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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峡地理复杂 海况典型 南北长约

面积大约 最大水深 是连接东海

和南海的重要通道≈ ∀作者选择台湾海峡这一典型海

区 构建一个开放式台湾海峡 ≥系统 或称为数字

台湾海峡 并把它定位为中国数字海洋的区域性子系

统 ∀本文讨论该系统的结构设计和关键性技术问题 ∀

数字台湾海峡的模式特点

从管理模式上 数字台湾海峡的数据组织 !活动

规划 !应用范畴等都体现海洋研究与管理的方方面

面≈ 满足和遵循海洋行业管理 !海洋综合管理 !海洋

区域管理的数字海洋总体模式 ∀但它又是一个具区域

特色的系统 其特点 台湾海峡的地理位置在经济

和军事上具特殊的意义 在海洋物理学 !海洋气象

学 !海洋地质学 !海洋化学 !海洋生物学等方面都具典

型的特征 许多科研单位都开展台湾海峡综合调

查与研究 收集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并在这一区域及

相关领域上出现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和著名专家学

者 ∀综合上述特点 本数字台湾海峡基于海洋管理模

式的总体结构 可包括 个子系统 ∀其中海洋行业管

理 !海洋区域管理 !海洋综合管理等子系统视台湾海

峡这一区域的情况而设置 且把海洋调查和正在进行

的科学研究 综合建设为台湾海峡海洋科学专家子系

统 把台湾海峡的灾害监测 !海洋环境动态监测等工

作 专门构建为数字台湾海峡海洋动态监测预测预报

子系统 ∀

专家子系统的组织分为几个途径 按历次大

型海洋调查研究项目划分子系统 如/台湾海峡地质 !

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综合调查研究0 ! /闽南 2台湾浅

滩渔场上升流区生态系研究0 !/ 台湾海峡海洋生源要

素 !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0 等≈ ∗ 按几个重要

科研单位分别建立子系统 主要是分别建立大型空间

数据库 实现协同工作并达到互操作≈ 可以按照

不同学科 !专业 !研究方向以及技术方法等 设立台湾

海峡研究动态综合子系统 建立台湾海峡的研究

专家专栏 或称为专家主页 最终构建一个理想的

专家决策支持系统 ∀台湾海峡动态监测预测预报子系

统是根据台湾海峡的特殊海况 尤其是台风 !风暴潮

等灾害严重 专设的一个智能化专家决策支持系统

如实时进行台风路径 !云图 !风况等网上报告 ∀该系统

包括台湾海峡海洋环境数值预测子系统 !海生资源及

环境动态监测子系统 !海岸带灾害监测预测预报子系

统 !海洋海岸污染物监测子系统等 ∀另外 还建立一个

海洋动态仿真与虚拟实验系统 进行海洋环境数值模

拟 如进行赤潮 !风暴潮 !洪水 !泥沙淤积 !海洋污染等

可视化仿真与虚拟实验 ∀

基于物理系统的结构设计

数字台湾海峡 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的信息系

统 它必须具备数字地球这一概念中的一系列技术手

段 如地理信息系统 ≥ !遥感技术 ≥ !遥测技术

× !卫星定位系统 °≥ 等 ∀另一方面 作为先行开

发和独立开发的数字台湾海峡 必须能够满足和适应

数字海洋总系统和兄弟系统的一致性 !共享性和互操

作性 系统的设计必须考虑和避免异构环境下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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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空间概念 !质量标准 !数据格式以及空间数据模

型等方面的不兼容性而造成/ 信息孤岛0 ∀因此本系统

的设计思想是开放式 !互操作 ! ≥∀系统的开发技术

是 综合采用面向对象技术 !分布计算技术 !分布式对

象技术和开放式空间数据库互联等新一代计算技

术 ∀

就 ≥的发展而言 把数字台湾海峡的设计定位

在面向对象的超媒体网络 ≥ • ≥ 或者

软件组件式面向对象的超媒体网络 ≥ ≤ ≥ 是

一种先进的选择 当然在实现的技术上也就有了更高

的要求 比如 解决分布异构环境下的互操作≈

使客户机 服务器模式与面向对象技术结合

提供面向对象的 ° 建立集成框架和软件总线

实现应用软件的部件化开发 即一个分布式对象

就是一个部件 ∀可见系统的外部关系和相互关系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 系统从软件硬件上的选择 都必须为

它而考虑 ∀从软件上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系统平台 !开

发工具以及由它们提供的技术所建造的空间数据库

和开发的应用软件 另一是为满足数据传输和协同工

作所必须的网络通信协议 !数据输出系统以及互操作

规范等 ∀从硬件上分为 大部分 第 部分是数字台

湾海峡的源数据采集与输入系统 包括遥感遥测系

统 !卫星定位系统及其与 ≥接口的输入设备 如数

字化仪 !扫描仪等 第 部分是台湾海峡空间数据交

换中心 或称为数字台湾海峡制作中心 以及各科研

单位子系统的计算机设备 第 部分就是信息基础设

施 即 技术 ∀综合软 !硬件的架构 基于物理系

统的结构设计如图 所示 ∀

图 数字台湾海峡物理结构

软件平台的选择 可选用中国地质大学研制的

° ≥ 网络版地理信息系统基础平台 ∀系统主

要包括了输入功能 图形图像编辑处理和管理功能

属性数据库 !多媒体数据库以及外挂数据库的管理功

能 具有比较全面的空间分析 ! ⁄× 分析 !三维实体

叠加分析 !建造电子沙盘系统等智能化分析功能 以

及异构系统的数据转换功能 ∀更重要的是 ° ≥提

供了丰富的用户二次开发函数库和二次开发类库 二

次开发函数库以 ° 函数的方式封装于若干动态链

接库 ⁄ 中 二次开发类库是建立于 ° 之上的一个

类库层 用于支持基于 ƒ≤类库的面向对象的 • 2

程序设计 用户无论使用 ≤ ∂ ∏

≤ ∂ ∏ ⁄ 等哪种程序设计语

言环境 都可以进行良好的二次开发 ∀系统实现客户

机 服务器结构 遵循开放式系统标准 支持 ×≤° °

协议 支持 ÷ 和 °≤平台混合配置 空间数据库引

擎以及提供互联网开发软件包 支持用户在 √ ¬

软件支撑下开发标准 • • • 的信息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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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二代 技术在我国具体实施 特别

是新型骨干网的传输速率将比第一代 高

∗ 倍 例如中国教育与科学网 ≤∞ ∞× 由

原先的 升到 内部网 从

升到 其他各骨干网则更高 ∀它为实

现数字台湾海峡的超媒体 ≥技术 • ≥ 提供了

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 ∀

基于系统功能的软件结构设计

综合上述两种模式的结构设计 前者讨论数据

准备 !分类与管理 后者讨论实现系统的技术方法以

及实现数字台湾海峡的软件 !硬件环境 ∀但是 关于应

用软件系统的设计 还基于系统功能模块的结构设

计 并进而进行程序设计 ∀数字台湾海峡的功能可以

分为 大部分 数据输入 !处理和建立海量空间

数据库 决策支持系统 输出应用系统 ∀根据

大功能再分置子功能模块 其软件系统模块结构设

计如图 所示 ∀

对应于第 部分的各功能模块体现了源数据的

采集与输入 含数字化输入 !扫描矢量化输入 !卫星定

位系统 °≥输入 !文件交换以及其他数据源的直接转

换 !编辑 !图形图像整饰 !海量数据库的建设等基于

图 数字台湾海峡系统功能模块结构

建设数字台湾海峡的数据准备 !组织等重要工作 ∀第

部分的决策支持系统 也正是数字台湾海峡与普通

地理信息系统之不同点 本功能模块包括功能丰富的

空间分析子系统 !海洋研究方法学模型子系统 !仿真

与虚拟实验子系统以及台湾海峡动态监测预测预报

子系统等 ∀关于输出子系统 设计为 种输出功能

是 共享输出 即提供 • • • 访问方式输

出 以实现 • ≥功能 具有权限设定的请求数

据处理与分析输出 这是出于海洋信息尤其是台湾海

峡信息 有许多具有国家数据安全问题 同时也考虑

可能提供有偿服务 特别是决策支持系统这一模块的

功能 具备建设数字台湾海峡以至建设数字海洋

必须的计算机面向对象 !协同工作和互操作功能 ∀

特别强调本系统的系统维护功能的重要性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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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免疫荧光抗体技术检测活的非可培养状态的副溶血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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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间接免疫荧光抗体技术 , 活菌间接免疫荧光抗体技术 , 副溶血弧菌 活的非可培养状态

副溶血弧菌 ςιβριο παραηαε µολψτιχυσ 是在海洋及

盐湖环境中分布极为广泛的一种致病性嗜盐细菌 一

般在冬季用常规方法不易将其检出≈ 并且在冬季的

暴发频率和发病水平都远远低于夏季 ∀

• 和 √ 于 年 等≈ 均发现副溶

血弧菌在低温贫营养的条件下可进入活的非可培养

状态 ∂ ∏ ∏ ∏ ≥ ∂ ≤ 即细菌处

于不良环境条件下 细胞缩成球形 用常规方法培养

不能使其生长繁殖 但仍然是活的一种特殊存活形式≈ ∀

作者在对副溶血弧菌菌株 进行研究时发现

此菌在 ε 的海水中存活一段时间后也可进入活的

非可培养状态≈ ∀进入活的非可培养状态的细菌仍具

有毒性 并可在一定的条件下复苏造成疾病的暴发性

流行 因此加强对这种状态的细菌的检验是非常重要

的≈ ∀

但是由于常规的培养法无法检测出处于活的非

可培养状态的细菌 因此找到一种新的有效的检测方

法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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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数字台湾海峡 也就建成了数字台湾海峡数据交

换中心 该中心的依托单位必须负责系统的维护 特

别是数据添加与更新 经常性地做出台湾海峡的动态

数据预测预报 以及扩充系统功能 !增加容量 !协调各

研究单位子系统的长期性互操作 !外挂兄弟数字海洋

子系统 !链接中国数字海洋空间数据交换中心等 使

本系统具合符规律的生命周期和强健的生命活力 ∀

本文通过多方面的结构分析技术 讨论一个特定

区域的数字海洋的总体设计 但始终遵循 个方面的

观点 系统工程理论 面向对象 !分布处理 !空

间数据等新一代计算技术方法 开放式 ≥的工

业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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