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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间气象数据共享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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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气象数据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在农业、交通、环保和灾害预警等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不

同行业之间气象数据的共享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数据共享的过程中，如何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至关重要的。本

文以气象局和水利厅共享是数据为例，提出了一种基于前置机和数据库的行业间共享气象数据的方案，详细介绍了方案的实

现过程和优缺点，并探讨了如何进一步提高气象数据的共享效率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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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eorological dat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societ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griculture, traff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disaster warning is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However, the sharing of meteorological data between different industries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data sharing, how to ensure the security and reliability of data is crucial. Taking 

the data sharing between Meteorological Bureau and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roposes a scheme 

of sharing meteorological data between industries based on preprocessor and database,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scheme, and discusses how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security of sharing 

meteorolog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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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气象科学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气象数

据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气象数据不仅是

各行各业决策的重要依据，还是保障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气象数据的获取和处理

成本较高，各行各业之间的气象数据共享仍然存在一定的困

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行业间共享气象数

据的方案，该方案基于前置机和数据库技术实现，可以有效

地提高气象数据的共享效率和安全性。下面将详细介绍该方

案的实现过程和优缺点[1]。

2  方案设计

省气象局与省水利厅同时部署数据交换系统，在双方的

DMZ区部署。承担数据交换和数据处理业务，前置机由双方

统一提供前置机及相关软件，采取物理前置方式，实现与数

据共享交换平台的对接；共享库存储气象局需要交换共享的

数据；提供数据收集、数据分发、数据处理、配置管理、交

换控制、数据存储管理、数据服务、系统监视功能。按照数

据交换方式的不同，其获取数据的流程具体如下：

（1）库表与文件交换。根据对方的需求，将所需资料文

件解码入库至气象大数据云平台数据库，再由云平台加工流

水线将数据推送至气象前置机，获取到水利信息系统中进行

应用。

（2）服务接口交换。根据共享需求，申请获取对应的服

务接口，实现与数据共享平台的对接。使用授权码进行服务

接口调用，完成资源获取。数据交互图如图一所示。

图一  水利气象数据交互图

数据交换系统是由数据收集子系统、数据同步子系统、

数据推送子系统、数据服务子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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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据收集功能

数据收集功能部署在前置机之上，要求通过对水利厅提

供的数据接口进行定时数据采集，要求对延时数据有补录措

施，保证数据时次完整、内容完成。

根据数据更新的频率设置采集的定时任务和对延时数据

的查漏补缺，保证数据及时更新和数据完整。采集到的数据

存储到前置机虚谷数据库之中。

2.2  数据同步功能

数据同步功能部署在大数据云平台的加工流水线上，

要求对采集到的水利数据同步到大数据云平台的存储库

中。对数据进行接口发布配置管理，最终通过天擎接口提

供数据服务[2]。

2.3  数据推送功能

数据推送功能部署在大数据云平台的加工流水线上，通

过大数据云平提供的数据接口采集气象数据。采集到的数据

存储到前置机数据库之中。

2.4  数据服务功能

数据服务功能部署在前置机。通过Flask框架发布接口

服务，对水利厅提供雷达数据数据支持。

四个功能模块组成，如图二所示：

图二  系统功能图

3  方案实现

3.1  前置机架设

为了保证前置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我们选择了两台高

性能的服务器作为前置机，然后在服务器上安装了操作系统

和相关软件。为了保证前置机的安全性，我们采用了防火墙

和访问控制等措施，限制了外部访问前置机的权限。同时，

我们还采用了两台服务器互为备份等措施，确保数据的可靠

性和恢复性。

3.2  数据库部署

为了保证数据库的性能和可靠性，我们在前置机上安装

了虚谷数据库，并通过数据库管理工具对数据库进行了配置

和优化。我们采用了数据分区和索引等技术，优化了数据库

的查询和读取速度。我们还采用了数据备份和恢复等措施，

确保数据的安全和可靠性[3]。

3.3  数据共享

为了实现数据共享，我们在前置机上实现了一组API接

口，包括数据查询接口、数据下载接口和数据上传接口等。

我们采用了RESTfulAPI方式，将数据以统一格式暴露给外部

应用程序。外部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这些API接口读取和使用

气象数据，实现数据共享的目的。数据交换系统页面和接口

页面入图三、图四所示[4]。

图三  数据交互系统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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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接口调用数据界面

4  方案评估

4.1  优点

(1)提高数据共享效率：通过前置机和数据库技术，我们

可以将气象数据存储在本地，实现快速访问和共享，有效地

提高了数据共享的效率。

(2)提高数据安全性：通过前置机和数据库技术，我们

可以对数据进行安全检查和过滤，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有效地保护了数据的机密性和完整性。

(3)提高数据可靠性：通过前置机和数据库技术，我们

可以采用数据备份和恢复等措施，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恢复

性，有效地避免了数据丢失和损坏的风险。

4.2  缺点

(1)成本较高：由于需要架设前置机和部署数据库，方案

的成本较高，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2)技术要求较高：前置机和数据库的部署和配置需要

一定的技术水平，对于一些小型企业和组织来说可能不够

适用。

(3)维护成本较高：前置机和数据库的维护和更新需要一

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对于一些小型企业和组织来说可能不

够经济。

5  结论

本文以水利厅和气象局为例，提出了一种基于前置机和

数据库的行业间共享气象数据的方案，并详细介绍了方案的

实现过程和优缺点。通过前置机和数据库技术，我们可以提

高气象数据的共享效率和安全性，实现数据的快速访问和共

享。然而，方案的成本较高，需要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对于一些小型组织来说可能不够适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

步探索如何提高气象数据的共享效率和安全性，降低共享成

本和门槛，促进气象数据的广泛应用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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