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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气象短信业务特点和未来可持续发展需要 ,将气象短信服务中所需要的一系列素材 , 如服务重点、气象资料、科普知识、优秀
短信、祝福、诗歌对联、节日节气等分门别类建立数据库 , 并利用SQL - SERVER 2000 数据库技术和 ASP 后台数据库技术 , 最终实现服务
提示、信息查询、数据管理及投诉处理等业务工作自动化处理 , 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而且为提高气象短信服务水平、增强服务内
涵、实现该项业务的科学管理等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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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 随着气象事业及社会电信业的快速发展, 气象

短信业务异军突起 , 已成为公共气象服务和气象科技服务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用户量的不断增加, 服务面的

不断扩大, 预报员工作量成倍增加, 气象短信的服务水平也

亟待提高。因此, 研究开发集用户管理、编辑服务、业务管理

等于一体的气象短信自动化业务系统, 以加强对气象短信业

务的科学管理, 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是十分紧迫和必

要的。笔者着重介绍山东省率先建立的气象短信业务系统

开发的思路及其主要功能, 旨在为全省气象短信业务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参考。

1  系统开发思路

根据气象短信业务特点以及当今信息化社会信息服务

的要求, 开发气象信息业务系统的基本思路如下: 一是建立

数据库。将一系列服务素材、信息分门别类建立对应的数据

库, 利用SQL - Server 2000 数据库技术和 ASP 后台数据库技

术, 最终实现服务提示、信息查询、信息添加、删除及用户投

诉处理等业务功能。二是系统采用模块化结构。每项功能

后台均对应数据库中的相应表单, 彼此相互独立, 便于日常

维护和管理。三是系统界面采用 WEB 浏览形式, 操作便捷。

各项功能仅需点击相关菜单, 便能实现相应功能。

2  系统主要功能

整个系统主要由4 部分组成: 周年服务预案、素材库及

其查询、投诉处理、业务管理( 图1) 。

图1 系统结构框图

Fig.1Systemstructure diagram

2 .1  周年服务预案 气象短信服务仅有70 个字 , 如何在这

有限的字数内为用户提供一流的服务呢? 笔者认为, 除了准

确地预报信息外, 超前把握用户需求服务的最佳时机和服务

内容也十分重要。为此, 从服务重点、气候背景、服务素材、

工作提示4 个方面入手制订周年服务预案。该预案以月为

单位, 将服务工作具体落实到每个月、每一天, 对在什么季

节、日期应开展什么样的服务做到心中有数, 有备而战。

2 .1.1 服务重点。将每月重要的节日、节气、重大社会活动

以及当月需要特别注意的服务重点等进行总结归纳和罗列。

如2007 年4 月份的服务重点是:5 日清明节;10 日世界卫生

日;10～30 日果树开花期霜冻预报、晚霜冻对蔬菜大棚的影

响、森林火险等级预报( 尤其清明节前后) 、春季西南大风与

偏北大风对烟大航线的影响 , 月末发布五·一期间天气预报

等。上述服务重点的建立供预报员浏览调用, 以便找准预报

服务与百姓生活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 , 有重点、有针对

性地编辑短信, 开展好服务。

2 .1.2 气象资料数据库。多年的气象服务实践证明, 气象

服务不仅体现在为社会公众提供天气预报、警报服务上, 天

气实况、历史气候特点等也是公众十分关注的气象信息。因

此, 笔者还将实时、历史资料建库, 并建立相应的数据检索平

台, 加入到该系统中。其中, 通过实时资料检索平台, 预报员

可随时掌握全市120 多个自动气象站逐时风、温、降水等要

素的观测资料。通过历史资料检索平台, 预报员能方便、快

捷地查询到烟台及各县市区30 年的历史资料情况, 如各种

要素任意时段的平均值、极值、累计值、数据排序等。预报员

根据当前天气实况特点、历史同期天气状况等 , 再结合未来

天气预报、警报, 编辑气象短信向公众发布, 使气象短信更具

新闻性 , 内容更丰富。

2 .1 .3  气象科普知识。系统搜集、整理了对于烟台市交通、

海水养殖、果树生产、大棚蔬菜、医疗等方面的气象行业指

标、科普知识, 使预报员根据天气变化 , 从工农业生产特点及

人们日常生活角度出发 , 编辑短信, 适时向公众提出生产生

活建议, 使气象短信具有知识性和科普性的特点, 在一定程

度上扩大了短信服务的外延, 深受公众喜爱。

2 .1.4 工作提示。预报员日常工作十分繁琐, 为此系统中

还增加了工作提示功能。即将逐月需要进行的工作罗列出 ,

如将中长期预报的发布、短信计费、结算提成、退费等事务建

立表单 , 使预报员一目了然, 实现对工作的提示。

2 .2 素材库及其查询  该项有优秀短信、烟台逐日短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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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查询、分类查询、数据维护5 部分内容。其中优秀短信

为从全国各地搜集到的及省局、市局组织评选的优秀短信 ,

目前入库的优秀短信有5 800 多条。烟台逐日短信则为利用

VB 的ADO Data 控件, 将烟台气象科技服务中心每日发布的

短信内容自动添加入库, 并截取制作预报时的系统时间作为

录入时间 , 形成历史数据库。通过系统界面可直观地按照时

间段随意检索, 便于日后调用及进行短信质量考核、评比等。

此外, 素材库中还存放了大量祝福、诗歌对联、气象谚语、节

日、节气等信息 , 供预报员调用参考。下面着重介绍系统查

询功能和数据维护功能。

2 .2 .1 查询功能。服务素材检索采用ASP 后台数据库编写

基于浏览器 WEB 查询, 网页采用ASP 结合CSS 设计制作, 数

据库连接采用ADO 技术。可根据关键词或分类目录查询所

需内容 , 并实现分页显示 , 翻页功能。其中在关键词查询一

栏, 输入想要查询的词语 , 即可检索到与此相关的全部词条。

为进一步缩小检索范围, 实现快速、定向查询 , 系统还设置了

分类查询功能, 即可按照季节、天气状况、日常生活、日常祝

福、节日祝福、诗歌对联、优秀短信、气象谚语等进行分类查

询。预报员可根据查找结果挑选适合使用的素材或以此为

基础进行再编辑加工, 直至达到满意为止。

2 .2 .2 数据维护。①添加记录。单个词汇可通过系统界面

上的添加记录完成, 如词汇量比较大时 , 可作成 EXL 表格形

式, 分为词汇内容和分类目录两列, 通过SQL 数据库自带导

入程序添加到数据库指定表单中。②修改、删除记录。当发

现错误记录需要修改、删除时, 可通过系统界面上的相应功

能实现。

2 .3  投诉处理 气象短信目前的发展途径主要为用户主动

开通、电话营销、营业厅发展、套餐必选等。其中, 电话营销

又分为自聘外呼人员、外聘外呼公司、运营商营业员等营销

方式。由于定制方式的多样性, 导致投诉问题也是多种多

样, 气象部门作为被投诉主体之一, 正确处理用户投诉问题

是气象短信业务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2 .3.1 查询定制来源。目前投诉问题比较集中的是用户要

求查询开通方式, 但烟台市气象局仅有联通短信平台, 而没

有移动、小灵通短信平台, 查询起来比较麻烦。

针对此问题设计的查询定制来源功能, 将各运营商所有

批量开通气象短信用户建立一个用户档案数据库 , 一个号码

对应一条记录, 内容包括开通时间、开通状态( 当月免费或收

费) 、定制地区、包月费用、受理营业员、受理营业厅等。每日

用EXL 表格按照上述格式发送省局开通, 同时再导入数据

库。遇到投诉用户 , 只需要输入手机号码, 便可轻松查出用

户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开通的气象短信业务。

2 .3 .2  查找投诉记录。对投诉用户 , 按照用户手机号码、投

诉问题及预报员处理结果、处理时间等项目, 建立投诉用户

档案数据库 , 对日常工作中接到的投诉问题实时入库, 实现

科学化管理。维护人员可按照手机号码、投诉时间等进行快

速、准确的查询。

2 .3.3 黑名单管理。对严重违背事实、有敲诈意图的投诉

用户建立黑名单, 在今后的业务发展中 , 格外关注这类用户 ,

谨慎为其开展业务, 以减少或避免恶性投诉。

2 .4 业务管理  将业务文件建立数据库, 内容涉及气象短

信制作规范、短信降水评分、短信质量评比等规章制度、与各

运营商签订的发展短信营销方案、值班流程、预报员等级评

定, 旨在加强对气象短信业务的科学管理, 规范值班员的日

常工作行为, 保障该项业务科学、规范、高效运行。

3  系统运行环境

系统的服务端在 Windows2000 Server 操作系统下, 配备

SQL - Server 2000 数据库, 需开通Internet 信息服务(IIS) , 支持

ASP、数据库连接功能。系统的客户端通过访问服务端实现

相应功能。

4  结语

目前, 气象短信已成为公共气象服务和气象科技服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快气象短信业务建设, 提高服务内涵

和工作效率, 对促进该项服务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该系统界面直观 , 操作、维护简便。今后, 还需要进一步

丰富服务素材库内容, 不断完善系统功能, 为气象短信业务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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