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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利用现代微机技术
,

从通信计算机实时气象

资料 库及时接收
、

处理
、

显示
、

存贮暴雨气象资料
,

为暴雨预报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与

服务
.

暴雨数据库系统包括历史资料和实时资料
。

系统管理分逐时雨量
、

A B区 1 6测 站 加

密地面资料
、

华中区域地面资料和探空资料子系统
。

一
、

雨盈管理子系统

1. 系统功能

系统功能主要有
:

( 1 )建立逐时雨量库
;

( 2 )显示任一时次雨量
;

( 3 )滑动时段统

计雨量 ;
( 4 )打 印 2 0一 20 时逐时雨量 ;

( 5 )打印08 一08 时逐时雨量
;
(6 )固定时段统计雨

量
;
( 7 )任一时段降水量写入雨量库

;
( 8 )打印任一时段逐时雨量

.

在设计方法上我们考虑
:

l) 采取汉字菜单功能提示
,

操作简便
。

2 )接受键盘输入字符 自动判 正
、

误
,

输入年
、

月
、

日和菜单功能选择号
,

只能是有意

义的字符
,

否则系统不接受
,

直至用户再输入正确字符为止
。

避免了操作失误造成的麻

烦
。

3 )用1
1‘p o t(i) 接受字符

,

不需用回车键
,

接受的字符既不多也不少且可抗错
,

减少

用户繁杂的操作
。

2
.

建立雨量库

l) 自动建库
a

一次性将一天的逐时雨量值写入雨量库
; b

.

将任一时段 雨 量 值

写入雨量库
。

这两种方法均必须有前一天的雨量库存在
,

前一夭无降水或无资料也必须

有一空库
,

作为计算 02
、

05
、

08 时某些测站的过去一小时的降水量用
。

2 )人工建立雨量库 过去我们没有逐时加密发报资料 人工抄录的二维雨量表
,

将这

些资料建库由微机管理
,

需人工键盘输入建立雨量库文件
。

约定雨量库文件名以
“

R
”

开头
,

紧跟年
、

月
、

日
,

扩展名为 T X T
。

3
.

雨 呈值的统计及输 出

对于预报员来说
,

作雨量统计和输出是必不可少的
。

l) 统计分为固定时段和非固定 (滑动 )时段两种
,

滑动时段可在两天 (当天和前一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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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任一段时间序列中进行
.

从实际意义 出发本系统约定时段值为△x 簇1 2 个小时
.

在时

段
x :

一
二

冲
,

若
x : < x Z ,

则为当天的某一时段
; 若 x

l>
x Z ,

则为前一天的
x :时至 当 天的

二 :
时

; x1 = x Z
规定不允许

,

因为它无实际意义
。

按习惯
,

某时间的降水量是 指 某 时 间

(正点)前一段时间的累积降水量
。

因此△x 的取值区间是(0
,

1 2〕
。

当△ x 取最小 值(么二 二

1 )时
,

就是丸时的过去一小时降水量
.

时段 Xl 一丸时
,

用区间 (xl
, x Z」表示

.

2 )榆出包括显示和打印两种 选择功能菜单的
“

B
” ,

为显示任一时次雨量
·

屏幕先

显示 A B 区地图
,

用户按提示输入时间
,

就可将雨量值显示在各站的位置上
,

这 种 方法

直观
,

速度快
.

除统计结果均能打印外
,

本系统根据 日常工作需求
,

设置了打印任一时 段 逐 日 雨

量
、

加一 2 0时的逐时雨量
、

08 一08 时的逐时雨量等
,

打印形式均为二 维 表格(含合计值

栏 )
,

与常用的报表相吻合
。

二
、

地面气象要素管理子系统
地面 气象要素分两类进行管理

,

一是 A B 区16 个加密测站迈时资料
,

二是华中 区 域

1 3 4测站定时观 测资料
。

‘从一 1
.

资料处理

二
从通信计算机(P D P一 , , / 」4 )的实时气象资。库中接受的原始报通过译报获得原 始

数据
. 。

在正常情况下
,

A B区 16 个加密观测站的资料在正点后的30 分钟时间内收报
,

华中
. . ‘ ￡

_
_

_
_

二
_ .

_ ‘ ,

_

区域的地面资料在定时观侧后 5 0分钟可收狠
。

系统 自动近行选站
、

选要索
。

选 出的要索 可

能有缺报或错报
,

我们利用内插公式进行补报或纠错
,

由系统 自动进行 (内插公式略)
.

2
.

资料的显示

对于实时应用
,

资料的屏幕显示是重要的
。 进入显示功能

,

系统先将已作好 的 A B

区地图(或湖北省及湖南省北部地图)调入内存在屏幕显示

右上角开窗为用户操作使用
,

用户只需用 。
、

卜 ⋯
、

9

常简便
。

3
.

资料的打 印

,

屏幕的左边显示功能菜单
,

、

Y 和 N 共 1 2个字符
,

操车非

打印原始数据有两个作用
。

一是为实时天气预报提供信息
,

二是保存历史资料
。

所有地面资料均以填 图格式打印
,

并增加计算总温度(T T )项
. t

、

td 、

T T 等输 出三

风示位数字
,

末位为小数部分
。

气压输出后三位 (末位为小数部分 )
。

羽
”

方式

为
“

气
”

风向风速的输出以
“

风速为1 0 米 /秒
,

表,

风速 的表示与填图的表示方式完全一样
,

如西北风
,

风速为 10 米 / 秒
,

.

等
。

打印时比用绘图仪(或填图机)绘
“

风羽
”

快
,

而且一般的打印机均能打 印

三
、

探空资料管理子系统

本子系统资料来源及处理同地面资料的管理
。

资料范围为全国探空站
,

层次是
:

地

面
、

8 5 0
、

7 0 0
、

5 0 0
、

4 0 0
、

3 0 0
、

2 5 。
、

2 0 0和 1 0 0百帕等九层的高度(气压 )
、

温度
、

温 度

露点差和风向风速
.

榆出方式为二维表格或天气图形式
,

二维表格的榆出可以是全部要

素项也可以是任选要素项
。

通过 汛期试验
,

本系统工作稳定可靠
,

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
,

处理数据准

使用方便直观
,

为短时预报服务起到一定作用
。

·

可从 PD P上实时
一

要素库勺 获得原始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