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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象信息系统》是一本概述型书籍，其内容涵盖了目前气象行业信息技术部门所从事的主要业
务工作，包括：气象通信系统、高性能计算系统、气象资料管理与服务系统，以及若干应用系统(如：
全国电视会商系统等)。
全书由浅人深、由点到面地介绍了这些业务领域的工作范围、内容、结构、流程、相关技术以及标准
规范等。
通过阅读《气象信息系统》，读者可以较深入地了解气象行业信息技术部门主要业务工作的特点、方
法、流程和所涉及的技术范畴。
　　《气象信息系统》共分六章，依次是：气象信息系统概述、气象通信网络、高性能计算与存储、
气象资料管理与服务、气象系统工程建设、气象信息系统的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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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顾名思义，所谓“气象业务系统”，就是“所有与完成某个气象专业工作相关的事物
按某种特定规则（或关系）所组成的整体”；或简言之：完成某特定气象业务的系统的总体。
在气象部门中，与气象工作相关的所有事务性工作都属于“气象业务”范畴。
和天气、气候等基本气象业务一样，通信、场地环境、资料处理及管理服务、影视服务产品制作等工
作也属于气象业务，而财务、人事、科技管理、外事、法规、文秘等，由于其工作于气象部门，服务
于气象部门，也是气象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气象业务系统，就是完成上述气象业务工作的业务系统的总称。
作为气象业务系统应当包含有四个要素：（1）业务目标：系统建设和运行的最终目的是完成既定的
气象业务工作；实现业务目标既是系统建设和运行的直接和唯一的根据，又是判定系统成败的最直接
和最权威的标准。
（2）业务规则：实现业务目标的具体条件和路径，是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职责分工和相互协同工作
的内在规律的具体描述，包括系统内部的逻辑结构和布局、信息流程、信息处理方法等。
（3）技术手段：业务规则得以实现的具体方法，它和业务规则互为因果关系，对于同一个业务目标
，不同的技术会产生不同的业务规则。
同样是信息传递，四千年前的烽火传递和我们当前的网络传递，无论从组织结构，人员配备，规章制
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我们目前正处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各行业的业务系统都尽可能多地采用了现代信息
技术，正如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几乎所有系统都明显带有机械化特征一样，现代气象业务系统
也基本具备了信息系统的主要属性。
（4）保障措施：既包括物理环境，也包括逻辑及信息环境。
保障措施的优劣与业务系统没有必然联系，也是该业务系统自身无法控制的；一个良好的业务系统可
能会运行在一个十分糟糕的环境之中，而一个品质一般的业务系统却可能在一个十分良好的环境下运
行。
任何一个业务系统在其运行过程中都会遇到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影响其正常运行，只能借助保障措
施排除这些问题，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
1.1.2.2气象业务系统的主要特性具备了上述四个要素的气象业务系统还必须体现气象学科的重要特性
，具体如下：（1）科学性：气象工作要求业务系统所产生的结果是唯一的，即为非二义性的、模棱
两可的或似是而非的；或可重复的，即同样的输入必须得到同样的输出结果。
（2）及时性：气象工作要求业务系统必须满足时效性要求，即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应当完
成的所有工作。
（3）稳定性：气象工作要求业务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是相当稳定可靠的，这种运行过程的稳定可靠性
首先表现在业务系统长时间的连续运行过程中，其次表现在若干概率较高的极端情况下。
（4）可维护性：应具备通过日常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不断积累信息、发现规律、形成知识，促
进系统不断更新和优化，适应不断增长的新的需求——即具备可维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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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气象信息系统》是现代气象业务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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