利用该系统可以在规定时效内完成数

据的分发，将数据文件分发到指定的服务器，客户端

通过该系统可以及时获取所需的气象资料，表明了

该系统的设计符合目前实时资料分发服务的要求，

在河南省的实时资料共享服务［１８２５］上开辟了新途

径。

４　ＬＤＭ软件与我国气象通信软件比较分析

４．１　对比分析

表７从１２个方面对ＬＤＭ 软件和目前国内通

信软件的数据传输进行了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两个

软件系统在进行数据传输时各有优缺点。

表７　犔犇犕软件和我国通信传输软件对比

犜犪犫犾犲７　犜犺犲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犪狀犱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犔犇犕犪狀犱犮狌狉狉犲狀狋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序号 功能和特点　　　　 ＬＤＭ软件 国内通信软件

１ 采用协议 ＲＰＣ ＴＣＰ／ＩＰ

２ 数据划分 按文件名命名和目录结构 按目录结构

３ 传输时延 ２ＭＢＳＤＨ线路情况下最大５ｍｉｎ 不同类别的资料时延不同

４ 优先级
无，但是可以采用多ＬＤＭｓ或在队列外围增加

优先级控制来实现

有，但是受单线程轮询制约，有时无法实现优先

级控制。

５ 收发控制 根据配置文件实现接收和发送的控制 根据节目表实现接收和发送的控制

６ 发送成功回执 有回执，并有详细的日志记录 有回执，但是日志记录不详细

７ 自动补调 有，一定时间之内的数据可以补调 有，一定时间之内的数据可以补调

８ 数据处理方式 多线程，数据多时不会发生拥堵 单线程，在文件数多的时候会造成拥堵

９ 重复数据传输 不可以，除非从队列中删除 可以

１０ 重复数据的判断
文件名相同、内容不同认为是不重复的数据，文

件名不同，内容相同认为是重复的数据。

文件名相同、内容不同认为是重复的数据，文件

名不同，内容相同认为是不重复的数据。

１１ 数据完整性

可以保证，因采用多线程的方式，可以确保数据

的完整传输；当接收方系统或通信线路出现故障

恢复后，能自动重传没有传走的数据。

不能保证，在文件数多的时候会因造成拥堵而丢

失数据；当接收方系统或通信线路出现故障恢复

后，不能自动重传没有传走的数据。

１２ 交换数据量

目前只有分发的数据，非汛期６８９ＭＢ／ｄ，汛期

１５２９ＭＢ／ｄ，以后随着业务的需求会增加数据

量。

收集５００ＧＢ／ｄ、广播８０ＧＢ／ｄ。

４．２　使用犔犇犕软件的优越性

对所建立资料分发服务系统的试用表明：ＬＤＭ

软件可以实现数据交换的３个统一。① 数据接口统

一：遵循ＬＤＭ软件的数据接口定义。② 操作系统

平台统一：传输平台统一在Ｌｉｎｕｘ／Ｕｎｉｘ操作系统

下。③数据交换软件统一：不管资料的采集方式如

何，采集完成后的数据文件都送入ＬＤＭ 的数据产

品队列，统一由ＬＤＭ软件负责完成传输工作。

与目前使用的通过ＴＣＰ／ＩＰ协议的ｆｔｐ方式进

行数据传输相比，ＬＤＭ软件可以避免使用ｆｔｐ方式

传输数据造成的数据丢失或不完整（因为网络故障、

网络拥堵或者服务器端ｆｔｐ服务异常会造成数据在

传输过程中丢失或不完整）。

５　结　语

根据ＬＤＭ软件在河南省实时气象数据共享服

务中的应用情况表明：使用ＬＤＭ 软件不仅可以实

现各类新增资料的传输，还可以传输由原９２１０工程

传输的资料，实现传输软件的统一；由于ＬＤＭ 软件

６６７　　 　　 　　　　　　　　　　　　　　　　　应　用　气　象　学　报　 　 　 　　　　　　　 　　　　　　２１卷　



采用事件驱动，利用多线程方式处理文件，因此可以

有效地解决拥塞问题和保证传输的优先级。采用

ＬＤＭ软件可以提高传输业务的整体工作质量，解决

目前国内气象通信系统存在的传输软件不统一、文

件数目多造成拥塞和文件优先级无法保证的问题。

此外，通过安装部署ＬＤＭ 软件来代替国内气象通

信系统数据传输软件部分的功能，也可减轻省级气

象信息网络值班人员监控和维护的工作压力。因

此，ＬＤＭ软件较适用于我国气象数据交换业务，在

我国气象数据交换中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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