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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西省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管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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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江西省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开展 , 水土保持监测资料已经有了相当积累 , 而数据的综合 、分析

和管理等则日益暴露出问题。就江西省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的管理 , 对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的设计原则 、

数据库规范化和标准化以及数据库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江西省;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管理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0—288X(2007)04—0034—03　 中图分类号:S157 , X830.3

Study on Database Manage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in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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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w o rk on soil and w ater conse rv ation monitoring in Jiangxi Pro vince proceeds , data from the

monitoring have been fai rly accumulated.However , the problems like the integ ration , analy sis and manage-

ment of data have been expo sed increasing ly.The design principle , no rm , standard , and security o f the data-

base are discussed fo r the database management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 tion moni to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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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管理就是应用现代计算机

技术 、网络传输技术将水土保持监测 、研究工作所获

取的数据和信息标准化 、规范化地存贮到计算机中 ,

同时又能方便地分类 ,快速地查询 、输出 、更新和上

传 、下载 ,为水土保持决策管理 、水土保持研究和生产

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撑 。

1　水土保持动态监测数据库设计原则

1.1　实用性原则

数据库系统设计的首要原则是在保证效率功能的

前提下 ,最大可能地增强系统的实用性 ,尽量使用户界

面友好 ,操作简便。

1.2　稳定与安全性原则

由于数据库包含了海量 、长时间序列的宝贵数据

和图像信息 ,必须有一个较为稳定 、安全的管理系统 ,

以便能更好地保护这些信息。同时 ,由于数据库允许

局域网 、行业网 、甚至公众用户访问 ,而数据库本身又

不具备非常强的自我保护功能 ,因此 ,系统必须具有较

强的数据库自我保护功能 。

1.3　宽容和可反馈性原则

宽容性原则指的是将用户所进行的操作都设计为

可逆或可更正的 ,允许用户可以不通过重新编辑实现

对过去输入的修改。反馈原则是指将数据库的所有操

作都反映在屏幕上 ,将用户操作的结果反馈给用户 ,使

用户可以实时监视自己的操作。这样 ,便于对水土保

持数据库进行动态变更。

1.4　规范化原则

由于水土保持动态监测数据库数据来源于各个层

次 ,涉及面广 ,数据库又要能够为各级政府制定水土保

持生态环境政策 、规划以及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

数据信息支撑 ,达到为公众和政府提供主动服务 、及时

服务和超前服务的目的。因此 ,对数据库的数据 、文

件 、结构等就要求统一性 ,达到标准化和规范化。

1.5　广适性原则

一个好的数据库不仅应做到结构合理 ,而且要对

所运行的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要求所建立的数

据库不仅能在本机(服务器)上使用 ,而且能在一般配

置的设备和环境下使用。



1.6　可扩展性原则

由于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系统是一个长期应用的

数据库系统 ,要求数据库系统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能

满足工作的需要。而水土保持监测又是水土保持近期

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工作 ,其工作内容 、方法等还不是很

完善 ,因此 ,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系统的开发必须具有

可扩展性 ,能够进行二次开发 ,以便能够根据实际工作

的需要随时调整系统的功能 ,从而达到在长时期内能

够满足工作需要的要求 ,避免重复建设 ,造成浪费。

2　数据库的标准化 、规范化

2.1　数据源标准化和数据库文件的统一化问题

水土保持动态监测数据库的数据源分 2大类 ,分

别为水土保持数据资料和水土保持图形影像资料 ,主

要来源于省 、市 、县 3级水土保持机构 、监测站网和科

研试验机构。由于各机构对数据的量纲和图件比例尺

要求不同以及试验观测 、办公条件的限制 ,导致了所获

取的数据观测标准和量纲不统一 ,数据文件存储和保

存的类型和方式也不相一致 ,给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

的建立带来了困难。而要建立在时空上能够描述全省

各级水土保持情况的高质量的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 ,

必须要有标准化 、规范化的数据源。

由于水土保持监测数据的获取涉及到省 、市 、县多

层次 、多方面的水土保持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和科研试

验人员 ,同时 ,还要保证数据与国家 、国际相关机构的

通讯和交流问题。因此 ,数据源的标准化是一个非常

棘手的问题 。标准化应当从全局 、系统的角度出发 ,在

数据库系统建立的规划和设计阶段 ,根据目前以及将

来数据的需求 ,综合考虑历史数据的具体情况 ,注意数

据交换的畅通性 ,由各层次的水土保持管理人员 、技术

人员 、专家和计算机技术人员共同制定数据的定义 、格

式 、精度 、数据文件的类型等标准 、规范和相同的保存

方式。如文档文件采用 Word文件保存 ,数据文件采

用 Excel 文 件 保 存 , 图 形 影 像 文 件 则 采 用

dxf , .eoo , .tif , .bmp , .jpg 和.mpeg 等格式保存。同

时 ,应该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指导下 ,建立统一的水土保

持监测观测系统 ,包括野外监测观测设备 、分析设备 、

计算机设备 、数据处理与存储设备 、网络设备等。因为

数据的标准化 、规范化依赖于观测系统的标准化 、规范

化[ 1] 。观测系统的标准化包括仪器设备的品种类型 、

观测方法和技术的规范化以及数据分析的标准化等方

面的问题。

2.2　数据文档文件编制的规范化问题

由于数据库中数据文件本身的有限性 ,无法将数

据的背景信息完整地反映出来 ,不同的背景信息下 ,同

一数据有可能反映的是完全不同的信息 。因此 ,必须

对数据进行准确定义和必要限定 ,建立完整 、统一的对

数据作定义 、限定和描述的数据文档文件 ,这对数据库

文件中的数据的准确使用至关重要。数据文档文件必

须以统一的格式记录数据收集时间 、地点 、观测人员 、

数据精度 、所用仪器 、数据的观测 、获取和处理方法以

及其它一些特点[ 2] 。

2.3　文档文件的统一化问题

文档文件主要包括4个方面:①水土保持相关的

法律 、法规 、文件和部门规章;②水土保持相关技术标

准 、规程规范等;③水土保持治理成果报告 、技术推广

报告 、科研成果报告和监测成果报告;④水土保持报

告 、初步设计报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等。这些文件应

该都以相同的存储方式(如 Word格式)存储 ,以规范

的编写格式编写 ,统一纸型 、字体 、字号 、段落间距 、页

边距等 ,使行业报告和文件规范化。

2.4　数据的共享 、交流和发布

为了使监测数据 、试验数据能广泛地为水土保持

部门决策 、管理 、科研和生产所用 ,同时又能与国家资

源环境和政府公共信息等信息网进行交流 ,必须使数

据能够共享 、交流和网上发布 。数据的共享 、交流和网

上发布不仅可以促进水土保持监测网络自身的不断完

善 ,而且可以加强水土保持决策 、管理 、监测 、科研和生

产各部门的广泛交流与合作 ,促进水土保持事业的蓬

勃发展 ,为水土流失预测预报 、水土保持管理和决策提

供信息支撑 ,使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工作跃上一个

新的台阶。

2.5　数据的保存问题

长期 、连续的水土保持监测数据是水土保持科学

规律发现的重要支撑条件 ,对这些数据长期有效地保

存是十分重要的。数据保存主要有 2种方式 ,即数字

化保存和纸质保存。而数字化的数据库保存和纸张存

储数据的保存又是大不相同的 ,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

数据存储介质的不同和由于数据存储介质的不同导致

的数据保存技术上的不同 2个方面。对不同要求的资

料应选择相适的保存方式 ,以达到对数据长期有效保

存的目的。此外 ,数据保存问题还要涉及到数据保存

相关的科学 、政策 、法律 、管理 、组织机构等等方面的问

题[ 3] 。因此 ,数据保存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代人的问题 ,

有可能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3　数据库的安全性问题

要使各监测站点的监测数据能够安全地使用 ,必

须考虑动态监测数据数据库在建立 、修改 、使用 、传输

等操作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这是水土保持动态监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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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的

安全体系可划分为 4个层次 ,即环境层(机房)、操作系

统层 、网络层和应用层(操作层)。

3.1　环境层(机房)安全

(1)供配电系统。数据库中心的供配电系统要求

能保证对机房内的主机 、服务器 、网络设备 、通讯设备

等的电源供应不会突然间断 ,以防止数据因断电丢失。

(2)防雷接地系统。为了保证机房的各种设备安

全 ,要求机房设有 4 种接地形式 ,即计算机专用直流

地 、配电系统交流工作地 、安全保护地和防雷保护地。

(3)消防报警及灭火系统。这是为了发生火灾时

能够及时发现 、控制 ,以便能自动监测火灾的发生 ,避

免重大损失 。

3.2　操作系统安全

操作系统安全也称主机安全 ,由于现代操作系统

的代码庞大 ,因而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些安全漏洞 ,一

些广泛应用的操作系统 ,如Window s和 UNIX ,都不同

程度地存在着安全漏洞和隐患。此外 ,系统管理员或

使用人员对复杂的操作系统和其自身的安全机制了解

不够 ,配置不当也会造成安全隐患。

对操作系统这一层次需要功能全面 、智能化的检

测 ,以帮助网络管理员高效地完成定期检测和修复操

作系统安全漏洞的工作。为了加强主机的安全 ,应采

用基于操作系统的入侵检测技术 ,利用系统入侵检测

技术监控主机的系统事件 ,从中检测出攻击的可疑特

征 ,并给出相应处理。

3.3　网络安全

数据的网络安全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 。

(1)数据库自身的安全防护。数据库安全隐患集

中在系统认证 、系统授权 、系统完整性等方面。解决这

一问题应采用基于数据库的扫描检测技术 ,检查数据

库特有的安全漏洞 ,全面评估所有的安全漏洞和认证 、

授权 、完整性方面的问题。

(2)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安全保证。解决数据传输

过程中安全问题的方法就是合理设计网络拓扑结构 ,

实施网络安全监测系统 ,设置防火墙系统 、入侵检测系

统和病毒防范系统等。

3.4　应用安全

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安全体系的最高层就是对数

据库进行操作 、使用 、管理和维护的内部工作人员 。人

员素质的差异性 ,对人员的管理和安全制度的制订是

否有效 ,影响由这一层次所引发的安全问题。要解决

这一问题 ,除按行政 、业务划分的组织保证机构以外 ,

必须成立专门的安全组织机构 ,这个安全组织应当由

各级监测机构行政负责人 、安全技术负责人 、业务负责

人及负责具体实施的安全技术人员共同组成。

此外 ,必须制订一系列的安全管理制度 ,如监测人

员数据库操作守则 、机房管理制度 、电子档案管理制度

等;普及安全教育 ,定期分层次地进行安全培训 ,对行

政 、技术的各级人员有针对地进行培训等。同时 ,应该

使水土保持监测队伍规范化 ,从国家到省 、市 、县的监

测机构 、监测人员和工作方式等都应进行规范化。

4　结语

水土保持动态监测数据库的建立主要是围绕如何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这一手段 ,将浩繁庞杂的水土保持

数据信息挖掘出来 ,应用于当前我国水土保持工作的

实际 。笔者从江西省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的建设管理

的实际工作出发 ,着重对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的设计

原则 、数据库规范化和标准化以及数据库安全等方面

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通过几年的工作和研究实践 ,笔者认为 ,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对我国宝贵的水土保持数据资料和信息

进行开发和高效利用是完全可行的。同时 ,由于现代

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 ,使得信息共享成为可能 ,避免了

各个方面的工作人员在使用水土保持数据资料进行有

关工作 、研究时的重复劳动。可以预计 ,随着水土保持

监测数据库的建立和完善 ,我国的水土保持数据资料

将会在今后的水土保持决策 、研究与生产实践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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