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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犚犉犐犇技术的省级气象计量公共服务平台

张佳佳　刘　宇

（河北省气象技术装备中心 石家庄０５００２１）

摘　要：将ＲＦＩＤ技术引入公共计量器具跟踪系统，改变了原有系统单环控制的困局，不但对仪器送检周期内的节点完全可

控，还最终实现了对仪器的闭环控制，为送检设备的终身管理提供保障。另外，较传统的后台操作而言，ＲＦＩＤ技术可实现同

时多项录入，改变传统后台单项“单选”的尴尬境地。本文还提出在气象计量领域实现对社会公用器具的网上管理，采用 Ｗｅｂ

界面的交互模式，可实现与送检客户对仪器信息的实时共享，不但可以简化工作流程，还可以对公用计量器具进行整个生命

周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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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气象事业的发展，服务领域的扩展，社会对公用

计量器具的需求与日俱增，需要检定的气象装备、计量器

具越来越多，仅靠人工录入的计量器具的管理模式已经不

能适应气象计量管理服务体系的要求，亟需建立与之相适

应的公共计量服务平台，满足各行各业对气象计量器具检

定和校准的需求［１］。目前，各省气象计量公共服务管理大

部分停留在人工记录阶段，建立基于仪器跟踪技术的省级

气象计量公共服务平台非常必要。

建立系统省级气象计量公共服务平台的重要性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适应气象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气象计量站作为气象部门承担社会职能的一部分，应

当拥有配套的资源平台，并通过此与社会公用计量器具使

用单位间建立及时、有效的联系，将以往的分散性、单向控

制的送检模式转变为对计量仪器的闭环控制模式。

２）开展对外服务，建立行业标准

通过平台的搭建，探索行业标准建立，填补在对外服

务上缺乏行业标准的空白［２］。

３）为公用计量器具使用单位提供标准化的计量器具

管理服务。

通过平台，公用计量器具使用单位可以随时查询仪器

相关进程，与检测单位通过实时在线的方式探讨检测问

题。有效地减少公用计量器具、计量人员等资源投入，使

企业能更加专注于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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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系统功能设计

气象计量公共服务平台既考虑到省级计量检定机构

目前的基础自动化现状、现行管理体制，又考虑到未来的

业务发展需求；不但要实现对计量数据的实时共享，更要

实现对社会公用计量器具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４］。

２．１　犚犉犐犇跟踪模块

本课题采用基于ＲＦＩＤ技术的公用计量器具跟踪系

统，通过电子标签将送检设备唯一化，将计量仪器的基本

信息传输给计算机，实现对送检设备的首次信息录入，为

送检设备的终身管理提供保证［５］。

２．２　控制功能模块

１）匹配控制：将仪器信息与自动化检定设备相应的功

能模块相匹配，根据检测类型查找到相应的检测设备，实

现送检仪器与检定设备的有效衔接。

２）数量控制：对于送检设备的数量分流控制，根据设

备的负载能力合理安排，保证设备可靠运行。

３）质量控制：自动记录仪器检测数据，设置错误数据

管理阈值，当超出阈值时发出报警。

４）参数备份与管理：基于可靠数据传输，管理员在控

制模块实现仪器及标准器参数备份与恢复，用户可在客户

端随时进行查询。

２．３　数据库采集模块

１）运行状态数据库：分类建立检定设备、标准器数据

库表，记录设备运行状态数据。

２）检定数量数据库：根据送检类别分别建立数据库

表，可以实现对各专业检测数量的快速统计，为绩效考核

提供依据。

３）实时采集数据库：对送检设备在检定过程中的数据

进行采集，生成数据库表单。

２．４　服务平台子系统

１）用户管理模块

①针对计量站检定人员设立管理权限，通过数据库构

建，对后台程序及客户资料进行管理；

②对送检设备信息进行管理，随时更新检定状态；

③对检定流程，检定周期，法律法规等技术性文件的

管理。

２）ＦＩＤＲ连接模块

①通过电子标签查询设备信息检定状态，完成数量等

情况；

②与数据库中的检定设备信息相匹配，实现一次性终

身绑定。

３）预约、预警模块

①通过此功能模块，实现客户对恒温恒湿实验室、恒

温恒湿箱等无法移动设备的现场检定需求，根据此模块提

供的信息，可以提前协调检定时间、人员、车辆等事宜，保

证客户不使用超期设备；

②实现对超过检定日期的仪器设备的预警功能。对

列入强制检定序列的仪器仪表发出强制检定预警；对未列

入强制检定序列的仪器仪表发出超检预警。

４）查询统计模块

①证书的查询机制，对于已取得检定证书的社会公用

计量器具可是随时查询证书的真伪；

②以对非强制检定送检仪器的使用情况、检定情况、

使用年限进行查询；

③强制检定的公用计量器具进行查询，送检单位可以

通过此模块自行安排强检设备送检时间。

５）实时对话模块

①交流平台，可以对企事业单位遇到的问题进行解

答，未及时处理的可以通过留言、论坛等方式予以回复；

②建立微博、微信账户，对于用户提出的频次较高的

问题进行公开回复，存疑问题解疑释惑，使整个计量过程

公开、透明，不留死角。同时利用微博、微信广阔、便捷的

传播优势，可以迅速提升计量服务平台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本系统功能多，信息量大，为满足系统性能需求，分为

硬件网络拓扑与软件系统开发两部分。

３　系统总体结构设计

３．１　系统硬件

该系统的硬件部分由自动化检定装置、ＲＦＩＤ阅读器、

ＰＣ机、服务器、客户端组成，可接收主计算机的操作指令，

被检仪器信息，自动完成仪器的检定功能，通过开发通信

处理程序，实现将检定结果上传给上位机并自动导入到公

共服务平台，实现检定结果信息的自动接入与检定数据的

实时共享［６］。

其硬件网络结构针对计量检定机构当前的网络环境

以及系统的设备需求，重新规划网络结构，考虑到网络安

全性和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其硬件拓扑结构如图１所示。

３．２　软件设计

为适应未来业务变化的实际需求，该系统采用开放的

软件体系结构。省级气象计量检定业务综合管理平台采

用３层体系结构设计，体结构如图２所示。

１）数据层：省级气象计量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系统中各

统一部署到数据库服务器上，由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８统一管

理，保证在多个用户同时访问时环境下数据的安全性与一

致性，实现完整数据控制［７］。

２）业务层：该层功能较为复杂，完成检定设备的响应、

实施与业务管理与分工，由后台完成。从下往上又分为３

个子层，如图２所示。

①数据访问层：主要提供访问界面，对气象计量检定

业务数据库的访问采用统一的接口，提供本地计算机 Ｗｅｂ

浏览器操作。通过客户端调用服务器端来实现 Ｗｅｂ系统

逻辑组件功能。

②业务驱动层：此层实现流程信息驱动，完成数据信

息与业务流程的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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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硬件拓扑结构

图２　省级气象计量检定业务公共服务平台

③业务流程控制层：分别完成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业

务逻辑功能。负责将从 Ｗｅｂ界面输入的查询信息解释成

流程操作程序，同时负责接收计量检定设备上传的检定结

果信息。

３）Ｗｅｂ客户端：采用在页面上嵌入ＡｃｔｉｖｅＸ控件技术

实现对页面进行特殊需求的操作。

４　系统技术路线

１）后台数据库管理

统体系结构采用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形式的两层结构，此

构架能充分发挥客户端ＰＣ的处理能力，很多工作可以在

客户端处理后再提交给服务器，使客户端响应速度

更快［８］。

应用主流程序设计语言，实现检定信息动态更新，动

态调取，并将其归档到数据库端，方便后期查询［９］。

２）计量服务平台展示

计量服务平台基于Ｂｒｏｗｓｅｒ／Ｓｅｒｖｅｒ模式。客户端不

需要安装专门的软件，只需要浏览器即可，浏览器通过

ＷＥＢ服务器与数据库进行交互。尝试采用ＪＳＰ、ＡＳＰ．

ＮＥＴ等设计的 ＷＥＢ界面与数据结合，实现６大模块

功能。

５　系统实验

５．１　实验测试界面

气象计量公共服务平台测试界面如图３所示。

图３　省级气象计量公共服务平台—仪器登记界面

通过此项界面可以完成仪器送检所有信息的登记及

唯一条码的生成，如图４所示。

通过预约、预警模块可实现用户随时查询仪器到检时

间，协调工作安排，避免使用超检仪器，如图５所示。

５．２　实验结果分析

从实验结果来看，本系统最终实现了对仪器的闭环控

制，彻底改变了原有类似系统单环控制的困局，对仪器送

检周期内的节点完全可控。

仪器的实验数据可以直接记录在数据库中并作用于

其送检周期，系统可根据仪器设备的波动度和稳定性进行

判断从而提出“报警”，所得实验数据还可参与大数据交

换、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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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送检仪器标签生成

图５　超检信息查询

本系统和多种厂家的ＲＦＩＤ硬件、电子标签进行了充

分的验证测试［１０］。本系统采用独立的模块运行，较以往

系统降低了各模块间的耦合度，使系统的可维护性大大

增强。

另外，较传统的后台操作而言，ＲＦＩＤ技术可实现同时

多项录入，改变传统后台单项“单选”的尴尬境地，从而真

正实现快速、便捷、一体化管理。详情如图３、４所示。

采用 Ｗｅｂ界面的交互模式，可与送检客户实时实现

仪器信息共享，形式更加灵活。

６　结　论

首次将ＲＦＩＤ技术引入公共计量器具跟踪系统，为送

检设备的终身管理提供保障。提出在气象计量领域实现

对社会公用器具的网上管理，不但可以简化工作流程，还

可以对公用计量器具进行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改变以往

费时费力的电话查询模式，使整个检定流程清晰可见，客

户只需通过页面浏览就可对送检设备的检定状态一目了

然。超期预警的功能还可以协助计量行政部门做好对超

期设备的监督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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