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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气象信息共享平台① 
季 刚, 盛绍学, 江双五 
(安徽省气象信息中心, 合肥 230031) 

摘 要: 针对省、市、县三级气象部门对气象信息共享服务的需求,开发建立了安徽省气象信息共享平台. 该平台

实现了对全省气象信息的有效管理, 能够提供气象信息的高效定位、快速检索、多样展示以及数据下载服务等功

能. 平台采用后台管理方式, 大大增加了系统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该平台的业务应用, 将弥补安徽省气象部门

缺少统一的气象信息共享平台的不足, 大大提高安徽省的气象信息共享水平, 为全省气象业务提供信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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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wing to th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sharing service demand of the provincial、municipal、and prefectural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the Anhui Provinc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is developed and 
established. This platform realizes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provincial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can 
provide efficient location、quick search、variety show and data download service function for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Using back-stage management greatly increases the flexibility and scalability of the platform. Application of this 
platform will make up the lack of unified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in Anhui Province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s, greatly improve the sharing level of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in Anhui Province,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support for the provinci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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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数据和产品是气象预报预测、决策服务、科

学研究等工作的基础和支撑. 随着气象现代科技的

发展和进步 , 新的观测手段和数据格式不断增加 , 
气象信息的种类和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是数据

管理方式相对滞后, 没有统一的气象信息共享平台, 
导致科学研究和业务发展所需的气象信息难于获取, 
阻碍了气象业务发展和科技创新的进程. 因此迫切

需要一种方便而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实现气象信息的

共享管理, 为气象业务、公共服务、科学研究提供统

一的气象信息共享和服务平台. 为此安徽省气象局

组织开发了安徽省气象信息共享平台, 该平台的业

务应用, 大大提高安徽省的气象信息共享水平,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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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了省、市、县三级气象部门对气象信息共享服务的

需求.  
 
1 系统设计 
1.1 系统网络结构 

该平台由 1 台 Web 服务器、2 台数据库文件服务

器和 1 台处理机共四台物理服务器组成, 其网络结构

如图 1 所示. 系统采用双机冷备方式, 当主机因为某

种原因出现故障, 如死机, 主机断电, 病毒发作, 硬盘

损坏等, 不能继续提供服务时, 备用机能够在规定的

时间内接替主机的服务, 继续提供服务, 从而达到不

停机的服务, 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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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网络结构 
 
1.2 系统体系结构 

系统分为信息访问层、用户界面层业务实现层以

及数据处理层共四个逻辑层, 其体系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系统体系结构图 
 

信息访问层主要是描述系统的用户类型; 共享平

台中所包含的用户类型有: 系统管理员、业务管理员、

普通用户. 不同用户在系统中, 赋予的权限不同.  
用户界面层是系统向用户展示信息, 搜集用户信

息的一个逻辑层, 它是系统对外交互的一个主要窗口. 
它包括的模块有: 气象资料检索、内部交流平台、系

统公告、在线调查、产品推荐、系统配置、系统日志

以及统计分析等. 不同类型的用户, 都可以通过该逻

辑层, 和系统进行交互.  
业务实现层是用户界面层的服务层, 它是通过使

用相关的业务处理模块, 为用户界面层提供服务 业务

实现层是通过 WebService 或者 FTP 接口为用户界面层

提供服务的, 其内部包括的服务模块有: 气象信息服

务、交流平台服务、在线调查服务、日志服务、产品服

务、信息发布服务、系统配置以及文件目录服务等.  
数据处理层是整个共享平台系统的数据中心, 该

数据分为两类:  
1) 文件数据; 该数据是具有不同数据格式的文件, 

保存到约定的目录下.  
2) 数据库中的数据, 该数据信息包括相关基础信

息(如: 台站信息、数据格式等)和系统的业务信息(气
象产品信息、日志信息等).  
1.3 数据处理流程 
1.3.1 数据引入流程 

用户通过数据处理机将数据上传至服务器中, 实
时文件引入服务按照已经约定的编码规则及产品信息

将产品文件夹的文件信息存入数据库中, 数据引入流

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数据引入流程 
 
1.3.2 数据展示流程 

用户使用快速检索功能, 可以查看所有产品的最

新文件, 使用分类检索功能, 可以查看该类最新产品

文件, 既可以在浏览器中打开, 也可以下载到本地, 
数据展示流程如图 4 所示.  
1.3.3 新产品添加流程 

业务管理员登陆到后台管理页面, 只需填写有关

产品的具体业务信息, 系统会自动按照事先约定的编

码规则, 在数据库中记录信息的同时在文件服务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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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相应的产品文件夹, 新产品添加流程如图 5 所示.  
 
 
 
 
 
 
 
 
 
 
 

图 4 数据展示流程 
 
 
 
 
 
 
 
 
 

图 5 新产品添加流程 
 
2 系统实现 
2.1 系统组成 

本系统采用 B/S 模式,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环

境下采用 SQL Server 2008 数据库 ,使用 Visual 
Studio2008 作为开发平台 , C#语言作为开发语言 , 
ASP.NET 作为 Web 应用服务器,通过制定统一的文件

目录结构、文件命名规则、业务流程和规范, 建立 FTP
服务器与数据库, 以 WEB 方式, 为全省各级气象部门

的业务、科研和服务等工作提供常规地面、高空、酸

雨、卫星云图、雷达拼图、大气成分、闪电定位等实

时探测资料及各种预报预测服务产品, 实现气象信息

共享. 该平台的系统组成如图 6 所示.  
2.2 系统功能 

系统基于数据库技术实现气象信息管理、快速检

索、多样展示以及数据下载服务等功能, 系统功能主

要包括前台页面、后台管理、数据监控和数据转储四

个部分.  
 
 
 
 
 
 
 

图 6 系统组成 
 
2.2.1 前台页面 

前台页面是整个共享系统的核心, 实现的功能主

要有图形操作、气象信息检索、气象信息展示、数据

下载和公告信息展示等, 其主界面如图 7 所示.  
 
 
 
 
 
 
 
 
 
 
 
 
 

图 7 前台页面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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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操作. 系统采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 结合编程, 用户可以在浏览器上交互式地进

行图形的放大、缩小、漫游等操作.  
气象信息检索. 气象信息检索分为快速检索和分

类检索两种. 快速检索是利用 SqlServer2008 的强大检

索功能, 采用模糊查询, 快速定位到所需数据, 把结

果显示出来. 分类检索是在快速检索的基础上, 增加

产品分类条件, 以达到分类检索相应产品功能, 分类

检索能够缩小检索范围, 提高了检索速度.  
气象信息展示. 实现了气象信息的多样展示, 支

持图形、文本、word 文档等多种格式, 对于多维度气

象数据, 实现了分时间、分层次的多维度展示. 另外系

统还支持产品以动画方式展示, 动画展示产品时会根

据产品类型, 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播放产品, 可设置

动画播放的切换时间, 产品是否允许动画需在后台产

品管理中进行配置.  
数据下载. 数据下载功能是系统主要功能之一. 

用户在浏览各类资料、气象产品时, 对需要数据, 可按

下载按钮进行下载, 也可进入相应的数据下载目录下

载相应的数据. 另外系统也提供了动画播放数据以 gif
文件格式的下载功能.  

公告信息展示. 主要是给用户显示最新的信息, 
如最新产品上线、系统内部相关信息调整等. 其实现

方式采用动态获取方式, 公告信息动态从数据库中获

取最新的公告信息.  
2.2.2 后台管理 

后台管理是整个系统的管理部分, 主要由系统管

理员和业务管理员进行操作, 包括产品管理、基础信

息管理、公告管理、用户管理和系统日志管理五个部

分, 其主界面如图 8 所示.  
 
 
 
 
 
 
 
 
 
 
 
 
 
 
 
 
 
 
 
 
 
 
 

图 8 后台管理主界面 
 

产品管理功能. 按照约定的编码规则, 系统提供产 品添加、删除和修改, 系统自动在数据库中记录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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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并在指定的文件服务器位置建立新产品目录.  
基础信息管理功能. 提供了对基础信息的添加、

删除和修改.  
公告管理功能. 提供公告信息的增加、删除和编

辑, 管理员用户可以将公告信息立即发布在前台首页

供访问者浏览.  
用户管理功能. 系统用户分为系统管理员、业务

管理员和普通用户 3 类. 系统基于角色实现安全的信

息存取控制, 提供对用户的修改、添加、删除、启停

和角色定义.  
系统日志管理功能. 提供了系统日志的清除和导

出. 系统日志包括系统运行日志、用户登录使用日志、

和访问日志. 系统运行日志, 主要是给系统管理维护

人员使用, 利用该日志, 系统管理维护人员能够了解

系统的运转情况, 在系统出现问题时, 能尽快的定位

问题的所在. 用户登录使用日志记录了用户登录情况

及用户对系统的相关操作. 访问日志实现对系统访问

次数和访问流量的统计, 同时对各类信息的访问量排

名统计, 便于信息决策人员及时了解和分析各类用户

对资料数据需求.  
2.2.3 数据监控 

数据监控是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气象数据录入

到数据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主要是根据目录中的

文件信息, 在数据库中创建对应的数据条目供系统前

台页面进行数据检索. 数据监控以 windows 服务的形

式存在, 自动提供数据监控功能, 经分类、提取、整理

等多道处理工序后, 将数据保存至服务器中, 数据的

相关信息写入数据库中.  
2.2.4 数据转储 

数据转储与数据监控相同, 也是以 windows 服务

的形式存在, 自动提供数据转储功能, 它根据后台管

理中设置保存时间, 自动将超出时效的数据转储到规

定的位置.  
 
3 系统特点 

(1) 稳定性: 系统服务器采用双机结构, 大大提

高了系统运行稳定性, 为系统整体的持续稳定运行提

供了保障.  
(2) 安全性: 系统采用模块化的开发方式, 用户

登录后通过统一认证模块, 对各级各类用户集中进行

身份认证, 依据访问权限列表为用户提供相应的服务, 

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  
(3) 可视化友好的人机界面: 系统采用 windows

风格, 操作简单, 使用方便, 简单易学.  
(4) 集约化管理海量综合气象信息数据, 能为用

户提供完整、高效的气象信息共享服务.  
(5) 可扩展性: 系统采用后台管理方式进行共享资料

的管理, 可以方便灵活地实现共享资料的增加、删除

与修改, 大大增加了系统的可扩展性.  
 
4 结语 

安徽省气象信息共享平台综合应用计算机技术、

数据库技术、互连网技术与气象信息有机结合, 改变

了安徽省气象信息落后的管理方式, 提高了安徽省的

气象信息共享水平, 实现了气象信息共享, 为广人业

务人员提供了便捷的数据获取方式. 目前, 该平台已

在安徽省气象部门实际业务环境中实施, 平台自 2011
年 1 月运行以来, 系统运行稳定, 满足了省、市、县三

级气象部门对气象信息共享的需求, 对省级气象信息

管理与共享系统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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