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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海洋环境数据的多源、异构特点，分析海洋环境数据共享的现实需求，探讨海洋多源环境数据集成与共享的技术

难点。基于当前分布式网络技术，提出海洋环境数据分布式共享方法和实现手段。通过建立海洋多源环境数据数字化共享系统

平台，实现多源海洋环境数据的实时集成与共享，证明相关技术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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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快了社

会的数字化、信息化。“数字海洋”作为“数字地球”
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信息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海

洋实力的重要标志
［1］。

由于海洋数据的多源性，使得海洋数据在数据

标准和数据格式上具有很大的差异，给海洋数据和

信息的共享造成了诸多不便
［2］。海洋信息具有地

理信息的分布式特征，这就要求数据管理和维护的

形式由集中式向分布式转变
［3］。空间信息的共享

集成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空间信息技术研究的焦点

和热点问题
［4］。如何通过网络方便快捷地获得不

同来源的海洋数据，屏蔽多源数据的异构性，以满

足用户需求，这是实现海洋数据共享的一个必然

趋势。

一、多源海洋环境信息动态集成方法

1． 技术难点

传统的网络数据共享方式中，一方面数据分散

于网络各个节点，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形成信息孤

岛; 另一方面虽然通过网络下载的方式可以得到所

需的数据，但由于海洋数据的种类、存储方式的多

样性，往往造成用户即便能够得到数据也无法使用

这些数据，从而致使海洋数据的利用率低下。
要有效利用网络中的海洋数据，必须能够快速

检索用户所需要的数据，并屏蔽其异构性，使用户

能够像使用自己的数据一样，透明地访问网络各节

点的海洋环境数据。

要实现 上 述 需 求，需 要 解 决 如 下 几 个 问 题:

① 网络环境下多源数据的集成与组织; ② 多源海

洋环境数据的快速传输与交换;③ 服务的发现与动

态调用。
2． 系统实现方法

基于当前分布式计算技术的发展现状，并遵循

SOA 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以 Web Service 技术为基

础，通过建立一个多层次分布式体系结构的 GIS 系

统，来实现网络中不同节点中海洋环境数据的实时

动态集成共享。这种分布式、松耦合的体系结构设

计有利于提高系统的灵活性与可扩展性。
( 1) 系统体系结构

本系统体系结构如图 1 所示。其体系结构由 3
部分构成: 客户应用端、资源管理与调度中心、多源

海洋异 构 数 据 源。各 部 分 之 间 的 联 系 通 过 Web
Service 实现，在此称其为中间服务层，并为客户端

提供功能服务。该服务层包括直接针对底层数据

的应用模型服务和资源管理与调度中心的功能服

务。系统各部分在工作流的组织下，通过中间服务

层实现屏蔽底层多源海洋数据的异构性，实现各部

分之间的动态集成。
1) 客户端。它是对数据进行操作的统一访问

平台。用户根据自身需要，通过客户端实现对多源

海洋环境数据的多种可视化表达与应用。
2) 资源管理与调度中心。它是整个系统平台

的资源管理、信息服务、安全服务中心，也是该体系

结构的核心，是多源异构数据集成实现的关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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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该资源中心的服务，为用户实现资源的统一管

理、查找与调度。所有在网络中发布供使用的海洋

环境信息都需要在该中心进行注册，并对这些数据

进行统一的组织与管理，这种管理是通过注册元数

据信息的方式实现的。首先根据海洋环境数据的

专题数据类型进行分类，包括 Argo 数据、海流数据、
海温数据; 然后将相应类别的元数据信息在资源管

理中心进行注册，以便对网络中存在的多源海洋环

境数据进行管理、检索与更新。这里所注册的元数

据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5-6］:

a． 服务内部元数据。服务内部元数据注册关

于服务自身的信息，包括服务功能描述、接口参数、
服务的发布用户及服务关联的底层数据的元数据

信息。服务内部元数据为用户通过资源中心检索

其感兴趣的海洋数据提供方便。
b． 网络自身元数据信息。它描述平台当前状

态，包括结点信息、用户访问信息等。
c． 服务间关系元数据。它描述与其他服务之

间的关系，系统可根据其所提供的信息，自动调用

相关的服务，为服务的智能集合提供关键支持。如

在数据查询服务中，提供了数据的可视化服务，用

户在查询出某类感兴趣的海洋数据后，系统就可根

据注册的关联可视化服务对其进行自动调用，对其

感兴趣数据进行可视化表达。

图 1 多源海洋环境数据共享体系结构

3) 多源海洋异构数据源。它是整个系统的基

础所在，由分散在 Internet 网络节点中的所有的海

洋环境数据组成。
这 3 部分由基于 Web Service 方式实现的服务

所联系，并通过网络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

虚拟的系统。这种集成方式可以解决目前 GIS 与应

用模型系统集成功能冗余、应用模型复用困难、集

成界面复杂等问题
［7］。使用时，用户首先通过客户

端平台在海洋信息管理中心中查找感兴趣的数据

信息; 然后根据所返回元数据中提供的所需数据服

务的 URL 地址实时动态地调用该服务，从而获得调

用结点的数据; 最后在客户端对所调用的数据进行

可视化表达和其他应用。在对网络结点中的数据

进行可视化表达时，其实现方式可以是: ① 由服务

器端实现，然后将服务器端生成的可视化结果传送

到客户端，由客户端直接显示; ② 服务器端只提供

原始数据，由客户端对数据进行处理并进行可视化

表达。系统工作流程如图 2 所示。通过这种系统设

计方式来实现网络环境下多源数据的集成与组织，

解决上述第一个问题。

图 2 原型系统工作流程

( 2) 系统关键技术

1) Web Service 技术。Web Service 是一种可以

用标准 Internet 协议来访问的可编程应用逻辑
［8］。

它以 SOAP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为其核心技术之一，

是在分散或分布式的环境中交换信息的简单的协

议，是一个基于 XML 的协议。通过将网络中多源海

洋环境数据统一按照 XML 规则进行编码，实现在网

络中进行多源海洋环境数据的快速传输与交换，解

决前述第二个问题。
2) Web 服务的动态调用。由于网络中所提供

的海洋环境数据是动态的，因此客户端需用动态的

方式访问网络中提供的 Web Service 功能组件，并集

成于本系统。在 Microsoft． NET 框架下，通过在客户

端共用一个 Web Service 代理，并传递 Web Service
的 URL，实 现 动 态 调 用 Web Service 执 行 相 应 的

Web Service 的方法。通过这种调用方式解决前述

第三个问题。调用流程如图 3 所示。

63 测 绘 通 报 2011 年 第 10 期



图 3 Web Service 动态调用流程

二、原型系统

本文初步建立了“多源海洋环境数据动态集成

与远程可视化原形系统”。该系统以 Web Service 为

纽带，采用 ArcGIS Server 提供后台地图服务和分析

计算服务，用 ArcGIS Engine 开发实现客户端操作平

台，通过数据管理中心的查询调度，将多源数据在

前端平台上进行集成、可视化与分析操作，实现了

用户对多源海洋环境数据的透明访问。
图 4 为在客户平台显示的通过“资源管理与调

度中心”检索到的网络中所发布的服务列表。

图 4 察看并选择数据服务

图 5 为选择某一数据后，客户平台显示的 Argo
数据，及通过客户端选择某一 Argo 平台数据后，所

生成的温-压图。

图 5 Argo 效果图

三、结束语

本文在对海洋数据的分布式特性论述的基础

上，提出基于 Web Service 构建分布式 GIS 系统，实

现了多源海洋数据的集成与共享。并以海洋环境

数据为例，构建了多源海洋环境数据动态集成与远

程可视化原形系统。且具体讨论了该系统的体系

结构设计、关键技术实现方式、工作流程，验证了本

文提出的基于 Web Service 的多源海洋环境数据动

态集成与共享方式的可行性。为加快我国海洋信

息化建设，提高海洋数据、信息的利用率，提高海洋

管理效率，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该平台仅是对于多源海洋数据动态集成共享

方法的一个初步探索。对于平台所涉及的元数据

标准的制定，Web 服务接口设计的标准的制定，高

级事务处理及辅助决策，以及在网络环境下的可视

化建模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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