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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扶数据模型的确定，存储介质和存储结构的选择，宴时数据库的数据通信设计，实对数据库的更新管理·

实时数据库的分布式设计5个方面舟绍实时数据库技术在分布式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调度指挥系统中的

应用与设计。宴时数据库的应用有效地解决了当前监测调度指挥系统存在的调度指挥与监测之间的连动性、

协调性差的问题，最大化地发挥了广播电视调度指挥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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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caet：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application and design of real time database on distributed

dispatch controI system for monitoring radio and TV security broadcast from the following 5

aspects：data model identification，the choice of storage media and storage structure，the data

communication design of real time database．management update of real time database．

distributed design of real—time database．The application of teal time database effectively solves

the problem of weak mobility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dispatch control and radio and TV

monitoring in the current system．It plays maximum performance of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n dispatch control system for monitoring radio and TV security broa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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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数据库是数据库系统发展的一个分支，随

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实时数据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它适用于处理不断更新的快速变化的数据及具有时

阅限制的事务处理，解决实时系统中的数据管理问

题，同时利用实时技术为实时数据库提供时间驱动

调度和资源分配算法o]。近年来实时数据库在电力、

交通的调度、监控、一体化等系统中得了到广泛的应

用，但是在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领域中的应用还

未普及，在广播电视监测调度指挥系统中的应用尚

未见有报道。

目前，国内广播电视调度指挥系统与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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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相互独立的两套系统，无论是监测功能还是凋

度指挥功能，都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监测调度指挥

任务的需求，为此，我们结合广西的需求，针对国内

监测、调度指挥系统存在的问题，研究开发了基于实

时数据库技术、集监测凋度指挥功能于一体的分布

式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调度指挥系统(以下简称

监测调度指挥系统)，本文重点介绍实时数据库在该

系统中的应用与设计。

l监测调度指挥系统概况

监测调度指挥系统由一个数据处理中心和N

(N≤86)个远程遥控监测站点两部分组成。系统以

“无人值班，有人留守，反应快捷，调度灵活”为原则t

以广西区数据处理中心为核心，在市、县建立自动化

监测站点。数据处理中心包括广播电视监测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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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子系统、数据采集系统、应急调度通讯子系统、

预警信息发布子系统6大部分，结构如图1所示。图1

中广播电视监测子系统通过前端数据采集系统将采

集到的数据通过传输系统回传到广播电视监测子系

统的实时数据库；广播电视监测子系统的监测程序

根据设定的参数和算法，并经过对数据的比较判别

产生报警数据，达到设定条件的自动通过接口协议

送到预警信息发布子系统，短信系统从数据库中心

取出尚未发送的监测告警信息数据，并白行完成一

系列的发送任务，以短信形式发给对应的受测对象，

从而完成了从监测到预警发布的整个过程。

r一磊二磊≥⋯1

图1监测调度指挥系统框架结构

监测调度指挥系统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

2000和windows 2000 server，数据库为oracle 9i，服

务器为HP Proliant DL380。

2监测调度指挥系统中实时数据库的设计

监测数据是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督管理的依

据，存放监测数据的数据库无疑是广播电视监测子

系统的核心，因此它在监测调度指挥系统中的地位

是核心中的核心，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要处理

和存储前端监测站点回传的数据，又要将报警数据

经预警信息发布子系统发_布预警，同时定时将数据

写进历史数据库作备份、供查阅调用。可以说，系统

的任何一步操作都与数据、数据库息息相关，密不可

分，数据和数据库是一切工作的前提。

2．1数据模型的确定

数据模型表示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通常分

为概念模型和结构数据模型[I]。监测调度指挥系统

使用的方法是根据实体的ER模型转化为关系模

型，这样在概念设计阶段能很好的模拟现实世界，在

逻辑设计阶段又有关系化理论和直观的转换规则作

指导。监测调度指挥系统中的数据，包括前端监测站

点采集的数据、系统数据、属性数据、控制数据等，其

编程时均采用Oracle 9i的数据格式。

2．2存储介质和存储结构的选择

监测调度指挥系统的实时数据库呈现出分布式

的特点。为了实时监测，对各监测站点通信速度要求

较高，故实时数据库的存储结构的选择主要考虑存

取效率，这势必要求其存储结构简洁。监测调度指挥

系统采用表示层／功能层／数据层／信息服务层4层结

构，同时物理上分布各项功能服务器，分别存储录

音、录像资料、报警数据、指标数据，这种逻辑分层、

物理分布的数据管理模式能并行处理用户清求，有

效均衡系统负载，提高系统响应速度，增强系统处理

能力。

整个数据库的设计分为驻内和留外两个部

分“J。驻内部分采用内存数据库，从前端遥控监测站

点采集到的数据．经过应用程序处理后，将其存人内

存数据库。外存数据库采用Mcrosoft公司的数据库

产品SQL Server进行设计，通过它可以对历史数据

进行存储和管理。内存的实时数据库则通过开放数

据库互联(oDBC)技术，将其数据定时转存到外存

的历史数据库。

监测调度指挥系统采用系统运行故障危险分散

的设计原则及工业级485通讯口，以提高系统可靠

性}把系统盘与素材盘分开，采用多个硬盘，保证系

统稳定可靠；采用媒体数据硬盘读写控制技术，解决

IDE硬盘大数据量24h长时间读写所产生的硬盘读

写变慢、数据碎片整理等问题，提高运行的稳定性。

2．3实时数据库的数据通信设计

系统实时数据库的网络传输采用基于TCP／IP

协议[3]的Socket通讯方式，数据库处理程序通过内

部数据交换协议与前端采集程序进行通信获得实时

数据，然后通过ODBC技术访问数据库，并将数据

保存到数据库中。数据库采用Oracle公司的数据库

产品Oracle 9i进行设计，通过它可以对历史数据进

行存储和管理。网络用户可通过安装Oracle的客户

端访问数据库，查看异态报警记录。

在监测调度指挥系统中对数据访问规则如下；

用户不能直接访问监测前端数据，必须通过数据处

理中心软件来备份异态报警原始数据和进行异态意

见处理；数据处理中心，把异态报警原始数据备份，

同时转换成数据库格式保存至数据库服务器；数据

库服务器里面的异态数据，可供所有在网络中的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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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用户进行查询访问。

2．4实时数据库的更新管理

为了保证各站点数据的实时性，监测调度指挥

系统采厢同步更新技术加以实现。设计时，采集前端

有较高的优先级，当一个站点收到一条新的报警数

据时，首先存在本地数据库，数据库中的监测告警信

息表在收到新的监测告警信息并完成写^后，系统

将自动产生一个数据已更新的触发事件，以供用户

选择使用。然后通过网络上报至数据处理中心，启动

更新程序，然后将更新的消息广播到各个网络站点，

使各站点闭锁所有括动副本的相应数据。并发送更

新命令将新数据发送至活动副本进行更新，更新完

毕后立即将更新后的相应数据解锁n]。

2．5实时数据库的分布式设计

j{篁测调度指挥系统实时数据库包括广播监测数

据库和电视监测数据库，广播监测数据库由无载波

停播故障数据库、无音频停播故障数据库和节目内

容数据库3部分组成；电视监测数据库也由3部分组

成，仅仅是把元音频数据库改成无伴音数据库，结构

如周2所示。该实时数据库系统由N+14"站点组成，

并发数据量较多，因而必须考虑到网络开销的问题。

各个前端监测站点的数据可以重复设置和台理分

配，每个站点都保存有所有节目频率的异态报警原

始数据，数据处理中心的数据处理工作站保存异态

报警原始数据的备份，查询操作可以在数据处理中

心进行；数据库服务器，以数据库记录形式保存异态

报警原始数据的备份和值班处理数据，以及报表数

据记录‘“。

陬藤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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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实时数据库结构

为提高数据的读写速度，数据库分别存储到两

种介质上。分布式系统实时数据采用内存存储，而历

史数据采用外存存储。实时数据库的数据设置采用

重复设置，即网络中的每一节点均有数据库的部分

副本，它由网络中许多互连的节点组成，每个节点有

一个实时子系统，子系统中存储着实时数据，供数据

处理中心的客户系统实时地调用，重复设置可以保

证在检索数据库操作时不必通过网络访问总控中

心，而可以在本机上快速完成，减少网络开销，增加

系统的实时性，提高事件自动监测系统的工作效率。

3结束语

实时数据库的建立有利于数据的统一管理维护

和数据的保存，有利于应用软件的更新、替换或操作

系统的移植以及二次应用开发。不同的用户可以根

据各自的要求，制定及输出会乎需要的统计数据表

格；在服务器端开发出B／S结构的应用环境，使授

权用户中任何一台电脑只要连接到网络上，就可以

通过IE赦4览器进行查询访问，铡览到各类信息和数

据库服务器里面的异态数据，无需再为每个用户开

发并安装专用的浏览软件，也不受用户数量的限制，

为数据共享创造良好条件“]。

本文从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的基本要求出

发，给出分布式广播电视监测调度指挥系统中实时

数据库的设计方法，该方法的使用将监测和调度指

挥指挥统一于一个系统管理平台，从而有效解决调

度指挥与监测之问的连动性、协调性差的问题，最大

化地发挥_『广播电视凋度指挥监管效能。对于宴时

数据库在分市式广播电视监测调度指挥系统中的应

用，进一步的开发可以结合无线技术以及自动控制

技术，如通过手机向短信系统发指令，以变更数据库

中某节目的监测时间表等，达到遥控的目的，使得系

统的数据处理终端不再受办公环境的限制，用户可

以根据实际需要在任意地方设置，甚至可以在家中

上班，则其监管效果将更为完善、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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