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水情预警信息发布是防汛抗旱减灾的重要环节，
是水文基础公益性事业的重要体现。 为了使水情预警

信息能够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 需要建立水情预警公

共服务系统， 通过各种媒介实现水情信息的公开发布

以及信息的个性化订阅，使其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
提高人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

2 开发目的

建立全国水情预警公共服务系统， 实现水情预警

信息的编写、汇集、发布的一体化服务。 面向公众及时

发布权威、准确的水情预警信息，使人们能够快速获取

有关预警信息，扩大水情预警信息的社会影响力。

3 系统结构

全国水情预警信息的发布流程可划分为信息编

制、汇集和发布三个阶段，在逻辑上可分为汇集层、中

间层及服务层（见图 1）。
汇集层： 各级水文部门在水利部内网通过全国水

情预警汇集系统编制并提交水情预警信息。
中间层：水情预警数据通过防火墙写入外网Oracle

数据库， 并实时在全国水情预警公共服务系统上进行

展示。
服务层：Internet 网络上的个人、 机构用户以及媒

体网站既可以访问水情预警公共服务系统进行浏览

和查询，也可以通过订阅服务自动获取所需的水情预

警信息。

全国水情预警公共服务系统主要由信息展示、订

阅和专有推送三部分组成：其中信息展示主要是预警

信息的发布和展示；信息订阅包括了用户注册、登录

和订阅等功能；而专有推送则是为有特殊需求的网站

和媒体所设计（见图 2）。

摘 要：及时准确的水情预警信息不仅为防汛抗旱减灾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提高了人民群众防灾

减灾意识。 为切实做好水情预警信息统一发布工作，专门开发了全国水情预警公共服务系统，实现了预

警信息的统一汇集和对外发布，提供水情预警信息订阅等服务，提高了水情预警的工作效率，扩大了预

警信息的影响力和公众认知度，具有较好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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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水情预警公共服务系统逻辑结构

Fig.1 The logic 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hydrological warning

public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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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键技术实现

全国水情预警公共服务系统主要是提供预警信息

浏览、查询和订阅服务。 系统采用 Microsoft.NET 平台

进行程序开发，前端设计采用 jQuery EasyUI 框架。 相

对其他的 JS 框架，EasyUI 更轻量， 提供了用于创建跨

浏览器网页的完整组件集合，能够快速有效打造出功

能美观的展示页面（见图 3）。
4.1 信息浏览

为便于公众快速、直观的浏览预警信息，系统通

过引用天地图（www.tianditu.com）的 WMTS 瓦片服务

和 API 函 数 实 现 水 情 预 警 信 息 的 地 图 定 位 和 空 间

展示。
系统首页正中心区域加载地图服务，将当前有效

的预警信息以图标标注的方式布展在地图上，通过点

击悬浮的预警图标对预警内容进行浏览，也可点击窗

体标题在弹出的详细信息页面上查看， 包含地图、列

表和滚动浏览 3 种方式。
4.2 信息查询

为便于公众查询各自所需的水情预警信息，系统

通过一个面向.NET 环境的对象/关系数据库映射工具

Nhibernate 将对象模型表示的对象映射到基于 SQL 的

关系模型数据结构中去，减少开发时人工使用 SQL 和

ADO.NET 处理数据的时间，实现了预警信息的快速查

询，包含关键字查询和高级查询 2 种方式。

图 2 全国水情预警公共服务系统框架

Fig.2 The framework of the national hydrological warning

public service system

图 3 水情预警公共服务系统页面设计

Fig.3 The interface of the national hydrological warning public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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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关键字查询

当需要检索某些特定的水情预警信息时， 在查询

区输入关键字进行查询，系统支持多关键字联合查询，
各关键字之间用空格隔开。 例如，用户输入“XX 省 洪

水 蓝色”， 系统将指定省及省内各单位所发布的洪水

蓝色预警记录通过地图和列表联动展示给用户。
4.2.2 高级查询

当快速查找某一类或几类预警信息时， 通过高级

搜索功能选择相应的查询条件（如预警类型、等级）获

取相应的结果。
4.3 信息订阅

水情预警公共服务系统除了对外发布水情预警信

息，供社会公众查阅之外，媒体门户网站及各机构门户

网站还可通过订阅的方式获取所需水情预警信息，展

示在各自网站上，扩大水情预警信息的影响范围。
水情预警信息订阅为被动推送，即用户每发送一

次请求，系统按照其需求自动发送数据给用户。 该方

式便于用户自定义设置，大大缓解了服务器的访问压

力，订阅流程具体如下：首先需要注册成为系统用户，
登录后通过订阅条件（类型、等级等）设定，筛选出所

需的预警信息，然后选择相应的订阅方式（URL 订阅

或数据订阅）以获取信息（见图 4）。
4.3.1 URL 订阅

该方式直接提供现成的 html 效果源码，用户将其

添加到原有网页框架内即可实现信息订阅和展示，几

乎不需要编程和布局设计，目前系统提供了飘窗和固

定 2 种展示样式（见图 5）。
飘窗样式：预警信息漂浮于页面之上，按照一定的

范围随机（上下、左右）移动，无预警信息时将不显示飘

窗，点击飘窗可进入预警信息页面。该样式不改变已有

页面的格局，适用于订阅预警信息较少的用户。
固定样式：在页面中添加一块区域用于预警信息

展示，无预警信息时将显示“暂无有效预警”字样。 该

样式需要改变原有页面布局，通过 Iframe 框架嵌入预

警信息，适用于订阅预警信息较多的用户。
确定样式后，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展示效

果，各种效果的显示内容和参数均不一样。 目前系统

提供了大图标翻页、水平滚动、垂直滚动和垂直翻页 4
种效果（见表 1）。
4.3.2 数据订阅

URL 订阅提供的展示效果有限，无法满足特定用

户的需要。 因此，系统特别提供了数据订阅服务，各媒

体和门户网站用户可以通过该方式直接获取原始数

据，并根据各自网站特点和布局进行加工和修饰。 该

订阅方式的自由度高， 预警信息展现形式灵活多样，

图 5 URL 订阅样式

Fig.5 URL subscribe style

飘窗样式
固定样式

图 4 水情预警信息订阅流程图

Fig.4 The flow of the hydrological warning infromation subscribe

用户登陆

URL 订阅 数据订阅

选择订阅数据格式（Xml/Json）选择订阅样式（飘窗、固定）

设定样式、效果参数
并生产源码

选择订阅效果（4 种特效）

源码嵌入并展示 接收数据并自行展示

设定订阅条件（类型、等
级、影响范围等）

选择需要订阅的数据内容
（标题、图标、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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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XML 数据文件格式

Fig.6 XML file format

但需要一定的编程和布局设计。
数据订阅的流程如下：首先，选择数据格式，考虑

到不同网站所用编程语言的差异性， 系统提供了 Json
和 Xml 两种格式，两者只是在数据封装形式上有所差

别，数据内容完全一样；确定数据格式后，选择需要反

馈的预警内容；上述设置保存完毕后，将获得系统自动

生成的一个固定超链接， 直接访问数据链接即可获取

符合订阅条件的预警信息。
用户每次访问该链接，客户端浏览器会自动向系

统发送数据请求，统计出当前有效的、符合用户要求

的预警信息，并动态生成固定格式的数据文件，由用

户自行接收入库或展示。
下面以 Xml 为例，对数据文件格式说明如下（见图6）。
标签<Statis>与</Statis >之间的内容为统计信息，

表1 URL订阅效果一览表

Table1 Instruction of the four visual effects for URL subscribe

序号 显示效果 显示内容
参数设置

飘窗样式 固定样式

1 大图标翻页 图标
飘动范围、飘动方向、高度、宽度和

刷新间隔
高度、宽度和刷新间隔

2 水平滚动 图标和标题
飘动范围、飘动方向、方向、宽度、背景色、

标题色和刷新间隔

宽度、方向、背景色、标题色和

刷新间隔

3 垂直滚动 图标和标题
飘动范围、飘动方向、方向、高度、宽度、

背景色、标题色和刷新间隔

高度、宽度、方向、背景色、标题色

和刷新间隔

4 垂直翻页
图标、标题、发布时间、发布单位、

预警类型和等级

飘动范围、飘动方向、高度、宽度、背景色、

标题色和刷新间隔

高度、宽度、背景色、标题色和

刷新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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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用户订阅预警信息的统计分类。 其中，<Time>为

统计时间，<Total>为预警信息总条数，<Flood>为洪水

预警信息数，<Drought>为枯水预警信息数。<Flood_red>
和<Drought_red>分别为洪水、 枯水红色预警信息数，
依次类推分别为两类水情橙色、 黄色和蓝色预警信息

数。 标签<Data>与</Data >之间的内容为每条预警信息

的详细内容。
该数据内容为动态生成， 每次访问该链接会生成

新的数据内容。用户可自定义访问时间，及时获取最新

数据进行展示。

5 结语

全国水情预警公共服务系统的设计开发， 开辟了

水文部门向社会公众服务的通道。 该系统直接面向社

会发布水情预警信息， 不仅提高提高了水文部门的社

会影响力和认知度， 而且极大的推动了水情预警信息

发布和订阅工作，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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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Hydrological Warning Public Service System

LI Lei, SUN Chunpeng, YIN Zhijie, WANG Jinxing

(Hydrological Forecast Center,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Beijing 100053, China)

Abstract: Publish the hydrological warning information is not only the responsbility of hydrological departments, but also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 The hydrological warning information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flood control and drought relief, which also improve the public consciousness o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In
order to release the hydrological warning information timely, the National Hydrological Warning Public Servic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o centralize and public the information, which contains subscription services and makes the warning informa-
tion influence more widely.
Key words: hydrological warning; public service; system design; web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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