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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采用ＥＳＲＩ公司的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配合ＡｒｃＳＤＥ，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软件，结合ＡＳＰ．ＮＥＴ，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ＶＭＬ，

Ａｊａｘ技术开发了基于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和ＶＭＬ技术的气象信息发布系统。该系统将实时气象资料融入实际的地理

信息环境，实现动态信息查询、统计及各种统计图表展示，并充分发挥ＧＩＳ空间分析能力，实现等值面、面雨量、缓

冲区和叠加分析，为气象预报工作提供及时、有效、科学的辅助决策支持，为社会提供优质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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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特别是近年来极端天气现

象增多，为了确保气象信息准确快捷地服务社会，建

设气象信息发布平台势在必行。气象现象往往发生

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且常规气象要素信息如温度、

风场、气压、湿度及地温等均相对于具体的空间域和

时间域而言，因此气象观测数据与地理信息紧密关

联［１］。

目前，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的气象信息化研究已经比

较普遍［２７］，研究人员已将气象数据管理与ＧＩＳ技术

相结合，实现了气象数据的展现、查询、统计功能，但

ＧＩＳ空间分析功能与气象业务应用结合的研究还比

较少。本文利用ＧＩＳ的空间分析能力，对气象数据

做进一步的空间分析处理，旨在借助真实的地理环

境对气象数据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与挖掘，为预测预

报提供辅助决策。基于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和 ＶＭＬ技

术的省级气象信息发布平台通过对气象资料合理整

理、再加工，借助 ＷｅｂＧＩＳ和ＶＭＬ等技术实现气象

信息及时、准确、科学的可视化发布，重点突出 ＧＩＳ

的空间分析能力，通过等值面、面雨量、缓冲区和叠

加分析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面临各种复杂天气

情况时，不仅能使预报员直观、迅速地掌握各种气象

信息，为决策提供帮助，还能为社会提供有效的气象

服务。

１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与ＶＭＬ简介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是ＥＳＲＩ公司在ＡｒｃＧＩＳ９中新

增产品，目前最新版本是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９．３，是功

能强大的基于服务器的ＧＩＳ产品，用于构建集中管

理的、支持多用户的、具备高级 ＧＩＳ功能的企业级

ＧＩＳ应用与服务，其主要功能为空间数据管理、空间

可视化（制图）和空间分析［８］。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

可构建各种服务和应用，包括 ＡｒｃＧＩＳ桌面系统及

其扩展、Ｗｅｂ应用以及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应用等
［９］。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的主要特点
［１０１１］：①系统开发方面，

它提供了和桌面端ＧＩＳ软件一样强大的ＧＩＳ分析

处理模块，基于它构建自己的ＧＩＳ系统，可减少系统

开发的复杂程度，缩短系统的开发周期；②系统性能

和安全性方面，它具有管理的集中性、连接和访问的

安全性及支持多种客户端等优点。鉴于 ＡｒｃＧＩＳ

Ｓｅｒｖｅｒ诸多优势，故选择它为ＧＩＳ服务器端平台。

２０１０１１２２收到，２０１１０５１８收到再改稿。

资助项目：广东省气象局科研项目（２０１０１４），广东省气象信息中心项目（Ｘ２０１０Ａ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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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ＭＬ（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ｒｋｕｐ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矢量标记语

言，是微软１９９９年９月附带ＩＥ５．０发布的
［１２］，它基

于ＸＭＬ，将图形与文本信息及其他数据集成在一

起，是用文本方式描述矢量图形的语言，它能在

Ｗｅｂ上建立高效、灵活和简洁的矢量图形
［１３］。

ＶＭＬ的优点
［１４］包括：①丰富的样式表、灵活的脚

本控制，能动态绘制不同的图形；②无需下载插件，

ＶＭＬ便可以在ＩＥ浏览器中绘制矢量图形
［１５］；③采

用ＶＭＬ技术能替服务器端分担很大压力。

服务器端使用ＥＳＲＩ公司的 ＧＩＳＷｅｂ服务器

产品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客户端采用矢量图形绘制技术

ＶＭＬ，从而搭建出ＧＩＳ空间分析功能强大、气象信

息美观展示、响应快捷的 ＷｅｂＧＩＳ系统框架。

２　省级气象信息发布平台需求

２．１　系统总体目标

系统的总体目标是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ＶＭＬ

和Ｏｒａｃｌｅ等技术，以广东省的矢量、影像地理数据

为基础，将 ＧＩＳ空间分析与气象信息充分结合，建

立集气象资料处理、查询、统计、分析结果展示和预

警为一体的信息发布平台，为气象预报提供决策支

持。

２．２　系统主要功能

２．２．１　地图基本操作

地图操作几乎集合了所有常用操作，为方便用

户，采用工具条、鼠标相结合操作，主要包括漫游、量

测、选取及鹰眼图切换等。

２．２．２　信息查询、统计、展示与保存

实现基于地理信息的气象信息查询、统计与展

示，查询内容有自动站六要素、台风、水文、闪电定位

和雷达图、卫星图，其中雷达图包括反射率因子

（ＲＥＦ）、定量降水预报（ＱＰＦ）、反射率因子预报、闪

电和追踪等资料，卫星图实现可见光、红外和水汽３

种模式渲染；查询方式有选择地理范围查询气象资

料、根据气象资料突出显示地理要素、按空间位置与

气象属性联合查询、气象信息实时、动态查询等，且

所有查询都是基于Ａｊａｘ异步调用，不仅不影响其他

操作，还带给用户良好感受。

对查询所得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实现表格、统计

图、图片和ＶＭＬ绘制３种方式展示，其中统计图包

括直方图、曲线图和填色图３种，雷达图及卫星图由

图片渲染，预警信号、台风路径使用 ＶＭＬ绘图显

示。查询、统计信息及图表可保存为Ｅｘｃｅｌ文件，也

可打印输出。图１所示为气象信息发布平台主界面

及广州华南植物园２０１０年５月１日的气温曲线图。

图１　广州华南植物园２０１０年５月１日气温曲线图

Ｆｉｇ．１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Ｇａｒｄｅｎｉ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ｏｎ１Ｍａｙ２０１０

２．２．３　空间分析功能

空间分析是地理信息系统核心功能，该平台充

分利用ＧＩＳ的缓冲区分析、叠加分析和等值面分析

来实现台风影响范围、气温分布图、雨量分布图及面

雨量统计表等，为预报和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图２为

台风影响范围及面雨量分析结果图。

２．２．４　系统安全和用户管理

　　从网络和软件系统两方面加强系统安全，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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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台风影响范围（ａ）及面雨量分析（ｂ）

Ｆｉｇ．２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ａ）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ｂ）

用动态ＩＰ和设置密码验证来实现。用户管理包括：

用户注册、用户基本信息、角色定义、用户权限设置、

密码设置及权限分配等。

３　系统设计

３．１　系统总体结构

广东省气象信息发布平台４层体系结构如图３

所示：第１层为数据存储层，包括气象业务数据和基

础地理数据，分别存储于Ｏｒａｃｌｅ１０．２数据库（业务

数据库）和ＡｒｃＳＤＥｆｏｒＯｒａｃｌｅ空间数据库。第２层

为数据服务层，主要包括属性数据服务和空间数据

服务，由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发布的地图服务结合ＤＯＴ

ＮＥＴ应用服务程序实现，根据各种请求参数封装不

同的数据服务。第３层为业务逻辑层，按照客户端

请求提供特定业务逻辑的处理和组织，调用数据服

务层获取信息，由Ｂｕｓｉｎｅｓｓ业务模块实现。第４层

为客户表示层，通过友好的浏览器交互界面，动态实

时地为客户提供各种气象信息，使用Ｅｘｔ脚本库、

Ａｊａｘ等 Ｗｅｂ２．０的新技术带给用户全新体验。

图３　系统总体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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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数据存储管理

气象信息发布平台中涉及的数据主要分为气象

观测数据和地理信息数据两部分。气象观测数据存

储在已有的、经过长期业务实际检验的Ｏｒａｃｌｅ１０．２

中，因业务系统运行良好继续沿用，只是新设计了一

些属性表以满足信息发布平台的需要。系统用的空

间数据包括矢量和栅格两部分，矢量数据是１：

２５００００的广东省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格式基础地理信息数

据，其中包括行政区划、水系等；栅格数据主要是分

辨率为３０ｍ的真彩色遥感影像。空间数据通过空

间数据引擎ＡｒｃＳＤＥ存储。

４　系统开发、部署关键技术

地图文档配置的水平决定地图服务的效果，地

图服务发布与地图缓存的参数设置和系统部署方式

决定 ＷｅｂＧＩＳ系统的响应速度，而台风路径显示及

其影响范围、等值面和面雨量分析是系统的亮点和

难点。

４．１　地图文档配置

地图文档配置就是用 ＡｒｃＭａｐ配置以“．ｍｘｄ”

为扩展名的地图文档［５］，定义地理图层之间的关系、

地图符号显示模式和地图数据存放的路径等。Ａｒｃ

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通过读取地图文档，根据地理数据的路

径和定义的绘制模式来发布地图服务。地图文档配

置是一种艺术设计，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地图服务

的质量，贴合需求、专业的地图文档展示给用户科学

美观的地图服务。

从需求出发，通过制图技术人员与开发人员共同

设计，该系统中配置了ＢａｓｅＭａｐＲａｓｔｅｒ．ｍｘｄ，ＢａｓｅＡ

ｌｅｒｔＭａｐ．ｍｘｄ和ＢａｓｅＨｙｄｒｏｓｗ．ｍｘｄ等７个地图文档。

其中，ＢａｓｅＭａｐＲａｓｔｅｒ．ｍｘｄ由影像数据组成，用于表

达台风底图；ＢａｓｅＡｌｅｒｔＭａｐ．ｍｘｄ，ＢａｓｅＨｙｄｒｏｓｗ．ｍｘｄ

和Ｂａｓ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ｍｘｄ由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组成，分别实现

预警、水文和自动站各个专题地理信息底图；ＢａｓｅＭｉ

ｎｉＣｈｉｎａ．ｍｘｄ，ＢａｓｅＭｉｎｉＭａｐ．ｍｘｄ同样由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组成

分别用来实现全国和广东省的鹰眼图；Ｉｓｏｌｉｎｅ．ｍｘｄ由

不可见的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组成，用于生成动态图层和设定缓

存分级标准。

４．２　台风路径显示及其影响范围实现

台风路径绘制，从台风路径业务数据表中，获取

台风路径的所有信息，在客户端使用ＶＭＬ技术绘

制台风路径，同理，实现台风预测路径展示。

实现台风影响范围确定包括两个步骤：缓冲区

分析和叠加分析。

步骤１　缓冲区分析，得到风圈半径影响范围

多边形。

① 台风路径数据加工：将风圈半径为空的路径

点赋为该点为一点的风圈半径。

② 线缓冲区分析：从台风路径起点开始，依次

每两个点分为一段，以风圈半径为缓冲半径，做线缓

冲区分析，如果起点与终点的风圈半径相差较大，则

在其间插值几个路径点，再做线缓冲区分析，所用接

口Ｉ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Ｂｕｆｆｅｒ关键代码片段如

下：

Ｉ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ｔｏｐｏｐ＝（Ｉ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

ｐｅｒａｔｏｒ）ｉ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ＩＰｏｌｙｇｏｎｂｕｆｆｅｒＰｏｌｙｇｏｎ＝（ＩＰｏｌｙｇｏｎ）ｔｏｐｏｐ．Ｂｕｆｆ

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ｔｕｒｎｂｕｆｆｅｒＰｏｌｙｇｏｎ；

③ 融合：将所有线段的缓冲多边形融合在一

起，形成一个大的风圈影响范围的多边形。所用接

口Ｉ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Ｕｎｉｏｎ关键代码片段如

下：

Ｉ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ｔｏｐｏｐ＝（Ｉ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

ｐｅｒａｔｏｒ）ｐｏｌｙｇｏｎ１；

ＩＰｏｌｙｇｏｎｂｕｆｆｅｒＰｏｌｙｇｏｎ＝（ＩＰｏｌｙｇｏｎ）ｔｏｐｏｐ．Ｕ

ｎｉｏｎ（（Ｉ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ｐｏｌｙｇｏｎ２）；

步骤２　叠加分析，获取台风的实际影响区域。

将步骤１得到的风圈多边形与全国镇界图进行

空间查询，得出风圈影响的行政区域。所用接口

ＩＱｕｅ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Ｑｕｅｒｙ，关键代码片段如下：

ＥＳＲＩ．ＡｒｃＧＩＳ．ＡＤＦ．Ｗｅｂ．Ｓｐａｔｉ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ｆｉｌ

ｔｅｒ＝ｎｅｗＥＳＲＩ．ＡｒｃＧＩＳ．ＡＤＦ．Ｗｅｂ．ＳｐａｔｉａｌＦｉｌｔｅ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Ｏｕｔｐｕｔ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ｆ．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ｐｇｏｎ；

ＤａｔａＴａｂｌｅｄａｔａｔａｂｌｅ＝ｑｆｕｎｃ．Ｑｕｅｒｙ（ｎｕｌｌ，ｌｉｄｓ［０］，

ｓｐａｔｉａｌｆｉｌｔｅｒ）；

４．３　等值面分析与面雨量分析实现

面雨量分析主要功能包括计算某个区域的面雨

量、不同降水量段的面雨量（雨量×面积）、平均降水

量面积、所占该区域面积百分比等。

面雨量分析实现包括３个步骤。

步骤１　等值面分析：从雨量数据表查询数据

（含坐标、降水量），数据结构形如变量（经纬度、降水

１０５　第４期　　　　 　　　　 　　张永华等：基于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和ＶＭＬ的气象信息发布平台　　　　　　　　　　　　　



量），进行等值面分析。所用接口Ｉ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ｐ．

ＩＤＷ，即运用（ＩＤＷ）反距离算法进行插值，生成等

值面，关键代码片段如下：

Ｉ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ｐｐＩｎｔＯｐ＝ｎｅｗＲａｓ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ｐｏ

ｌａｔｉｏｎＯｐＣｌａｓｓ（）；

Ｉ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ｌａｓ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ｐＦＤｅｓｃｒ＝ｎｅｗ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Ｃｌａｓ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Ｃｌａｓｓ（）；

ｐＦＤｅｓｃｒ．Ｃｒｅａｔｅ（ｐＦＣｌａｓ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ｓＦｉｅｌｄＮａｍｅ）；

ＩＲａｓｔｅｒＲａｄｉｕｓｐＲａｄｉｕｓ＝ｎｅｗ ＲａｓｔｅｒＲａｄｉｕｓ

Ｃｌａｓｓ（）；

ｐＲａｄｉｕｓ．Ｓｅ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１２）；

ｐＩｎｔＯｐ．ＩＤＷ（ｐＦＤｅｓｃｒ，２，ｐＲａｄｉｕｓ）；

步骤２　 重分类：按给定的面雨量分段表

（．ｄｂｆ），对等值面数据结果进行重分类，所用接口

ＩＲｅｃｌａｓｓＯｐ．Ｒｅｃｌａｓｓ，关键代码片段如下：

ＩＲｅｃｌａｓｓＯｐｒｅｃｌａＯｐ＝ｍａｐＣｏｎｔｅｘｔ．ＣｒｅａｔｅＯｂ

ｊｅｃｔ（“ｅｓｒｉＧｅｏＡｎａｌｙｓｔ．ＲａｓｔｅｒＲｅｃｌａｓｓＯｐ”）ａｓＩＲｅ

ｃｌａｓｓＯｐ；

ＩＴａｂｌｅｐＴａｂｌｅ＝ＯｐｅｎＴａｂｌｅＦｒｏｍＤＢＦＦｉｌｅ（ｃｌａｓｓ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ｔａｂｌｅＮａｍｅ，ｍａｐ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ＧｅｏＤａｔａｓｅｔｒｅｃｌａＧｅｏｄｓ＝ｒｅｃｌａＯｐ．Ｒｅｃｌａｓｓ（ｒＧｅｏ

ＤａｔａＳｅｔ，ｐＴａｂｌｅ，“ＦＲＯＭ”，“ＴＯ”，“ＯＵＴ”，ｆａｌｓｅ）；

步骤３　利用步骤１、步骤２所得结果，计算所需

各种统计数据，所用接口ＩＺｏｎａｌＯｐ．Ｚ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ｓＡｓＴａｂｌｅ关键代码片段如下：

ＩＺｏｎａｌＯｐｒＺｏｎＯｐ＝ｍａｐＣｏｎｔｅｘｔ．ＣｒｅａｔｅＯｂｊｅｃｔ

（“ｅｓｒｉ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ｔ．ＲａｓｔｅｒＺｏｎａｌＯｐ”）ａｓＩＺｏｎ

ａｌＯｐ；

ＩＲａ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ｎｖ＝ｒＺｏｎａｌＯｐ

ａｓＩＲａ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Ｔａｂｌ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ａｂｌｅ＝ｒＺｏｎＯｐ．Ｚ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ｓＡｓＴａｂｌｅ（ｒＺｏｎｅＧｅｏＤａｔａＳｅｔ，ｒＶａｌｕｅＧｅｏＤａｔａＳｅｔ，

ｔｒｕｅ）；

４．４　地图服务发布与地图缓存

４．４．１　发布地图服务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可以通过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Ｍａｎ

ａｇｅｒ和ＡｒｃＣａｔａｌｏｇ发布地图服务。该系统利用４．１

节提到的７个地图文档，运用ＡｒｃＣａｔａｌｏｇ发布所需

的７个地图服务（ＢａｓｅＭａｐＲａｓｔｅｒ，ＢａｓｅＡｌｅｒｔＭａｐ，

ＢａｓｅＨｙｄｒｏｓｗ，Ｂａｓ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ＢａｓｅＭｉｎｉ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ＭｉｎｉＭａｐ和Ｉｓｏｌｉｎｅ），为提高系统性能，关键参

数设置如下：

① 动态服务，发布为非池化服务，静态服务发

布为池化服务；池化地图服务是静态存在的、供多方

共享的地图服务；而非池化地图服务是动态生成的、

被访问者独占的地图服务，每增加一个用户，就会对

应增加一个动态服务进程，增加服务器的负担，所以

动态地图服务一定要慎用，并且当用户退出系统时

要销毁其对应进程，保证动态进程不会无限增长。

② 每个池化服务约占用３０～５０ＭＢ内存，综

合考虑服务器性能和系统用户数量，设置池化服务

的最小、最大实例数。

③ 根据应用程序特点和用户需求设置客户端

请求超时（Ｔｉｍｅｏｕｔｓ）和服务等待（ＷａｉｔＳｅｒｖｉｃｅ）时

间。

④ 程序应用时要把地图服务ＵＲＬ设置为主机

ＩＰ地址，假如安装时为机器名称，可以通过修改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ｓｙｓｔｅｍ下的Ｓｅｒｖｅｒ．ｄａｔ，将其中的

主机名替换为ＩＰ地址，重新启动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地

图服务即可。

４．４．２　生成地图缓存

长期以来，地图渲染速度是 ＷｅｂＧＩＳ系统的致

命弱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广泛应用，为提高地图

响应速度，缩短用户等待时间，需要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ＳｅｒｖｅｒＣａｔｃｈｉｎｇ功能建立服务器端地图缓存，该系

统专题较多，所需的地理底图也比较多，设置科学、

一致的比例尺才能发挥缓存的效果，重要配置方式

如下：① 选择隐藏或者专门发布一个地图服务作为

生成缓存的比例尺标准；② 根据各个专题具体应

用，以１／２为变化率确定一般为１０级的缓存比例

尺，这１０级要能够正确、合理地显示所有专题地理

信息；③ 在设定１０级缓存比例尺时还要确定建立

地图缓存的瓦片起点（Ｔｉｌｉｎｇｏｒｉｇｉｎ），通常为最大地

图范围的西北角坐标；④ 由以上确定的瓦片起点和

１０级缓存比例尺，并设置ＣａｔｃｈＴｉｌｅＦｏｒｍａｔｅ＼Ｔｉｌｅ

Ｗｉｄｔｈ＼ＴｉｌｅＨｉｇｈｔ等参数，生成地图缓存；⑤ 按照

④中的方式对每个地图服务都要生成１０级地图缓

存，花费的时间会比较长。而很多服务并不需要所

有级别，故对相应地图服务，只生成其需要级别，再

通过修改＼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ａｒｃｇｉｓｃａｃｈｅ和＼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

＼ａｒｃｇｉｓｃａｃｈｅ＼地图服务名称＼目录下的ｃｏｎｆ．ｘｍｌ为

确定好的１０级比例尺，重新启动各个地图服务即

可，这样可以节省生成地图缓存的时间。

建立满足需求的、科学的地图缓存，使得地图响

应时间在０．１ｓ内，地图缩放、漫游时伴有动画效

果，带给用户良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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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系统部署和负载均衡

该系统部署在两台型号为 ＨＳ２１的ＩＢＭｘ８６

刀片机上，其硬件环境为８个２．８３ＧＨｚ的ＣＵＰ，

８ＧＢ内存，软件环境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３Ｓｅｒｖｅｒｘ６４，

ＩＩＳ６．０，ＤＯＴＮＥＴＦｒｅａｍｗｏｒｋ２．０，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

９．２，ＡｒｃＳＤＥ９．２，为提高地图显示速度，确保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两台机互为热备，并通过ａｒｒａｙ

ＴＭＸ３０００负载均衡器，对外实现ＩＰ地址映射。

５　小　结

文中论述了省级气象信息发布平台的建设背

景、主要功能模块及其设计与实现关键技术。目前，

该系统已在广东省气象业务中试运行一年多，为预

报员和其他气象工作者提供丰富、形象的资料展现

方式；尤其是基于地理模型的实时数据等值面分析、

面雨量分析、台风路径缓冲区分析及台风影响范围

的栅格叠加分析，为预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

各种统计图表、空间分析结果图对科研人员有很大

帮助。此外，通过各种分析成图，可检验观测数据正

误［２］，并能在地图中快捷地找出错误站点，以便及时

修正。根据用户反馈意见，该系统仍需不断完善，以

便更好地为气象预报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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