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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海南省气象业务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公众对气象预报*预警服务的日益关注&建设海南气象信息服务网&形成海南

气象系统内部统一的省级气象信息服务平台&是海南省气象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基于全国综合气象信息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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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气象数据&整合相关业务单位的数据资源&利用统一

的数据收集*处理及存储方式&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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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模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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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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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一个集预报预警*气象监测和决策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信息服务平台&实现省级气象观测数据和预报产品的集

约共享服务$目前&平台已投入业务试运行&运行稳定&具有高可用性和高可靠性&为社会公众提供及时*有效的基础气象数据

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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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气象综合探测系统建设日趋完善&气象

部门已经形成了地基和空基相结合的大气及其相关环境探

测体系&包括常规地面*高空*辐射*酸雨*农业气象观

测*大气本底观测站和其它许多特种观测站网在内的观测

体系'

%

(

&上述气象数据为做好社会和公众的气象预报*预

警服务奠定了坚实的数据支撑%范保松*李娇等人研发的

气象信息服务系统&采用 0云
_

端1模式&通过智慧气象

盒将气象数据推送到展示平面&为社会公众提供智能化*

智慧化的气象服务'

"

(

%陕西*内蒙古*辽宁*吉林等省市气

象局均开展了面向公众的信息服务网建设工作&均取得一

定的示范作用'

$(

(

%

随着海南省气象业务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公众对气象服

务需求的日益增大&气象资料及业务产品的综合显示需求

也日益迫切%目前&我省存在传统气象资料以文件格式存

储在不同网络区域的存储设备中&各业务系统之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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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和流向不统一&数据使用效率较低等问题&急需建设

一个以统一数据源为气象基础数据的气象信息服务网%

结合我省气象信息化业务的实际需求&海南省气象局

基于中国移动云
FLYDA\

的云服务架构'

'

(

&搭建以
L3-300

系统'

&+

(为数据支撑环境的海南气象信息服务网&实现气象

数据和业务产品的集约化和可视化&为业务用户和社会公

众提供统一*丰富的气象数据展示服务%

?

!

总体设计

本文设计的信息服务网以中国移动云
FLYDA\

平台的云

服务器为硬件支撑&使用
L3-300

系统作为统一数据源&采

用
-bL

分 层 设 计 模 式'

%#%%

(和
ZCDTIFC

+

0FCWFC

设 计 架

构'

%"%*

(

&基于高德地图应用编程
>=3

'

%)%(

(的
SFEP30

可视

化技术和
00M

开发框架'

%'"#

(

&实现气象观测数据及业务产

品的综合展示&满足业务人员及社会公众对气象数据及产

品的业务需求%

系统总体架构如图
%

所示&系统遵循气象信息标准化

体系和信息安全与保障体系的要求&采用四层体系架构)

%

"基础数据层*业务层*服务层和应用层%基础数据层用

于汇集各类数据&通过
L3-300

系统接入观测数据*预报产

品等数据&并依托
L3-300

系统建设一个统一数据源平台$

"

"业务层用于收集*解码入库和存储地面*高空*大气成

分等结构化数据及天气雷达*卫星云图等非结构化数据&

并封装成
L3-300

系统中的
-V03L

服务接口形式向外提供

服务$

$

"服务层用于将各类气象基础数据再加工成综合展

示所需的各类服务信息及产品&并封装成
>=3

服务接口供

前端应用使用$

*

"应用层是通过移动端和
SFE

端应用实时

向省*市*县三级业务及管理人员和政府*军队等单位提

供各类气象服务%

图
%

!

系统总体架构

?@?

!

系统业务流程

系统业务流程主要分为实况数据展示*预报预警服务*

气象决策服务和气象服务专报四大部分&实现气象观测*

预报预警和业务产品等数据的共享服务和综合显示%

%?%?%

!

实况数据展示

按照十四大类气象资料的分类要求&系统采用资源编

目统一对观测业务*预报预警及台风路径等数据及产品进

行管理&并通过
SFEP30

*图片等格式实时显示上述数据

及产品%

%?%?"

!

预报预警服务

根据气象预报*预警的内容进行分类&预报可分为陆

地海洋*市县天气*乡镇天气和旅游天气等类型&预警可

分为台风*暴雨*雷电*大雾等类型%系统采用信息栏目

方式管理上述各类服务内容&通过
SDC\

及
:B:

等文档*

=OP

和
1=P

图片*

SFEP30

等格式实时显示预报*预警

内容%

%?%?$

!

气象决策服务

为政府部门*军事部门*社会团体等组织提供防灾减

灾救灾*军事活动或其他特殊任务所需的各类气象信息%

系统通过单点授权登录方式&分级管理不同用户的访问权

限&由气象部门相关人员制作决策材料&为上述部门提供

气象决策服务%

%?%?*

!

气象服务专报

按照服务受众的气象需求&定期制作和发布气候分析

专报*农业气象专报*环境气象专报及生活指数等气象产

品&为社会公众提供多样化的气象服务产品%

?@A

!

系统数据流程

系统的统一数据源为
L3-300

系统 !提供
-V03L

数据

接口"和本地特色服务产品库 !提供本地数据接口及产品

存储归档目录"&涉及到的数据类型主要有地理数据*气象

观测数据*预报预警产品*系统公告信息等%在系统数据

流程中&后台数据处理节点分别采用
-V03L

数据接口*高

德地图
>=3

接口*产品库
SFE0FCW85F

数据接口和
a<=

协

议接口等方式来获取综合展示的数据&大致分为如下几种

场景)

%

"调用
-V03L

数据接口获取
L3-300

系统中实时观

测数据&在综合观测页面中展示%

"

"调用高德地图
>=3

接口获取海南省地图矢量数据&

叠加实况观测*预报预警等数据&在系统门户页面中展示%

$

"调用本地产品库
SFE0FCW85F

数据接口和
a<=

协议

接口将其他气象数据和业务产品采集至本地业务综合数据

库&在系统门户页面中进行展示%

根据数据特性来决定数据存储的方式&分析*总结各

类气象数据&制定相应的存储方式&再通过统一*规范的

接口对外提供数据服务&系统的业务数据存储流程如图
"

所示&主要分为以下几个过程)

%

"数据收集)分发模块

L<0

通过文件传*消息和流传输等方式实时收集台站的各

类气象数据&数据达到省级节点后&由
L<0

中的快速质控

程序进行格式检查后&再分别分发至国家级节点和数据加

工处理模块
2=L

%

"

"解码入库)根据定好的资料四级编

码&

2=L

实时解析分发过来的数据&由数据简约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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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系统业务数据流程

来解析*入库地面*高空观测等结构化数据&而诸如雷达*

卫星云图等非结构化数据由数据存储管理模块
0/2

上的处

理程序负责解析和入库%

$

"数据监控)

L3-300

中各模块

的运行告警信息
23

+

3̀

实时推送至综合业务监控模块
-L=

&

由其统一进行监控及告警%

*

"数据服务)通过统一*规范

的
-V03L

接口形式封装数据库数据&向业务单位和外单位

提供数据调用服务%

A

!

关键技术

A@?

!

云服务架构

目前&云计算架构的分层主要划分为基础设施层
3GG0

*

平台层
=GG0

和软件服务层
0GG0

三个层次%其中&基础设

施层旨在能够按需向用户提供相应的计算能力*存储能力

和网络能力等
3<

基础设施类服务$平台层是通过互联网为

用户提供一整套开发*运行和运营应用软件的支撑平台$

软件服务层则是通过互联网提供软件服务的软件应用

模式'

+

(

%

中国移动云的服务架构具有良好的基础支撑体系和安

全防护标准)

%

"建有
Y

个集中节点*

$%

个升级属地化节

点和
5

个边缘节点的全域资源布局&全局智能流量调度和

调优$

"

"提供多类安全服务和通信级安全体系保障%因

此&本文研发的信息服务网以中国移动云
FLYDA\

为应用支

撑层&使系统具备部署快捷*安全可靠和维护简单等特点&

较好地解决了业务系统部署分散*资源监控繁杂等问题%

A@A

!

高德地图

高德地图是国内围绕地理位置数据提供服务
@Z0

!

@D]

5G:8D6ZGIF\0FCW85FI

"的服务商&专注地图&拥有国家甲级

测绘资质和先进的数据融合技术及海量的数据处理能力&

超过
(###

万个
=/3

&

'+#

万公里道路数据&向广大应用开

发者提供覆盖移动端和
SFE

端的*使用便捷的开发

工具'

%*

(

%

高德地图支持
'

大类别*百余种地图元素的颜色纹理

和标注个性化定制服务&可叠加地图路况*卫星图等图层&

良好地支持点*线*面绘制&精确地展示业务数据的位置

信息&也可灵活地调用离线与在线两种地图样式'

%)

(

%

各类行业用户可通过高德地图进行基于地理位置的定

位*导航*位置搜索以及周边检索等各类应用$开发人员

可以利用高德地图
>=3

+

02,

服务接口调用地理信息服务&

将 0高德地图1的地图服务资源嵌入到已有的各类业务系

统 !网站"中%

A@B

!

11Q

框架

本文研发的海南气象信息服务网使用浏览器+服务端

ZCDTIFC

+

0FCWFC

开发模式&可跨平台实时展示气象观测*

预报预警服务等数据及产品&并采用
00M

!

0:CA:I"

*

0

;

C86

H

和
M8EFC6G:F

"框架技术&较好地对系统中的各功能

模块分层*解耦&简化系统开发的复杂度&减少系统研发

周期&使系统具备良好的可拓展性和可移植性%

如图
$

所示&

0:CA:I"

是以
SFETDC7

为核心的逻辑控

制器&采用拦截器机制来响应前端用户提交的
TFE

请求&

将
0FCWYF:

与业务逻辑控制器分离'

%(

(

%

0

;

C86

H

是属于轻量级

的
1GWGSFE

框架&基于
3/L

容器技术&通过配置文件及事

务管理机制&可灵活管理多种数据库&提供多元化的业务

逻辑'

%'

(

%

M8EFC6G:F

采用
/

+

. -G

;;

86

H

技术&通过配置

Q-@

文件或
>66D:G:8D6

注解为
1GWG

对象和各类数据库中

的表结构建立一种或多种映射关系&操控对象即操作数

据库'

%&

(

%

图
$

!

00M

框架结构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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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南气象信息服务网设计与实现
#

"*'

!!

#

B

!

功能设计

海南气象信息服务网主要分为首页*预报预警*气象

监测*台风路径*决策服务*气候分析和专业气象和系统

管理
&

个功能模块&如图
*

所示%

图
*

!

系统功能组成

%

"首页)

首页是各类信息的综合展示&系统提供各功能模块的

导航&可快速进入到各个功能模块%在首页上&用户可获

取各市县当前降水及气温等要素实况及
"*

小时趋势图*全

省实况填图*雷达云图*预警信号等信息%

"

"预报预警)

预报预警用于定期发布各类气象预报和滚动发布及更

新预警信号%用户可在页面查阅陆地海洋*市县和乡镇等

常规预报产品&旅游*岛礁和港口等特色预报产品&暴雨*

雷电和大雾等预警信号%

$

"气象监测)

综合观测主要通过
SFEP30

*图片等方式来显示各类

地面*雷达和云图等实况观测数据%常见气象要素有气温*

气压*降水*风向风速和相对湿度&数据类型有自动站*

辐射观测*土壤水分等地面站点资料&多普勒*风廓线等

雷达资料&风云
"

号*风云
*

号及极轨卫星等图片资料%

*

"台风路径)

台风路径是基于高德地图
SFEP30

展示当前及历史台

风的强度*风力风圈*路径等信息%在台风天气过程中为

社会公众和业务人员提供台风的预报信息&提前发布预警

信息&有助于防灾减灾&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

"决策服务)

决策服务是制作*发布气象决策材料&满足政府部门*

军事部门*社会团体等组织开展活动对气象信息的业务需

求%在活动服务过程中&制作人员和使用人员需通过系统

的权限验证后&方可阅览相应的决策材料%

(

"气候分析)

气候分析是通过
SDC\

文档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高温监

测*暴雨监测*干旱监测等中长期气候公报&为森林防火*

农业生产*建筑施工等提供气候预测信息&便于做好长期

工作计划%

'

"专业气象)

专业气象是通过
SDC\

*

=2a

等文档形式向社会公众提

供生活指数*环境气象*农业气象和气象科普等服务产品&

满足上述人员对专业气象信息的业务需求%

&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是为管理员提供功能模块*系统用户*站点

管理及信息发布等部分的管理功能&便于管理员对上述内

容进行维护更新&保证系统各模块正常运行%

C

!

系统实现

C@?

!

运行环境

系统运行环境需要
*

台服务器&操作系统均为
S86]

\DTI"#%"0FCWFC0="(*E8:

&分别是
SFE

应用服务器*数

据库服务器*数据采集服务器和数据加工服务器%

SFE

服

务为
>

;

G5RFM::

;

0FCWFC

&文件服务是通过
a<=

协议访问

文件&使用
0ACXFC&

软件在地图上绘制图像%

其中&

SFE

应用和数据库服务器是部署在移动
FLYDA\

云平台上的云主机&依托平台高可靠*高安全的备份和安

全防护能力&定期对云主机进行数据备份&实现云平台区

域节点故障时&可快速迁移至云平台其他区域节点&通过

数据备份快速恢复业务$同时&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弹

性扩展云主机的硬件资源%为实现数据的快速交互&数据

采集和数据加工服务器部署在省局业务交换区中&使用虚

拟机作为备用节点&处理程序版本升级时&同步物理机和

虚拟上的部署程序&用于主节点异常时&备用节点可无缝

切换来提供服务%

C@A

!

系统部署

系统部署如如图
)

所示&业务核心区和交互区位于省

局内部&通过内部气象专线交互数据&

FLYDA\

云平台和外

部用户位于外网区&内外网之间部署有边界防火墙&实现

内外网流量控制和访问控制%

L3-300

系统负责收集*解析入库全省的地面*高空等

观测数据&并提供
-V03L

数据服务接口%位于业务交互区

的数据及和加工服务器&通过本地产品库的
SFE0FCW85F

和

-V03L

服务接口快速地获取所需数据&加工*处理上述数

据&生成展示数据存储至云端的数据库服务器中&封装成

系统
>=3

服务接口对外提供访问%

SFE

应用服务器则根据

所设计的各数据展示模块&实时调取
>=3

接口获取所需数

据&以文档*图片或
SFEP30

等方式将数据呈现给前端

用户%

C@B

!

系统设计

%

"数据采集及加工)

在业务交互区中的数据采集和加工服务器上部署数据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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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

系统部署

集和加工程序&该程序通过数据分类处理*压缩推送等过程

实时采集*加工
L3-300

接口和其他数据&并将处理后的数

据实时推送至
FLYDA\

云平台上的数据服务器中&由其进行数

据存储%因此&根据业务场景中的数据采集流程&设计如下

的数据处理及推送模块&通过匹配数据的唯一标识 !四级编

码"来选择数据的处理及推送方式&具体代码如下)

;

AEY8586:\G:G=CD5FIIZ

J

<

J;

F

!

MGIR-G

;

\G:G/E

4

F5:

"2

++参考返回值参考表&

9%

为数据处理有异常&

#

为无数据处

理&正数为已处理的数据数&该模块用于对待处理的数据进行分类&

采集*加工等行为通过相应的进程来处理

86:CFIAY:LD\Ff#

$

0:C86

H

\G:G<

J;

Ff

86&

\G:GLD\Ff

86$

XDC

!

/E

4

F5:DE

4

)

\G:G/E

4

F5:?WGYAFI

!""2

\G:GLD\FfDE

4

?

H

F:2G:GLD\F

!"$++获取每个对象的四级编码

++匹配数据类型

8X

!

\G:G<

J;

Ff f

8结构化6"2++匹配数据的四级编码&结构化

数据解析成存储对象&用于后续入库

8X

!

\G:GLD\Ff f

8地面资料6"2

CFIAY:LD\FfIACX2G:G=CD5FII>6\=AIR

!

\G:GLD\F

&

DE

4

"$++调

用地面资料处理模块

4

FYIF8X

!

\G:GLD\Ff f

8高空资料6"2

CFIAY:LD\FfA

;

GC2G:G=CD5FII>6\=AIR

!

\G:GLD\F

&

DE

4

"$++调

用高空资料处理模块

4

FYIF

2

CFIAY:LD\FfD:RFC2G:G=CD5FII>6\=AIR

!

\G:GLD\F

&

DE

4

"$

4

4

FYIF8X

!

\G:G<

J;

Ff f

8非结构化6"2++按照非结构数据的四

级编码&生成数据存储路径及相关信息

8X

!

\G:GLD\Ff f

8卫星资料6"2

CFIAY:LD\FfIG:F2G:G=CD5FII>6\=AIR

!

\G:GLD\F

&

DE

4

"$++调

用卫星资料处理模块

4

FYIF8X

!

\G:GLD\Ff f

8雷达资料6"2

CFIAY:LD\FfCG\C2G:G=CD5FII>6\=AIR

!

\G:GLD\F

&

DE

4

"$++调

用雷达资料处理模块

4

FYIF

2

CFIAY:LD\FfD:RFC2G:G=CD5FII>6\=AIR

!

\G:GLD\F

&

DE

4

"$

4

4

FYIF

2

4

4

CF:AC6CFIAY:LD\F

$

4

"

"数据存储)

数据库服务器接收下游推送过来的数据后&根据数据的种

类&采用不同的数据入库方法)!

%

"对于地面*高空等结构化

数据&按照数据类型和格式&存储到相应的表中$!

"

"对非结

构化数据&同样按照数据类型&后台将文件归档存放到相应的

目录下&并入库文件的存放信息&便于前台展示时快速关联到

相关文件%以下具体代码如下)

;

AEY8586:\G:G0:DCFZ

J

<

J;

F

!

MGIR-G

;

\G:G/E

4

F5:

&

0:C86

H

\G:G]

<

J;

F

&

0:C86

H

\G:GLD\F

"2

++参考返回值参考表&

9%

为数据处理有异常&

#

为无数据处

理&正数为已处理的数据数&该模块用于对待存储的数据进行分类&

入库*归档存放等行为通过相应的进程去处理

86:CFIAY:LD\Ff#

$

++匹配数据类型

8X

!

\G:G<

J;

Ff f

8结构化6"2++匹配数据的四级编码&解析数

据&写入相应的表

XDC

!

/E

4

F5:DE

4

)

\G:G/E

4

F5:?WGYAFI

!""2

8X

!

\G:GLD\Ff f

8地面资料6"2

CFIAY:LD\FfIACX2G:G.F5F8WF>6\0:DCF

!

\G:GLD\F

&

DE

4

"$++调

用地面资料处理模块

4

FYIF8X

!

\G:GLD\Ff f

8高空资料6"2

CFIAY:LD\FfA

;

GC2G:G.F5F8WF>6\0:DCF

!

\G:GLD\F

&

DE

4

"$++调

用高空资料处理模块

4

FYIF

2

CFIAY:LD\FfD:RFC2G:G.F5F8WF>6\0:DCF

!

\G:GLD\F

&

DE

4

"$

4

4

4

FYIF8X

!

\G:G<

J;

Ff f

8非结构化6"2++按照非结构数据的四

级编码&存放文件到指定目录&写入存储位置信息

XDC

!

/E

4

F5:DE

4

)

\G:G/E

4

F5:?WGYAFI

!""2

8X

!

\G:GLD\Ff f

8卫星资料6"2

CFIAY:LD\FfIG:F2G:G.F5F8WF>6\0:DCF

!

\G:GLD\F

&

DE

4

"$++调

用卫星资料处理模块

4

FYIF8X

!

\G:GLD\Ff f

8雷达资料6"2

CFIAY:LD\FfCG\C2G:G.F5F8WF>6\0:DCF

!

\G:GLD\F

&

DE

4

"$++调

用雷达资料处理模块

4

FYIF

2

CFIAY:LD\FfD:RFC2G:G.F5F8WF>6\0:DCF

!

\G:GLD\F

&

DE

4

"$

4

4

4

FYIF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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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CF:AC6CFIAY:LD\F

$

4

$

"数据接口)

为便于其他业务系统快捷地访问本地特色数据&上述各类

气象数据经加工处理入库后&通过接口模块将数据封装成

SFE0FCW85F

接口&对外提供数据服务&外部业务系统调用数

据接口的业务流程如图
(

所示%

图
(

!

接口调用流程

接口调用处理主程序如下)

;

AEY85WD8\5GYY36:FCXG5FZ

J

<

J;

F

!

M::

;

0FII8D6IFII8D6

"2

++监听用户的接口用户请求

TR8YF

!/

86:FCXG5F@8I:F6FC?I:D

;

0:G:AI

"2

!

++获取
IFII8D6

中的接口请求信息

0:C86

H

AIFC,F

J

fIFII8D6?

H

F:VIFC,F

J

!"$

0:C86

H

:

J;

FfIFII8D6?

H

F:<

J

F

;

!"$

0:C86

H

ACYfIFII8D6?

H

F:V.@

!"$

++使用接口请求对象存储请求信息

!

DE

4

?IF:bGYAF

!"$

++将不同类型的接口请求添加到不同的处理队列

8X

!

:

J;

Ff f

8地面接口6"2

!

++全局变量
IG:F2G:G>CCG

J

$

IG:F2G:G>CCG

J

?G\\

!

DE

4

"$

4

FYIF8X

!

:

J;

Ff f

8高空接口6"2

!

++全局变量
A

;

GC2G:G>CCG

J

$

A

;

GC2G:G>CCG

J

?G\\

!

DE

4

"$

4

FYIF

2

!

++全局变量
D:RFC2G:G>CCG

J

$

D:RFC2G:G>CCG

J

?G\\

!

DE

4

"$

4

4

4

通过不同的全局数组变量来记录各种用户数据接口请求&

系统后台再通过不同的子程序去处理接口请求&最终生成可展

示的前台数据对象集&本文以地面接口处理子程序为例&后台

是通过多线程来并发处理用户的接口请求的%

;

AEY85WD8\5GYY0G:F36:FCXG5F

!"2

++若无数据请求&则跳过处理

8X

!

IG:F2G:G>CCG

J

?08̂Ff f#

"

CF:AC66AYY

$

XDC

!

86:8f#

$

8

#

IG:F2G:G>CCG

J

?08̂F

$

8__

"2

++获取线程池中的空闲线程&处理数组中的接口请求&返回包

含请求数据&并释放进程及其它资源

36:FCXG5F<RCFG\ :RCFG\ f

36:FCXG5F=CD<RCFG\=DDY?

H

F:3\YF<RCFG\

$

8X

!

:RCFG\

/

f6AYY

"2

@8I:

'(

CFIAY:@8I:f:RCFG\?

;

CD5FII

!

IG:F2G:G>CCG

J

?

H

F:

!

8

"$

:RCFG\?5YDIF

!"$

:D28I

;

YG

J

2G:G

!

CFIAY:@8I:

"$

CFIAY:@8I:f6AYY

$

4

FYIF

2

4

4

4

C@C

!

系统测试

系统性能测试分为页面请求响应速度测试和系统稳定性运

行测试两个部分%

%

"页面请求响应速度测试)使用
1-F:FC

测试工具模拟
$#

用户分别并行访问交互性页面和一般页面
)#

次时&计算系统

各类页面加载的平均时间开销&如表
%

所示&交互性性页面的

平均响应时间均小于
$###

毫秒&一般页面的平均响应时间小

于
"###

毫秒&各类页面错误加载百分比小于
%i

%

"

"系统稳定性运行测试)分别从容错*压力*重复方面进

行测试系统的稳定性&其中容错测试是在网络故障*资源路径

异常等情况下测试所有功能模块$压力测试为
%#

个用户并行访

问系统&保证系统连续
*&

小时运行$重复测试为连续访问气象

观测*预报预警*台风路径等功能模块
%##

次&如表
%

所示%

表
%

!

系统性能测试

测试项目 测试内容 预期效果 测试效果

交互性页

面访问

测试多用户访问系统的加

载较多内容及图片和地图

的交互性页面

小于
*

秒&加载

错误比小于
"i

小于
$

秒&

加载错误比

小于
%i

一般类页

面访问

测试多用户访问系统的关

键页面

小于
$

秒&加载

错误比小于
"i

小于
"

秒&

加载错误比

小于
%i

容错
网络故障*系统资源路径

异常
正常运行

有提示&但

正常运行

压力
多用户*多任务*长时间使

用系统
正常运行 正常运行

重复 重复多次调用系统的功能 稳定运行 稳定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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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结果表明&气象信息服务网在请求响应和运行稳

定两个部分均达到了测试预期效果&在多用户并发访问下&

各功能模块运行正常且稳定&各类页面加载速度较快&数

据显示准确&且在网络故障*系统资源路径异常时&页面

可正常加载并有相关提示%

C@H

!

页面展示

根据上述的系统设计和关键技术研发本系统各功能模

块&实现预报预警*气象监测*台风路径*专业气象等功

能模块&如图
'

所示&不仅提供气象观测数据*气象预报*

预警信号等数据的实时展示&还提供基于
SFEP30

的实况

数据绘制*显示*叠加等功能%目前&该系统界面友好*

各功能运行稳定*操作简便%

图
'

!

系统页面

H

!

结束语

海南气象信息服务网建设是海南省气象局的重要业务

系统之一&其设计宗旨是集成各类观测数据*预报预警产

品等气象信息为一体&为业务用户和社会公众提供统一*

丰富的气象数据展示服务%因此&参考中国气象局及其他

省*市县局的建设信息服务网的成功经验&结合我省气象

业务的实际需求&依照全国气象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

信息化的总要求&分析*总结海南气象信息服务网建设的

业务流程和数据流程&详细阐述和应用系统研发所使用的

数据收集加工*数据可视化等成熟可靠的关键技术&并基

于中国移动云
FLYDA\

的云服务架构&实现集气象监测*预

报预警*决策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气象信息服务网&系统

运行稳定&安全可靠&能满足业务用户和社会公众对观测*

预报等数据的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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