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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综合地震数据库系统研制过

程中的几点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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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地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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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 )

摘 要 本文介绍的区域综合地展数据库系统
,

通过采取一定的技术措施
,

不仅具有

一般应用软件模块化的程序结构
、

通用性及可移植性强
、

设计简洁明快
、

用户界面友好以及

容错纠错功能强等特点
,

而且研制出了记忆性 (智能化 ) 的录入模块
,

用于大量地展资料的

录入
,

可成倍提高工作效率
;
在按台项建立子库的基础上

,

采用等分算法进一步实现了快速

检索功能
,

该功能不论是对于等时间间隔序列还是对于不等时间间隔序列的观测资料
,

都

能提高查询速度数倍
。

这些方法不仅适用于地震数据管理
,

同样适用于其它行业类似的大

量的资料管理和查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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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地震局 《地震数据库系统技术规范 》 的制定
,

一个统一规范指导下的分布

式地震数据库系统正在全 国范围内逐步建成
。

该系统有两个基本层次
:

第一层次为全国综

合地震数据库
,

第二层次为专业和区域综合地震数据库
。

河北省区域综合地震数据库系统

做为全国地震数据库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

已于 1 9 9 1年 n 月 26 日通过鉴定
,

在该数据库

系统研制过程中
,

我们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是
:

( 1) 把用户需求
、

地震工作的需要放在首位
,

只要是分析预报和科研工作中确实用

得到的
,

我们就尽力去做
,

而且要做好
,

以便给本系统注入强大的活力和生机
。

( 2) 本系统做为一个应用软件
,

不仅应遵循一般软件设计的原则
,

更要把着眼点放

在区域综合地震数据库这么一个特定的环境里来考虑
。

它做为用户与计算机系统
,

计算机

系统与大量的资料之间的一个桥梁
,

就不应该仅仅是计算机系统软件中某些现成功能的

堆积
,

而是要通过这一应用软件的设计
,

真正能够解决一些有关地震数据库的建立
、

查

询
、

管理当中的实际间题
,

比如大量的数据录入怎样才能省时省力
,

准确可靠
,

查询检

索怎样才能加快速度
,

长期管理大量的资料怎样才能有条不紊等等
。

在这一软件设计过程

中
,

我们正是本着这样一个原则来考虑间题的
。

为达到上述 目的
,

我们主要采取了如下技术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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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块化的程序结构
:

繁 个系统软件采用模块化的程序结构
,

既可整体运行
,

又可单独操作
。

调用频繁的子

程序通用性好
,

即便是对于不同功能模块中的相同操作
,

也都设计了公用子程序模块
,

如

字段名表
,

条件表达式以及库文件的选择等
,

不仅方便了用户操作
,

也压缩了软件长度
,

而比便 J
:

软件维护
。

此外
,

由于程序与实际资料相对独立
.

软件可移植性很强
,

如将其用

于地区地震局
,

中心台以及其它省局
,

只需填写适合自己资料的字典库和参数库即可
,

程

序可以 不做任何改动
。

2 问答式并带有记忆性 (智能化 ) 的录入软件

为 厂充分利用我局现有的硬件资源
,

在 P D P一 1 1 / 2 3机上开发研制了各种前兆数据

的录入软件
,

通过它在 P D P一 n 机上产生出完全符合微机 D B A S E 1 P L U S 语法要求的标

准格式数据文件
。

该软件自动产生每条记录的日期字段
,

用户每进行了一个输入操作之后
,

都在屏幕

[ 撇示出下 一
个需输入的提示信息

,

类似于一问一答的方式
。

用户可通过提示随时发现 自

己输入有无重输
、

漏输等错误
。

此外
,

考虑到地震观测数据具有相对稳定
、

高位变化不大

的特点
.

1亥软件中设计了记忆性 (智能化 ) 的输入功能
。

用户输入前一个数据之后
,

下一

个数据如果高位 与前 个数据相同
,

可以不必输入
,

程序将把它 自动记忆下来并传递给

后而的数据
。

粗略推算
,

一般每录入五个字符
,

平均只需击键 2一 3次
,

大约可减少录入工

作量 几分之一以 l二
,

而对于稳定性较好的水位
、

气压整点值
,

大约可减少录入工作量的

三分这 二几
。

由于我们两年中录入的数据总量近 40 K B (其中不含通过交换得到的数据 )
,

加

上采用录入两遍程序比较的方法
,

所以实际通过录入员操作的数据量可达 s o K B
。

采用本

软件录入
,

可节省 40 K B 字节以上的录入工作量
。

3 快速检索

该数据库在总体设计中就考虑到了查询速度问题
。

鉴于关系型数据库不同于 网状数

据库的树型结构而是以 二维表的型式存放数据这一特点
,

我们采取了按台向而不是按手

段建立
一

子库的设计方案
,

此方案与后者相比较
,

在解决查询速度问题上可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不必采取任何措施
,

即可达到后者建立起一级乃至多级索引后的查询速度 )
。

在此基础上
,

为了进一步提高查询速度
,

该软件在检索模块的研制中又利用等分算

法 设计了快速检索功能
,

具体做法是
:

将被检索的数据库文件分为若干等份
,

每等份称

为
一

块
,

根据开始日期
、

结束日期来确定要检索的起始块和结束块
,

这样就把检索范围

限定在起始块到结束块这个尽可能小的区间之中
,

采用此方法
,

无论是对于等时间间隔

的前兆数据还是对 于不等时间间隔的地震 目录
,

都能显著地提高查询速度
。

初步试验
,

在

16万余条 ( 18年 ) 的全国地震目录中查找任意一年的地震记录
,

按常规检索方法要用 10

分钟人:丫:
.

而快速险索方法 只需 一分钟 ( A S T 38 `机 匕所用时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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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库字典功能

为了更系统有效地管理数据库和方便用户查询
,

系统中建立了数据库字典
,

该字典

的特点一是包含的信息齐全
,

不仅记载了每一个区域数据库文件中所存资料的类别
、

手

段
、

台站名称
、

库文件名
、

资料单位
、

已录入资料的起止时间
,

机器内现存资料的起止

时间以及其它一些需要说明的信息
,

而且包含了本系统的基本文档资料
; 二是由本系统

直接控制其增
、

删
、

改
,

系统管理员每逢对数据库进行了建库
、

追加以及修改操作之后
,

系统都自动提示填写或修改数据库字典
,

以保证字典中能够准确地反映数据库的当前信

息
,

而且数据库字典的填写和修改均由本系统 自动打开文件
,

自动查找记录并 自动完成

部分修改
。

其作用一是做为系统向用户开放的一个窗口
,

用户可直接对字典进行查询和检

索
,

以了解自己所需资料的库存情况
,

二是做为数据库管理员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管理的

一个得力工具
。

5 建立 良好的用户界面

( 1) 操作简单
:

该软件由多级菜单驱动实现
,

采用国际流行的下拉式菜单与弹出式

菜单相结合的办法
,

用户可方便地进入 自己所需的功能模块
; 汉字输入基本都由代码实

现
,

比如某个库文件的第18 个字段为
“
上午极大值

” ,

用户若在命令表达式中对其进行选

择只需输入
“
B 1 8 ”

即可
,

程序便自动将其转换为所需汉字
,

从而减化了用户操作
,

此外
,

该软件帮助提示功能齐全
,

要求用户输入之前
,

均给出明确的提示或示范
,

即便是不熟

悉计算机的人
,

也不会感到操作困难
。

( 2) 系统的
“

透明度
”

高
:

用户一旦进入该系统
,

随时都可以在屏幕上得到有关该

系统的各种情况通报
,

比如
:

要查找的手段含有哪些台项的资料
,

时间跨度有多长
、

欲

操作的库文件含有多少字段
、

字段名都是什么等等
,

因此给用户带来极大方便
。

( 3) 程序设计简洁明快
,

多项选择可一步到位
:

例如屏幕图形显示
,

待用户逐一给

出所选台项
,

日期及数据层次 (亦即 日
、

五 日
、

旬… … ) 之后
,

程序将自动打开相应的

库文件
,

检索出所需数据
,

并在计算出相应的高层数据之后直接给出图形
。

(4 ) 多层次高效率的数据检验
:

为了便于录入员的校核检验
,

开发了多层次的数据

检验程序
。

比如 日期检验程序不仅可以无遗漏地查找到地震 目录中的非法 日期项
,

而且可

以百分之百地查找出前兆数据的错误 日期
,

而均方差检查程序则可以帮助查找为数很少

的高位错误
。

尤其是在 P D P 机上开发的文件比较软件
,

输出结果直接指示到误码的字符

位置
,

这一程序设计明显地超过了操作系统的相应功能 (操作系统的相应功能只能指示

到误码的行 )
,

它不仅把录入员从繁杂的手工校验中解放出来
,

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校验质

量
。

6 完备的错误处理功能

首先在程序设计中考虑到可能产生错误的地方均进行了必要的判断
,

如
:

文件是否

存在
、

存储空间是否够用
、

选择是否超 出范围
、

关键字是否准确等等
,

发现错误及时给

出明确提示
,

并引导用户改正后继续运行 在此基础上又专门设计了错误处理程序
,

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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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有预料之外的错误产生时仍给出错误类型及出 口
,

以避免错误操作造成的死锁
。

建立区域综合地展数据库是一项专业性强
、

涉及面广
、

工作量很大的工作
,

由于时

间比较仓促
,

加上我们能力所限
,

我们的工作可能有许多不足之处
,

恳请批评指正
。

( 19 9 2年 1 2月 10 日收到初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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