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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资源与环境数据共享平台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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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62) 

  要：提出一种基于元数据和 Web services 的分布式异构数据共享技术方案，通过元数据实现对分布式数据的集中描述和管理，利用
eb services标准化处理并获取异构数据。该方案已成功应用于上海市资源与环境数据共享平台，有效解决了分布式异构数据的共享问题，
高了数据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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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Shanghai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Data Shar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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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Lab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solution to share the distributed heterogeneous data based on the technologies of Metadata and Web services. To
esolve the problem, two main methods are adopted: on the one hand, the Metadata is utilized to describe and manage the distributed heterogeneous
ata centralized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technology of Web services is used to parse the data and make them accessible on Internet. The solution has
een applied to the Platform of Shanghai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Data Sharing successfully, which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data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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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上海市资源与环境数据共享平台是上海研发的公共服务

台下一个子平台，是依托上海地区资源环境领域的优势学
和部门、在已有数据资源基础上建成的服务上海及长三角
至华东和全国的资源与环境领域的基础信息平台，它通过
ternet向公众提供数据服务[1]。要实现此平台的数据共享须
决 2个问题： 

(1)如何根据各部门学科的独特性实现数据目录共享，让
众了解其数据情况； 

(2)因为各部门的数据具有格式多样性和内容动态性，所
必须标准化这些不同格式和形态的数据，并使其可以通过
络进行传递。 
本文提出一种将元数据和 Web services相结合的解决方

，通过元数据实现了部门数据目录的开放，Web services
各部门的异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实现网络传递和数据
享。 

  平台设计 
.1  相关技术 
.1.1  元数据 
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内容、质量、状况和其他特性的信

[2]。随着数据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对数据共享管理的要求
在不断提高。利用元数据对数据属性的描述可以高效地查
并管理数据。 

.1.2  Web services 
Web服务是实现应用程序间互操作的一种全新机     

[3-4]，通过网络实现不同应用系统间的整合和远程过程调
。Web服务可以在基于不同操作系统、不同程序语言之上

的分布式应用系统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互操作[5]。 
在Web services技术中,整个网络是一个开放式的组件平

台，通过组合不同的 Web services组件，应用程序可以得到
接近无限的扩展，提高了软件开发效率并降低了成本。目前
越来越多的软件系统开始利用 Web services技术，在分布式
异构数据共享的实现过程中，Web services 的跨平台性发挥
了很大作用。 
2.2  总体设计 

上海市资源与环境数据共享平台是 C/S 模式和 B/S 模式
相结合的网络平台系统，是基于元数据和 Web services技术
的多层次数据共享平台，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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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海市资源与环境数据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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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以看出，此平台主要包括 4 个层次：各部门分
布式的异构数据层，元数据库数据层，Web services层，Web
站点。其中，异构数据层分布于 Internet网络的不同节点上，
其数据管理和维护由各部门独立进行，这也是本文平台需要
实现共享的数据源。 

元数据库记录了各部门供公众共享的数据的元数据信
息，每条元数据记录对应数据提供部门的一个相应数据集。
各部门通过元数据编辑器把相应数据的元数据信息注册到平
台的中心元数据库，实现元数据信息的发布。元数据库的建
设是实现数据共享的前提。 

Web services 是上海市资源与环境数据共享平台实现数
据共享的关键技术，实现了对各部门异构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它可以标准化处理以文件形式和数据库形式存储的数据。各
部门的服务器上部署相应 Web services，Web services通过请
求参数对相应数据进行处理，实现异构数据的标准化。 

Web 站点是和终端公众交互的接口，是实现元数据库查
询和 Web services 调用的一个桥梁。公众进入门户站点，查
询元数据库，获取元数据信息，并发出请求调用相应的 Web 
services 标准化相应元数据描述的数据，最终下载 Web 
services处理后的数据集，实现数据共享。 

3  平台实现 
上海市资源与环境数据共享平台的实现步骤如下：(1)构

建一个集中的元数据库，各部门的元数据通过元数据编辑器
被编辑并存入数据库；(2)在每个部门的服务器上部署 Web 
services 组件；(3)公众在门户网站中通过基于 Web 的元数据
查询系统查询元数据；(4)具有权限级别的用户根据不同元数
据的描述信息调用不同网络节点的 Web services 处理数据，
最后下载数据资源。具体实现流程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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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海市资源与环境数据共享平台流程 

3.1  元数据的注册 
各数据提供部门通过元数据编辑器注册元数据，本文平

台的元数据编辑器是基于 C/S 架构、利用 VB 开发的，元数
据编辑人员根据需要选择元数据标准中的内容项，输入相应
元数据信息后，通过 Internet存储到数据库中。 

平台元数据库软件采用 SQL Server 2000数据库软件，最

主要的数据表是元数据信息表(T_METADATA_INFO)，其中
包括分布式异构数据的相关元数据信息。数据提供部门可以
根据数据特点将相关信息通过元数据编辑器存入元数据库，
其中分发信息描述了关于数据的物理地址等相关信息，是公
众能否通过 Web站点请求调用 Web services进行数据处理并
实现下载共享的关键信息。元数据表的分发信息字段具体描
述如表 1所示。 

表 1  T_METADATA_INFO表分发信息字段说明 
字段名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bit 字段描述 

fb_zyzxurl varchar 80 网上资源定位符说明 

fb_fxgs varchar 100 分发数据的格式说明 

fb_sjl varchar 60 数据量 

fb_fxbb varchar 40 发行版本 

fb_ccjz varchar 100 资源存储介质说明 

fb_sjkglrj varchar 100 管理资源的软件信息 

fb_sjkczxt text 16 管理资源的服务器信息 

元数据分发信息填写是否正确，关系到此元数据描述的
数据能否实现共享。其中，fb_zyzxurl(资源在线定位符)字段
是说明分布式异构数据位置的信息，必须按标准格式要求填
写。在本文系统中如果数据是文件型的，则格式如下： 

文件(夹)名@服务器 IP 
如果是数据库类型，则格式如下： 
用户名：密码@主机 IP：端口：数据库名或实例名：表名 
以上格式可根据需求更改和扩展，只要 Web应用可以解

析其信息并作为参数传输给相应的 Web services 实现相应操
作。由于元数据的分发信息字段中出现了 IP、用户名及密码
等相关敏感信息，因此为保证安全性，本文系统在数据通过
元数据编辑器存入元数据库时进行了加密，且公众用户在
Web站点无法查看相关信息的字段值。 
3.2  Web services的开发 

Web services是面向服务的技术，可以通过Internet进行应
用程序到应用程序的通信，并提供不同环境下应用程序和设
备的可防问性，Web services实现了跨平台、跨操作系统、跨
语言的解决方案 [6]。目前Web services技术有 2 大体系：
Microsoft公司的.NET和Sun公司的Sun One。本文采用了Sun
的J2EE技术体系。 

本文平台的 Web services 实现了对各部门动态异构数据
进行标准化处理，主要针对文件存储形式的数据和数据库存
储形式的数据，对于不同形式的数据分别开发相应的 Web 
services，具体实现如下： 

(1)对于文件存储形式数据，如果是压缩文件(.zip 文件
或.rar文件)，则 Web services直接将此文件复制到 service容
器的指定目录下(服务部署目录/download/)；如果是非压缩文
件，对需要共享的数据文件(单个文件或一个文件夹)压缩生
成一个 zip 文件放置在 service 容器的指定目录下，Web 
services 返回此压缩文件网络可以访问的 URL 地址字符串，
以下为程序主要代码框架： 

//处理文件格式数据 
  Public class FileSharingservice 
{ 
  //返回处理完的压缩文件名 
  Public String getZipFileName() 
{ 
   ... 
 String  zipFileName = handleFile(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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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zipFileName == null)  
{ 
  return ""; 
 } else 
 { 
  return zipFileName; 
 } 
} 
//根据指定的请求参数压缩文件(文件夹)，返回一个压缩文件 
  Private File handleFile(String fileURL){ 
⋯    }  } 
(2)对数据库存储形式的数据集，Web services 根据资源

在线定位符参数连接数据库，读取相应数据表(视图)的数据
记录集字段值并写入一个动态生成的文本文件，然后将此文
本文件压缩生成一个.zip文件并放在 service部署容器的 Web
可访问目录下，Web services 返回该.zip 文件的 URL 地址字
符串，以下为程序主要代码框架： 

//处理数据库存储的数据 
Public class DBSharingservice{ 
//返回数据库资源数据压缩后的文件名 
 public String getFileName(String resourceLocate, String dbType) 

{        
  … 
  File zipFile; 
  zipFile = handleDB(resourceLocate, dbType); 
  return zipFile.getName(); 
  …   
 } 
 //获取数据库数据读取到文件中，并压缩此文件，返回一个压

缩文件 
 private File handleDB(String resourceURL, String dbType){ 
⋯  
 }  } 

3.3  Web services的部署 
Web服务部署就是向服务请求者或服务注册中心发布服

务接口和服务实现的定义，并把Web服务的可执行文件部署
到运行环境(典型情况下是Web应用程序服务器)中[7]。 

本文平台以 Apache Axis为 Web services引擎，Apache 
Axis是一种开放源代码的实现方案，为 Web服务提供了一套
完整的解决方案。Axis提供了 2种 Web服务部署方式：即时
发布和定制发布。本文采用定制发布方式，利用 Axis提供的
客户端管理工具——AdminClient来完成服务的定制发布。 
3.4  Web站点的建设 

Web 站点是基于网络的应用程序，是整个平台与公众用
户的交互端口，它利用浏览器网页作为用户界面，通过与用
户的交互获取用户的请求参数，根据用户输入条件，检索元
数据库并返回用户浏览器相应元数据结果集；Web 站点也是
Web services的客户端，根据请求参数的不同，调用部署于不
同网络节点终端上的 Web services 来实现服务的调用并进行
数据处理，最后实现数据下载。 

平台的 Web 站点以 Tomcat 为 Servlet 容器，采用
Jsp/Servlet+ JavaBean方式实现。用户通过 jsp页面输入元数
据检索条件发送请求，Servlet 处理请求并转发给相应的
JavaBean，JavaBean 查询元数据库并返回结果记录集。用户
根据元数据信息的详细描述，向 Web应用服务器发送下载请

求，Web应用服务器根据元数据的参数信息，建立 RMI并向
相应 Web services 发送调用请求，部署在相应部门节点上的
Web services 根据请求参数对数据进行处理，最终 Web 
services 返回数据文件的 URL 地址。Web 应用服务器将用户
请求转发至数据文件的 URL地址，实现数据下载。整个流程
如图 3所示。 

公众 查询条件输入 请求处理 查询处理显示

详细信息显示Web服务调用数据下载

请求重定向 请求转发

请求重定向请求转发

Search.jsp searchresult.jsp result.jsp

detailresult .jspdownloading.jspdownload.jsp
（权限认证）

图 3  元数据检索和 Web services调用流程 

4  应用实例 
上海市资源与环境数据共享平台基于元数据和 Web 

services技术实现了包括上海市气象局、上海市地震局、上海
市环境保护局以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4 个部门数据的共享。
各部门的数据都分布在各自的服务器节点上，公众用户可以
通过浏览器实现元数据的查询、浏览和数据下载。具体应用
流程如下： 

(1)用户打开浏览器输入本文平台 Web 站点网址(http:// 
202.96.202.181:8080/redata/index.jsp)进入平台首页，用户进
行登录。 

(2)进入元数据查询页面，定制查询条件，搜索已经在数
据库中存储的元数据信息，例如关键词为温度。 

(3)符合搜索条件的元数据信息将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在
网页上，通过点击查看详细资料可以查看元数据的详细信息。 

(4)根据元数据的描述，具有权限级别的用户可以对需要
下载的数据，点击下载数据按钮，实现数据下载。 

5  结束语 
本文实现的平台在不影响各部门现有应用系统业务流程

的前提下，通过元数据的注册和 Web services 的开发与部署
实现了数据共享及分布式异构数据的分布存储和集中获取，
效果良好。但目前此平台对各部门共享数据的处理相对简单，
地理空间数据共享处理问题、数据的集成和进一步挖掘等仍
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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