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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统数据共享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如基于文件共享模式无法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
和效率较低，基于数据库的共享模式难以实现异构平台的集成应用等，分析了Ｗｅｂ服务在数据共享上
的优势，同时结合地震灾情数据共享业务的需求，提出了基于Ｗｅｂ服务的地震灾情数据共享模式。通
过搭建一个完整的测试环境对其进行了实验，结果证明该模式可以实现地震灾情数据安全、高效、跨

平台的共享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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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地震灾情数据共享业务主要依靠文件

共享而实现。这种简单且应用广泛的模式存在一

定的局限。如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易损坏、必须下

载整个文件才能开展工作，效率较低。其后，基

于数据库共享模式的出现，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

题［１］，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难于实现异构平台

集成应用。一般要求各应用部门使用相同的平台，

或多种平台都支持的数据库技术。但由于各地震

部门系统功能的需求不同、建库时间不一等原因，

如果需要统一应用平台，势必要推翻已有的成果，

这种做法很不经济。

随着Ｗｅｂ服务技术的日渐成熟和 ＳＯＡ（Ｓｅｒｖ
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面向服务架构）的广泛
应用，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采用 Ｗｅｂ服务作为网
络数据共享的解决方案：ＭａｒｌｏｎＰｉｅｒｃｅ［２］提出基于
Ｗｅｂ服务为地震建模构建交互式的数据服务；俞
勇［３］提出可结合Ｗｅｂ服务的松耦合性、集成异构
性的特点，在医保查询业务上使用 Ｗｅｂ服务的数
据共享模式，从而实现一项业务被多个平台使用

的目的。

本文针对传统共享业务模式的不足，将 Ｗｅｂ
服务技术应用于地震灾情数据共享业务，设计了

一个基于Ｗｅｂ服务涉及地震灾情数据查询服务的
发布、服务调用以及灾情数据多形式应用的解决

方案，通过对这一解决方案的实现，验证了 Ｗｅｂ
服务的地震灾情数据共享模式可行性。

１ Ｗｅｂ服务概述

Ｗｅｂ服务技术是应用程序通过互联网发布和
利用软件服务的一种标准机制，它提供一套分布

式的计算技术，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或 Ｉｎｔｒａｎｅｔ上通过使用
标准的ＸＭＬ协议和信息格式提供应用服务。Ｗｅｂ
服务允许在不同平台上、以不同语言编写的各种

应用程序以一种标准的方式进行相互通信，这种

体系结构使网络数据更加方便地实现资源共享。

Ｗｅｂ服务包含 ＸＭ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Ｍａｒｋｕｐ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可扩展标记语言）、ＳＯＡＰ（ＳｉｍｐｌｅＯｂｊｅｃｔ
Ａｃｃｅｓ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简单对象访问协议）、ＷＳＤＬ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Ｗｅｂ服务描述
语言）和ＵＤＤ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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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通用描述、发现和集成）等核心技术
体系。

（１）ＸＭＬ规范提供了在Ｗｅｂ服务中表示数据
和消息的标准方法，Ｗｅｂ服务的其他协议规范都
是以ＸＭＬ形式来描述和表达的。

（２）ＳＯＡＰ规范规定了在分布环境中的实体间
传递ＸＭＬ消息的机制，将遵循ＳＯＡＰ规范的ＸＭＬ消
息称为ＳＯＡＰ消息，服务请求者使用ＳＯＡＰ消息调用
Ｗｅｂ服务，服务提供者利用ＳＯＡＰ消息返回信息。

（３）ＷＳＤＬ规范用于定义 Ｗｅｂ服务接口。每
一个 Ｗｅｂ服务都有一个相应的 ＷＳＤＬ文件 （用

ＸＭＬ写成）详细说明其所拥有的方法和每个方法
能接收和返回的参数，应用程序通过 ＷＳＤＬ文件
了解如何使用Ｗｅｂ服务。

（４）ＵＤＤＩ规范给出了一种机制，服务提供者
可以通过 ＵＤＤＩ将本组织的信息 （如组织名称，

业务类型、联系方式等）和本组织提供的 Ｗｅｂ服
务注册到ＵＤＤＩ注册表，服务使用者则可以在注册
表中寻找和发现感兴趣的Ｗｅｂ服务。

２ Ｗｅｂ服务在地震灾情数据共享业
务中的应用

地震灾情数据通常包含峰值加速度数据、次

生灾害数据、仪器地理位置等信息。地震灾情数

据具有突发性、并发性、海量数据、可能被多种

平台所共用等特点。为了提高地震灾情数据的广

泛共享性，以及实现地震灾情数据的跨平台应用，

可以将涉及地震信息系统的相关业务发布成 Ｗｅｂ
服务的形式。在地震灾情数据共享中常涉及到查

询业务，本文以地震灾情数据共享中的查询业务

为例，对 Ｗｅｂ服务与已有查询业务的结合以及前
台调用做详细说明。

２１　地震灾情数据查询服务发布流程
可将原有业务中对地震灾情数据库查询模块

以 Ｗｅｂ服务形式重做包装，对外提供相应的查询
接口，并发布到互联网上，供互联网上其他应用

程序调用。如图１所示，发布和调用查询的处理
过程有如下４个步骤：［４］

（１）提供地震灾情数据查询服务的系统 （服

务提供者）将地震灾情数据查询服务向 ＵＤＤＩ注
册，以供服务调用者快速找到所需的服务。

（２）互联网上的其他应用程序（服务调用

者）在需要地震灾情数据的时候，通过 ＵＤＤＩ查
询并发现所需的地震灾情数据查询服务。

（３）服务调用者根据 ＵＤＤＩ注册表返回的定
位信息，向服务提供者发出请求，并获取描述该

查询服务接口的ＷＳＤＬ文件。
（４）服务调用者根据获得的 ＷＳＤＬ文件生成

相应的ＳＯＡＰ调用信息，发送给服务提供者，实现
Ｗｅｂ服务的调用。服务提供者根据服务调用者提
供的ＳＯＡＰ信息执行相应的 Ｗｅｂ服务，并将执行
结果同样以ＳＯＡＰ消息的形式返回给服务调用者。

图１　Ｗｅｂ服务发布、查询和调用流程
Ｆｉｇ１　Ｃｉｒｃｕｉｔｏｆ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ｑｕｅｒｙ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ｌｌｉｎｇ

２２　地震灾情数据查询服务实例
本文使用Ｃ＃编写Ｗｅｂ服务，以一个原先已经

部署好的查询地震峰值加速度值的方法为基础，

扩展成 Ｗｅｂ服务 （Ｑｕｅｒ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Ｓｅｒｖｉｃｅ），通过
ＩＩＳ服务器对外发布该查询服务。该查询服务访问
后台数据库并按照获得的参数 （最小峰值加速度

值ｍｉ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执行查询，以ＸＭＬ文件流的形式
通过 ＳＯＡＰ将查询结果 （包含峰值加速度值 ＩＮ
ＴＥＮＳＩＴＹ、数据采集时间 ＴＤＡＴＥ、仪器的地理信
息ＳＨＡＰＥ）返回给服务调用者。服务调用者采用
ＥＳＲＩ公司免费提供的 ＦｌｅｘＡＰＩ作为地震灾情数据
的终端平台，将地震灾情数据以地图形式可视化

地显示出来。系统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系统结构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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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ＲＩ公司免费提供的 ＦｌｅｘＡＰＩ能搭建前台网
页的地图应用。Ｆｌｅｘ和Ｆｌａｓｈ一样都以 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ｒｉｐｔ
作为其核心编程语言，同时 Ｆｌｅｘ提供用类似 ＸＭＬ
的ＭＸＭＬ语言来描述控件的界面。Ｆｌｅｘ和Ｆｌａｓｈ一
样最终被编译成ｓｗｆ文件运行于Ｆｌａｓｈｐｌａｙｅｒ虚拟机
里。

考虑到Ｆｌｅｘ丰富的组件库、贴近编程人员的开
发方式以及 Ｆｌａｓｈｐｌａｙｅｒ已经提供对几乎所有的操
作系统和浏览器的支持，因此使用Ｆｌｅｘ技术能便捷
地搭建用于数据展示的前台应用程序。配合 ＥＳＲＩ
ＦｌｅｘＡＰＩ，将传统属性数据与地理信息结合，能在
地图上直观地反映出地震灾情数据的分布情况。

如果使用传统的方法，则必须为每个客户端

设计单独的程序。这样做的结果是开发不灵活，

程序难维护、难扩展。即使是选择用浏览器作为

客户端，在传统的 Ｂ／Ｓ（浏览器／服务器）模式
中，服务器每次响应浏览器请求，都必须在服务

器端把请求所生成的最终结果生成完整的页面返

回给浏览器。中间层的功能组件混合在动态页面

内，如果客户端有所改动中间层组件也必须做相

应修改。而采取 Ｗｅｂ服务的系统结构，中间层组
件只负责逻辑业务并接收和返回必要的数据，数

据的显示工作则由前台客户端完成。对于多种客

户端和中间层组件进行交互的情况，可以在应用

程序集成或其他场合下重用从而节省开发者工作

量。另外使开发者专注于实现表现层、逻辑层或

存储层的功能，使程序集的扩展和维护变得简单。

因此，本文选择使用基于 Ｗｅｂ服务的系统结构，
搭建地震灾情数据共享业务。

２２１　地震灾情数据查询服务实现的关键代码
ｐｕｂｌｉｃＤａｔａＴａｂｌｅＱｕｅｒ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ｉ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ｓｔｒｉｎｇｓｑｌＳｔｒ＝“ｓｅｌｅｃｔ”＋“ｆｒｏｍＥＱＤＡＴＡｗｈｅｒｅＩＮ
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ｉ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ＤａｔａＴａｂｌｅｄｔ＝ｎｅｗＤａｔａＴａｂｌｅ（“ｔａｂｌｅ０”）；
ｄｔ＝ｅｘｅｃｕｔｅＱｕｅｒｙ（ｓｑｌＳｔｒ）；／／ｅｘｅｃｕｔｅＱｕｅｒｙ为原已有
的连接数据库并执行查询的方法

ｕｓｉｎｇ（Ｄｂ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ｃｎｎ＝Ｏｒａｃ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Ｃｒｅａｔ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ＤｂＣｏｍｍａｎｄｃｍｄ＝ｃｎｎ．ＣｒｅａｔｅＣｏｍｍ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ＤｂＤａｔａＡｄａｐｔｅｒａｄａｐｔｅｒ＝Ｏｒａｃ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Ｆａｃ
ｔｏｒｙ．ＣｒｅａｔｅＤａｔａＡｄａｐｔｅｒ（））｛
ｃｍｄ．ＣｏｍｍａｎｄＴｅｘｔ＝ｓｑｌ；
ＯｒａｃｌｅＤａｔａＲｅａｄｅｒｒｅａｄｅｒ＝ｃｍｄ．ＥｘｅｃｕｔｅＲｅａｄｅｒ（）；

ａｄａｐｔ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Ｃｏｍｍａｎｄ＝ｃｍｄ；
ａｄａｐｔｅｒ．Ｆｉｌｌ（ｄｔ）；
ｒｅｔｕｒｎｄｔ；｝
２２２　Ｗｅｂ服务的调用　前台以 Ｆｌｅｘ为例，调用
Ｗｅｂ服务的关键代码如下：
ｐｒｉｖａｔｅｖａｒｗｓ：ｍｘ．ｒｐｃ．ｓｏａｐ．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ｅｗ
ｍｘ．ｒｐｃ．ｓｏａｐ．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ｉｔＡｐｐ（）：ｖｏｉｄ｛
ｗｓ．ｌｏａｄＷＳＤＬ（“ｈｔｔｐ：／／１９２．１６８．０．４４／ｆｌｅｘｗｓ／ｆｌｅｘｗｓ．
ａｓｍｘ？ｗｓｄｌ”）；
ｗｓ．Ｑｕｅｒ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ｄｄＥｖｅｎｔＬｉｓｔｅｎｅｒ（Ｒｅｓｕｌｔ
Ｅｖ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Ｒｅｓｕｌｔ）；／／为 Ｗｅｂ服务中的
Ｑｕｅｒ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Ｓｅｒｖｉｃｅ方法调用成功的事件添加监听函
数ｓｈｏｗＲｅｓｕｌｔ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Ｒｅｓｕｌｔ（ｅｖｔ：ＲｅｓｕｌｔＥｖｅｎｔ）：ｖｏｉｄ｛
ｖａｒｔａｂｌｅ：＝ｅｖｔ．ｒｅｓｕｌｔ．Ｔａｂｌｅｓ．ｔａｂｌｅ０．Ｒｏｗｓ；
ｄａｔａＧｒｉｄ．ｄａｔａ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ｔａｂｌｅ；
／／至此，结果返回的数据已经存入变量 ｔａｂｌｅ中，可作
为普通表格和地图元素显示（图形化代码从略）

｝

２２３　系统测试　系统测试在两台互联的计算机
上进行，其中一台作为服务器利用 ＩＩＳ发布 Ｗｅｂ
服务，另一台作为客户端运行 Ｆｌｅｘ应用程序，调
用该服务。

客户端测试界面图如图３所示。用户在右侧
对话框输入最小峰值加速度数值，点击查询按钮，

开始根据Ｗｅｂ服务地址调用相应的Ｗｅｂ服务中的
Ｑｕｅｒ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Ｓｅｒｖｉｃｅ方法，如果方法执行成功，且
查询有结果，将返回类似如下格式的ＸＭＬ文件流：
＜？ｘｍｌ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０”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ｕｔｆ－８”？＞
＜ＤａｔａＴａｂｌｅｘｍｌｎｓ＝“ｈｔｔｐ：／／ｔｅｍｐｕｒｉｏｒｇ／”＞
＜ｔａｂｌｅ０ｄｉｆｆｇｒｉｄ＝“ｔａｂｌｅ０１”ｍｓｄａｔａ：ｒｏｗＯｒｄｅｒ＝“０”＞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６６９９９９９８１＜／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ＴＤＡＴＥ＞２００９－０３－２５Ｔ２２：４４：２２＋０８：００＜／

ＴＤ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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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ｅｘ应用程序通过事先对该 Ｑｕｅｒ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Ｓｅｒ
ｖｉｃｅ方法设定调用事件的监听函数，当该方法调用
成功，则根据所返回的 ＸＭＬ分别解析成普通的表
格形式和地图形式，展示在网页上。

图３　测试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ｅｓｔｉｎｇ

由上述实例测试得到如下结论：

（１）Ｗｅｂ服务返回的ＸＭＬ流文件，使得服务
调用者可以在接收数据的同时，就使用已接收到

的数据，而不必等待整个传输结束。

（２）ＸＭＬ具有纯文本性以及和平台无关的特
点，任何平台和系统都能够读取 ＸＭＬ内部的数
据。

（３）ＸＭＬ具有结构化的特点，使得由Ｗｅｂ服
务所返回的数据可以被解析成多种形式 （如：表

格、图形等），而不必在后台就为某个特定的客户

端设计专门模块，让原有功能得到重用。

（４）任何前台都可以遵循 ＳＯＡＰ标准调用
Ｗｅｂ服务。

３ 结束语

Ｗｅｂ服务作为新一代数据共享模式在许多行
业都有应用。本文尝试将 Ｗｅｂ服务引入地震灾情
数据共享业务，实现了异构系统间无缝的信息交

流和资源共享。Ｗｅｂ服务所做的是在原有系统模
块基础上进行集成，利用 ＸＭＬ中间件进行数据格
式的转换，从而达到功能模块的重用。因此，充

分利用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及 ＸＭＬ技术，可以解决地震
灾情数据共享业务所存在的问题，促进地震灾情

数据的共享和开发利用率的提高。现有研究表明：

可以将基于 Ｗｅｂ服务的地震灾情共享业务与 ＧＩＳ
（地理信息系统）紧密结合，利用已有的 ＷｅｂＧＩＳ
服务标准，以及 ＧＩＳ对地理空间信息的分析能力
和对地理数据的组织管理能力，更好地为地震抗

灾防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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