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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通过海域动态专网连接到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的智能采

集控制器,获取潮位观测和设备运行状态数据,通过数据解析,建立潮位和设备运行监测信息平台

中心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实现业务管理和应用服务(如数据的监控、统计、查询、图形化分析、报表

输出、参数设置、Web客户端等)。临灾前,海南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可依据潮位监测和海洋预报

数据,利用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提前对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下达预警指令,发布预警信号,

警示周边群众及时避险。临灾时,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可为“三防”应急指挥部门提供警戒潮

位观测预警站点的风暴增水数据和现场视频画面,为海洋防灾减灾工作和指挥决策提供重要数据

支撑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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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ntegratedmanagementplatformofstormsurgewarninginHainanProvinceaccesses
toitscoastalintelligentsensingequipmentthroughtheseaareadynamicnetwork.Bycollectingtide

leveldataandequipmentrunningstateatthesametime,theplatformanalyzestheoriginaldata,

establishesitscentraldatabase,andrealizesthemanagementandapplicationservices(datamoni-

toring,statistics,query,graphicanalysis,reportoutput,parametersetting,webclientservice,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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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theoccurrenceofmarinedisasters,HainanMarineMonitoringandForecastingCentercan

issueearlywarningandinstructionstoearlywarningtidallevelobservationstationsandentity
identifiers,andremindexposedpersonstoevacuateortakepreventivemeasures,throughthemain

managementplatform andbasedonthelatestoceanforecastdata.Duringthedisaster,the

platformcanprovidereal-timetidalleveldataandfieldvideoforemergencymanagementdepart-

ments,andfurtherimprovetheabilityofdisasterpreventionandmitigationmeasures.

Keywords:Stormsurge,Marineforecasts,Disasterpreventionandmitigation,Emergencycom-

mand

0 引言

海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和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与资源保障,海洋经济发展空

间巨大,海洋事业前景广阔,但海洋经济发展常面

临着各种海洋灾害侵袭的风险[1-2]。海南省综合防

灾减灾“十三五”规划要求加快推进海南省综合防

灾减灾能力建设,推进“智慧海洋”建设,为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更加良好的自然环境,有力保障

全省海洋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3-4]。

风暴潮主要是指由于强烈的大气扰动,如强风

和气压骤变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现象。风暴潮叠

加在正常潮位上,同时叠加风浪、涌浪,三者共同作

用引起的沿岸海水暴涨而酿成的巨大灾害,称之为

风暴潮灾害[5]。风暴潮灾害是我国沿海面临的主要

海洋灾害,风暴潮的每次发生,都伴随巨大的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6]。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

步,对风暴潮观测预警有了更多可运用的手段[7-8]。

根据《警戒潮位现场标志物设置规范》的要求,海南

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于2018年在海南岛北部沿海

重点岸段和人口密集区部署了基于 K波段雷达进

行潮位监测的新型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实现潮

位自动观测及预警,为海南省风暴潮监测提供实时

准确可靠的观测数据[9-11]。

根据海南省海洋灾害预警形势和信息化现状,

结合海南省海洋灾害预警体系建设现有成果,本研

究利用智能传感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

技术,推动以“智能硬件+综合平台”的风暴潮预警

体系化建设,实现与海南省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

点间海洋观测数据对接,建立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

合管理平台,实现观测数据、灾情现场与“三防”指

挥之间数据共享,力求形成监测预报、信息发布、应

急响应、协调指挥、抢险救灾的有效工作制度,确保

海洋灾害预警和应急指挥等各项工作协调、有序、

有效、有力开展,全面提升应急指挥效率与防灾减

灾服务能力。

1 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总体结构

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采用分层逻

辑结构设计,纵向由底层到顶层分为感知探测层、

网络通信层、基础数据层、平台支撑层、业务应用层

和服务平台层。

感知探测层主要指建于海岸的警戒潮位标志

物预警站点的感知设备,主要包含智能采集控制

器、各类气象水文传感器、图像视频传感器及其他

相关辅助设备等。

网络通信层主要指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

和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点的通信介质,警戒潮位

标志物预警站点与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之间,

以及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点与分离报警装置之

间的通信采用接入海域动态专网的4G通信和北斗

卫星短报文通信两种方式,用于保障灾害天气影响

期间的通信能力。

基础数据层主要指服务于风暴潮预警综合管

理平台的SQLServer数据库,用于观测数据的存储

和管理。

平台支撑层主要用于数据管理和服务管理,用

于观测数据的接收、解析、存储以及向业务应用层

和服务平台层提供数据服务。

业务应用层和服务平台层主要指针对观测数

据的分析、扩展应用和服务开发等。海南省风暴潮

预警综合管理平台逻辑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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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逻辑结构

2 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组成模块

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由数据收集、

质量控制、数据处理、系统管理、数据应用等功能模

块组成,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系统总体功能模块

2.1 数据收集功能模块

数据收集功能模块包括数据采集、图像采集及

远程交互等。

2.1.1 数据采集

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点通过智能采集控制

器控制气象观测要素传感器和潮位观测要素传感

器进行数据采集。气象观测要素主要包括空气温

度、相对湿度、风向风速、降雨量、大气压、海平面气

压等气象观测要素的采集和计算;潮位观测数据主

要实现当前潮位、高低潮位、潮时等要素的采集。

2.1.2 图像采集

技术人员通过安装在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

点的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能够完成警戒潮位标志

物预警站点运行状态监控、观测数据采集存储、文

件生成、数据入库、数据应用分析、信息发布以及数

据共享等工作。前端观测设备主要由图像视频传

感器和图像采集器组成,负责视频和图像的采集,

视频数据流采用4G网络传输到管理平台服务器,

用户可以通过终端实时查看潮位和警戒潮位标志

物预警站点周边的视频图像。

采集的气象水文数据及视频图像可以直观地

显示于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应用软件

界面。

2.1.3 远程交互

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通过无线网

络与智能采集控制器进行远程交互,主要功能包括:

(1)手动采集数据:采用定时或手动远程发送

数据采集指令,数据采集器接收指令后返回对应数

据帧,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接收软件进

行处理后,数据返回给对应请求者。

(2)时钟同步:定时或人工与采集器终端进行

校时,保持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点与海南省风暴

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系统时间的同步。

(3)数据补抄: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

台自动进行采集数据完整性检查,自动实现对最近

一个月内缺失的数据进行补传,或由人工操作进行

数据补传。

(4)远程升级: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

台选取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点,把指定升级文件

发送给智能采集控制器进行嵌入式程序升级。

(5)终端维护: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

台实现对采集器和传感器的各种参数及数据的传

输和设置。

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点既可以独立运行,也

可以远程控制运行。当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点

自主运行时,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点智能采集控

制器根据采集到的潮位数据,并依据预设警戒潮位

对应阈值,控制四色LED灯常亮,警示周边群众避

险。台风来临前,海南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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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洋预报数据,远程发布风暴潮预警指令,控制

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点对应颜色的LED灯闪亮。

2.2 质量控制

参照海洋气象行业相关标准进行数据的质量

控制,输出规定格式的数据和质量控制信息,质量

控制内容包括格式检查、观测数据漏测检查、界限

值检查、主要变化范围检查、内部一致性检查、时间

一致性检查、质量控制综合分析以及数据质量标

志等。

2.3 数据处理

2.3.1 数据解析

根据不同设备通信协议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检

查方法,检查接收数据的格式。数据解析主要根据

数据通信协议进行解析,如果是加密数据,则需要

进行解密处理。对于下行指令,根据不同设备进行

协议转换。

2.3.2 数据入库

将原始数据以及进行数据质量控制的数据,按

协议解析后进行入库处理,作为后期业务分析与应

用服务的数据源。

2.3.3 报文生成

对经过标定和质量控制后输出的数据,按数据

字典规定的数据传输格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写入

中间文件中,对中间文件中标准格式的数据进行解

析入库处理。

对经过标定和质量控制后输出的数据,按共享

文件格式(报文)的要求生成报文文件并存储在指

定的目录内。

在生成文件的同时,将根据设备型号、日期时

间以及数据类型对其进行组织和管理。

2.3.4 分发上传

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收集所有警

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点数据,按规定格式生成报文

文件并进行汇总打包,通过FTP方式定时自动上传

报文文件到指定的FTP服务器,上传时间间隔按报

文时效性规定设置。

2.4 系统管理

2.4.1 配置管理

(1)数据库连接参数设置,配置数据库服务器

IP和端口、数据库名、用户名和密码,并能测试数据

库是否连接成功。

(2)文件路径配置,配置系统运行和操作产生

的临时文件、报文文件、日志文件等存储目录。

(3)网络参数设置,配置网络通信监听IP和

端口。

2.4.2 基础信息管理

(1)数据库管理。根据需要订制数据维护计

划,定期进行数据备份操作,并将其备份数据转储

到移动介质上。

(2)用户信息管理。增加、修改和删除用户,并

能够对用户进行功能权限分配,主要分为系统管理

员和一般操作员。系统管理员具有处理平台所有

功能操作权限,一般操作员根据工作需要由系统管

理员分配功能操作权限。

(3)站点信息管理。添加、修改和删除警戒潮

位标志物预警站点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台站号、台

站名、经度、纬度、海拔高度等。

(4)统计报表管理。建立、修改统计报表格式,

能够建立警戒潮位变化、天气状况等报表。

2.5 数据应用

2.5.1 数据查询

通过局域网或互联网,自定义条件查询、浏览

和统计平台数据库(SQLServer)上的实时和历史数

据,并以图形、曲线、表格等形式,直观、形象地将数

据呈现出来。

2.5.2 统计分析

数据统计分为3个部分:潮位变化分析、到报情

况统计、上传情况统计。

(1)潮位变化分析。分析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

站点潮位数据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和观测指标。

(2)到报情况统计。统计所有警戒潮位标志物

预警站点某一时段内的到报情况,以表格或图形方

式显示。

(3)上传情况统计。统计所有警戒潮位标志物

预警站点某一时段内的报文文件上传情况,以表格

或图形方式显示。

2.5.3 日志查询

系统管理员可以根据相应查询条件对日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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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查询操作,用以了解平台的运行状况或者用户的

活动历史,如按关键词检索系统日志、检索操作日

志、查看历史时间的系统日志等。

2.5.4 监控预警

结合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点的观测数据与

数据质量检查结果,评估智能采集控制器的运行状

态和各类传感器的工作状态,形成设备运行状态数

据并进行显示,从而实现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点

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控。主要包括观测数据实时监

控、设备运行状态监控以及故障报警3个方面的

内容。

(1)数据实时监控。监控内容包括海洋气象、

潮位数据实时变化。数据状态定义如下:①正常。

观测要素数据及时到达,观测数据正常。②可疑。

观测要素数据及时到达,数据格式正确,但通过质

量控制算法判断数据异常。③错误。观测要素数

据及时到达,且格式正确,但质量控制算法判断数

据错误或格式错 误。④缺 报。无 观 测 要 素 数 据

到达。

(2)设备运行状态监控。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

站点设备自检状态、传感器工作状态、外接电源状

态,智能采集控制器主板电压状态、工作电流状态、

主板温度状态、机箱温度状态、通信状态、采集器运

行状态、AD状态、门状态、外存储卡状态等。

(3)故障报警。故障报警是数据和设备状态监

控的重要内容,对于及时发现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

站点故障具有重要意义。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

管理平台使用绿色和红色序列图的形式监控所有

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点实时数据和设备状态,绿

色表示正常,红色表示故障,当发现对应数据和设

备状态异常时,序列图自动由绿色跳转为红色,方

便监控人员及时发现处理。

2.5.5 产品生成

提供图片的预览、打印功能。可将显示的图片

保存为bmp、gif、jpg、tiff和png等格式。可将观测

要素值导出为 Micaps格式和Excel格式。可将查

询统计的数据导出为文本和Excel格式。

3 结论

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是集数据

观测、采集、处理、传输、控制及应用于一体的综

合业务系统,涵盖了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点、

管理监控中心、信息共享服务平台,以及各部分

之间的通信链路等,形成了在线、动态分析及可

视化显示的风暴潮应急预警等内容。该平台具

有如下特点。

(1)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点为实时在线观

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在无干预的情况下自

动完成潮位观测和报警工作,且可自动保存6个月

的历史数据。

(2)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负责数据

的接收、处理和存储,可对数据进行实时分析、进行

远程控制预警服务等。

(3)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完成数据的发布,灾情

状态下向“三防”等部门提供辅助决策信息。

(4)通信链路为数据信息和图像信息提供可靠

的通信传输保障。

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建设模式最

大限度地保证了平台的安全性,下级警戒潮位标志

物预警站点的局部故障不影响平台的其他部分,上

级平台的故障不影响下级警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

点的自动观测与报警,在没有上级新的目标指令时

本级智能控制器将自动依据采集、计算的结果独立

控制运行。

海南省风暴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建设通过警

戒潮位标志物预警站点终端设备研制、监测系统设

计与集成、通信系统、运行管理、数据分析与应用、

质量控制、运行维护、安全保障、信息发布等关键环

节,实现以潮位监测为基础,以数据通信、数据分

析、数据整合为技术手段,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建立

数据模型,为海南省风暴潮预警和“三防”指挥决策

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此外,海南省风暴

潮预警综合管理平台为开放的环境,可以根据观测

数据的不断丰富,不断扩展开发满足各种需求的应

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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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行政处罚通论》书评

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实施这一重大部署,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完善海

洋行政管理不仅要注重良性引导、规范管理,更要注重对违

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海洋行政处罚工作是依法治国的

要求,对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海洋行政管理秩序、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我国海洋行政处罚因起步

较晚,空白不足之处良多,裴兆斌教授的新作《海洋行政处罚

通论》一书恰好为这一空白作出了学术与实务上的贡献。

正当程序是行政执法的生命。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

规范海洋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海洋行政处罚时,必须以事实

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确保合法、公平、公正,切实维护海洋行

政管理秩序,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海洋

行政处罚通论》一书的出版有利于读者了解海洋行政处罚的

内涵,明确海洋行政处罚的具体内容,并通过案例分析深切

领会海洋行政处罚的实务应用。

《海洋行政处罚通论》一书在研究内容广泛,创新亮点颇

多,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1)明确海洋行政处罚的内涵。该书对海洋行政处罚的

基本概念加以界定,明晰了海洋行政处罚的概念、基本原则、

法律依据和执法主体等内容,帮助读者清楚地从学理的角度

掌握海洋行政处罚的基本概念。

(2)列明海洋行政处罚的常见措施。该书对海洋行政处

罚措施的种类、适用方式予以论述,使读者对海洋行政处罚

的具体措施有了基本认识,而后通过实际案例的详细分析,

并对海洋行政处罚措施的具体适用做出解释说明,语言通俗

易懂,内容丰富充实,使得读者可以更加深入了解海洋行政

处罚的常见措施。

(3)分析不同领域的海洋行政处罚。该书对海域使用和

海岛保护行政处罚、海洋渔业行政处罚、海洋渔业港行安全

行政处罚、海洋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涉外海洋科研与铺设电

缆管道行政处罚、海上缉私行政处罚以及海上治安行政处罚

进行分节论述,详细而清楚地阐述了不同违法行为的海洋行

政处罚标准。

(4)充分运用案例分析法。该书不仅在理论上切合当下

海洋对法学理论的要求,而且运用个案分析对方式,对各种

海洋违法案件予以罗列,包括海域使用、海岛保护等。通过

案例演示的方式将各类海洋行政处罚认定与处罚的法律依

据、法定程序一一阐述,为海洋行政执法部门提供了案例实

操演示。

《海洋行政处罚通论》一书由裴兆斌教授及其团队完成,

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为当下海洋行政处罚提

供了理论指导,展现了裴兆斌教授及其团队在海洋行政处罚

及相关工作领域的丰富经验。该书既可以作为海洋行政管理

部门进行海洋行政执法活动的工具书和培训书,也可作为法

学专业学生的教学参考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及实践价值。

尼采曾说:“在需要面前,一切理想主义都是虚伪的”。

《海洋行政处罚通论》正是当下海洋行政处罚所需要。

(张弘 辽宁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