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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传递软件

通 常 信 息 中 心 的 文 件 接 收 服 务 器 都 采 用

3./方式,客户端最普遍的方法是以 3./方式

实现文件发送4不管是 56789:;还是 <76=都提

供了简单的命令行实用小程序,支持交互方式,提

供以脚本方式执行的批作业,只是不同客户端的

调用参数略有不同4<76=中的调用命令>?@%7A

;BC6@?;,脚本文件 ;BC6@?;内容!

9@D7"-*E"$E"E’

F;DC用户名 密码

@F?G/"*####EHIJ

KLD

56789:;系统的调用命令>?@%;!;BC6@?;,脚

本文件 ;BC6@?;的格式!

9@D7"-*E"$E"E’
用户名

密码

@F?G/"*####EHIJ

KLD
用户可以使用其他高级语言编制程序,只要

准 时 生 成 包 括 待 发 送 的 文 件 名 的 脚 本,并 触 发

3./程序执行它即可实现数据的定时传递4现在

有许多通用的3./客户端软件)如MF?D>?@N5F
%>?@等+,功能非常强大,执行也很稳定,但对使

用者有一定的要求,需要知道和理解许多参数,如

要发送的文件名,存放路径,以及远端服务器的

O/地址N用户名N密码以及文件存放路径等,使

用比较方便4
省N市气象信息中心实现实时信息转发时如

果觉得脚本不灵活,可以利用高级语言基于更底

层的方式编程,如利用系统提供的 J/O,或采用

G9BPD?方 式 编 程4Q6BC9;9>?RMSS 提 供 了

Q3M3./类,R1也有相应的控件,在 <76=环

境下,用 G9BPD更好一些4笔者曾在 GMT<76=
(E#E(下,用系统提供的 3./J/O函数 )>?@

U9V67N>?@ @F?>6UDN>?@ KLD+实现文件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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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W全国部分旅游城市天气预报4

"E& 晚间气象服务

节目根据陕西气候特征,分为冬季版和夏季

版,设全省 -*X天气预报4冬季版侧重陕西森林

火险等级预报,夏季版侧重全省地质灾害等级预

报,河流面雨量预报4

Y 栏目设计的创新点

旅游气象站添加了旅游提示,如 Z近期多阵

雨,外出旅游须带雨具[NZ山区虽然风光优美,但

早晚较凉,注意增添衣服[等,增强了节目的亲

和力4将天气预报由 &\X扩展到 -*X,补充了景

点门票N乘车路线,各市气候及市内风景名胜内

容4午间气象的 Z全省果N棉区天气气候预报[突

破了传统天气预报按照行政区域来划分的模式,
而以果N棉区域的划分进行气象预报4Z农业气象

专家提示[是针对近期天气对农作物的影响,提

出防御措施等4都市气象站N晚间气象服务增加

了日出N日落时间,高速公路能见度N路况等级,
以 及 河 流 面 雨 量 预 报,地 质 灾 害 等 级 预 报 等 内

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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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重复调用发送数据达 !"次以上时#会返回错

误 信 息$%&’()%*+,(-.&&’()+)/012&-(%&0

3()-+)4#接 着 是 .&&2*)5&’()%+,(3#最 后

2(2&05%*6,.78&0(-62’9导致程序终止#对各级

信息中心的转发程序是很致命的:经过查询有关

资 料 证 实 是 系 统 函 数 的 一 个 ;64:直 接 利 用

<&8=(.编程比较可靠#但编程人员要熟悉 >)+?
下 <&8=(.知识#还要了解远端 @AB服务器的机

制#才能正常通信#难度较大:

C 通信网络环境

网络畅通与否关系到信息传递的及时率:提

高网络线路带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带宽一定

的条件下#怎样使网络带宽资源更好的被利用成

为更现实的问题:解决的主要途径是减少广播信

息对网络资源的消耗:

DEF 关闭动态路由

在默认情况下 GHID"""<(0J(0的动态路由

是关闭的#而 <KL>)+?ME"EM等系统此项功能

却是打开的#应尽早关闭#选用静态路由:<KL

>)+?的 动 态 路 由 可 以 通 过 修 改 文 件N(.8N.8’来

关闭#办法是在文件中找到标注$

O KP&+8(&%0&6.+)4-*(2&)3E
将紧跟在后面的一段全部注释掉$

O +%QR ? N(.8N0&6.(- R * S R %N(.8N

4*.(-E8&)%TU.P()
O 0&6.(-V
O (8P&/0&6.(-W81

O%+
连接省和市X县的广域网路由器#也应全部

使用静态路由:

DED 隔离不安全的网络

近年来#随着来自H).(0)(.的病毒#特别是吞

噬 网 络 带 宽 的 病 毒 7如 红 色 代 码 系 列#尼 姆 达

等9#逐渐成为阻碍资料传输的毒瘤:如何阻断这

些病毒在网络中的蔓延尤为重要:
陕 西 气 象 信 息 中 心 曾 在 中 心 路 由 器 上 增 设

YKZ7访问控制列表9#对网络中的非正常或不必

要的 AKB层的连接隔离#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接

收文件的服务器需要与其他客户端建立连接#这

些 YKZ不能阻拦#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客户端感

染了网络型病毒#使服务器不能正常工作#影响

实时文件的接收:为解决这一问题#D""[年 F"月

陕西省局网络中心将省X地通信的网络和省局行

政办公网络隔离#H).(0)(.仅和行政办公网相连#
经过精简使 D个网络交叉的部分只有文件服务器

和Z&.63\&2+)&D台计算机:文件服务器存放省

局的各类行政办公文件和接收卫星下发并经过分

类处理的气象资料#通过 D块网卡与 D个网络相

连:行政办公网上的业务管理部门若想得到卫星

下发的资料#可直接在文件服务器上查找:文件

服务器通过 2&6).将 H;]接点机上的NKKKK目

录连接到本地的目录#并作为@AB的一个目录的

方式输出:Z&.63\&2+)&同样连接省局办公网上

的各个终端和各市的Z&.63\&2+)&服务器#保证

相互之间的信件传递:D台服务器都禁止了对数

据的转发#从而不具备路由功能:文件服务器采

用了 (̂-_*.Z+)6?系统#具备将远程计算机上

通过 I@<输出的目录再作为自己 @AB的虚目录

输出#而且对网上猖獗的针对GHID"""N‘B系列

漏 洞的网络型病毒本身的免疫力比较强:Z&.63

\&2+)&系统安全#因操作系统是 G+)-&a3IA:
需要防范和受影响的范围已经非常小了#出现问

题时应急处理也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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