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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模型库系统平台是一个独立于具体应用领域，对模型进行分类和维护，支持模型生成、存储、查询、

运行和分析应用的软件系统。它是一个模型库系统的开发环境，各个领域的专家和用户都能利用它快速有效

地建立其特定领域的模型库。该文提出了模型库系统平台的思想与总体框架，探讨了系统关键技术的实现以

及系统的功能，并给出了模型库系统平台在海洋渔业服务领域的应用实例和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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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模型库系统平台

    今天的 GIs引入 了诸如关 系数据库管理、强大    模 型库系统（Model Base system，简称 MBs）是对

的图形算法 、内插和简化 的网络分析等技术 ，数据 的  模型进行分类和维护，支持模 垂的生成、存储、查询、

采集 、编辑 、查询、制图、显示 以及输 出等功能相对较  运行和分析应用的软件系统 。
强 ，而空间分析与模拟等功能则相对较弱，还难以胜

任复杂 的决策支持任 务 ，这种状 况模糊 了大多数空  2.1  模型库系统平台的思想

间数据库的最终 目的是支持资源 、灾 害和环境影响    人们希望能够类似数据库系统管理数据那样方

决策 这 一事 实。在 我们 日益 全 球化 的社会 ，未来  便地管理模型 ，模 型库 系统概念 就是适应这种需要

GIS技术在环境监测与城市规划等领域的成功很大  提 出的，但模型远 比数据复杂 ，因此 目前模型库系统

程度上取决 于其支持各 级决策 的能力 ，许 多学者都    的设计与开发还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工作。迄今

赞成将空间分析与空阐模拟能力 的提高放到 GIs研  为止 ，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都进行了不少研究 ，但多

究 日程 的优先位置上⋯。     是针对   具体的   应用领域而开发的系   统 ，这种系统一

    目前 GIs  已开 始 向空 间决 策支持 系统方 向发  般只适用于该具体领域 ，当面对 其它应用领域的问

展 ，要完成这一转变 必须 以强有力 的模型分析功能  题时 ，又必须对 系统进行较 大的修改甚至需要重新

为挚型。这 种思 想促进 了模 型库 系统 的提 出和发  开发 ，而从头开始建立一个模 型库系统无疑是一项

月[2—7]，模 型库系统就是 以支持强有力的模型管理  很复杂、很费时的工作。一种更 经济和更灵活的方

与分析功能为使命的。    式是开发一个模型库系统的开发环境，以便各个领
    本文结合作者的课题研究，提出了模型库系统平  ，域 的专家都能利用它来快速有效地建立特定领域的

台的思想与总体框架 ，探讨 了系统关键技术的实现、  模型库。

系统的功能以及系统界面的设计 ，并给出了模型库系    基 于以上思想 ，我们认为应 当开发一个模型库

统平台在海洋渔业领域的应用实例和效果分析。    系统 的通用开发工具 ，或模 型库系统平台 ，模 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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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平台是一个独立于具体应用领域的 ，对模型进  MD）。模型字典包 含模型库中所有模型 的描述和存

行分类和维护，支持模型的生成 、存储 、查询、运行和  储信息 ，是关于模型描述信 息即模型元 数据的特殊

分析应用 的软件系统 。模型库系统平 台能方便用户    数据库。

快速建立其特定领域的模型库，同时尽量减少和避    模型库管理员
免不必要的重复开发 ，为各个应用领域 的专家提供    对模型库进行规划 、设计 、协调 、实现、维护和管

一个模型管理和维护 ，支持空 间分析与模拟 的通用  理等工作 的人 员 或集 体称 为模 型 库管 理员 （Model

工具。模型库系统平 台的发展将促进空间决策支持  Base Administrator，简称 MBA）。模型 库 管理员 利用

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    模型字典来收集 和使 用模型元数 据 ，为模 型管理获

2.2  平台的总体框架设计     登三要的信息 ，从而实现对 模型库和模 型资源 的有
    ：双 冒乞理 。

    模型库系统平台作为一个模型库的开发平台，    应用程序
对模型资源进行管理和维护 ，支持模 型分析与模拟    在空间决策支持系统 中，专家系统就是模 型库

功能的工具 ，它 主要包 括模 型库 、模型库管理系统 、    系统的应用程序。模型库系统作为空间决策支持系

以模型库为基础的应用程序和模型库管理员等 4个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专家系统、空间数据库等系统

组成部分。我们 于 1998年设计 并开发了 08pDey模  共同完成空间决策支持任务。

型库系统平台，其总体框架如图1。    数据库与图像库
  广—] I—.—] 广—    数据库与图像库是模型库系统的数据源。
  I应用l l    I应用2 l  ⋯ l应用nl

  —1<：、 —]r— 歹7—1    2.3  系统关键技术的实现
  > ● < ——
  -    _    I    .

  I模型库管理系统 卜⋯ I模型库管理员l    模型字典 、系统数据接 口以及建模技术等 的设

  /  i \    计是模型库系统设计中的关键问题。
    f<二二j l<二=）I 芝二二）l    模型字典的设计
    l  模型库l I  l模型库2 1  ⋯ l  模型库一I    模型字典是模型库管理 系统的核心 ，模 型库管

    —弋—< 、、≥矿弋< —，> 7—7    理系统通过模型字典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各种模型元

    ，—上二≮ ）<>>—上 、     数据 以及其他相关 文件 ，从而实现对模 型资源 的有

    l～磊 磊— l  I—赢 磊— 1    效管理。在 ospr9y模 型库 系统平 台中，设 计 的模 型
    L— — ——I L————j    字典主要包括如下信息 ：

    （1）  模型名、模型原理 、适 用条件 、使用方法 、模

    图1  模型库系统平台的总体框架     型类 型、所属 模型 库 、开发信 息、使 用信 息 、相关模
    Fig.l The眦lli慨tII飑of Inodel ba∞systeIngeneml  _！̈

    hln nn ’ 。    型 ；    .
    措鞠l摩 — —“    （2）  源程序文件 、中间 目标 文件 、可执行 文件 、

务，耋嚣爱塞芸窝茹磊景姜芸餮嚣耋i喜？警竺 篓 譬 黎 数名、⋯ 能涵数类型、实
    l妇 ： 伸 首 a 盯 .



器解决模 型与数据库之 间的数据交换 问题 ，提供统  地创建新模型。模型库系统在开发时不可能包括所

一的标准数据接 口，这样做 的优点在于每个模型都  有应用模型。随着研究 的深入，新的模型会不断地

只需关注其算法本身 ，数据交换的功能由数据交换  产生 ，因此模型库系统应具有动态可扩充性 ，支持新

器统一完成 ，这样可 以减少代码的冗余 ，提高系统 的  模型库的创建和新模型的生成。 由于模型库系统面

效率 。    对 的是多层次的用户 ，他们 的需求 、知识结构等不完

    例如 ，针对 系统 与关 系数据库之 间的数据接 口    全一样 ，因此系统提供的构模方式应能满足不同层

问题 ，我们采用 0DBC采访问数据库 ，并设计了以下  次用户的需求 ，同时提供在多数空间分析技术和模

形式的数据交换参数 ：    型中都可能要用到的功能组件 ，并对其复杂 的内部

    Modelfunction（double*  *  pdData）    实现过程进行封装 ，使用户能在系统环境 中方便地

其 中参数 pdData的类 型为指针的指针 ，pdData的每  创建 自己的模型。

个成员均为一个指针 ，存储相应参数的数据 ，实际参    （4）  支持模 型库 和模型的重构和动态变更 ，方

数的个数 以及每个 参数 的名称 、含义以及类型等则  便用户对模型进行修改。 目前许多领域的研究都发

由模型参数表来 表示 （图 2），模型参数表也是通过  展很快，某些模型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由于问题本

模型字典管理的。    身的变化或人们对问题 研究的深 入，可能需要进行

  医夏鬲可；i刁医磊戛司；i孬玎i磊磊萏]    警哗警苎至已譬誓时，因此系统应提供对模型进行
  L——— L———L二 ——l二 ——l———— —l    修 改 或 删 除 的 功 能 。

    图2  模型参数表形式     （5）   协助用户选择合适的分析模型。对模型库

    Fig.2 Tabl。of par。Ⅱ.ete。。  of a model    的开发人员、管理员以及该领域的专家而言，选择合

    建模技术 的实现    适的分析模 型可能并 不困难，但模型库系统同时也

    建模技术一直是模 型库系统设计和开发中的一  应面向普通用户 ，提供协助用户选择适合于解决其

个热点 问题。为 了协助用户快速有效地创建新的模  具体问题的模型的功能是有必要的。

型 ，我们在模型库 管理系统 中建立 了一个创建模型    （6）  支持外部应 用程序调用模型库 中的模型。

的模块。用户在创建新模 型时 ，系统会 自动产生模  模型库系统应 当为模 型提供合适 的接 口，支持外部

型体 的基本框架 ，并提供统一 的数据接 口，这样用户    应用程序如专家系统等调用模型库中的模型。

只需采用合适的编程语 言 ，编写模 型算法本身的代    （7）  支持空间分析与模拟以及知识的提取。模

码即可 ，这种方式减轻 了用户 的负担 ，大大方便 了用  型库系统的最终 目的就提供强有力的空间分析与模

户 ，使得新模 型的高效 创建成 为可能。Osp玎ey模 型  拟功能 ，与 GIS以及专家 系统等共 同完成决策支持

库系统平台中创建新模型的过程如图3。    任务。

2.4  系统功能的设计    2.5  系统界面设计

    模型库系统平 台作 为一个模 型库 的开发平 台，     对 于模型库系统而言，为用户提供 良好的用户

对模型进行管理 和维护 ，支持模型分析与模拟功能    界面是很重要 的。Osp玎ey模型库 系统平台的主界面

的工具 ，它具有如下主要功能 ：     如图 4，这一界面风格类 似于常用 的数据库 系统 的

    （1）  方便用户快速建立特定领域 的模型库。模  界面，具有友好 、灵 活等特点，使用户能充分利用 系

型库系统平台是 一种快速开 发模 型库 的工具 ，能方  统资源，对模型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维护。

便用户快速建立其 特定领域 的模 型库，同时能尽量

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开发。    3  应用实例分析
    （2）  对大量模型进行 分类 和维护。在每个具体

的应用领域 ，模型分析与模拟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模    渔业是我 国沿海海洋支柱产业 ，但长期 以来 的

型的数量也往往很 多 ，模 型库系统能够以模 型库的  不合理捕捞使渔业资源的组成与结构发生 了很大的

方式对大量模型进行 分类和维 护，用户可按模 型的  变化 ，渔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峻挑战，建立持续高

性质或用途等属性 的不同对这些模型进行有效的管  效发展的渔业 生产 已成 为我 国海 洋渔业 的当务之

理。    急。国家 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技术与示范试

    （3）  支持模 型库 和模型 的动态扩充 ，快速有 效  验818—07海洋 渔业遥感信 息服务 系统专题就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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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海洋渔业服务模型库系统”    （2）  开发一套业务运行的海洋渔业服务模 型库

是该专题 中的一个子课题 ，其 主要技术 目标如下：    系统 ；

    （1）   评估模型库系统用于海洋渔业服务领域模    （3）  进行海渔 况速预 报 、渔业资源评估 与预报

  型[8一lo]管理的有效性；    以及渔政管理等。



3.1海洋渔业服务模型库系统的实现    3.2模型分析实例

    我们在 Osp玎ey模型库 系统平 台上 ，快速开发和    马面纯是我 国东海渔区重要 的经济鱼类 ，但 由

建立 了海洋渔业 服务模型库 系统 ，该 系统 目前 已在  于长期的不合理捕捞 ，马面纯 的资源量已不断衰退，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投入使用。该    因而准确评估 马面纯资源数量 ，对持续合理利用东

系统目前包括以下模型库：    海马面纯资源有重要意义。    ，
    （1）   海渔况速预报模 型库 ；     我 国东海渔 区绿鳍 马面纯 1985—1993年各年

    （2）  带鱼资源量评估 与预报模型库 ；    龄组渔获尾数如表 l  所示。我们利用马面纯资源量

    （3）  鲐鱼资源量评估 与预报模型库 ；    评估 与预报模型库中的实际种群法模型对绿鳍马面

    （4）  马面纯资源量评估与预报模型库；    纯历年资源尾数和可能渔获尾数进行了评估，并对

    （5）  渔政管理模型库。    1994年的资源尾数和可能渔获量进行了预报（表 2）。

    表 1 1985—1993年东海绿鳍马面鲔名年龄组渔获尾数

    TabIe l ACtUal CatCheSfar di伍eI。eⅡt age grOUpS of t而扭掰即日CDnHs SB矽峨BnlFin砑‘面ZS

    in the EaSt China Sea石l吲heryfrom l985  由0 1993
    /106尾

  年份\  年龄    l    2    3    4    5    6    7

    1985 2613.45    719.91    217.79 42.35    6.05    6.05    6.05

    1986    1325.Ol    3680.32    128.23    16.87    2.22    0.29    0.04

    1987 439.34 3242.11    751.77 93.00    38.02    12.83    4.12

    1988 506.30    1244.72 366.47 46.61    10.97    2.74    0.91

    1989 lI9.22 2963.00 689.17    10叮.59    18.90    4.36    0.0l

    1990 2869.07    1710.29 361.16 66.30    lO.55    1.51    3.52

    1991 209.85    l盯74.16    彻 .26    53.35 24.90    5.34    2.67

    1992    1290.63 277.02 49.39 95.56 57.98    15.03    5.37

    1993 72.32    化 .84    72.27    4.00    3.22    1.81    1.20

    表2 1991—1994年东海绿鳍马面纯资源量和渔获尾数估算

    ‘I'abIe 2 EStimation af StOCk SiZeS点Or dil五erent age g—0UpS Of t庇扭mnaEnnHs  SEp嵋薯nlZEnn扭蜃譬S

    in the EaSt China Sea 6Shery蜀玎0m 1991一1994
    /106  尾

    年份、  年龄    l    2    3    4    5    6    7    合计

    199l    资源尾数  957.16    1333.98 653.32    172.Ol    61.14 29.37    7.97 3214.96

    渔获尾数    211.70    1073.24 408.12    53.86 24.85    5.38    2.67    1779.82

    1992    资  源尾数  2438.03 492.52 92.29    128.47 75.71 22.35    16.02    3265.61

    渔获尾数    l287.80 2'76.25 49.48 96.56    57.97    15.07    5.37    1787.49

    1993    资源尾数    1021.63 658.51    120.65 24.50    14.16    7.20    3.58    1850.23

    渔获尾数  72.32 422.84 74.27    4.00    3.22    1.81    1.20    579.66

    1994    资源尾数    l04.O叮  651.68    120.94 24.55    13.76    7.22    3.53 925.76

    渔获尾数    7.38    418.46 74.45    4.01    3.13    1.81    1.18    510.43

    从表 2可以看 出，东海绿鳍 马面纯近两年来的  龄组的下降趋势更加 明显 ，资源量和渔获量主要集

资源尾数和渔获尾数逐 年下降 ，而且 4龄 以上 的年    中在 3龄 以下的幼年鱼。因而 ，应 当严格控制其捕



捞努力量和渔获量 的增长 ，以达 到持续合理利用绿    （6）  随着 分布式 数据库 和 网络 GIS的发 展，通

鳍马面纯资源的 目的。     过互联网进行空间数据的分析与模型的在线服务需

3.3应用效果分析    兰祟妻磊毳昙嚣专于互朔 的模型库系统将成为
    在对海洋渔业领域的应用模型进行详细分析和    （7）  模型库 系统平 台的出现 ，将极 大地促进模

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在 Osp玎ey模 型库 系统平 台上仅  型分析与模拟技 术在各个领域 中的应用 ，并最终 实

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成功开发 了海洋渔业服务模 型库  现人们希望类似数据库系统管理数据那样方便地管

系统。海洋渔业服务模型库系统能对海洋渔业领域  理模型的愿望 。

的模型进行有效 的管理和维护 ，能协助用户快速有

效地建立新模型 ，适 合我国东海 渔区的海渔况速预    致谢 ：陈卫 忠副研 究员提供 部分数 据 ，特 此致

报、渔业资源评估与预报及渔政管理等应用。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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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on Model BaSe SyStem General Plat茧0rm

    XIAO Jin—feng，YANG Ju—jie，GONG Hui—li，LI Jing

    （  Zn5'itule o旷  REmo'e Sensfng&  GZS.PeZHngUni锄Ersily，Beijing  10a871，Chinn）

Abstract： Lacking analytical and modellingfunctions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a major de6ciency of currently available

GIS.Model Base System being put f01wa∞d in  recent yeaEs is aimed at p玎oviding powerful functions such as model man-

agement and analysis.Model Base System can be utilized to classify and maintain various models，and support their gen—

eraltion，storage，query，management and analysis.

    Current resea∞ch on MBS is primarilyfocused on speci6c application 6lelds，and such systems can only be used in

their speci6c 6elds.When faced with other 6elds，those systems need large modi6cations or to be developed from

scBatch.An economical and nexible way is to develop a general platform of MBS which experts in various fields can use

to build their own model bases emciently.In this case，we designed and developed an osp"ey Model Base System Gener—

al Platform.Its architecture is put蠡01wa∞d，and the schemes of some critical techniques of the platform such as model

dictionary，data interface and modeltc玎eating techniques a玎e presented in detail.Then the main蚤unctions of the platform

are outlined.

    In National High—Tech P玎oject 863—07，we built MBS for Marine Fishery Services e伍ciently on the OspDey Model

Base System General Platform.This success demonstIates that the idea of the MBS platfoIm is feasible.An example of

model analysis-Virtual Population Analysis is also pDesented.

Key WO玎dS：  model base system general platform；  spati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model base management system；

model base；  model dictionary；  marine 6shery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