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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农业资源管理决策系统中资源信息共享及对复杂用户权限的访问控制、角色分配、个性化定

制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 分析了 portal 和 WebGIS 技术的特点, 探讨了基于 portal、角色访问控制及 WebGIS 等技术

的县域农业资源管理决策系统的体系结构、功能数据流程、系统角色控制实现及系统实现。该系统大大加强了

系统的安全访问控制 , 实现了系统资源的快速整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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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at meeting the very need of information-sharing, complex access authorization for kinds of user and system in-
terface customization for individual user in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decision-support system at county
scale,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d the portal and WebGIS techniques, then brought forwar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ystem, data
flow of func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ystem role for controlling systemusers, all these were supported by the portal, WebGIS
and access authorization by role controlling. Results showthat the system strengthened the safe interviewcontrol of the system
consumedly, the fast integration that carried out the system resources make 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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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资源信息内容几乎覆盖了农业各个方面, 而且超过

85% 的农业资源信息与空间位置有关。因此建立基于 WebGIS

的农业资源管理与决策系统 , 能够有效地实现农业资源信息的

空间化描述、管理、处理与分析, 并实现数据与服务共享。目

前, 在农业资源管理与决策系统建设中 , 面对身份复杂的农业

资源信息用户时 , 对于权限的访问控制、分配、个性化定制等方

面还存在很多不足。新兴的 portal 技术是一种 Web 应用 , 通常

用来提供个性化、单次登录、聚集各个信息源的内容 , 并作为信

息系统表现层的宿主。因此 , 结合 portal 技术可以实现 Web-

GIS 农业资源管理决策的安全访问控制、资源聚集等功能。本

文研究了基于 portal 技术和 WebGIS技术的农业资源管理与决

策系统的实现方法与关键技术。

1 Portal 技术与 We bGIS 技术

1. 1  Portal技术

Portal 技术就是基于应用层和表示层的集成方案。其核心

组件是门户构件 Portlet, 一种以 Java 技术为基础的 Web 组件 ,

运行于 Portlet容器中。从用户界面上来看 , 展现给用户的内容

可以划分为各个 Portlet 区域。每个所展现的内容是相互独立

的, 可以根据需要定制要显示的具体内容 , 也可以将其关闭。

根据不同用户的设置 , 聚合大量内容的组合页面 , 以一种透明

的方式提供给用户多个异构数据的一个简单的访问点 ; 还能够

提供统一的协同工作环境 , 集成有序和无序的信息 , 提供一个

信息资源共享入口 , 使用户能够随时在线交流、协作和资源共

享, 并进行一些贸易洽谈。

Portal 技术中 Portlet 规范的作用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抽象

的层。它使基于 WebGIS 的农业资源管理与决策系统在访问

浏览中具有以下特点 :

a) 单次登录。只需登录一次就可以访问在其权限范围内

的所有应用 , 无须分别登录。

b) 个性化服务。使用户可以根据自身喜好决定网站的布

局、栏目、样式以及控制图标等内容 , 方便工作环境 , 提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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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还可以选择订阅相关内容 , 有利于用户及时有效地获得

信息资源。

1. 2  WebGIS 技术

WebGIS 是在 Internet 环境下一种兼容、存储、处理、分析和

显示与应用地理信息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网络 GIS 是 Internet

与 GIS 相结合的产物 , 为企业、行业提供开放的基于标准的集

存储、处理、分析和显示与应用地理信息的综合性服务计算机

网络系统 , 具有集中式管理和分布式应用的优点。地理信息是

描述地球表面的空间位置和空间关系的信息 , 包括带有空间位

置特征的图像、图形数据和与此相关的文本数据。通过 Inter-

net在 Web 上发布和共享空间数据 , 用户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浏

览站点中的空间数据、制作专题图, 进行各种空间检索和空间

分析。GIS通过 WWW 功能得以扩展 , 真正成为一种大众使用

的工具。WebGIS 也成为了现今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的主流

方式。

2 系统体系结构和功能设计

2. 1  系统的体系结构

该系统的总体目标是利用 WebGIS 技术对来自不同的数

据源的各种数据类型统一处理 , 发挥地图、图片和声音等在传

达信息时直观简洁的特点 , 并充分发挥 portal 优势为用户提供

一个统一的界面 , 使用户能够进行个性化定制 , 充分享受地理

信息系统所提供的各种功能 , 方便浏览和办公 , 从而更好地

反映各种农业资源的生产状况 , 辅助决策, 带动农业经济的

发展。

整个系统主体采用 browser/ server 三层体系结构, 按数据

层、业务层、表现层三个层次构造系统的主要模型。其总体体

系结构如图 1 所示。

2. 1. 1 表现层

表现层实现客户接口功能, 负责数据的可视化显示和用户

交互, 具体实现为客户端浏览器。不同身份的用户通过用户界

面的浏览器就可以向 Web服务器发出请求, 进行个性化定制 ,

解释 Web 服务器返回的数据并显示其个性化服务 , 从而实现

各种系统功能。

2. 1. 2 业务层

业务层是通过与 portal 信息服务层相结合实现的。Portal

信息服务层主要实现多个信息与服务的集合 , 这里的信息可能

是整个农业资源管理系统内部的一些应用资源 , 也可能是互联

网上的某个网站或页面。每个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

信息和服务。Portal 技术的 Web 服务器核心仍然依赖于业务

层的逻辑功能 ; 业务层实现应用逻辑 , 负责整个系统应用逻辑

的控制与处理 , 在系统中起着中间层的作用。在该系统中表现

为 Web 服务器、应用组件、业务组件以及数据引擎。服务器响

应浏览器传来的 HTTP 请求 , 应用服务器通过自定义协议与

GIS、RS、GPS 集成的应用组件通信 , 通过通用接口与数据层通

信, 完成系统大部分的应用逻辑处理功能。

2. 1. 3 数据层

数据层实现数据逻辑 , 系统中的所有数据存储在数据层 ,

使得数据与应用逻辑分开 , 便于数据的维护 , 具体实现为数据

库服务器。它存储系统中的空间数据、属性数据以及知识数据

和模型数据。在这三层结构中客户端浏览器通过 portal 信息

服务层与应用服务器交互 , 应用服务器是整个系统的核心 , 接

收客户端请求 , 然后根据应用逻辑将该请求转换为数据库请

求, 数据服务器接收请求 , 返回结果 , 再由应用服务器根据应用

逻辑层中的 portal 信息服务层转换为 HTML 的形式返回客户

端。显而易见 , 使用三层结构开发应用系统具有很多优点 , 整

个系统被分为不同的逻辑块 , 层次非常清晰 , 有利于提高开发

效率 , 同时能够很方便地对系统进行管理和维护, 实现 portal

特有功能。

2. 2 系统功能设计

经过对系统数据进行全面的研究总结后 , 按照不同行业分

为相应的子系统 , 由各子系统汇聚成农业资源管理决策信息控

制平台 , 启动后台负责从地理信息空间信息资源库中提取处理

相关信息。涉及的农业信息资源庞大 , 行业的划分较细 , 所以在

系统的实现中, 各子系统均使用模块化访问策略, 以模块化结构

实现各部分功能。以种植业子系统为例, 其结构如图 2 所示。

该子系统实现的功能大致包括数据编辑更新、查询统计分

析、信息发布和辅助决策等。以数据提供到数据消费服务为流

程, 通过每个行业相应的局或服务中心 , 将功能按用户类别划

分。农业资源数据中心主要提供农业资源基础数据和对进行

数据操作的系统功能 ; 数据提供服务是由特殊的用户组对农业

资源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进行编辑、更新、上报 , 包括村镇的信

息员或委办局各科室在日常办公中实现的信息更新 ; 数据消费

服务主要是通过直接或间接使用农业资源的数据资源进行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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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办公、事务型决策和应急型决策等服务, 根据用户级别可以

分为一般用户、专业用户、决策分析人员和公众用户 , 不同级别

的用户可以根据其对专题的访问权限赋予相应的角色 , 从而实

现系统功能和最新编辑更新数据的访问操作。

2. 2. 1 数据更新功能

数据编辑更新功能主要适用于一些特殊的用户组 , 如乡镇

信息员或科室业务人员。该功能主要为用户提供直接、简单、

全面的操作方式 , 对数据进行浏览、编辑 ; 对最新的数据实现上

传, 实时更新数据 , 从而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资源 , 提高资源的

时效率和利用率。

2. 2. 2 查询统计功能

一般用户或公众用户可以进行数据的查询统计分析功能 ,

在自己权限许可的范围内可方便快捷地获取相关的农业资源

空间或非空间信息、资料以及数据的量化、分类的统计分析。

2. 2. 3 辅助决策功能

辅助决策功能是在空间信息数据库、模型数据库和知识数

据库等数据的基础上提供一些高级决策功能 , 实现种植行业的

宏观决策支持。例如施肥决策、疫情监测与评估等生产潜力评

价、资源环境质量评价、农用地适宜性评价等决策支持, 还可以

通过对相关评价模型及参数的灵活设置 , 对评价模型和影响因

子管理。该功能的应用适用于高级决策分析人员 , 如该行业或

相关行业的专家、领导者 , 可以通过这些功能宏观地对具体种

植决策发展起着辅助参考作用。

3 系统涉及的关键技术

3. 1  分布式处理机制

本系统的实施是以 Oracle 9i enterprise 作为数据库管理系

统, ArcSDE 作为 GIS 的数据网关, 统一管理空间与非空间数

据。ArcIMS 作为 ArcGIS的 Web 服务器。利用 ArcIMS 自身的

结构特点 , 借助第三方数据库引擎 ADO 和 ArcSDE 与后台关系

型数据库较方便地实现了分布式处理机制 , 满足了高负荷服务

器系统的需求 , 使得程序高内聚松散耦合, 可以随意定制业务

逻辑, 使服务构件化。将复杂的业务逻辑封装起来 , 解决网络

负载平衡问题 , 将所有请求变成一个连接 , 提高了执行效率 , 减

少了并发冲突 , 并且可以保证数据库以最高的效率运行。基于

服务的概念开发组件 , 将公共业务逻辑从用户界面和数据层中

分离出来 , 提高了组件的可重用性。

3. 2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本系统的研究采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RBAC) 来管理用户权限。角色是联系用户和权限的中

间桥梁。通过对它的控制可实现系统分级别的安全访问 , 减少

授权管理的复杂性 , 降低管理开销以及管理的复杂度。

在 RBAC 访问控制模型中 , 其核心思想是将访问权限与角

色相联系。这样设计的优势在于使得对用户而言 , 只需角色即

可, 而某角色可以拥有各种各样的权限并可继承。角色作为一

个沟通用户与资源之间的桥梁, 从而实现用户与访问权限的逻

辑分离。用户被当做相应角色的成员而获得角色的权限 , 他们

之间的关系就像 Windows 中用户与组的关系一样 , 是一种多对

多关系。每一次会话把一个用户和可能的许多角色或其所属

角色的某些子集联系起来。用户可用的权限是当前会话激发

的所有角色权限的并集。

本系统利用 RBAC模型的层次关系规定 , 如果一个用户属

于多个角色 , 那么该用户的权限为所有角色权限的总和。用

户 /角色 /权限之间的对应映射关系的形式化描述如下 :

RBAC 模型包括三个主要实体 , 分别是用户( 、角色

和权限 。

U为用户集{ u1 , u2 , ⋯, un} ;

R为角色集{ r1 , r2 , ⋯, rn} ;

P 为权限集 { p1 , p2 , ⋯, pn} ;

Ar U×R为一个多对多的从用户到角色的授权关系集 ;

Ap R×P 为一个多对多的从角色到权限的授权关系集 ;

HR R×R为一个偏序的角色继承关系集 , 则用户与权限

的关系满足集合运算的传递性 :
x, y, z∈ ∈R∧ ∈ → ∈R

由此合成运算 = × 得到了用户和权限的

对应关系 , 即对于用户集中的任何 ui 角色集中的任意多权限

r1 , r2 , ⋯, ri , 均可利用关系集运算得到 ui 所对应的权限 :

i , p1 ) = i, r1) × 1 , p1)

i , p2 ) = i, r2) × 2 , p2)

⋯

i , pi) = i , ri ) × i, pi )

最终权限集为所有权限的并集。

根据以上原理 , 本系统对农业资源地理信息系统的访问权

限进行了控制。具体的控制流程如图 3 所示。

当用户发出请求时 , 系统根据用户的凭证来检查用户的合

法性。如果凭证无误 , 系统将该用户对应的角色取出 , 将角色

进行权限分析运算以后作并运算 , 即得到用户的权限集。用户

在漫游网站时 , 系统根据用户的权限将相应信息资源显示给用

户, 用户在其权限范围内可以自由组织网站视图、个性化定制、

资源整合。实现了以下功能 :

a) 用户在访问系统时要受权限控制 , 受限的程度是根据

他所拥有的权限的多少来决定。权限越大 , 受限的程度越小。

管理员根据用户的身份可以随身定制合适的角色权限。这样

就有效地控制了用户的越权访问。

b) 用户与权限之间通过角色连接。一个用户对应符合自

己身份的多个角色 , 同一个角色可以对应多个具有相同身份的

用户。用户的权限是各个角色权限的并集。

c) 系统可以将内网与外网合二为一 , 系统管理员和用户

由同一个入口进入。系统根据用户的角色判断身份, 避免了网

内和网外的分别开发 , 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d) 用户进入网站后就可以利于 portal 网站的优点。方便

地聚集、交流信息 , 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还可以根据自

己的工作和爱好设置或选择与工作和爱好相关的栏目及样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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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通过对用户权限的控制 , 使系统能够根据用户的级别及系

统安全需要进行灵活变化 , 且易于控制 , 减少了授权管理的复

杂性, 降低了系统的开销。其安全性高、易于管理、易于配置。

4 系统应用

下面以北京市大兴区农业资源管理与决策系统为例。该

系统基于 portal 和 WebGIS技术 , 聚合了大量的农业资源信息 ,

并实现了基于农业资源信息的决策分析。考虑到对于大型农

业资源管理与决策系统的兼容性、稳定性和响应速度等要求 ,

该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为 Oracle 9i enterprise server, 空间数据

引擎为 ArcSDE 9, 它们共同组成系统的数据服务; WebGIS 开

发软件采用 ArcIMS 9, 系统结合 J2EE 应用程序组件平台开发

Web 版农业资源管理与决策系统 , 实现分布式 GIS的应用。图

4 为该系统运行的蔬菜无公害生产平衡施肥决策功能。

通过地块土壤情况实现对地块的土壤肥力查询 , 进而选择

不同蔬菜种类以及产量值 , 实现蔬菜无公害生产平衡施肥辅助

决策。系统根据登录用户所在的区域 ( 区、镇或村 ) 直接定位

该区、镇或村 , 用户可以直接在地图上选择要决策的地块 , 系统

自动提取地块的土壤养分信息 , 并进一步利用肥力各影响因子

以及数学模型和知识库对蔬菜施肥等进行决策。用户也可以

用地块的编号查询并定位到特定的地块 , 并进行决策。该施肥

决策功能适用于很多用户 , 从专家决策分析者到普通的农户 ,

包括政府相关部门、农村合作组织或行业协会、农户等各种用

户的施肥决策咨询。用户不出门就可以通过网络地理信息系

统获得自己感兴趣地块的科学辅助决策分析支持 , 提高农户产

量增收。

5  结束语

基于 portal 和 WebGIS 构建农业资源管理与决策系统, 能

够实现大型农业资源管理与决策系统的高效管理 , 解决大型系

统的资源信息整合访问、安全控制等问题 , 降低管理开销及管

理的复杂度 , 提高系统的利用率。本文提供的方法对大型网络

地理信息系统的安全访问控制、信息资源快速有效整合利用等

性能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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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227 页 ) 本地化定制 , 即可运行。

软件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系统运行 ; 也可以作为气象台的

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与其他系统集成 , 组成功能丰富的天气

预报系统。例如 , 数值预报系统一般运行在 UNIX 上, 通过网

络技术可以将本系统的三维数据直接写入数值预报系统的数

据输入目录 , 为数值预报提供初始场。天气预报系统的用户端

经常使用 Web 浏览器分析各种预报产品。此时, 拼图系统可

以将图像产品直接写入 Web浏览器定制的目录 , 供用户调用。

4 结束语

本文详细介绍了基于我国业务组网的新一代多普勒天气

雷达原始数据的三维数字化拼图软件系统的体系结构和组成。

混合编程加速了软件研发 ; 功能库技术的应用有利于软件系统

的维护、升级和扩展 , 也提高了功能模块的可重用性 ; 可定制的

参数文件丰富了软件的功能和适用范围 , 使得软件系统的本地

化非常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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