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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数据库系统3

ΤΗΕ ∆ΑΤΑΒΑΣΕ ΣΨΣΤΕΜ ΟΦ ΟΧΕΑΝ ΕΧΟΣΨΣΤΕΜ

管玉平   许吟隆   高会旺   林一骅

青岛海洋大学物理海洋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 北京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Ξ  随着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的兴起 对系统观测资

料的加工和数据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 海洋生态系统

如此复杂 其模型的建立与验证依赖于聚集必需数据

资料的能力 而资料制约着建模 所有的生态模型都

需要一个强大的数据库 这是 ƒ 等

在总结 来北海生态建模研究时的一个结论∀ 所

以 建立特定海域的生态系统的数据库系统 简称海

洋生态数据库系统 是对海洋生态系统进行数值研究

的基础∀ 另一方面 数据库已经成为各种计算机应用

系统的核心部分 其技术得到惊人的发展∀ 特别是最

近世界范围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 又一次推动了数

据库建设事业∀ 业内人士形象地把信息网与数据库之

间的关系比喻为/ 修路与造车的关系0 进一步表明了

数据库的重要性∀ 因此 开发海洋生态数据库系统是

进行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的基础工作∀

 海洋生态数据库系统的概念

把某一海域的物理!化学!生物!气象!地质甚至

近海的陆源等数据资料按照一定的数据模型来组织

和存放的集合构成海洋生态数据库∀ 其特点是将海域

中的数据集中存储并用系统方式加以管理 在统一控

制下提供给各个用户共同使用 让数据为尽可能多的

用户服务 从而使信息资源得到更加充分有效地利

用∀

首先 任何一个新的研究项目既要取得一批第一

手的资料与数据 同时又要运用已积累的资料和数据

作出正确的科学结论∀ 资料与数据的共享 随着地球

科学各学科相互渗透!交叉和综合研究的广泛开拓

日益显示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 其次 海洋生态系统

动力学不同于海洋科学中其他学科的单一性 它是物

理!化学!生物等交叉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其建模与模

拟的复杂性及难度都远远超出了以往的学科≈ 对数

据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拿数值研究来说 当把系

统不同时次的观测资料用于同一个模型时 就需要对

它们进行深度加工∀ 再者 无论海洋开发还是管理决

策等 都需要更多有用的信息∀ 因此 很有必要建立海

洋生态系统意义上的数据库系统∀ 以便实现有组织!

动态地存储大量关联的海洋生态系统的数据 做到数

据资源的共享∀

 海洋生态数据库系统结构

 系统的建立

按照建库的一般原则 首先建立海洋生态系统的

数据模型 用户可根据此模型访问数据库中的数据∀

其次 有组织地将数据存放在储存设备上 建立数据

模型到物理储存位置的对应表∀ 第三 规定数据的访

问权限∀ 第四 建立访问的操作规则∀

海洋生态数据库是统一集中海洋生态系统的数

据管理机构 它必须能够反映生态系统各种复杂的数

据关系∀ 为了将海洋生态系统的现象或事物在数据库

中表示出来 要对其分析提高 形成一些基本概念和

关系 实现由实际对象到信息的抽象∀ 在此基础之上

海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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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计算机所能接受的数据模型 最终把海洋生态系

统中的客观事物在计算机中表示出来 如图 所示∀

海洋生态

系统
ψ

海洋生态

信息模型
ψ

海洋生态

数据模型
ψ

海洋生态

数据文件

真实世界   信息世界   计算机世界

图  建立海洋生态数据库的过程

 系统的结构

通过建立海洋生态数据模型来把海洋生态系统

中各种类型的数据组织在一起 即数据库所包含的数

据内容及数据间联系方式的数据结构∀ 这些数据模型

在逻辑上分为外部!概念和内部三级 系统的结构如

图 所示∀ 因为海洋生态数据库要用于多种目的 如

管理决策!科学研究!工程预估!环境评价等等 所以

数据库要包括多个外部模型 就是用户感兴趣的那部

分数据∀ 描述这些数据的实际存储方法 是最接近物

理存储但不是物理级的内部模型∀ 介于内部级与外部

级之间的概念模型是数据库数据内容和结构方式的

完整描述∀ 并且通过外部与概念!概念与内部映象的

转换 保证数据库中的数据独立性∀

图  海洋生态数据库的系统结构

 海洋生态数据库系统的基本特点

对于海洋生态数据库系统 也应具备一般数据库

系统≈ 的特点∀

 数据的结构化程度高

在以往数值模拟中所使用的是文件系统数据 文

件的记录型之间没有联系 仅记录内部数据项的联系

而已∀ 这种/ 无结构0化 导致同一系统中 不同文件间

会存在大量重复数据∀ 数据库系统是按照一定的数据

模型来组织和存放数据 不仅要考虑数据项之间的联

系 而且要考虑记录型之间的联系∀ 这种结构化的数

据能反映数据之间的自然联系∀ 因而 可大大降低数

据的冗余度 节省存储空间 减少存取时间以及避免

数据间的矛盾∀ 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增加 这一点越

来越突出∀

 数据的共享程度高

实现数据共享是数据库的重要特征∀ 数据库中的

数据是面向所研究海域的 而不是面向某个具体程序

的∀ 大家知道 ƒ 语言的文件说明在程序内部

程序与数据密不可分 文件作为数据的组织方式基本

上是面向具体程序的∀ 数据库中的数据是从海洋生态

系统出发 考察其信息需求 统一进行数据的组织!定

义和存储 该过程与编程是分开的∀ 所以 数据库的数

据可为研究该海域的各种程序所使用 达到数据资源

共享的目的∀ 共享有两层意思≈ 一层是说一个数据

可以被几个不同用户共同使用 即每个用户都可以存

取同一个数据而应用于不同的目的 另一层是并发共

享 即几个用户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存取数据库 甚至

有可能存取同一个数据∀

 数据的独立性强

做过数值研究的人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假如对数

据结构作了修改 那么 应用程序就必须进行相应的

修改和重新调试 反之 应用程序的变更要导致数据

结构的改变∀ 原因在于文件系统基本上是根据应用程

序的要求来建立 数据的逻辑结构也是针对具体程序

而设计∀ 所以 很难再把这些文件系统的数据应用于

新的程序∀ 但数据库系统就不同了 其数据结构的定

义和组织独立进行 与应用程序的编写没有什么关

系∀ 应用程序的修改并不影响数据结构 而数据结构

的改变也不一定要改动应用程序∀ 于是 极大地方便

了编程及数据管理∀

另外 数据库管理系统可对数据正确性!安全性!

完整性等进行有效的控制 对数据的存取灵活 可大

大节约数据处理的时间∀

 建立海洋生态数据库系统的意义

海洋生态数据库系统的开发和利用是围绕着解

决海洋生态学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展开的∀ 它是建立有

关海洋信息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 例如 海洋地理信

息系统≈ 另见蔡明理!施丙文 5海洋科学6 年

期 也是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

为其理论分析!模型检验!数值模拟研究以及决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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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提供基本的数据资料∀

一方面 由于数据的深度加工 可以挖掘现有信

息资源的潜力∀ 另一方面 由于数据资源的共享 不但

可使现有的信息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而且可以避免大

量不必要的重复性工作 从而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研制这样的系统可以让海洋生态学者把更多的精力

集中在所关心的海洋生态现象的研究上 无形中缩短

了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的研究周期 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我国海洋学者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 积累了许多

有关的科学数据 其中大部分是通过科学实验!测量!

观测或计算所产生的描述客观对象特性及规律的定

量和定性的结论性信息 是以科学家的智慧及大量的

物力!财力为代价而获得的科研成果的结晶 具有一

定的权威性 是国家最宝贵的信息资源之一∀ 尤其是

现场观测资料不同于仪器设备 它们是从国外买不来

的 也不是短时间就能收集好的∀ 在开始海洋生态系

统动力学研究的同时就把这些信息资源汇集起来 服

务于国家的海洋科技发展和建设事业 是一项紧迫而

艰巨的任务 可以说是/ 利在当代 功在千秋0 意义重

大∀ 随着系统的不断完善 对于加快我国海洋生态系

统动力学研究的进程并与国际接轨将发挥重要作用∀

 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系统的发展

数据库是一切信息工程的核心∀ 建立海洋生态数

据库系统目的在于为海洋的科学研究!生产建设以及

管理决策等提供科学的数据资料∀ 为了充分利用海洋

生态信息资源 可研制以海洋生态数据库为中心 侧

重点不同的海洋信息系统 如 海洋生态信息系统∀

 数据的处理

海洋生态系统的数据加工与资料分析是开发海

洋信息资源的基本途径 相关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探

讨∀ 另外 对于数值模拟来说 要把不同时次的观测资

料用于一个模型 就要深入研究海洋生态系统的数据

资料同化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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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对虾受精细胞学目前已成为对虾生殖生物学的

研究热点∀ 近十几年来科研人员对对虾的受精过程!

特点及影响条件 受精的生理生化特性及机理进行了

广泛的研究 取得了很大进展∀ 对单肢虾!褐对虾!白

对虾!鹰爪虾!中国对虾等虾类受精细胞学的研究表

明 对虾的受精过程包括精子的顶体反应!卵子的激

活 卵子发生皮层反应形成孵化膜!减数分裂的恢复

等 !精卵的结合 包括精子的入卵!雌雄原核的形成

及融合等 ∀ 这些过程同其他动物的受精过程有些相

似 但也有明显的不同 而且不同的对虾也有各自的

特性∀ 目前对锐脊单肢虾已研究得比较深入 而对其

他虾类报道则较少∀ 本文综述了对虾受精过程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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