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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NTERNET的“南京大气科学信息中心”

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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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在 Internet 环境下,基于 Web 和数据库技术的“南京大气科学信息中

心”系统的设计思想、系统功能设计及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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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科学的研究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流,以共享成果,协同工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进步,特别是计算机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大气科学, 使得大气科学在计算能力上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水平,预报工作及其他各项业务的水平也大为提高, 同时各专业及业务所要求的计算

量和处理的信息量急剧增长,已有学科和业务的发展及新业务的拓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已有成果及大量的资料和信息。我国及世界各国在大气科学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虽然已作了不少整理、汇编工作,但都不够全面, 所以从根本上说,这些资

料主要还是处于较分散的状态,特别是我国尚未有全面的网上大气科学资料中心。而另一方

面,大气科学的研究和教育又强烈地依赖于各种资料和技术, 大气资料的分散状态和不能有效

利用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的大气科学事业的发展。因特网( Internet )恰好提供了信息快速、高效

传递的通道。“南京大气科学信息中心”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南京大气科学信息中心”旨在建成以大气科学为核心的网上虚拟信息系统, 力求全面地

反映大气科学各主要方面的信息。系统以 U RL(统一资源定位器)形式提供给用户访问,用户

使用W eb 浏览器可方便地使用本系统查询信息,并可与系统进行交互,提供意见及资料。

1　系统功能

为全面地反映有关大气科学的信息,“南京大气科学信息中心”所包含的信息涵盖了国内

外大气科学学科的著名研究和教育机构、学术活动、研究成果、学术期刊、资料数据、计算机软

件等方面的内容。系统功能包括信息存储、检索、维护。另外由于本系统是虚拟信息库,即“信

息中心”中提供的信息并不都存放在本地, 而仅在此提供访问连接, 所以系统中提供大量的

WWW 链接。

( 1)信息简介及链接　提供有关大气科学的科研、教育及资料的简要介绍。包括国内外著



名研究机构及研究基金、国内外主要教育机构、主要学术刊物(包括国内外专业性核心学术期

刊、一般性专业期刊、资料性期刊、国内外科普性期刊和国内外检索工具类期刊)、国内外重大

科研项目、主要气象和气候资料、气象组织系统及学术活动近况、大气科学研究和监察的重大

设备及特殊仪器、专业性计算机软件(包括工具性软件、资料整编软件、数值模拟软件及中长期

预报软件等) ;同时提供以上内容所在网点的 U RL 地址, 用户可从大气科学信息中心与其连

接。

( 2)信息检索　提供有关大气科学的科研、教育及资料等信息的检索。包括对“信息简介及

链接”中所列各项信息的检索。

( 3)信息接收　用户通过Web 页面填写自己的查阅意见,也可以通过Web 页面提供大气

科学资料。系统接收用户的反馈意见或提供的资料,并通过这些意见了解用户的需求,及时作

出调整。对用户提供的资料,及时通过专家决定是否入库。

( 4)信息维护　信息维护的主要工作是信息更新。系统提供的信息维护功能,能使系统管

理者方便地进行信息的增加、更新和删除等维护操作。

2　系统结构

2. 1　系统总体结构

系统设计的基本思想是:采用Web 浏览器/ Web 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模式的体系结构,

以数据库系统存储和管理信息, Web 服务器对数据库的访问采用相应的技术。系统的总体结

构如图 1所示。

图 1　系统总体结构

F ig . 1　System o ver all str uctur e

　　( 1) WWW 服务器　在WWW 服务器中存放本系统的所有 HTM L 文档,在文档中包含对

数据库消息的访问。WWW 服务器选用Window s NT Serv er 4. 0的 IIS( Inter net Inform ation

Ser ver ) 4. 0中的WWW 服务器。Window s NT 4. 0具有用户环境友好、易于使用、低管理费

用、内置 Inter net 服务器、硬件价格低、提供动态访问 SQL Server 服务器的方法等优点,如数

据库连接器( IDC)、活动服务器页面( ASP)等,适宜Web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开发。可见, Win-

dow s NT 是一种理想的Web服务器平台
[ 1]。

( 2) SQL 服务器　SQL 服务器选用M icrosof t公司的数据库管理系统SQL Server 6. 5。该

系统是微软公司为Window s NT Server 设计的可提供网络上多个用户同时使用的数据库管

理系统,具有良好的 GUI 管理界面和实用程序,可方便地完成建立数据库、表、视图,查询表、

修改表结构等数据库的维护工作
[ 2]
。

( 3)数据库　采用关系数据库组织数据。所有大气科学的科研、教育及资料的信息都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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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表的形式存放于数据库中。

( 4) W WW 浏览器　WWW 浏览器使用 HTT P 将请求交给WW W 服务器, W WW 服务

器以H TM L 格式化的文档作为响应;通过 IDC 或 ASP 等组件完成对 SQL 数据库的访问。

2. 2　系统逻辑结构

系统由 4大部分组成,如图2所示。1)信息浏览:提供大气科学各方面的信息,信息在界面

之间通过超文本链接相互连接; 2)信息检索:按关　键　词查询分类信息(科研、教育、资料)或

全部信息; 3)信息接收:接收用户的反馈意见或提供的大气科学信息; 4)信息维护:大气科学信

息的增加及现有信息的更新或删除。

图 2　系统逻辑结构

F ig . 2　Sy stem lo gical str uct ur e

3　系统实现技术

“南京大气科学信息中心”系统采用Web 技术与数据库技术相结合的方案,综合运用了

ISAPI 技术、ASP 技术、ODBC 技术和 GUI(图形用户界面)技术及 SQL 数据库技术。系统的

实现简洁而高效, Web 页面美观大方,信息量大。用户界面的实现充分考虑了用户的使用方便

性和交互性。

3. 1　数据库技术

本系统采用 M icrosof t公司的 SQL Server 6. 5关系数据库组织数据, 具有高度的结构化,

便于大气科学信息中心这样的大型信息系统的信息维护和检索。

SQL Server 6. 5的数据库结构分为库、表二级结构,库中可包含多个表。它支持关系数据

查询语言的标准 SQL。系统建立一个数据库 dqkx a,该库中包括几十个表,存储有关大气科学

的各主题的数据。表结构基本对应于Web 页面中所列项目,表项目的设置充分考虑了扩展性。

其中一些表中定义了多个视图。视图是指一种虚表,由 SQL 的查询中的 select 命令临时建立

起来,不占用实际的内存。用户可通过视图以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数据,可以用一个视图文件来

同时观察几个由不同文件的字段所组合的虚拟数据文件, 就如同对待一个文件一样。使用视

图,能筛选数据,简化用户的操作,还可以达到保护数据的目的 [ 2]。

3. 2　Web技术

Web技术是 Internet 上进行信息发布的先进技术。以NT 的 IIS建立起来的Web 站点既

可包含信息的静态页面,也可包含交互式应用程序, 还可以从数据库中查找和抽取信息。

Web站点信息的基本存在形式是HT ML 文档。HTM L 文档的设计可以直接在文本编辑

器中直接进行, 也可利用 HTM L 创作工具设计, 后者更易于使用, 所设计的Web 页面更为美

观,且可提高工作效率 [ 3]。本系统多处采用 Microso ft 公司的FrontPage 和动态HT ML 进行设

计。动态HT M L 使用户与系统可以进行信息交互,实现双向通信。用户不但可浏览信息,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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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查询要求和发送反馈信息;系统则可根据用户的查询要求进行搜索,将搜索结果返回用

户,也可以接收用户的反馈信息,进行处理。远程用户通过超链接或发送 H TM L 表单启动

WWW 服务器上的应用程序或脚本,这些应用程序或脚本完成查询数据库并返回查询结果的

功能
[ 4]
。

3. 3　Web服务器与数据库接口技术

数据库与Web 的接口是当今信息技术的热点。在本系统中,存在大量的Web 服务器对

SQL 数据库服务器的访问,所选用的是微软公司提供的 IDC 和 ASP 技术。IDC 是基于 ISAPI

的在Web 上发布数据库信息的应用程序, 它建立在 ODBC 基础之上,动态链接库是 ht tpod-

bc. dl l,该库在启动Web服务时装载,程序驻留于内存,每个请求不启动单独的进程,所以效率

较高。IDC分析用户提交的扩展名为. idc的格式文件的参数及 SQL 语句等信息,通过 ODBC

接口访问数据库, 再按照相应的扩展名为. htx 的模板文件将访问数据库的结果转换成 HT ML

文档格式传送到客户端 [ 4]。

ASP 是微软公司在其 IIS 3. 0中开始支持的一种技术,也建立于ODBC基础之上。它结合

了数据库和脚本语言,可以实现数据库和页面显示之间的同步更新。ASP 提供了一些内建对

象,可以方便地访问数据库,创建动态、交互式的高效Web 服务器应用。在服务器页面中可以

嵌入 JavaScr ipt、VBScript、Per l等脚本语句,服务器端运行的脚本语句采用< %和%> 标志嵌

入,而在客户端运行的脚本语句仍用< script> 和< / script> 标志嵌入。当客户端浏览器向服

务器请求页面时,页面首先提交服务器处理,若服务器检查出页面文件为. asp 文件, 则处理

< %与%> 之间的脚本语句,将结果传送到客户端,最后由客户端的浏览器解释 HT ML 标记

及客户端的脚本语句[ 5]。

4　系统实现情况

围绕总体设计提出的任务, 分析了国内外大气科学领域信息系统的发展现状,确定本系统

信息库的主要内容, 通过信函、实地收集、E-m ail等多种手段搜集与本课题有关的许多资料,

并组织专家进行整理、分类;确定系统结构及技术方案,进行系统实现。

本系统目前已初具规模,拥有了一定的信息量。它具有如下特点。1)平台独立性。用户只

要在 Internet 上运行WW W 浏览器即可查询本系统的信息,而跟用户使用何种操作系统无

关; 2)信息全面性、准确性。从大气科学 7个主要方面较全面、准确地涵盖了大气科学学科的研

究、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该系统目前已编写出314项共约18万字的信息,基本上涵盖了大气科

学各个领域; 3)信息的结构化。采用 SQL 数据库组织数据,使大量的数据呈现结构化的特点,

便于组织、管理和信息的更新、添加、删除等; 4)管理界面友好。设计了专门的信息维护系统,管

理员通过W WW 浏览器进行信息维护,简化了管理员的信息维护工作,提高了效率; 5)可扩展

性。在信息结构的设计方面充分考虑了可扩展性,已经预设计了一些目前尚未搜集到的信息条

目,如出版刊物的WWW 地址等等,一旦有了这方面的信息,即可方便地加入数据库中; 6)交

互性。用户不但可以浏览信息, 而且可就其所关心的主题进行信息的搜索,并且用户可以参与

系统信息的增加, 只要用户填写交互信息或选择发 Email到管理员,就有可能将信息增加到大

气科学信息中心。

5　结　语

“南京大气科学信息中心”系统在软、硬件环境许可的条件下,在技术上力求采用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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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技术。该系统已于 1998年底投入使用,到目前已有不少国内外人士访问,并已收到用

户的反馈意见和提供的大气科学信息,受到广大用户的好评。另外, 我国气象部门实施的9210

工程所实现的全国气象业务网络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大气科学资料,也将是“南京大气科学中

心”的信息源。我们欢迎更多的专家、学者及广大 Internet 用户来访并提供信息和宝贵意见,地

址是: ht tp: / / w w w . njim . ed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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