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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犠犲犫犌犐犛的海洋观测网

管理信息系统设计与应用

曹丛华１，２，王宁１，２，黄娟１，２，黄蕊１，２，刘晓飞１，２，高龙军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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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观测网管理信息系统主要包括海洋观测网的管理信息和相关业务服务功能。系统

主要为海洋管理、海洋观测、海洋科研等服务。文章主要介绍了系统的架构、运行环境、安全

机制和功能设计等内容。系统采用全开源的ＭａｐＳｅｒｖｅｒ和ＯｐｅｎＬａｙｅｒｓ开发，将海洋观测网

的管理信息集成到 ＷｅｂＧＩＳ平台下，实现对海洋观测网基础信息的分析处理及可视化快速检

索、查询、统计、显示、输出及在线交流、协作等功能。系统已业务化运行多年，且运行稳定，为

我国海洋防灾减灾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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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心站、海洋站、船舶、浮标、地波雷达、潜

标、Ｘ波段雷达、海床基、海底观测网、断面调查

等共同构成了我国近海海洋观测网［１］。海洋观

测网是满足我国海洋应急管理、防灾减灾、国防

建设、科学研究、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

变化及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更高要求和更迫切

的需要。

目前，海洋观测网已积累了大量基础资料，

建立信息系统，将这些基础资料集成到同一平台

下，为及时、全面掌握这些基础信息提供了保障，

满足海洋管理的要求。

ＷｅｂＧＩＳ（网络地理信息系统）
［２］指基于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平台，客户端应用软件采用网络协议，运用

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的地理信息系统。一般由多主机，

多数据库和多个客户端以分布式连接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而组成。ＷｅｂＧＩＳ是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技术与ＧＩＳ技术

良好结合的产物，实际应用中，用户只需要通过

浏览器就可以轻松地访问相关的空间数据信息，

真正实现数据的共享。目前，ＷｅｂＧＩＳ技术已在

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３－５］，为行业的发展

提供了技术支撑。系统利用 ＷｅｂＧＩＳ技术对系

统进行了设计与实现。

２　系统概况

系统采用分布式结构设计［６］，将中心站、海

洋站、船舶、浮标、地波雷达、潜标、Ｘ波段雷达、

海床基、海底观测网、断面调查等基础信息集成

到统一的 ＷｅｂＧＩＳ平台下。通过采集、分析、处

理，实现检索、统计各种基础信息，并以可视化图

形等方式管理各类信息；提供了地理信息查询、

统计分析、用户权限管理、系统公告、仪器设备检

验到期提醒等功能。此外，系统还实现了会议交

流功能，实现了与各海区之间的在线交流、协作。

系统的建设，便于海洋职能部门充分掌握海洋观

测网的各类基础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做出更加

及时、有效的决策，以提升海洋观测网业务管理

的信息化水平，满足海洋观测网高效管理的

需求。

３　系统实现

３１　系统架构

系统为采用Ｂ／Ｓ模式运行的分布式局域网

应用系统，包含多个服务器端和客户端。服务器

分别部署在３个海区，服务器之间虽然互相联

通，但各海区分别管理自己的服务器及相关的软

硬件、网络、数据、客户端等。

数据服务、Ｗｅｂ服务和ＧＩＳ服务放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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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客户端负责发送操作请求，并将请求结果显

示出来，系统架构见图１。

图１　系统架构

３２　系统运行环境

系统采用先进的、全开源的 ＭａｐＳｅｒｖｅｒ和

ＯｐｅｎＬａｙｅｒｓ开发，可运行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７．０／

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３／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８平台上，系统数据存储

于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８中
［７］，地图数据存放于服务器

上，通过服务器系统处理后，提供给客户端计

算机。

系统在专线网络环境下运行，分别搭建分布

式服务器（包括服务器硬件配置和软件环境配

置），建立分布式网络。通过专线网络中的路由

器访问各服务器；各客户端通过交换机访问对应

的服务器。

系统网络拓扑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系统网络拓扑图

３３　系统安全机制

系统采用多种方式保证软件和数据的安全。

（１）系统运行的网络为专线网络，从物理设

置上阻隔了与互联网之间的联系，从网络设置方

面保障了系统的安全。

（２）系统采用审核和授权方式安全机制，由

系统管理员对各级用户进行权限设置，用户根据

权限，可进行相应的操作。

（３）系统考虑了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

３４　系统主要功能

系统针对的用户为各级管理人员和观测预

报人员，通过该系统可方便地查询海洋观测网内

各观测站、点、仪器设备等的详细情况和历史沿

革信息；为了便于为各级管理人员提供满足各自

需求的信息统计，系统能够按照多种组合方式进

行统计分析；为了保证观测网的信息及时地得到

更新，系统提供信息增加、更新、删除等功能；为

了便于各级管理人员快速掌握现场的观测预报

情况，系统实现了局域网内的实时交流功能。

系统主要功能包括仪器设备检定到期或即

将到期提醒、观测站点信息管理、值班记录管理、

地图操作、会议交流、数据更新提醒、统计分析、

系统设置、公告栏等功能。

３．４．１　系统登陆

用户通过客户端计算机，打开浏览器，输入

系统网址，出现登录界面。在登录界面上输入相

关信息后，可登陆该系统。根据系统权限设置，

不同级别的用户登陆进系统后，会显示不同的功

能界面。

３．４．２　仪器设备检定到期或即将到期自动提醒

用户登录界面后，若系统中存在使用或检定

到期或即将到期的仪器设备，系统会自动弹出提

醒界面，用户通过该界面可查询即将检定到期或

已到期的仪器设备，提醒用户及时对仪器设备进

行检定。

３．４．３　观测站／点信息管理

观测站点管理实现对各观测站／点的基本信

息进行查询、增加、删除、修改、定位等功能，用户

根据需要在列表中显示或在地图中定位查询，同

时，能够以电子表格的形式导出相关信息。

３．４．４　值班记录管理

值班记录管理对用户登录系统和操作数据

库情况进行自动记录。当用户登录系统时，系统

自动记录用户的账户信息；当用户操作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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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记录用户信息、操作之前和之后的数据库内

容，便于对数据库历史信息进行查询，防止数据

误操作。

３．４．５　地图操作

系统采用 ＭａｐＳｅｒｖｅｒ和ＯｐｅｎＬａｙｅｒｓ技术

实现各观测站／点信息在地图中的叠加显示、定

位查询显示、组合查询显示（单点查询、矩形查

询、多边形查询等），同时实现地图的放大、缩小、

还原、距离测量等基本功能。

３．４．６　会议交流功能

会议交流功能采用基于Ａｊａｘ长连接的主动

推送技术［８］，实现了局域网内不同权限用户之间

通过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多种方式实时、高

效地在线协作、沟通交流功能。

３．４．７　数据库更新提醒功能

数据库更新提醒实现数据库内容有更新时，

系统自动弹出提醒界面和声音提醒用户，方便各

级用户及时了解信息的动态变化情况，并将系统

更新结果在公告栏中显示，最新更新的记录以红

字显示。

３．４．８　统计分析功能

统计分析功能实现对数据库相关信息按照

组合条件进行统计分析，并显示统计分析结果。

４　小结

系统基于Ｂ／Ｓ架构，具有界面友好、操作简

便、响应速度快，系统操作灵活性较高等特点。

系统运行性能稳定可靠，兼容 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

ＸＰ／２００３／２００８。用户无需安装客户端，系统的更

新和升级只需在服务器端进行，系统具有操作和

升级的便捷性。

系统功能设计满足了观测网管理的要求，具

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实际应用效果表明：① 系统

可以方便用户查询、定位、增加、更新观测站点信

息；② 本系统切合各海洋应用部门的需求，系统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③ 采用了高效开源 Ｗｅｂ

ＧＩＳ、增强网络传输效率的ＡＪＡＸ，快速的数据库

查询路径设计等，在Ｂ／Ｓ模式下实现了接近于

Ｃ／Ｓ的功能。保证了操作便捷与功能强大的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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