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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技术信息库的研究与实现


刘凌峰，周智海，高艳波，张　莹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天津　３００１１２）

　　摘　　　要：在海洋观测系统研究和业务化运行过程中，在获取海洋观测数据的同时，

产生了大量的相关技术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海洋观测体系技术信息、海洋观测技术类数据

以及海洋观测技术发展动态信息等。文章首先解释了海洋技术信息的内涵及信息来源，进而简

要地描述了海洋技术信息库的总体构架和组成，介绍了海洋技术信息库现阶段的工作进展，重点

说明了４类技术信息数据库以及两个应用系统的建设情况，最后总结并指出未来的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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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我国针对近海、管辖海域及西北

太平洋开展了一系列海洋环境观测相关科研业

务活动，并通过一些大型专项的支持，初步建

立了中国海洋环境观测系统。在上述观测系统

业务化运行过程中，在获取海洋环境观测数据

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相关技术信息，例如：

海洋观测体系技术信息、海洋观测技术类数

据［１］以及海洋观测技术发展动态信息等。本研

究从海洋观测技术发展研究及业务化运行管理

出发，对上述海洋技术信息进行系统地收集、

处理、存储，并提供信息分析与共享服务，与

收集处理水文、气象等海洋环境观测数据具有

同等重要的意义。

２　海洋技术信息

２１　含义

海洋技术是海洋调查与观测、海洋资源开

发、海洋工程、军事海洋、海洋环境保护等诸多

方面技术的总称，因此海洋技术信息涵盖的范围

也很广。但是，鉴于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业务职能

及现有条件，本文所探讨的海洋技术信息仅包括

海洋观测体系技术信息、海洋观测技术类数据以

及海洋观测技术发展动态信息３个方面。

海洋观测体系技术信息，主要是指海洋观测

体系组成要素的相关技术信息，包括：海洋观测

标准规范以及各种观测平台、观测设备、观测集

成系统的分类、组成、技术指标等技术信息。

海洋观测技术类数据，主要由两类数据组

成：一类是各种用于海洋观测的浮标、岸站、船

用以及潜水器设备等在研发过程中产生的相关技

术数据，例如：浮标的摇摆数据、拖曳体的阻力

数据、光学的谱吸收数据等；另一类是指上述设

备在业务化应用中产生的运行状态信息，例如：

设备位置、电压、复位次数、门警、水警等。

海洋观测技术发展动态信息，主要是指国

内外海洋观测相关技术发展动态信息。包括：

海洋技术发展战略规划、高新技术研究进展、

研究成果及其产业化信息、海洋科技文献及国

际交流合作动态信息等。

２２　信息获取途径

海洋技术信息的分类从表面上看只有上述３

种，但其中每类信息又可分为若干小类，信息

繁多且复杂，收集渠道分散。技术信息的获取

方式主要有４种：① 通过实地走访或去信、去

函调研获得信息。对于易于走访或需要详细技

术指标的信息，需由专人前往相关机构，收集

资料信息。② 通过浏览互联网或相关出版物获

得信息。对于国内、外较公开的信息，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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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或查阅相关出版物，获得相关技术信息。

③ 在科研活动中记录并保留相关信息。在设备

研发、实验过程中或项目建设工作中保存各种

技术类数据，使之成为海洋技术信息的来源之

一。④ 业务化运行过程中记录状态信息。设备

业务化运行过程中，通过监控软件系统自动获

取并存储其运行状态信息。

３　海洋技术信息库总体架构概述

海洋技术信息库不是简单地完成上述技术

信息的存储功能，因为单纯的数据存储没有任

何实际应用价值，海洋技术信息库的建设目标

是建立一套集海洋技术信息的获取、存储、处

理、共享于一体的对海洋观测技术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综合系统。海洋技术信息

库总体上应由以下３个部分组成。即：数据库、

应用系统和服务平台，如图１所示。

图１　海洋技术信息库总体架构

数据库分为４个子库，即：海洋观测体系

技术信息库、海洋观测技术类数据库、海洋观

测技术发展动态信息库和信息产品库，分别记

录３类技术信息以及从基础信息中通过分析、

统计、评估后形成的各种信息产品。

应用系统主要由两个子系统构成，即：信

息获取系统和信息共享系统［２］。其中：信息获

取系统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技术信息录入数

据库；信息共享系统则提供数据库中的各种信

息及信息产品的共享服务。

服务平台是承载海洋技术信息数据库及应

用系统的软、硬件平台。服务平台包括系统业

务化运行必须的录入设备、存储设备、管理设

备、与各类信息服务对象之间的网络连接以及

配套系统软件等。

４　海洋技术信息库的初步实现

海洋技术信息库是一个综合系统，在中国

近海 “数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构建项目的支

持下，国家海洋技术中心项目组开始着手海洋

技术信息库建设，经过几年的建设时间，目前

已初步建成并投入业务化运行，以下简要介绍

海洋技术信息库的初步实现情况。

４１　概述

目前，海洋技术信息库已完成的工作包括：

数据库搭建、应用系统开发、服务平台建设、

信息采集录入４项内容。

（１）数据库。目前数据库主要记录如下技术

信息：海洋观测标准与规范信息、海洋观测平

台技术信息、海洋观测设备技术信息、海洋观

测集成系统技术信息、海洋技术发展动态信息，

虽然距总体设计规定的三大类信息还有差距，

但已初步形成了一定的信息存储能力。

（２）应用系统。信息获取系统和信息共享系

统已根据数据库现有的信息内容完成主体功能

开发，信息获取系统针对人工收集的信息和自

动获取的信息采用不同处理模式，将上述技术

信息录入数据库，并完成信息标准化处理。信

息共享系统采用分类用户授权模式，对公网和

专网用户提供不同类别的信息服务。

（３）服务平台。在整合现有软硬件设备和网络

资源的基础上搭建的管理及服务平台具备较强的信

息存储和应用服务能力，信息库已按照可提供的信

息类别分别接入互联网和 “数字海洋”主干网。

（４）信息采集。项目组通过多种渠道，采用多

种手段开展技术信息收集工作。截至２０１２年５月，

海洋技术信息库已获取并录入海洋调查及观测体系

技术信息８０００余条，海洋观测技术类数据４２万余

条，海洋观测技术发展动态信息３０００余条。

４２　数据库

海洋技术信息库应包含３类技术信息，即：

海洋观测体系技术信息、海洋观测技术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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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海洋观测技术发展动态信息，构建包括信

息产品库在内的４个子库。但由于中国近海

“数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构建项目的建设周期

较短，而海洋技术信息库在本项目的主要工作

重点是搭建数据库和应用系统的基础框架，大

量收集技术类数据由于工作量巨大，故在数据

库中对此类数据的收集数量较少，目前海洋技

术信息数据库涉及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海洋观测体系技术信息库。主要包括

如下信息分类：① 海洋观测标准规程信息。主

要信息内容包括标准规程名称、批准机构、编

写机构、摘要、全文等。② 海洋观测设备技术

信息。主要信息内容包括海洋水文、海洋气象、

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洋生物、海洋地质地

貌等观测时使用的设备名称、技术参数、应用

情况、检定维护等。③ 海洋观测平台技术信息。

主要信息内容包括天基观测平台、空基观测平

台、岸基观测平台以及水面水下观测平台名称、

应用情况、技术指标等。④ 海洋观测集成系统

技术信息。主要信息内容包括全球、区域以及

国家海洋观测系统的名称、范围、技术手段等。

（２）海洋观测技术类数据库。目前只包含

一种类型数据，即：中国海洋观测系统数据传

输网运行状态数据，主要信息内容包括观测平

台运行状态、传输网络运行状态、数据传输状

态、传输网应用软件工作状态等。

（３）海洋观测技术发展动态信息库。主要

包括如下信息分类：① 海洋技术发展战略规划

信息。主要信息内容包括国内外海洋战略规划

现状、阶段性成果等。② 海洋高新技术成果及

其产业化信息。主要信息内容包括成果名称、

简介、等级、应用领域、产业化现状等。③ 海

洋技术国际交流动态信息。主要信息内容包括

重大国际会议、国际交流合作动态等。④ 海洋

技术文献信息。主要信息内容包括文献主管／主

办／协办部门，编辑出版单位、地址，刊号，出

版时间以及论文题目、摘要及其全文等。

（４）信息产品库。基于以上３类信息定期

制作统计、分析、评价信息产品，存入数据库。

４３　应用系统

目前已开发的应用系统包括信息获取系统

和信息共享系统，主要针对数据库中已存储的

信息类别实现其相应功能。

（１）信息获取系统。信息获取与集成系统

完成信息录入和审核、标准化处理、规范化存

储等功能。对于人工收集的信息，项目组开发

了基于Ｂ／Ｓ架构的录入软件，由有专门人员负

责录入，信息经专家通过审核界面检查后正式

进入信息库，从而保障信息质量。对于目前数

据库中包含的技术类数据，即：海洋观测系统

传输网络运行状态信息，项目组开发了基于Ｃ／Ｓ

架构的信息自动提取软件，定期将运行状态数

据获取至数据库。

（２）信息共享系统。信息共享与服务系统

是海洋技术信息库对外提供技术信息服务的窗

口，系统采用分级授权的机制，为专线用户和

互联网用户提供不同安全等级的信息资源。系

统基于Ｂ／Ｓ软件体系架构，使用自主研发的信

息检索引擎，用户能够快速精确地搜索到所需

技术信息。海洋观测系统传输网络运行状态信

息的显示基于 ＧＩＳ技术，实现站位和状态信息

的直观可视化表现。信息共享系统的技术实现

在参考文献 ［２］中有详细介绍。

５　结论与展望

海洋技术信息库的建设构想，在中国近海

“数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项目的支持下，得到

了初步实现，建设的内容和工作重点符合 “数

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的要求，取得了一定成

果。但海洋技术信息库不是简单、封闭的数据

库或系统，其信息内容将随着海洋科技的发展

和业务工作的深入不断扩充，特别是在本项目

建设中尚未大范围收集的海洋观测技术类数据，

这也将是项目组下一步信息整合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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