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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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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与波形显示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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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进一步研究地震特性#用最科学的方法减小地震带来的灾害#设计并实现了基于
5/0

的地震定位与波形显示系

统#该系统基于对
b5/0

的二次编译与开发作为
5/0

显示模块#搭载
1

A

0b+

数据库储存地震数据及各类信息数据#将地震信

息直观形象地展现给研究人员#方便对已发生的地震做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为地震灾害的防御和预警工作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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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期间产生

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象!

%)#

"

(我国位于世界两大地震带环

太平洋地震带与亚欧地震带的交会部分#受到太平洋板

块#印度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挤压#地震断裂带十分活

跃(因此#中国的地震灾害十分频繁(同时#我国人口稠

密#有些地方经济落后#房屋不坚固等因素的影响#地震带

来的经济损失十分惨重(

地震不可避免#但是地震带来的灾害却能在现今科技

的支持下降到最低#地震波
J

波携带大量地震信息#

0

波

携带地震能量#是造成破坏的主要来源!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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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

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对地震的应急与抗震工作开展了大

量的研究并积累了很多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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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有效的分析地

震数据并利用其数据特点进行地震预警能把地震给人民

的财产和生命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

基于以上原因#研究一套地震信息
5/0

定位与波形显

示的分析软件#为地震的科学分析和预警提供数据支持是

本系统的设计初衷(

7

!

系统结构与方案设计

7B7

!

系统整体框架

本系统采用的软件开发环境为
?̀E;9:08;G?C#$%$

#使

用
Xff

语言开发#使用
*2.

数据库接口(主机为
N?=)

GCRE(

操作系统#

XJZ

主频为
%"T5-_

#

'5V

内存(

地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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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是近些年来应用到地震研究领域的新技术之一#该系

统需要计算机软硬件的支持#将各种地理信息按照空间分

布及属性#按照一定的格式输入'存储'检索'显示'制图'

综合分析和应用的技术系统(其为地理研究和地理决策

服务而建立起来的计算机技术系统#其强大的空间分析功

能正逐渐应用于地震各学科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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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各个功能模块的联系与实现#系统整体框架设

计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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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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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整体架构

将实验的地震数据录入到数据库#便于后期提取与查

找(通过综合检索选项#筛选出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数

据#将震源与台站显示在
5/0

系统中#同时
5/0

系统应满

足一定的分析功能#例如常用的放大缩小'平移'要素标

注'矢量图层与栅格图层的添加与删除'界面自适应等基

本功能项(通过震中同心圆的大小来标识震级的大小(

在
5/0

中显示的台站能选中查看本台站记录的波形信息

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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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支持地震数据存储#利用数据库存储地震数

据#可以充分利用数据库强大的数据管理功能#最大限度

地发挥地震数据在测震研究中的应用#并以
1

A

0b+

作为

存储地震数据的数据库(

1

A

0b+

是最流行的开放源码
0b+

数据库管理系统

被广泛应用在各种行业中#该系统占用系统资源少#并且

具有超强的稳定性(系统调用存储在
1

A

0b+

数据库里

的连续波形数据#并向
1

A

0b+

数据库提交地震定位结

果(利用数据库进行数据波形的存储拥有强大的优势(

首先#如果磁盘空间足够大#可以存储连续几个月甚至几

年的连续波形数据(其次#利用数据库存储地震事件波

形#可方便数据的管理和维护#便于地震信息的查询!

%#

"

(

数据库的建立#分为用户登录信息表#数据索引表和

波形数据表(

为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建立用户名和密码#保障专业

人员的操作允许#防止地震信息泄露(数据索引表#建表

样例如表
%

所示(波形数据表#存放波形数据(

表
7

!

数据索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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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选择

开源
5/0

规范是由
.5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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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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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定的
.

H

7=5/0

规范#是为了实现地理数据和地理操作的

交互性和开放性而提出的软件开发规范#包括抽象规范与

实现规范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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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象规范包括
%'

个不同的主题#这些主题组成了

.

H

7=5/0

模型的
&

大组成部分&开放的地理数据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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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服 务 模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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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X

的实现规范是基于抽

象规范或抽象规范在具体应用领域的扩展上#关于应

用程序接口的软件规范(例如在
.+O

-

X.1

'

X.KV*

'

0b+

等平台上实现的简单要素服务'坐标转换服务'地

理置标语言等(这些标准便于数据表达与不同数据格

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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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开源桌面
5/0

软件中#

b5/0

以其用户界面

友好'广泛支持操作系统#方便用户进行二次开发等特点#

受到众多开发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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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系统采用
b5/0

作为

5/0

平台(

8

!

功能测试与界面展示

根据需求分析与设计#本系统由数据录入模块#

5/0

系统模块和波形显示模块
&

个部分#现分别对
&

个模块进

行功能测试(程序流程如图
#

所示(

图
#

!

程序流程

登录界面如图
&

所示#根据数据库中存储的用户名与

密码#匹配成功才能登录软件进行操作(

日本是一个受地震灾害十分严重的国家#日本在地震

方面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已建成了高密度地震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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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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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登录界面

网#由日本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

4/O2

%全面统筹规划#其

强大的观测网记录'积累了大量真实的地震数据#本文选

取日本地震数据作为实验数据#数据库的建立也是根据日

本地震数据格式进行规划#统一建立(数据录入界面如

图
L

所示(

图
L

!

数据录入界面

5/0

系统模块作为系统的主界面#承载了显示分析主题功

能项#如图
S

所示(通过
N10

服务添加在线地图作为底

图#然后根据条件检索选项#筛选出想要查看的地震数据#

点击地图显示按钮#将震源和台站根据经纬度定位坐标#

显示在地图中(同时#

b5/0

强大的分析处理能力能满足

对各个图层的操作与管理#实现了地图的放大缩小#平移

变换#距离'面积测量#要素识别#标注添加#震源平移等功

能#还可根据需要#添加矢量图层#栅格图层等功能(

图
S

!

5/0

界面

!!

在地图显示中的台站信息中#显示了台站
/2

与震中

距#每个台站中记录了地震波形信息#用户可根据想要查

看的台站进行选中#点击查看匹配波形信息按钮#进行波

形的选择与显示#横坐标为时间$

8?<7

-

E

%#总坐标为重力

加速度单位
D

9:

#如图
T

所示(可随意选择想要查看的各

个台站的或者各个方向的波形信息#并能对波形进行放大

缩小进行直观细致的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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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论

本文所设计的地震信息
5/0

定位与波形显示系统#采

用
b5/0

的二次开发作为
5/0

窗口#搭载
1

A

0b+

作为数

据的存储媒介#可将地震信息精准地显示在
5/0

中#同时

能将台站记录的波形信息进行显示#方便研究人员进行科

学的分析与研究(经过各个功能项的测试#各个模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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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

!

波形显示界面

稳定#同时在设计之初也考虑了以后的扩展问题#为方便

研究国内的地震数据#数据库与界面的设计都留有国内数

据的接口#界面简单#容易操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能对

地震方面的研究与测试做出技术支持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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