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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与海洋气象信息综合服务平台数据集成应用

李海胜　薛　冰　惠建忠　贺姗姗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１　数据分类及应用

台风与海洋气象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对台风信

息、预警信息、云图、雷达图、降水量、风力风向、海平

面气压场和形势场等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数据读

取方式包括以下３种：直接访问信息中心实时库，读

取台风实况数据；实时检索数据库中最新到达站点

资料，将所需气象要素形成文件及时推送到接口目

录，由平台数据处理子系统进行处理；卫星、雷达数

据分别由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

中心将产品推送至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再通过ｆｔｐ

的方式将产品推送到平台数据处理子系统，对到达

的产品进行再加工处理，如添加水印、更改图像格式

和大小等，最后生成所需的数据模型。

将采集的数据进行应用，主要包括台风实况演

示、台风预报预警、整体态势演示。其中，实时库观

测数据、卫星数据、雷达数据用于实况演示，路径预

报、降水预报、台风预警、近海海区预报用于台风预

报预警，环流场数据用于整体态势演示。

１．１　台风数据应用

台风数据中主要台风信息内容众多，包括台风

发生时间、移动轨迹、移动速度、移动方向、中心气

压、登陆地点、七级风圈、十级风圈以及相关的天气

系统等信息，这些对气象工作者特别是预报人员来

说均为有用信息，但普通用户最关注的是台风登陆

地点、台风路径经过区域以及台风造成的大风降雨

等影响，普通用户关注的信息同时也是气象工作者

检索最多的信息。

１．２　卫星云图应用

气象卫星云图的特点是连续性、实时性和高频

次。这些信息在天气预报、环境和自然灾害预报特

别是局部水灾的监视中发挥了直观和客观的作用。

卫星云图直观地反映了云团、云系的变化和运动是

大气环流以及大气和地面相互作用过程，通过仔细

分析不同时段云系特征，可以清晰了解大气中多种

尺度天气系统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从而摸索规律、探

寻机理。通过卫星云图可以判断出台风发生发展的

趋势、登陆的位置及其登陆后减弱成热带低气压的

全部过程。利用卫星云图可以较早发现台风的动

向，并能准确确定它的位置、强度，从而预测它的移

向、移速等发展变化趋势，还可以很好地监测、记录

全部台风及其运动轨迹，并能够通过建立台风查询

平台，对其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其演变规律，记录

其降雨及灾情。

１．３　雷达图应用

多普勒天气雷达可以获得高时空分辨率的降水

强度信息，是监测台风、强对流等天气并进行临近预

报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台风暴雨强回波的识别与追

踪、降水估测以及环流结构快速诊断分析技术的研

究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当台风正面登陆或临近

时，通过对台风的连续定位、位置移动、结构演变、暴

雨落区、流场变化等特征的分析，可以对台风的临近

预报和气象服务提供极为重要的指导依据，特别是

台风降水的强度常常极不均匀，每小时滚动输出的

精细预报等信息，可为政府决策等部门在指挥抢险

救灾、水库错峰排洪、官兵警力的调动和部署等方面

的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１．４　风雨影响数据应用

台风的破坏性表现在台风带来的大风和暴雨。

因此，台风的风雨影响是台风信息的另一个重要方

面，也是用户最关心的一个方面。每次台风经过，人

们最关心其影响区域及影响程度。特别是影响台风

的最大风速、最大降水量以及台风过程中沿海地区

城市风雨分布情况。为满足这一需求，风雨影响查

询功能是平台必不可少的，将各要素的影响区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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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叠加分析，得到可能受影响的行政区域范围，同时

将风雨分布、站点降水量以及风速、风向在地图上叠

加显示。

１．５　近海海区气象预报

近海海区气象预报功能实现对渤海、渤海海峡、

黄海北部、黄海中部、黄海南部、东海北部、东海南

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琼

州海峡、南海西北部、南海东北部、南海中西部、南海

中东部、南海西南部、南海东南部等我国近海区域的

未来７２ｈ天气现象预报信息进行动态展示。

１．６　环流场综合显示功能

环流场综合显示功能对高空分析场、海平面气

压场及预报场按照１２ｈ，２４ｈ，４８ｈ等逐日综合显

示，并提供丰富的用户交互功能。

２　多源数据集成方法

选择ＧＩＳ中间件技术作为平台数据集成的主

要方法。ＧＩＳ中间件是指在遵循统一标准的前提

下，能够嵌入各类ＧＩＳ系统的一种软件插件，类似

于一种即插即用的驱动程序。ＧＩＳ客户端通过中间

件提供的统一接口，直接访问和操作其他数据源。

ＧＩＳ中间件是在语义层对异构数据的转换，是数据

模型间的映射，采用相应的应用程序来处理多源空

间数据。它允许用户在转换过程中重新构造数据，

使用户可以根据其特定要求，提取相同数据源不同

层面的内容，而不是以单一的格式输入数据，实现空

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重构，避免由要素语义不同而

造成的信息丢失；还避免了在直接数据访问模式下，

每一个数据软件都要在其内部实现读取相应数据的

驱动程序重复性劳动的缺点，增强了可扩展性。

针对平台与中间件接口之间数据传输项目多、

结构复杂的特点，采用ＸＭＬ封装和传递参数，将数

据集成在一起。ＸＭＬ的自描述性、可扩展性便于复

杂的接口参数能够以统一的、透明的方式进行封装

传递，也便于以统一规范化的方式进行读取与解析。

而且ＸＭＬ的自描述性使其非常适合业务系统之间

通过自定义数据集（Ｄａｔａｓｅｔ）进行数据交换，而且不

以预先规定数据结构为前提，因此具备很强的开放

性和伸缩性。

通过多源数据集成和基于ＸＭＬ参数传递的中

间件接口，平台在实际运行中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对

台风某一方面的属性特征信息进行可视化、空间定

位、空间分布分析以及空间统计分析，甚至进行缓冲

区分析。研究发现，这种数据与功能集成的前提是

为非空间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表定义空间特征类型，

并在运行过程中与空间数据库建立动态开放式连接。

３　应用实例

台风与海洋气象信息综合服务平台是集成台风

实况预报信息、卫星雷达信息、近海天气预报、城市

风情雨情实况、灾害预警信息等多源数据的综合信

息发布平台，实际运行在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

中心的中国天气台风网（ｔｙｐｈｏｏｎ．ｗｅａｔｈｅｒ．ｃｏｍ．

ｃｎ），主要实现台风路径查询、多种气象信息服务、地

理信息多功能操作、预警信息快速发布等多功能的

网络化服务。

数据集成处理技术作为一种信息综合处理技

术，对数据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处理，通过多

类数据协调优化组合推导出更多有效信息，得到最

佳的数据协同作用结果。该技术主要解决了平台数

据来源多样、数据量大、精度不一、内容繁杂的问题，

满足了公众、专业用户获取多维度信息及衍生信息

的应用需求，利用中间件的集成方法对多源异构数

据进行集成显示处理，形成统一标准、统一体系的台

风海洋气象信息服务库，实现更加丰富的台风海洋

信息综合展示。具体应用实例见图１。

该平台解决了数据多源异构问题，实现了多种

类型数据以 ＷｅｂＧＩＳ富客户端方式形象直观地集

成展现，较好地满足了公众、专业用户同时获取更多

台风海洋信息及其衍生信息的系统功能需求。

该平台实现了台风与海洋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风雨影响信息、卫星云图、雷达图和形势场等多类信

息动态叠加，建立了面向政府部门、台风灾害防御机

构、海事工作者、渔业人员和社会公众的台风与海洋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流程。

该平台提高了台风与海洋多类数据在面向政府

部门、研究机构和公共气象服务领域的利用率。台

风与海洋气象科学数据在平台中实现了空间数据与

非空间数据的紧密结合，不仅可以大力推进数据的

共享工作，而且能够更好地与其他行业的空间要素

相结合，充分提高其利用效率，更好地为社会发展和

经济建设服务。

该平台结合 ＷｅｂＧＩＳ技术发布台风海洋多源

集成数据，能够同时对灾害天气影响的地理区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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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台风与海洋气象信息业务综合服务平台多源数据集成处理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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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区域性相关分析，对安排当地工农业生产、有效采

取防御措施具有指导意义，能够满足专业用户需求。

该平台还满足了新浪、搜狐等大型门户网站和

中小型网站在其专题或新闻等页面中引用的需求，

进一步扩大了台风与海洋气象预警信息的覆盖面，

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服务效益。

４　多源数据无缝集成应用前景

多源数据无缝集成应用是网络气象服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一方面是解决气象信息查询中存在“信

息孤岛”的有效策略，通过空间数据与非空间数据相

结合的多源数据集成应用，实现不同数据格式、不同

组织方式、不同精度的多来源、多尺度、时空一体信

息的共享和互操作；另一方面通过多源数据的集成

应用加强了网络气象综合服务平台展示的可视化表

达，在实现了对数据多重分析的同时，衍生、挖掘出

更具丰富度的新产品，提升气象科技服务水平。多

源数据无缝集成应用更是目前新媒体气象服务的有

力支撑，能够更好地满足公众服务不断增长的海量

信息获取需求。另外，多源数据无缝集成还应在数

据融合、集成数据分析等方面深入研究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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