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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海洋事业的大力发展，在国家“８６３”计划和专项支持下，建立了多个区域性的海

洋观测集成示范系统，并制定了多项海洋环境观测仪器设备标准，但目前尚未制定出针对海洋观

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的设计、建设、运行管理等相关标准和规范。文章针对海洋观测数据通信

与管理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实现流程分析了该系统标准化的实际需求，并以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

理系统专业化、标准化、业务化为目标，提出了关于该系统标准化的初步构想并说明了其涉及的主

要内容，为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的标准化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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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目前在国家“８６３”计划和专项的支持下，我国

已经建立了多个区域性的海洋环境观测集成示范

系统，并初步形成了国家海洋环境观测集成系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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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在海洋环境观测集成技术标准制定工作方面，

据不完全统计，共制定各类海洋观测仪器设备标准

４２项，涵盖从岸基、船基到海基的海洋观测仪器设

备；其中基础通用标准１４项（国家标准３项、行业标

准１１项）、岸基观测仪器设备标准９项（国家标准

１项、行业标准８项）、船基观测仪器设备标准１０项

（国家标准３项、行业标准７项）、海基观测仪器设备

标准９项（国家标准１项、行业标准８项），但尚未制

定出针对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设计、建设、

运行管理等相关标准和规范。从系统的业务化运行

考虑，该系统的设计、构建等需要相应的标准，以统一

规范系统的性能、接口、通信、开发工具、运行环境、评

估检验、应用及管理等。因此，在现有标准的基础上，

通过建立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的标准体系，

不断完善各类标准，统一规范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

理系统设计、建设、运行、检验、评估及管理，对国家海

洋观测集成系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２　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标准化需

求分析

２１　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组成结构

海洋观测数据集成系统是将遥感卫星、巡航飞

机、监测船、各类浮标、潜标、海床基、水下观测站、

岸／平台基海洋观测站、雷达站及其他可利用的观

测系统所获得的实时及延时观测数据、实验室对海

水样品检测所获得的分析数据及通过互联网或资

料交换得到的数据，通过多种通信方式集成到观测

数据处理中心，并对其进行质控、处理、分析和加工

后，建立基础数据库、实时数据库和信息产品库等，

并通过互联网、专线等方式，为有关部门及用户提

供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１］。

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是海洋环境观

测集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研究内容，是集

成系统的中枢神经，主要由数据接收与收集、数据

处理与管理和数据分发３个子系统共１０个模块组

成（图１）。其中数据接收与收集子系统是利用各类

有线、无线通信技术，构建数据传输网络，依据后端

数据分析、应用系统对数据传输等的要求，实现对

海洋环境观测平台及其传感器等实时／准实时数

据、观测设备存储数据、指导性数据及其他可利用

数据的获取、集成；数据处理与管理子系统是对集

成数据进行规范化存储管理，采用成熟的海洋观测

数据处理方法及模式，完成对观测数据的处理、分

析、质量控制等，并依托元数据管理建立实时数据

库、延时数据库；数据分发子系统是针对后端的信

息产品制作、海洋预报、防灾减灾等对数据的需求，

提供数据传输及共享服务等。

图１　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组成结构

２２　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实现流程

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的规划、设计及

建设，首先要以海洋科学研究、防灾减灾、预警预报

等对海洋观测数据传输能力的总体需求为依托，以

国内外相关技术研究的发展状况为参照，开展系统

建立的可行性分析，明确系统建设投资及效益分析

后，确立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研究内容等，并在此

基础上开展系统的总体设计，明确系统的整体框

架、业务流程、运行管理方式、功能及性能指标等，

用于指导、规范集成系统的建设；其次要基于系统

的总体设计开展该系统的详细设计与研发，这也是

系统建设的关键部分，主要包括接口设计（基于系

统设计与实现的模块化思想，明确主要功能模块间

的接口，如数据通信方式、数据接口、系统接口、人

机接口等）、数据管理规划（规划设计元数据、数据

库，确定数据质量控制方法及标准化格式等）、应用

软件研发（依据功能需求、运行条件等选择开发工

具及开发环境，实现应用软件的研发、测试等）；最

后依据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搭建数据传输网络及

运行平台、开展系统集成及试运行，根据系统的试

运行情况对其进行评价与检验，以实现系统的业务

化稳定运行。

２３　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标准化需求

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在技术层面上



第４期 宋坤：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标准化构想 ８１　　　

属于技术复杂系统，并且其所涉及的领域很广泛，

该系统在设计、集成时需要解决各设备之间、网络

系统之间、异构数据库之间、应用系统之间、人机界

面之间等的接口问题，对于系统接口的处理、设计

等直接影响到系统性能的满足和功能的实现。而

解决接口问题的途径就是将其作为产品，对其规

划、设计、研发及集成、检验、维护等方面制定相应

的标准，实现系统的通用化、系列化和模块化［２］。从

产业化的角度考虑该系统实质上应该依据标准化

的原理，设计并研发出若干通用性强的组件，经过

设计、配置和实施，集成为满足海洋观测数据用户

需求的有机整体。

目前我国已经建设了多个区域性的海洋环境

观测集成示范系统，并在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

系统的规划、建设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和能力，

但在系统实现的过程中现阶段可以依据的标准仅

有《海洋信息元数据》。然而就该系统的组成结构、

主要功能、主要特性及实现流程考虑，海洋观测数

据通信与管理系统实现的每个步骤都应有可遵循

的行业标准或规范作为依据，以满足系统的专业

化、标准化、模块化等目标。

３　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标准体系的

初步构想

依据对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的组成

结构分析，基于系统建设通用化、模块化的思想，应

该建立观测数据标准、观测数据传输规程、观测数

据存储标准、观测数据质量控制方法标准等以明确

各模块之间的接口。基于对系统专业化、业务化的

考虑，依托该系统实现流程的分析，需要建立应用

软件检验评估及业务化运行保障等相关标准，以此

作为系统检验和运行维护的依据。

针对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规划、设

计、研发及实施中需要解决的相关问题，本文提出

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标准体系的初步构

想，此标准体系共包括以下标准和规程。

（１）观测数据标准。规定天基、空基、岸基、海

基、海面及水下等各类海洋观测数据及其生成各类

文件的类型、名称、结构、内容、单位、表达方式等。

（２）观测数据传输规程。规定天基、空基、岸

基、海基、海面及水下等各类海洋观测数据及其生

成各类文件的传输内容、方式、媒介、路径、目的地、

数据传输时效、误码率等。

（３）观测数据存储标准。规定天基、空基、岸

基、海基、海面及水下等各类海洋观测数据及其生

成各类文件的存储内容、类型、方式等。

（４）数据质量控制标准。规定天基、空基、岸

基、海基、海面及水下等各类海洋观测数据质量控

制的内容、方式、方法、时机等。

（５）数据处理方法基础标准。规定天基、空基、

岸基、海基、海面及水下等各类海洋观测数据处理

的方法、方式、效果和时机等。

（６）应用软件检验评估标准。规定数据的传

输、处理、质量控制、存储、分发、共享等应用软件检

验与评估内容、方式、方法和合格判定条件等相关

要求。

（７）业务化运行保障标准。规定数据的传输、

处理、质量控制、存储、分发、共享等应用软件业务

化运行的可靠性、可维护性、可追溯性、易用性、安

全性和可移植性指标及相关要求。

４　结束语

针对海洋资源开发、防灾减灾、环境保护、科学

研究、海洋管理、海上国防建设等对海洋观测数据

的需求，结合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标准化

实际情况，提出海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标准

体系的初步构想，为该系统的标准化提供参考。海

洋观测数据通信与管理系统的规划、研发与建立涉

及数据通信、计算机应用、科学计算等多领域的技

术和研究，其标准体系的建立需要多方面工作的支

持，需要系统地开展相关工作，不断制定、完善各类

标准及规程，以统一规范该系统的设计、建设、运

行、检验、评估及监督管理等，最终实现该系统立

体、实时、全覆盖业务化运行的终极目标，以提升我

国各项海洋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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