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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目前水环境点位管理中系统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采用
X'R\gXE:

的软件架构!引入
H:

认证技术和
FER

技术构建水环境点位管理系统!满足点位管理业务复杂性的要求%结合关键技术对系统的逻辑架构)

部署方案)点位管理的业务流程进行了分析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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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过

!$

年的发展!中国的环境监测事业取得
了长足进步!各要素点位布设覆盖范围逐步扩大%

但中国水环境监测点位的管理及审批制度仍然存
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点位布设的申报材料及相
关历史监测数据统一监督管理不力!导致资源利
用没有充分优化!信息共享程度较低+

%

,

%中国的水
环境监测长期处于多家管水状态!不同的部门根
据不同的社会政策及重大工程!所关注的监测项
目也不尽相同%同一监测网络中存在着不同的监
测方案!重复监测现象十分普遍!有时同一监测断
面有着不同的监测结果%由于数据的离散分布!

点位布设的科学性难以判断!且趋势分析及优化
工作的开展较为困难%

通过本系统的建设!实现了点位申报业务的
系统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有利于集中管理点位申
报材料!严格控制材料内容的有效性)规范性及完
整性%通过建立点位基础空间数据库!将业务数
据及空间数据有效关联!利用数据库技术通过对
数据的时间及空间上的分析!实现了点位布设的
趋势结果!并通过导入科学的数学模型#主要成分
分析法)最优配置分层抽样法等$

+

#

,

!最终得出点位
布设的优化方案!达到点位布设减少重复性)更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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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反映信息更全面)点的空间分布更为合理
的目的!为点位布设决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和
科学依据%

B

!

系统架构设计
%b%

!

X'R\

技术
表述性状态转移#

X.

]

+.<.(/0/*,(01R/0/.

\+0(<U.+

!

X'R\

$针对网络应用的设计和开发方
式!可以降低开发的复杂性!提高系统的可伸缩
性!方便服务和信息共享%

X'R\

提出了一些设计
概念和准则!包括'#

%

$网络上的所有事物都被抽
象为资源#

X.<,;+Y.

$"#

#

$每个资源对应一个唯一
的资源标识#

X.<,;+Y.E4.(/*U*.+

$"#

!

$通过通用的
连接器接口#

F.(.+*YH,((.Y/,+E(/.+U0Y.

$对资源
进行操作"#

"

$对资源的各种操作不会改变资源标
识"#

?

$所有的操作都是无状态的#

R/0/.1.<<

$%

%b#

!

XE:

技术
富互联网应用#

X*YNE(/.+(./:

]]

1*Y0/*,(<

!

XE:

$!具有高度互动性)用户体验丰富以及功能强
大的客户端%传统网络程序的开发是基于页面
的)服务器端数据传递的模式!把网络程序的表示
层建立于

I\2B

页面之上!不能满足复杂应用!

特别是传统复杂桌面应用的要求%

XE:

的出现也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
XE:

客户端技术有
R*1).+1*

3

N/

)

:4,T.510<N

(

51.O

)

:

A

0O

)

Z0)05C

)

:)01,(

等%

XE:

具有的桌面
应用程序特点包括'#

%

$在消息确认和格式编排方
面提供互动用户界面"#

#

$在无刷新页面之下提供
快捷的界面响应时间"#

!

$提供通用的用户界面特
性!以及在线和离线操作功能%同时!

XE:

具有的
G.T

应用程序的特点包括'立即部署)跨平台)采
用逐步下载来检索内容和数据以及可以充分利用
被广泛采纳的互联网标准%

%b!

!

X'R\gXE:

架构应用分析
基于

X'R\gXE:

架构的应用开发模型正逐
步成为网络应用的开发标准!其优点包括'#

%

$将
表现层与后台彻底分离%在基于

X'R\gXE:

的
架构中!

XE:

仅需要专注于人机交互处理及前台
JE

设计!无需关注业务逻辑的具体实现!即后台的
实现逻辑即使发生改变但只要对外提供的服务接
口不变则不会对

XE:

产生任何影响!完全符合系
统的低耦合设计原则%#

#

$合理分配负载!减轻服

务器压力%基于
X'R\gXE:

的应用架构!

X'R\

负责将需要的数据传回客户端!压力较大的渲染
工作交给

XE:

完成!避免频繁请求服务器的情况%

这不仅在资源分配上更加合理!也能够让服务器
同时承载更多的用户+

!

!

"

,

%

%b"

!

系统架构
系统在逻辑上设计为

!

层架构!即前台业务应
用展现层)业务逻辑层)后台服务层#图

%

$%前台
应用展现层基于

E(/.+(./

(

E(/+0(./

的应用网络上!

通过
XE:

技术以二维的形式显示)查询)申报)审
核)分析等!界面友好!互动性强%各种系统功能
通过业务逻辑层的

G.T

服务组件来实现!如通过
工作流引擎中间件来处理点位申报及审核流程!

通过业务逻辑层来实时响应前台请求!为应用展
现层提供地理数据分析及处理支撑%后台服务层
使用

X'R\

架构风格的
G.T

服务器!该层通过文
件和大型关系数据库等形式为系统提供数据存储
及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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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

系统架构

%b?

!

系统部署方案
如图

#

所示!系统运行网络由中心局域网)远
程内部

7V9

专用网组成%系统选用
R*1).+1*

3

N/

作为实现
XE:

的客户端技术!使用
:+YFERR.+).+

作为
FER

中间件服务器!采用
G*(4,6<#$$&

系统
提供的

H:

认证服务作为
H:

认证服务器!采用
RLBR.+).+#$$&

数据库服务器来为系统提供数
据的存储及管理服务%

G.T

应用服务采用
2*K

Y+,<,U/E(/.+(./E(U,+-0/*,(R.+)*Y.

发布!为用户
提供页面访问服务%

X'R\

服务使用专用的服务
器发布!这样就能有效地将页面发布服务和后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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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处理服务分离开来!很大程度上减轻了
G.T

服务器的压力!有效地控制了服务器的负载均衡%

图
C

!

系统部署

C

!

系统主要功能实现
为了实现点位申报业务的系统化)规范化和

标准化!集中管理申报材料!严格控制材料内容的
有效性和规范性!系统使用

VSE

体系来保证网络
的安全性!使用工作流引擎技术来规范点位申报
及申报流程!同时集成了数据完整性校验)数据规
范性校验等功能!使每个审批环节更加明确)便
捷%

#b%

!

H:

安全认证体系
系统使用

H:

安全认证体系为业务的应用提
供安全保障!实现的原理是系统为注册用户颁发
可被认证的证书!将证书安装在

JR[S.

Q

上!而
JR[S.

Q

作为存储证书和私钥的载体可以被识别
为可信的且身份唯一的用户%在客户端登录时!

将
JR[S.

Q

插入登录计算机!并输入个人
VE9

码!从而实现对网络的安全访问%这种方式实现
了基于

VSE

理论的双因素的认证!又屏蔽了
VSE

理论等计算机概念!真正做到了安全便捷%实现
流程见图

!

%

#b#

!

点位申报业务流程
点位申报业务流程为本系统的核心#图

"

$!系
统通过工作流引擎流程定义规范点位申报及审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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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

<4

安全机制
的业务流程%通过流程节点的设置规范流程节点
步骤需要提交的材料)填写的数据)处理的人员!

科学有效地使申报业务做到了定职)定岗)定责%

#b!

!

集成
FER

支撑点位审核
FER

与工作流程图文一体化集成实现了在点
位审核阶段!对点位周边地理环境特征)已有点
位布设情况)污染源分布情况)行政管理的层级
划分情况等进行直观展现和了解的目的%同时
系统对接点位优化布设的分析模型!对点位的优
化布设提供评价技术指标数据!并辅助审核人员
优化监测方案!进行科学决策!提高工作效率%

D

!

结语
基于

X'R\gXE:

架构的水环境监测点位管
理系统可移植性)可扩展性强!拥有很好的用户
体验以及较强的客户端交互能力%引入的

H:

认
证体系提高了网络活动的身份认证能力!保证了
点位申请)审核)管理等操作都能在安全的环境
中进行!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点位基础数据的可行
度及安全性%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XE:

将会
为人们呈现出越来越卓越的用户体验!基于

X'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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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

!

点位申报审批业务流程
风格的

G.T

服务架构也将会得到更为广泛的应
用%因为这种简洁风格的网络服务架构使系统的
结构更加开放!方便系统的集成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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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准/的规定!应该0以前两根的等效
排气筒依次与第三)四根排气筒取等效值1

+

!

,

!但是
以

L!!

)

L!?

)

L!=

)

L!>

)

L"%

这
?

根不同高度的排气
筒!分别作为初始点来计算有关等效排气筒参数!其
计算结果却不尽相同!虽不会影响等效排气筒污染
物排放速率和等效排气筒位置的计算结果!但会对
等效排气筒高度的计算产生影响%且以排气筒组中
与最低排气筒临近的较高排气筒为计算初始点!以
最低排气筒为计算终点!计算出的等效排气筒高度
最低%依据保护大气环境质量和严格执行标准的需
求!在该项目环保竣工验收工作中选择最低等效排
气筒高度所对应的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速率#即以
排气筒组中与最低排气筒临近的较高排气筒为计算
初始点!以最低排气筒为计算终点!计算出的等效排
气筒高度所对应的甲醛最高允许排放速率$作为考
核是否达标的标准+

"

,

%

?8#

!

废水监测结果评价
#

%

$总银)总镍考核处理设施排口
R%

)

R#

!执行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

标准!标准限值分别为
$8?-

3

(

B

和
$8!-

3

(

B

%

#

#

$

]

I

)

HeD

H+

)

RR

)总锡)总铜)甲醛)总磷)氨
氮)石油类考核项目总排口#

R!

$!执行污水处理厂
接管标准%

I

!

结语
近年来!随着环保工作的深入!监测事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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