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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海洋经济 的发展 ，人类在海上 活动 的规模  据 ，是关于数据和信息资源的描述性信息口]  ，如图书

日益扩大 ，海洋与人类 的生存关系将更加密切 。海  馆的图书卡片就是关于书籍 的简单的元数据，它给

洋给与了人类 丰富资源和广 阔活动场所 的同时，每    出了书籍的编号 、题 目、作者 、关键字、摘要、出版社

年 的海洋灾害也 给人类带来 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 。    等属性 。而地理信息元数据用于描述有关地理数据

我 国已成为受海洋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    的内容 、覆盖范围、质量、数据格式 、管理方式 、数据

年 因海洋灾害损失达数百亿元 ，给我国海洋经济的    的所有者 、数据的提供方式等有关的信息‘2]  ，从而达

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卫星遥感作为一种观测手段 ，    到便利海量数据 的存储 、管理 和共享。 目前国际上

可 以及 时 获 取 海 洋灾 害 发 生及其 影 响 的监 测信    常用 的关于地理信息元数据的标准有 FGDC  （Feder一

息 ，并为有关部门提供决 策服务 ，已经成为世界各  al Geographic Data Committee，美 国联邦地理数据委

国海洋灾害监测与 评估 、海洋环境 与生态保 护、海    员会）制定的 《content standard for Digital Geospatial

洋 国土安 全 、国际.政 治与 贸易等 重大决策 的重要    Metadata》[。3  和 Is0  （  Internationa1 0rganization for

蓁曩藿耋蚕委 萼襄 霹篆；誉 雾鬃 蓁 篓霎 雾薹兰姜垂蠡 誉薯薹鍪熏耋誊 霉薹 茎墓 ≥誊鎏鎏

遥感元数据 标准具 有关 键性作用 。本文提出了一     质量保证等问题 ，国内的诸多地理信息元数据标准

个海洋灾害遥感元数据框架 ，对海洋灾害（海冰、赤  是在此基础上根据不 同领域的需求做出相应修改后

潮 、绿潮 、溢油等）和水灾及 雪灾等灾害所需要 的遥  制定 的，如《地 理信 息元数据标准 》嘲、《国土资源核

感数据及专题数据进行描述和规范化 ，从 而指导利    心信息元数据标准 》嘲等。本文在参考这些元数据

用海洋卫星遥感数据对发生 的海洋灾害进行监测 ，    的基础上，结合卫星遥感海洋灾害数据的具体特点 ，

将监测 的产 品制作成专题 图；指导建立及管理海洋    提出了一个海洋灾害遥感元数据框架。

灾害监测遥感元数据库 ，为进行数据信息的发布及    元数据框架在内容结 构上 主要有不同的类（实

网络交换提供技术基础 。     体）、元素组成 ，类是指相互关联的元素的集合 ，多个

    ·  无 数 据 的 定 义    耋妻 呈翟冀票 鬻 繁 害 罢主霉 未 雾 耄孝凳萋嚣菜

    元数据最本质、最抽象的定义为 ：关于数据的数  同类 、元素之间的复杂的逻辑结构关系，因此本研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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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UML（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类图、数据    元数据信息包括描述卫星遥感海洋灾害数据信

字典和元数据代码表结合的方式对海洋灾害遥感元  ‘息的全部核心元数 据 ，用 聚合 实体 MD一元数据 表

数据进行完整定义‘6]  。UML静态结构 图类 图描述  示 ，其实体结构 UML类 图见 图 2，具体包 括 ：必选

了系统中类的静态结构，不仅定义系统中的类 ，表示  实体 MD一内容描述 、DQ一数 据质量 和 RS一参 照系

类之间的联系如关联、依赖 、聚合等 ，也包括类 的内  统 ；可选实体 MD一分发 ，另外 MD一元数 据聚合实体

部结构（类的属性和操作）。数据字典用于对元数据  本身还包括三个必选的元素 ：数据名称、数据编号和

实体和元素进行详 细定义 ，具体包括 7  个属性 ：名  联系单位 ，其中数据编号是作为数据的唯一标识 。

称、英文名、定义 、约束/条件、最大出现次数 、数据类  一 1一+厂——而 ：菊磊 _—] +空粤参照信息.

型和值域，其 中“约束/条件”属性为元数据实体或元 IMD—l̂j查塑封◇ 蔽瓣 孺而 j丽 甭—— —Fq 竺 塑 蚓

素的选择条 件 的描述符 ，包括 必选 （M）、条 件选择    j内容信息    I鬻 鎏 蔷：.彳篙墨 责单位l十分发信刍
（c）和可选 （o）。 匾i丽丽哥 <>r————————— —2b——面 万 习

    2  海洋灾害无数据框架    +数据质量信息  ，..+丫+负责单位联二：息
    海洋灾害遥感元数据由6个元数据子集（UML I—_-■__I
包）构成，具体包括元数据信息、内容信息、数据质量 I—坠堑型丝—J
信息、空间参照信息、分发信息和负责单位信息，其    图2  元数据信息子集uML示意图
中元数据信息 、内容描述信息 、数据 质量信息 、空间    内容信息是卫星遥感海洋灾害数据信息的基本

参照系统信息和负责单位联系信息是必选子集 ，分  数据 ，用实体 MD一内容描述表示 ，是必选实体 ，其实

发信息是可选子集。每个子集都包含一个或多个实  体结构 UML类图见图 3，具体包括 7个必选元素 、4

体或元素 ，整个元数据的概念结构如 图 1  所示 。元  个可选元素 、2  个必选实体 和 1  个可选 实体 。通过

数据信息子集和内容信息子集结构较为复杂，利用    内容信息，用户可 以了解数据 的基本情况 。其 中数

UML类图进行说 明，其余子集利 用数据字典表 格  据表示方式元素定义为海洋灾 害数据 的表示方式 ，

进行说明。    如栅格、矢量等数据类型 ，大部分卫星数据及专题产

应乎 _ 声 回- —屈圆 曩麓篱嘉蓄筹嚣墨篡慧纛篓答翁耋
    /    l \    数据 、视频将以文本或影像 的类 型进行 存储。为 了

— t/    一 上 ，—>_    方便用户对感兴趣的特定灾害类型的专题数据进行

1数据质量信息} l空间参照信息l l负责单位信网    查询，设置了海洋灾害类型元素 ，利用代码表进行具

    图1  元数据结构图     体定义 ，包括海冰 、溢油、赤潮等 。灾害发生地点、时

    厂而 —五藤 ]

    V    l  Ex地理范围信息 l

    }    +地理坐标范围 F面面露面西耍甄—]
    l l+内容信息    . I+东边经度[1】：实型  I
    .— 1 .  I    卜南边纬皮l】：实型  l

    l MDL内容信息 |    l    o.-1匕北边纬窳l】：实型 I
    阿 匾 丽币 F荪 再——————] ，. l I l
    1.-传感器名翁[1】  ：字符串    l‘户“ ‘—

    I；蓁蓁鋈垂蓁蚕蕃菲琴 耋洋灾害类型代码lc卜二竺竺兰：∑—霎垂耋妻蘧薹篓萋墓兰j
    1+灾害发生地点il：.。】：羁 守串    l    1 l— ————— |

    l+灾害发生时间【1  ]：字符串    l —— ——

    匿瓣籍曩⋯惘lo竺属篡‘— I
    l    l    1 广——————]

    图3  内容信息子集 UML示意图



间和情况报告 3  个元素为用户提供了对发生的海洋  质量信息子集，用 DQ一数据质量实体表示。该实体

灾害的简要描述，特别是情况报告元素是对海洋灾    包括 4个必选的元素，即数据处理时间、数据文件大

害发生范围、灾害程度进行具体描述，如给出绿潮覆  小、数据处理者和数据志，数据志是从数据源到数据

盖面积、分布面积；给出海冰冰厚范围、分布面积等。    集当前状态的演变过程说明，这一元素为专业用户

维护更新频率元素表示对数据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时  提供了专题产品的具体数据处理算法的简要说明。

间频率，利用维护频率代码表进行具体定义。地理  两个可选的元素为数据要素精度和数据完整性，数

范围实体和时间范围实体主要用于对数据的查询检  据要素精度为反演的海洋灾害要素的准确度，例如

索。为了便于用户确定读取卫星数据和专题数据的    对于海冰灾害，数据要素精度包括冰缘线准确度、海

软件，还设置了数据格式实体提供相关的数据格式  冰密集度、海冰厚度等参数口]；数据完整性为对数据

信息。    以及产品的完整性进行描述的信息。各元素具体内

    为了对数据集质量进行简要的评价，设置数据  容见表 1。
    表  1  数据质量信息

l序号1    元素名    】  英文名  l    定义    l约束/条件 l出现次数1类型  l  值域  I

1 1 l数据处理时间 I processTime l数据处理，产生产品的时间    l    M    l  l  l字符串 1自由文本 I

1 2 l数据文件大小 l  datasize  J数据文件的大小，单位KB    l    M    l  l  l  实型  l大于零 l

1 3 l  数据处理者  l processor l数据处理者姓名    l    M    l  l  l字符串 l自由文本 l

l t I 数据志 l -ineage l萋萼耋主冀嚣曼篇善鋈、处理过程（算 l M I . 1⋯ l⋯ 本 1

1 5 l数据要素精度 l  precision l数据要素的精度说明    I    o    j  1  【字符串 l自由文本 I

1 6 1  数据完整性  l  integrity J对数据及产品的完整性进行描述的信息 1    0 1  1  l字符串 I自由文本 l

    空间参照系信息是数据集使用的空间参照系的    素可以帮助用户利用 GIS软件将专题数据插入地

说明，用 DQ一数据质量实体表示。包括 4个必选元    图中制作相应的专题图。2个可选元素为坐标轴方

素，即时间参照系名称、坐标参照系名称、投影方式    向和坐标单位。各元素具体内容见表 2。

和坐标轴维数，其中坐标参照系和投影方式 2  个元
    表  2  空间参照系信息

l序号√   元素名   l  英文名   l    定义     l馨嚣7 l娄罢 I类型 l    值域     l

1  1  l时间参照系名称 l  timeRsT  I    时间参照系名称    l  M  1  1  I字符串l    自由文本    l

1  2  l坐标参照系名称 l  coodRsT  I    坐标参照系名称    I  M  l  l  I  类  l水平坐标参照系代码表 l

1  3  f  投影方式  l projectionstyle l    投影方式    l  M  I  l  I字符串l    自由文本    I

1  4  |  坐标轴维数  l axisDimension l    坐标轴维数    l  M  l  l  I整型 l    1～3    l

1  5  l  坐标轴方向  J axisDirection I    坐标轴方向    1  0  1  1  I字符串l    自由文本    I

1  6  l  坐标单位  I  axisunit  l    坐标系单位名称    I  o  l  l  l字符串l    自由文本    1

    分发信息用 MD一分发实体表示，包含使用限    提供的信息了解获取数据的方法。各元素具体内容

制、安全等级和收费策略元素，用户可以根据此实体    见表 3。
    表3  分发信息

l序号 1元素名 l  英文名   l    定义     l约束/条件l出现次数 l类型 l    值域     l

l    l    l    l使用数据集时涉及隐私权、知识产权 l    l    l    l    l
1  1  l使用限制 l useconstraints l的保护、或任何特定的约束、限制或 l  M  l    N  l  类  l  限制代码表 l
l    【    l    l注意事项    l    l    l    l    l

l z f安全叫 c.assirication l妻嘉星萎翥嘉嚣 妻萎耋罢考虑’对 l M I . l 类 1嘉鑫霎制分级 I

1  3  I收费策略 l chargePolicy i收费或免费    l  M  1    1    l字符串 l  自由文本  l



    为了便于订购数据，用户需要了解一些数据负    电话、通信地址、邮政编码 4个必选的元素，传真、电

责单位的联系信息，所以设置负责单位联系信息子  子信箱地址和网址 3  个可选的元素，各元素具体内

集，用 CI一负责单位实体表示。包括负责单位名称、  容见表 4。
    表  4  负责单位联系信息

l序号√   元素名   I  英文名   l    定义     l警嚣7 1炭妻 l类型 I  值域   l

1 1  f负责单位名称 lorganisationNamel负责单位名称    I  M  1  1  l字符串l  自由文本 l

1  2  “    电话    l  contactPhone  I电话号码    1  M  l  N  I字符串l  自由文本  l

1  3  I    传真    l  contactFax  I传真号码    l  o  l  N  1字符串l  自由文本  l

I a l  详细地址  l contactAddress I嚣羞善妻的详细地址'包括路名、l  M  I  ， l字符串I  自由文本 I

1  5  l  邮政编码  l  postalcode  l邮政编码    l  M  l  l  l字符串 l  自由文本 l

1  6  l电子邮件地址 l  emailAddress I负责单位的公共电子邮件地址    l  o  I  N  I字符串 l  自由文本  l

1  7  l    网址    l onLineResource I负责单位的在线链接地址    1  0  1  1  I字符串 I    uRL    l

    表 5  给出了一个元数据的内容信息实体的实    潮专题产品的元数据实例，表格只给出了的具体

例 ，利用 Aqua卫星的 MODIS传感器数据监测绿    内容。
    表  5  元数据的内容信息实体的实例

l    l    卫星名称    I Aqua    l

l    l    传感器名称    I MODIs    l
l    l    数据源名称    I MOD02QKM.A01B.09142.0420.HDF    I

l    l    空间分辨率    I 250m    I

l    l  数据表现方式  J栅格    l

l    l  海洋灾害类型  l绿潮    l
l    l  灾害发生地点  l东海    l

l    l  灾害发生时间  l 2009年5月22日    l

l  内容  l  灾害产品名称  l绿潮覆盖范围    l

l    l  灾害情况报告   l东海海域有较大面积绿潮发生，覆盖面积约264KM2。     I

l    l  维护更新频率  l按需要    I

I    l    l    西边经度    l 120。    l

I  l 地理范围 卜———薰薹蒿}——+苦；—————————————————————÷
I    l    l    北边纬度    l 33。    l

I  l数据集格式卜篇}篙生————— ■
    3  系统 结构及 功能     索、娄等鬻 嚣 蔷 纛李豢蓁亲 篓羹 嚣 孪 ≥ 3  类：普

    系统结构为浏览器/应用服务器/数据服务器三  通用户，主要通过该系统实现对卫星数据和灾害专

层架构：用户通过网络浏览器向系统提交数据检索  题产品及相关信息的查询、浏览；系统管理员，通过

命令；应用服务器根据浏览器传输来的需求，通过与  该系统负责对卫星数据和灾害专题产品的接入、归

数据库服务器的连接和交互，将用户所需的信息或    档，同时对系统的元数据进行维护；高级用户，除了

查询结果以文字、图片的形式返回给用户；数据服务    实现对数据的查询检索，还可以向系统提交数据需

器利用数据库管理系统来存储、管理及查询检索空  求，获取相应的卫星数据和专题产品数据。

间信息数据。    数据检索。系统主要通过字段和地图两种方

    系统提供的主要功能包括：用户管理、数据检  式进行检索。对于字段方式，用户可 以根据元数



据 中设 置的卫 星数 据时 间范围、空间范 围、灾害专  在同一 目录下。

题产 品种类 等字 段进 行检索 ；地 图方式 为用户提     数据交换 。根据 高级用户提交 的数据需求信

供 了直观的数据检 索环境 ，在 WebGIS支持下 ，用    息 ，通过海洋灾害类型、时间和空间范围等字段检索

户可 以进 行地 图放 大 、缩小等 ，通过在地 图上选取   相应数据并通过 FTP方式提供数据下载。这里 的

矩形 框作 为 空 间检索条 件 ，也 可以结合字 段方式   高级用户主要指具备遥感数据处 理知识 的专业用

进行 组合 检索 。    户 ，他们在获取数据后，可以通过专业知识对遥感数

    数据归档。为系统管理员提供卫星数据和灾害  据进行处理 ，从而获取所需的遥感信息。

嘉需茇望呈呈纂茹雩鑫霉彗纛纛翥是塞巢石主    4  结束语
（如经纬度 、分辨率等）并写人数据库 ；同时提供系统    本文针对国家重大灾害应急指挥协同和抗灾减

管理员对某 些元数 据信息 （如灾害情况等）进行 编  灾需求 ，提出一个海洋灾害遥感元数据框架 ，通过元

辑 、保存的功能 ；最后将卫星数据或灾害专题数据及  数据信息、内容信息等 6  个子集对海洋灾害遥感数

其元数据归档至特定 的结构化存储 目录下 ，存储 目    据和专题产品进行描述 ，用于数据检索查询，为用户

录按照卫星名 称、传感器 名称、灾 害种类 等信息创  提供灾害情况、专题数据处理方法 、获取数据方法等

建 。本文 中数据归档满足 以下规则 ：根 目录下分为    信息；在此元数据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海洋灾害遥

卫星数据和专题产 品数据两个 目录；卫星数据按照  感数据系统 ，实现了卫星数据及灾害专题产品的网

（卫 星名 称）一 （传 感器 名称）一（数据 接收 日期）一  络发布 、查询检索和数据获取 ，使得海洋灾害遥感数

（数据文件）组织 ；专题产品数据按照 （灾害种类）一  据可以在互联网进行交换 、共享，为国家灾害应急监

（产品 日期）一 （数据 文件 ）组织 ；数据的快视 图文件    测与灾后恢复重建等重大应急任务提供数据交换与

将采用与源数据相同文件名 ，采用 JPG格式并归档    数据共享服务。

    参考文献

1  赵永平，David M.Danko，承继成.地理空间元数据标准研究[J].中国标准化，1998（01）  ：8～11.

2  姚艳敏，姜作勤，严泰来.国土资源信息核心元数据的研究[J].测绘学报，2001，30  （4）  ：349～354.

3  Content Standard for Digital Geospatial Metadata[EB/0L].http：//www.fgdc.gov/metadata/csdgm/.2009一06—1 1.

4  IS0 19115—2003 Geographic information—Metadata[EB/0L].http：//www.iso.org/iso/catalogue—detail.htm？  csnumber

  一26020，2009一06—11.

5  地理信息元数 据（GB/T 19710一2005）[EB/0L].http：//gts.sbsm.gov.cn/  article//  xxcx/  chbzcx/  200  710/  20071000003771.sht—

  m1.2009一06—11.

6  国土资源核心信息元数据标准[EB/0L].www.1gy.cn/download.aspx？  aid一509.2009一06—11.

7  王其茂，马超飞，郭茂华.卫星海洋遥感的发展和预报中心遥感应用[J].海洋预报，2005（22）  ：81～86.

  Rem ote SenSing M etadata on M arine DiSaSter and Data System DeSign

    SHI Li—jian，WANG Qi—mao，GUO Mao—hu8

    （N盘￡io行nZ S口￡已ZZite ocP口丸A户户Zic口tio竹SPr锄ife，BeiJing 100081）

    Abstract：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adata standard of remote sensing data on marine disaster，which is implemented to de—

scribe，store and manage the remote sensing data.The remote sensing data system is constructed for distributing，querying and

obtaining the satellite data and special product for disasters，which can be used to exchange and share data for disaster surveil—

1ance and recovery.

    Key words：  marine disaster；metadata；  system；  remote sensing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