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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台数据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石晓骄 赵启垣 吕含让
”

(国家地震局 兰州地震研 究所
,

兰 州 73 00 00 )

摘要 根据 武山水化 学综合 地震 台的具体情况
,

在微机汉 字 D O S 环境 下利 用

F ox B A S E + 2
.

10 关系型数据库成功开发 了武山 台数据信息管理 来统
。

本 来统全部

采用 F o x b a s e十数据库编写
,

主要 用于地震台站的数据管理及各种报表 的 自动生成
。

程序采用 自顶向下
,

逐 步求精方法设计
,

全部功能模块均采用下拉 式窗 口
。

程序设计

中
,

最大限度地采用 了容错处理
。

一年多的实际运行表明
,

来统操作简单
,

界面友好
,

容错功能 完善
,

完全满足台站 日常工作需要
。

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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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微机在我国地震监测预报领域的普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

观测数据的微机数据库

管理将为地震预报及相关科学研究快速地提供准确数据信息
。

武 山台是我国 I 类水化学综合地震台
,

观测手段主要有水氨
、

水质
、

气体组分和水汞
。

建台

至今观测数据一直处于手工抄写存档和报表的手工处理阶段
,

各观测手段原始数据分散
、

零

乱
,

无法进行快速数据查询及其它相关操作
。

同时
,

各种报表的产生均为手工抄写方式
,

这就不

可避免地会出现误听
、

误写及其它人为计算错误
。

月报表和年报表的抄写过程浪费大量人力资

源
,

工作效率非常低
,

特别是年终几百份年报表的抄写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及时间
,

且又不可避

免地会出现人为抄写错误
。

这远远不能适应
“

确保台站优质完成主要任务的前提下
,

逐步实现

监测
、

预报
、

科研在台站三结合… …
”

的 目标
。

为此
,

观测数据的微机数据库管理势在必行
。

作

者利用 F o x B A s E + 2
.

10 关系型数据库
,

在汉字 D O s 环境下
,

成功开发了武山台数据信息管

理系统
。

该系统的运行
,

完全避免了手工作业中可能发生的误听
、

误写和人为计算错误
,

大大提

高 了数据查询速度
,

提高了工作效率
,

减轻了工作人员劳动强度
。

2 程序结构框图

系统总体结构框图见 图 1
。

3 系统功能

根据台站 日常工作需要
,

此系统可完成如下基本功能
。

当台站对系统的需求增加时
,

可方

便地在总控模块中加挂所需功能模块
,

维护非常方便
。

.

甘肃武 山温泉地震台
, 74 1 3 0 8

, ,

甘肃高台地震台
,

7 34 3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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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完成一般台站水氨观测数据的报表处理和数据存盘
,

在初次使用本系统或每年年初

进行参数设置时
,

完成适合于使用此系统台站的数据项字段宽度和小数点位数的设置
,

建立一

适合于 自已台站数据记录的数据库
。

总总控模块块

系系统统统 资料料料 数据据据 报表表表 文件件件 中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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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管理 来统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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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可完成本台站气体组分
、

水质和水汞的 日常报表处理及数据存盘
。

由于水化学前兆观测台站泉点的不同
,

所测气体组分和水质化学元素也就不尽相同
。

此系

统是针对武山台开发的
,

故仅适用于本台站
。

当然对于其它水化台站
,

只要对原程序略加改动

即可适用
。

( 3) 可完成水氨
、

水质
、

气体组分
、

水汞各手段标准数据文件的建立
,

为地震会商及相关科

学研究提供快速
、

准确的原始数据
。

( 4) 文件管理模块可完成对所需数据文件的备份和恢复功能
。

( 5) 对以上几种观测项 目均可进行月报
、

年报表打印
,

输出格式符合国家地震局地下流体

观测要求
,

自动计算五 日均值
、

月均值等
。

( 6) 可方便地完成对以上观测手段原始数据的录入
、

编辑修改
、

删除等操作
。

( 7) 可提供快速准确的原始数据查询服务
。

4 系统特点

本系统可运行在任意汉字 D O S 环境下
,

全部莱单及提示信息均采用汉字显示
,

人机界面

采用下拉式菜单设计
,

界面友好
,

同时在屏幕处理区下放有一提示区
,

对各级操作均有相应简

单提示
,

用户借助于菜单和提示信息即可完成各种操作
。

工作时全部操作均采用人机对话形

式
,

操作非常简单
。

现就各特点概述如下
:

( 1) 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

该系统采用 自顶向下
,

逐步求精方法设计
。

具体思路是根据台站工作情况
,

确定管理系统

应具备哪些功能
,

从大到小
,

由粗而细
,

逐步求精
,

最后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功能模块
,

各自单

独进行程序设计
,

单独调试
。

在各子模块调试成功的情况下
,

最后在总控模块的作用下进行联

合调试
,

对总控模块与各子模块接 口 间进行修改补充
。

这样设计出的程序
,

模块独立性好
,

可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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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性强
,

同时新增模块也极其简单
,

只需在总控模块上加挂新的功能模块
,

即可完成 系统功能

扩展
。

( 2) 容错性能及陷阱技术

在程序设计中
,

对系统实际操作使用时可能出现 的各种情况均进行了考虑
,

对各种可能出

现的问题均采取 了保护性措施
,

用户不必担心误操作对数据库的影响
。

在此保护措施的基础

上
,

又增 加了 E S C 一级中断处理功能
,

在任何场合
、

任何操作情况下
,

如果用户不想继续往下

操作或操作错误
,

均可按 E S C 键
,

中断当前操作
,

在确认用户操作无误后
,

返回上级菜单
,

大大

提高 了系统的容错性能
,

改变了过去许多系统
“
只能往下进行

,

而不能放弃
,

如果必须放弃只能

重新启动机器
”

的缺点
。

为了应付在操作 中无法预料的错误情况
,

程序设计中还采用 了陷阱技

术拦截错误
,

以使系统能继续运行
。

( 3) 友好的人机界面

由于 台站工作人员大部分未经过计算机培训
,

对他们来讲
,

需要记的东西越少越好
,

操作

越简单越好
,

即目前所说的
“

傻瓜型
”
系统

。

针对此情况
,

在程序设计中比较注意操作的友善性
。

系统全部工作在中文 D O S 环境下
,

全部功能均采用下拉式菜单
,

用户只需操作光标键及回车

键即可完成大部分工作
,

系统运行环境见图 2
。

在具体数据录入
、

查询等操作 中
,

全部采用人机

对话形式
,

用户只需根据屏幕提示输入各种信息即可完成所作工作
。

对一个未经计算机培训的

人员来讲
,

只需花一两个小时即可掌握本系统全部操作
。

、J、 11llC乙了̀了`、姗姗渊排麟姗洲 资料录入 编辑修改 查 询 报表输出 文件管理 一一一一一一

( 3 )

( 4 )

图 2 系统运行窗 口

(1 ) 主菜单区 ( 2) 系统操作区 (3 ) 功能提示帮助 区

(4 ) 当前系统设置状态 (5 ) 模块运行关键操作键提示 区

F ig
.

2 W in d o w o f s y s t e m r u n n in g
·

( 4) 动态全屏幕编辑方式
以往数据库系统对数据库内容的编辑修改大部分是根据给定条件一次修改一条记录

,

这

对于以纯粹管理观测数据为主的本系统来说
,

如需修改大批数据则显得非常繁琐
。

本系统在程

序设计中实现了动态全屏幕编辑
,

且保持了良好的用户界面
。

现在对数据的修改
、

查询只需启

动此功能
,

在几键控制下很方便地实现
。

( 5) 数据文件 自动生成且命名规范

本系统对于所有数据文件均 以年为单位自动生成
,

用户只需在每年年初或初次使用此系

统时
,

在工作参数设置时
,

按屏幕提示
,

依次回答完毕
,

系统即可自动建立一适合于所工作台站

的标准数据文件结构
。

生成文件命名规范
,

具体规范为
:

数据记录文件名
:

台站代号 + 观测手段拼音字头 + 年份 (取后两位 ) + 泉点代号 十
“ .

D B F
”

月资料说明文件名
:

台站代号十观测手段拼音字头 十年份 (取后两位 ) + 泉点代号 +
“
.Z

D B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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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文件名 W S S D 9 41
.

D B F 意思为
:

武 山台水氧 1 9 9 4 年国家 22 号井观测记录
。

其 中
,

W S

为武山台台站代号
,

S D 为水氧手段
,

94 为 1 9 9 4 年观测记录
, 1 为泉点代号

,

国家 22 号井在武

山台规定其代号为 1
。

在 F o x B A S E + 环境下
,

也可直接对文件进行操作
,

而只利用
“

报表输出
”

功能模块生成月

报表和年报表
。

5 操作使用

.5 1 运行环境

软件
:

主系统 M S一 D O 3S
.

3 以上操作系统
、

任意汉字环境
、

汉化 F ox B A S E 十 2
.

10

硬件
:

主机配置 28 6 以上微机
、

打印机配置为 E P SO N L Q一 1 6 0 0k

5
.

2 安装

将程序盘插入驱动器
,

将该驱动器改为当前驱动器
,

输入 i n s t 后 回车
,

即可将本程序自动

装入硬盘
。

5
.

3 启动

在任意中文 D O S 环境下
,

启动 F o x b a s e ,

然后键入主控程序文件名 D O D :

\ w s s h Z \ t y e d
,

即可运行本系统软件
。

.5 4 使用方法

系统运行后屏幕出现一完全窗 口式操作界面
,

如 图 2 所示
。

屏幕最上一行是主菜单
,

当选择某项功能时
,

次级菜单则 出现在主菜单下方
,

中间空白区

为系统执行窗
。

执行窗下部窗口 为提示窗
,

显示所操作菜单功能及部分系统参数设置
。

菜单可

通过方向键~ ~ 个令选择
,

回车键 E nt er 执行
,

E s c
键为一级中断

,

可在任何情况下
,

按动此键

终止当前操作
,

返回上级菜单
,

在主菜单状态下则返回至 D O s 状态
。

由菜单
,

可按工作需要进行进一步选择
,

用光标键移动主菜单区光带条
,

按 回车键则可执

行光带条所在功能项
。

依次运行主菜单区各功能
,

屏幕依次出现 6个次级菜单 (参见图 3
、

图 4
、

图 5
、

图 6
、

图 7
、

图 8 )
。

……羚汗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
姗姗姗料撇粼麒

资料录入 编辑修改 查 询 报表输出 文件管理观测手段
””

〔〔〔~ ~ 个今〕键选择功能
,

E S C 键退出
,

E N T E R 健执行 l 】 19 94 年武山温泉 22 号井水质观测测

{{{{{ 台站名称
:

甘肃武山台 请选择下列观测手段之一 {{{{{{{{
………

“ 站代
兮

’

万
S

、

_ _ _
.

杏粤翌竺 …
观测手段之一一一一

………;霆霖馨: 尹
山“ ` 2“ ” 开 {{{{}}}}

霸;;;
}{{}}}}}}

…
测测

}}}}} 一作牛你
1 99 4 水页观侧 }号井 气体观测测测测

泉泉泉泉点代号
:

i
{{{111}}溯嗽渊撇}{{}}}川川川川

工工工工作年份
:

1 9 9 4 水贡观测测测测

图 3 系统设置窗 口

F ig
.

3 W i n d o w o f
s y s t e m

s e t u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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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统设置水化学观测原始数据麒{!{}}}}} 编辑修改 查 询 报表输出 文件管理理理

〔〔〔一~ 个今〕键选择功能
,

E S C 键退出
,

E N T E R 键执行 川 1 9 9 4 年武山温泉 22 号井水质观测测

{{{{{削稍湍糕黯镌熙熙熙
月月月资料说明录人人人

图 4

F ig
.

4

资料 录入窗 口

W i n d o w o f d a t a i n p u t
.

甲甲簿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系系系统设置 资料录入 绪}{月资料说 明 袭 查 询 报表输出 文件管理理理

〔〔〔一~ 个今〕键选择功能
,

E S C 键退出
,

E N T E R 键执行 ! 】 1 9 9 4 年武山温泉 22
一

号井水质观测测

撇撇撇薰越撇鳞难难难

数数数据删除除除

数数数据插入入入

图 5 编辑修改窗 口

F ig
.

5 W i n d o w o f e d i t i n g
.

广广丫黔~ 矍罗今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系系系统设置 资料录入 编据 辑修改 ){{!!!1…黝撇翰 }摹 报表输出 文件管理理理

〔〔〔一 ~ 个今〕键选择功能
,

E s c 键退出
,

E N T E R 健执行 ! 】 19 94 年武 山温泉 22 号井水质观测测

瞿瞿瞿瞿鳖{{{{{

图 6 数据查询窗 口

F ig
.

6 W i n d o w o f d a t a i n q u i r y
.

严严平…~
二

鳄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系系系统设置 资料录入 编辑修改 查 询 潺}{表

一

薰蒸粼照照!{薰薰 文件管理理理

〔〔〔一~ 个令〕键选择功能
,

E S C 键退出
,

E N T E R 键执行 川 1 9 9 4 年武山温泉 22 号井水质观测测

械械械黝蒸黝撇薰薰薰
年年年报打印印印

图 7 报表输 出窗 口

F ig
.

7 W i n d o w o f t a b l e o u t p u t
.



第 2期 石晓聆
:

武山台数据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系统设置 资料录入 编辑修改 查 询 报表输出 }}}}}川姗渊燃{}}{{川
{}川糕姗姗 }}川
数据文件恢复

备份文件增减

管理库文件

〔~一 个令〕键选择功能
,

E S C 键退出
,

E N T E R 健执行 ! 1 1 9 9 4 年武山温泉 22 号井水质观测

图 8 文件管理窗 口

F ig
.

8 W i n d o w o f f i l e m a n a g e m e n t
.

其中
“

编辑修改
”

中还有更次一级菜单
,

见图 9
。

对子菜单的操作也是用光标键控制子菜单

条上下移动
,

选择欲运行功能
,

按回车键即可执行
。

同时在任何菜单
,

光带条的移动
,

均在屏幕

下方
“

功能提示区
”

中显示所在功能简单介绍
。

系系统设置 资料录入入 孺骗撼膺粼蛾 查 询 报表输出 文件管理理

,,,,,,̀,,,耀撇!篡{
` }诬!。 !}!}};;;

料料料…姗邻黯薪漆翻 lll
”””

巨缨些」」
编辑修改库中 日观测记录数据

〔~ ~ 个令〕键选择功能
,

E S C 键退出
,

E N T E R 键执行 】! 户 1 9 9 4 年武山温泉 22 号井水质观测

图 9 编辑修 改次级窗 口

F ig
.

9 J u n i o r w i n d o w o f e d i t in g
.

6 结语

本系统完全是针对武山台具体情况开发研制的
,

故其通用性不太好
,

尤其是水质和气体组

分两项
,

由于各水点所观测化学元素不同
,

而且各水点化学元素含量相差也较大
,

所以此系统

对其它水化台站就不能直接使用
。

当然
,

只要对其源程序作适当修改
,

仍可适用于其它水化台

站
。

地震台站的数据现代化管理才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

我们还有很多的设想和展望
,

这仅是一

个大型台站管理系统的一部分
,

今后我们还将编制另外一些如采用本数据系统进行数据直接

传输的图件输出
、

异常处理的
“

台站会商系统
”

等
。

由于篇幅所限
,

本文对一些源程序结构就不详谈
,

有感兴趣者或有意参入共同实现这一 目

标的朋友
,

欢迎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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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对在编制此 系统软件的过程 中自始至终给予 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台站领 导陆维藩同

志和武山 台各手段组 的同志表示感谢
。

可 以说
,

没有武山 台洛位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

就没

有此系统软件的开发 成功
。

(本文 1 9 9 5 年 1 2 月 1 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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