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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犕犗信息系统中气象元数据的设计与实现

祝　婷　李　湘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随着越来越多基于网络、自动化的信息共享系统的广泛使用，元数据已成为不同学科间共享信息的关键。近

年来气象数据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展，气象数据面临着海量信息流通共享的迫切需要，由此气象元数据应运而生。

该文介绍的气象元数据是在满足 ＷＭＯ（世界气象组织）信息系统提出的包括提供在线元数据、数据目录服务和提

高元数据定义、收集、归档和交换的标准化水平在内的总体需求的背景下，依据 ＷＭＯ核心元数据标准设计并由自

开发程序自动生成的。北京ＧＩＳＣ系统是 ＷＭＯ信息系统中承担区域间及全球资料交换的主干通信中心之一，至

２０１２年１月，北京ＧＩＳＣ系统制作并提供系统内全部数据对应的气象元数据，共计约１２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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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世界气象组织（Ｗｏｒｌ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 ＷＭＯ）正式推出

了必要的政策和系统来支持免费和不受限制的国际

气象资料和相关信息的交换。全球通信系统（Ｇｌｏｂ

ａｌ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简称ＧＴＳ）是其中负

责资料交换的基础业务系统。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

期，全球通信系统数据交换能力不足的问题日渐突

显，世界气象组织各项计划中的大量数据通过全球

通信系统之外的互联网和双边协议进行交换，造成

了全球通信系统资料传输目录不能涵盖所有参与交

换的气象数据，就像拥有一个图书馆，但不是所有的

书名都记录在册。另一方面，传统的气象数据交换

只传输数据本身，数据接收者只有熟练掌握气象数

据通信的若干规则才能确定数据的意义。这两方面

存在的问题成为气象数据共享的瓶颈。

为了满足世界气象组织各项计划及各成员对数

据交换和使用的需求，世界气象组织于２００３年第

１４届世界气象大会上决议建立一个通用、综合高效

的 ＷＭＯ信息系统（ＷＭ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ＷＩＳ），为世界气象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有关计划的

信息交换与共享提供支撑，为各国水文气象部门以外

的政府部门及其他用户提供服务，同时作为支持各种

自然灾害早期预警系统资料交换的实时主干业务平

台［１］。ＷＭＯ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结构由国家中心、

资料收集或产品中心、全球信息系统中心（Ｇｌｏｂａｌ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ｅｎｔｅｒｓ，简称ＧＩＳＣ）和连接这３类

功能中心的数据通信网络组成。其中，全球信息系统

中心是支撑 ＷＭＯ信息系统数据交换和服务的核

心功能中心，它承担责任区内全球交换资料的收集

和分发，并与其他全球信息系统中心交换全球数据；

同时，负责收集和存储 ＷＭＯ信息系统提供服务的

全部数据和产品的元数据，维护元数据目录，并通过

数据门户提供数据发现等服务［２］。ＷＭＯ信息系统

的建立意味着气象信息将更开放，气象信息服务将

以用户为导向。

在 ＷＭＯ信息系统中成为ＧＩＳＣ是中国气象局

的既定目标。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已经完

成 ＷＭＯ信息系统中北京ＧＩＳＣ系统核心功能的建

设，２０１０年８月北京成为首个通过现场评估的

ＧＩＳＣ申请中心；２０１１年世界气象组织第１６次世界

气象大会上，北京被任命为首批５个ＧＩＳＣ中心之

２０１１０６２９收到，２０１２０１２９收到再改稿。

资助项目：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ＧＹＨＹ２００９０６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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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２０１２年１月北京ＧＩＳＣ系统正式进入业务运行

阶段。全球信息系统中心职能中的元数据目录和数

据服务功能就是通过北京ＧＩＳＣ系统实现的，本文

谈及用于发现、访问和获取数据的元数据（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ｆｏｒ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简称ＤＡＲ元数

据）是中国气象局制作的、应用于北京ＧＩＳＣ系统的

元数据。

１　元数据

有关元数据的名词起源于１９６９年ＪａｃｋＭｙｅｒｉｓ

提出的元数据（ｍｅｔａｄａｔａ），当时指能够有效描述资

料的规则，后来面对电子信息所特有的分散式、变动

性与多元性，元数据再度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元数据

的基本定义出自１９９５年国际图书馆电脑中心

（ＯＣＬＣ）与美国国家超级计算应用中心（ＮＣＳＡ）所

主办的元数据研讨会，它将元数据定义为描述数据

的数据［４］。此后各种有关元数据的定义纷纷出现，

主要根据特定群体或使用情境而不同，如有关数据

的数据；描述资源属性的数据；有关信息对象的结构

化描述信息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元数据在不

同领域得到了应用。应用范围包括发现和识别、编

目、资源管理及资源保护与归档等。

元数据描述的对象为某一类型（具有某些特征）

的数据信息。元数据主要应用于描述数据资源和组

织数据资源。前者通过详细深入地描述数据，使数

据的意义直观体现出来；后者通过有效组织数据，使

网络化的数据资源易于发现、查找、管理、评价和共

享［５７］。

近年来，元数据技术已经在气象数据信息服务

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８１１］。

２　元数据标准

随着空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资料共享技术

和观念的推广，人们在进行各种空间信息应用时，期

望能够依托互联网技术和开放式信息系统的各项标

准与架构来发展各种空间信息服务；能够使用户在

分散式网络环境中通过公开的服务界面搜索信息，

而不必自行生产所有需要的信息。事实证明，空间

信息能够成功共享流通的关键是元数据的成功推广

和元数据标准的建立。

２．１　犐犛犗地理信息元数据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制

定全世界工业和商业的国际标准。地理信息技术委

员会（ＩＳＯ／ＴＣ２１１）专门负责地理信息领域相关的

标准化。在国际通用的地理信息元数据标准出现之

前，各国的元数据只能依循自行定义的内容及格式，

缺乏彼此之间转换的通道。ＩＳＯ地理信息元数据标

准的出现为通过计算机系统间的互操作，简便地处

理和利用地理信息提供了有利的支撑环境［１２］。

１９９８年７月地理信息技术委员会正式发布了

元数据标准ＩＳＯ１９１１５Ｖ１．０
［１３］。ＩＳＯ１９１１５是抽

象的内容标准，定义和组织了地理信息和服务可能

涉及的所有类型的信息内容。ＩＳＯ标准的推出使地

理信息领域使用统一的元数据结构描述数据成为可

能［１４］。ＩＳＯ１９１１５最重要并且很实用的特性是模块

化和易扩展性，它抽象地定义了元数据内容的基本

架构。

ＩＳＯ１９１１５没有对如何执行和如何编码进行定

义。理论上可以使用一般的文本文档、关联式数据

库信息表或可扩展的置标语言（ＸＭＬ）等各种可记

录格式来编写ＩＳＯ１９１１５元数据。２００７年地理信

息技术委员会发布ＩＳＯ１９１３９标准。它是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的具体化，提供了使用可扩展的置标语言记

录ＩＳＯ１９１１５元数据所需遵循的具体编码和执行标

准［１５］。

２．２　犠犕犗核心元数据标准

气象数据具有显著的空间特征、时间特征、地域

性、连续性以及种类和要素多样性等特点，是典型的

空间信息数据。可以借鉴和依托空间信息共享方面

的经验和成果来促进气象数据的共享流通。近些

年，随着气象观测技术的发展（卫星、雷达等遥感系

统）、气象涉及领域的扩大（水文气象，农业气象，航

空气象，海洋气象等）和数值预报技术的飞跃发展带

动了气象数据的海量增长。这意味着 ＷＭＯ信息

系统需要管理和维护数量庞大的气象元数据。统一

和标准的元数据描述将有助于处理海量用于交换、

发现和检索的元数据。

世界气象组织各成员国的元数据标准化在过去

几年中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气象元数据标准化得

到了世界气象组织的大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基本

系统委员会（ＣＢＳ）专家团队于２０００年成立，致力于

制定 ＷＭＯ 元数据标准。２００３年底推出了基于

ＩＳＯ１９１１５地理信息元数据标准的 ＷＭＯ核心元数

据标准草案０．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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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ＭＯ核心元数据标准是面向应用的，立足于

描述数据内容特征及数据传输和服务特征。它是基

于ＩＳＯ１９１１５标准所发展的Ｐｒｏｆｉｌｅ。所谓Ｐｒｏｆｉｌｅ，

可以是ＩＳＯ１９１１５的子集合，也可以根据不同领域

的应用需要扩展不属于ＩＳＯ１９１１５的其他元数据项

目。ＷＭＯ核心元数据标准属于ＩＳＯ１９１１５的子集

合，并未扩充任何不属于ＩＳＯ１９１１５标准的元数据

项目。因此，以可扩展的置标语言记录符合 ＷＭＯ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元数据文件，完全依循了ＩＳＯ

１９１３９标准。

ＷＭＯ核心元数据标准完全引用了ＩＳＯ１９１１５

中１４个实体的设置，保留了ＩＳＯ１９１１５中绝大部分

描述空间特征的元素，定义了气象元数据中必要的

核心要素（最少要素）和可选要素。同时为了满足描

述气象数据的特定需要做了一些扩展和特殊约束。

例如，在ＩＳＯ１９１３９中数据空间描述方式元素的值

域中增加了不规则点（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Ｐｏｉｎｔ）选项；对ＩＳＯ

１９１１５中描述数据类别关键字的元素增强了约束，

要求其必须包含 ＷＭＯ目录列表中的值；定义了

ＩＳＯ１９１１５中的补充要素，用于描述气象领域特有

的数值模式运行分析时间时必须遵循的语法结

构［１６］。

ＷＭＯ核心元数据标准定义了气象元数据包含

的核心元素，由表１列出
［１７］。

表１　犠犕犗核心元数据

犜犪犫犾犲１　犠犕犗犮狅狉犲犿犲狋犪犱犪狋犪

约束条件 要素名称 说明

必选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元数据语言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ｅｔ 元数据字符集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ｄａｔｅ 元数据制作时间

Ｄａｔ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数据基本信息

Ｔｉｔｌｅ 数据集名称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数据集唯一标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数据集摘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ａｔｅ 数据集参考时间信息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关键字

Ｔｏｐｉｃ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数据集类别

Ｄａｔ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数据分发和获取信息

Ｆｏｒｍａｔｎａｍｅ 数据传输格式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ｌｅｖｅｌ 处理程度

Ｄａｔｅｏｒｐｅｒｉｏｄ 数据集相对时间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ｃｏｎｔａｃｔ 元数据负责方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元数据责任机构名称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ｏｌｅ 元数据责任方角色

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ｏｎｔａｃｔ 数据负责方

Ｄａｔ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数据责任机构名称

Ｄａｔ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ｏｌｅ 数据责任方角色

续表１

约束条件 要素名称 说明

可选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ＩＤ 元数据唯一标识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ｎａｍｅ 遵循的元数据标准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遵循的元数据标准版本

Ｄａｔ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数据时间和空间参考系

Ｄａｔａｌｉｎｅａｇｅ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数据处理流程／质量状况

Ｕｐｄａｔ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更新频次

Ａｃｃｅｓｓｒｉｇｈｔｓｏｒ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访问权限或约束

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空间分辨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数据集使用语言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ｅｔ 数据集使用字符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ｅｘｔｅｎｔ 垂直跨度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ｘｔｅｎｔ 地理范围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ｎａｍｅ 地理区域描述

Ｂｏｕｎｄｉｎｇｂｏｘ 东西南北边界

Ｂｏｕｎｄｉｎｇｐｏｌｙｇｏｎ 边界形状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ｘｔｅｎｔ 时间跨度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ｎａｍｅ 责任人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责任人职位

Ｐｈｏｎｅｎｕｍｂｅｒ 联系电话

Ｆａｘｎｕｍｂｅｒ 传真号码

Ａｄｄｒｅｓｓ 通讯地址

Ｅｍａｉｌａｄｄｒｅｓｓ Ｅｍａｉｌ地址

Ｗｅｂｓｉｔｅ 网址

Ｆｏｒｍａｔｖｅｒｓｉｏｎ 格式版本

Ｏｎｌｉｎｅｓｏｕｒｃｅ 在线资源

Ｏｆｆｌｉｎｅｍｅｄｉａ 离线媒介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使用的参考系信息

３　ＤＡＲ气象元数据实例

ＷＭＯ信息系统中的气象元数据需遵循 ＷＭＯ

核心元数据标准［１７１９］，不同国家在元数据内容要求

和元数据应用策略等方面存在差异，各国提供的元

数据模板格式不尽相同。通过ＩＳＯ１９１３９验证合法

的元数据能够确保元数据的内容是以ＩＳＯ１９１１５标

准定义的结构来记录的，这样保证了各种格式的元

数据都能够被解析。通过分析元数据要素与内容的

对应关系来全面了解可转换的实质内容，再通过设

计转换程序实现不同元数据模板间的转换。

３．１　元数据内容与结构

ＷＭＯ信息系统中用户将不直接面对数据，元

数据成为用户和系统交流的媒介。元数据必须准

确、详细地描述数据，并且易于用户理解、易于支持

系统应用。

北京 ＧＩＳＣ系统中应用的气象元数据是基于

ＷＭＯ核心元数据标准的基本框架，将数据集的描

述信息和系统应用信息按照ＩＳＯ１９１３９标准要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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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为可扩展的置标语言（ＸＭＬ格式）的文件结构体。

以下为元数据模板的整体结构。

＜？ｘｍｌ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０＂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ＵＴＦ－

８＂？＞

－ ＜ｇｍｄ：ＭＤ＿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ｘｍｌｎｓ：ｇｍｄ＝＂ｈｔ

ｔｐ：／／ｗｗｗ．ｉｓｏｔｃ２１１．ｏｒｇ／２００５／ｇｍｄ＂

ｘｍｌｎｓ：ｇｃｏ＝＂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ｏｔｃ２１１．ｏｒｇ／

２００５／ｇｃｏ＂

ｘｍｌｎｓ：ｇｍ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ｐｅｎｇｉｓ．ｎｅｔ／ｇｍｌ／

３．２＂

ｘｍｌｎｓ：ｘｌｉｎｋ＝＂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１９９９／

ｘｌｉｎｋ＂

ｘｍｌｎｓ：ｘｓｉ＝＂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２００１／

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ｘｓｉ：ｓｃｈｅｍ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ｏｔｃ２１１．ｏｒｇ／２００５／ｇｍｄ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ｓｏｔｃ２１１．ｏｒｇ／２００５／ｇｍｄ／ｇｍｄ．ｘｓｄ＂＞

－ ＜ｇｍｄ：ｆｉｌ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ｇｃ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ｔｒｉｎｇ＞ｃｎ．ｇｏｖ．ｃｍａ．ＮＭＣ．

Ｔ２１３．ＨＯＸＭ７０＜／ｇｃ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ｔｒｉｎｇ＞

＜／ｇｍｄ：ｆｉｌ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 ＜ｇｍ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ｇｍ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ｅｔ＞

＋ ＜ｇｍ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Ｌｅｖｅｌ＞＋ ＜ｇｍｄ：ｈｉｅｒａｒ

ｃｈｙＬｅｖｅｌＮａｍｅ＞

＋ ＜ｇｍｄ：ｃｏｎｔａｃｔ＞

＋ ＜ｇｍｄ：ｄａｔｅＳｔａｍｐ＞

＋ ＜ｇｍｄ：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Ｎａｍｅ＞

＋ ＜ｇｍｄ：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Ｖｅｒｓｉｏｎ＞

＋ ＜ｇｍ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ｆｏ＞

－ ＜ｇｍ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

－ ＜ｇｍｄ：ＭＤ＿Ｄａｔａ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ｇｍｄ：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ｇｍｄ：ＣＩ＿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ｇｍｄ：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ｇｍ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ｃ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ｔｒ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ｎａｍｅ：Ｖｅｒｔｉ

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ｒｅａ：ｇｌｏｂａｌａｒｅａ．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

１°．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ｔｉｍｅｓ：９６ｈｒｓ．Ｌｅｖｅｌ：７００ｈＰａ．Ｍｏｄｅｌ

ｎａｍｅ：ＣＭＡＴ２１３．＜／ｇｃ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ｔｒｉｎｇ＞

＜／ｇｍ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ｇｍｄ：ｐｏｉｎｔＯｆＣｏｎｔａｃｔ＞

＋ ＜ｇｍ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 ＜ｇｍ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ｕｉｄｒｅｆ＝＂

ｔｈｅｍｅ＂＞

＋ ＜ｇｍ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ｕｉｄｒｅｆ＝＂

ｐｌａｃｅ＂＞

＋ ＜ｇｍ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ｕｉｄｒｅ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ｆｏ＂＞

＋ ＜ｇｍ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 ＜ｇｍ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ｇｍｄ：ｔｏｐｉｃ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ｇｍｄ：ｅｘｔｅｎｔｕｕｉｄｒｅｆ＝＂ＢＢｏｘ＂＞

＜／ｇｍｄ：ＭＤ＿Ｄａｔａ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ｍ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

＋ ＜ｇｍ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ｏ＞

＋ ＜ｇｍｄ：ｄａｔａ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ｆｏ＞

＋ ＜ｇｍｄ：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ｇｍｄ：ＭＤ＿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ＭＤ＿Ｍｅｔａｄａｔａ为元数据的根元素，包含１４个

主要子元素（模块）。子元素ｆｉｌ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是元数据

文件的唯一标识，在应用元数据时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子元素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用于说明元数据使用的描

述语言。子元素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ｅｔ用于说明元数据使用

的字符集。子元素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Ｌｅｖｅｌ用于说明元数据

描述主体的类别，这决定了元数据描述的内容和方

式。子元素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ＬｅｖｅｌＮａｍｅ用于说明数据集

的目录层次信息。子元素ｃｏｎｔａｃｔ用于记录元数据

创建方的联系方式。子元素ｄａｔｅＳｔａｍｐ用于记录元

数据创建或更新时间。子元素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ＳｔａｎｄＮａｍｅ

用于说明元数据遵循的标准。子元素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Ｓ

ｔａｎｄＶｅｒｓｉｏｎ用于说明元数据标准的版本。子元素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ｆｏ用于说明元数据描述数据使用

的坐标系。子元素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用于描述数据

集的详细信息，是元数据最核心的部分。具体包括

数据集摘要、数据集标题、描述数据集的关键字（主

题、时间、地理位置）、数据覆盖的地理范围和时间范

围、数据生产方的联系方式、数据限制级别、数据优

先级和数据维护信息等。子元素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ｏ

用于说明数据分发的相关信息，包括数据的格式、数

据的获取方式等。子元素ｄａｔａ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ｆｏ用于说

明数据的质量信息。子元素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用于说明元数据的更新维护信息。

３．２　元数据生成

在 ＷＭＯ信息系统实施的起步阶段，绝大多数

国家还不能提供全球交换数据中本国的元数据。现

阶段，中国气象局为所有的全球交换数据生成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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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象元数据。

世界气象组织传统的全球实时气象数据交换不

涉及元数据，它通过每两周发布的全球交换数据的

数据目录（ＷＭＯＶｏｌＣ１）对每一类数据进行较详细

的描述。这个数据目录提供的信息包括数据方所在

区域代码、国家名称、数据产品中心、公报简式报头

中ＴＴＡＡｉｉ、公报简式报头中ＣＣＣＣ、数据格式、数据

发布时次、数据覆盖站点或范围以及备注说明。这

些信息是以气象通信中约定的代码或编号进行描

述。元数据生成的第１步是参照权威发布的、正确

的参考信息对数据目录中的记录进行正确有效的解

析，还原其真实、直白的描述。基于解析出的信息，

通过重组等手段，获得填充到元数据文件中的实质

内容信息，包括元数据标识、标题、摘要、覆盖范围的

东南西北边界、主题关键字、地理关键字、数据发布

时次等元数据信息。第２步通过元数据生成软件将

元数据信息填充入预先定义的元数据模板中，并根

据文件命名规则最终生成元数据文件实例。元数据

生成流程参见图１。

　　除全球交换资料外，其他数据和产品的元数据

文件生成流程与上述类似。

　　至２０１２年１月，北京ＧＩＳＣ系统提供的全部数

据都拥有其对应的元数据文件。具体包括全球交换

资料元数据文件６０６３３个；中国气象局 Ｔ２１３模式

数值预报产品元数据文件１２１８个；风云二号Ｄ星、

Ｅ星产品元数据文件１６５个；全球集合预报中心生

成的ＴＩＧＧＥ产品元数据文件５７９５２个。

图１　元数据生成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４　气象元数据的应用意义

在北京ＧＩＳＣ系统中，气象元数据是系统用于

组织和管理 ＷＭＯ信息系统的数据资源、提供数据

发现和检索服务的基础信息，也是用户用于了解、获

取和使用数据和产品的参考信息。其应用意义具体

表现在以下４个方面。

４．１　提升数据价值

单纯的数据对一般用户而言，仅是数字而已，本

身没有意义。通过气象元数据对数据全方面的描

述，用户很清晰知道这个数据是什么，是否为所需要

的信息。

４．２　展示数据

元数据与其所描述的数据完全同步，因此元数

据目录记录着系统中所有数据的信息。元数据能够

展示出系统内所有的气象数据。

４．３　发现数据

元数据中包含了与数据关联的绝大部分要素，

如数据分类信息、标题、摘要、相关的关键字、数据覆

盖范围等，这些信息为用户通过查询方式定位到元

数据提供了可能。依托于ＤＡＲ气象元数据，北京

ＧＩＳＣ系统已提供了通过任意的查询（包括关键字、

地理范围、时间范围、任意字段等），找到相关的元数

据。例如，用户搜索任意字段ｗｉｎｄ，所有包含ｗｉｎｄ

一词的元数据文件将被发现，通过浏览这些元数据，

用户可以从中找到感兴趣的、与 ｗｉｎｄ有关的气象

数据。

４．４　支持系统应用

从元数据的应用趋势来看，元数据不仅是关于

数据本身的描述，而且涉及了数据应用和服务的相

关内容。例如，气象元数据中包含了元数据对应数

据的文件名模板，这并不是气象数据本身的信息，而

是当系统提供数据服务时，可以利用该文件名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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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数据库获取数据。

５　小　结

依照 ＷＭＯ核心气象元数据标准，根据 ＷＭＯ

信息系统对气象元数据的设计要求和北京ＧＩＳＣ系

统对元数据的应用需求，设计了应用于北京 ＧＩＳＣ

系统的气象元数据模板。该元数据模板的特征包

括：遵循 ＷＭＯ核心元数据标准，内容覆盖了 ＷＭＯ

核心元数据要素；可使用ＩＳＯ１９１３９验证合法性；内

容包括数据分类目录信息、标题、摘要、主题关键字、

地理关键字、时间关键字和地理范围信息，支持查询

方式定位到元数据。

便捷地实现数据的发现、访问和获取是 ＷＭＯ

信息系统中气象元数据最重要的应用意义。北京

ＧＩＳＣ系统中的气象元数据正是围绕着这个理念设

计的。基于 ＷＭＯ 信息系统的建设现状，北京

ＧＩＳＣ系统制作并提供系统内全部数据对应的气象

元数据，总计约１２万条。随着对气象数据流通和共

享需求的增加以及元数据应用技术的发展，气象元

数据也会不断丰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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