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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信息中枢与分站互联互通
技术分析与应用

王　涛，邢　勇

（国贸工程设计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摘　要：为使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更加科学，迫切需要消除“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结合
粮食行业现有网络结构，通过数据交换等相关技术分析，探讨作为全国粮食行业信息化中枢的全国

粮食动态信息系统，与作为分站的省级粮食信息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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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是国家的命脉，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粮食安全高度重视。中央工作会

议将“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列为２０１４年中央六大经济
任务之首，确定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

度进口、科学支撑”的粮食安全新战略。而准确掌握

粮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条件，也是改善和加

强对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宏观调控的基础。

国家粮食局自２０１３年初开始启动全国粮食动
态信息系统项目建设，其建成后将作为粮食行业信

息化建设的中枢。对促进粮食工作监管更到位、调

控更有力，使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更加科学具有重大

作用。同时，为发挥我国第一粮食生产大国、第一粮

食消费大国的优势，增强我国在全球粮食市场的竞

争力，需以全国粮食动态信息系统为基础，全面开展

“智慧粮食”建设。

然而，由于粮食行业信息化是一个逐步发展的

过程，信息化的实施和应用都不是一步到位的，是通

过循序渐进的过程逐步建立起来的。各地区分散开

发或引进的应用系统，一般不会考虑数据标准或信

息共享问题。而是以追求实用为目标，从而导致信

息孤岛［１］不断产生。此外，由于粮食数据很多涉及

到敏感数据及涉密数据，应用系统通常需按照保密

要求，分别部署在相互物理隔离的网络中，从而制约

了数据传输的实效性。

粮食行业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的重点是从消除信

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这个角度来实现的。受到现

有网络环境、安全保密要求等条件的限制，互联互通

只能做到即时，而不是实时；也不是不同层级所有信

息都不加筛选地任意联通、自由来往，而是根据需要

选择有用信息重构后再加以传输。目前，互联互通

首先要解决的是纵向层面的，从下往上的。因此，对

于互联互通要着重研究信息整合及纵向传输。

本文将结合粮食行业现有网络结构，通过数据

交换等相关技术分析，探讨作为全国粮食行业信息

化中枢的全国粮食动态信息系统，与作为分站的省

级粮食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

１　网络现状分析
由于国家保密局关于涉密数据的相关管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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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国家粮食局、省级粮食局办公网络均由相互物理

隔离的办公内网、纵向网、互联网三个部分组成。其

中，办公内网是整个办公网络的核心，用于业务系统

的部署和网上办公；纵向网用于国家粮食局与省级粮

食局之间敏感数据或涉密数据的传输；互联网用于国

家粮食局与地方粮食部门之间非涉密信息的传递。

基于现有网络情况，国家粮食局业务系统与省级粮食

局业务系统之间信息的传递分为两条途径，一是通过

纵向网实现省级终端与国粮局终端的连接（见图１）；
二是通过互联网实现省级外网服务器与国粮局外网

服务器的连接（见图２）。具体连接形式如下：

图１　涉密数据传输途径

图２　非涉密数据传输途径

由于办公内网、纵向网、互联网之间相互物理隔

离，各网络间数据传输需经过人工刻录光盘的方式

实现。

２　数据交换技术分析
根据现有网络环境，以及国粮局与省粮食局间

业务数据交换的需求，目前有文件传输型平台、数据

交换平台等两类平台可供选择。

文件传输型平台是指各省业务系统数据通过文

件形式传输到国家粮食局业务系统，首先利用数据

集成工具将数据形成标准格式化文件，然后在利用

文件传输平台完成在传输网络中省到国家的文件传

输。最后再利用数据集成工具将格式化文件解析并

入到业务库中。

数据交换型平台是指各省业务系统数据通过数

据交换形式传输到国家粮食局业务系统。首先利用

数据集成工具将数据形成标准的格式化文件，然后

利用数据交换平台完成在传输网络到国家局的数据

交换。在交换的过程中可以监控全网各省份节点的

状态、传输数据量的大小等。

文件传输型平台和数据交换型平台的优劣对比

如表１。
表１　交换方式比较

序号 比较项 文件交换 数据交换

１ 平台搭建难易程度 优 优

２ 平台管理与易用性 良 优

３ 可靠的数据交换服务 良 优

４ 平台运维 优 优

５ 平台监控、统计 良 优

　　平台建设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搭建的难易程
度、平台管理与易用性、平台运行与维护、数据交换

可靠、平台统计与监控等。依据表１的对比结果，数
据交换型平台具有明显优势，能满足国家、省两级业

务系统数据互联互通的需求。

３　中枢与分站互联互通平台总体架构
采用数据交换方式搭建互联互通平台，在设计

实现上应充分考虑以下主要因素：首先符合国家对

交换信息资源的相关标准和规范；其次，采用先进的

技术进行设计，包括多层设计的中间件技术体系等；

再次，吸收目前政务资源交换与管理实施方面的经

验和对一些技术实现的可行性验证，在平台设计上

做到客观、实际，以满足业务应用需求。互联互通平

台整体架构如图３。

图３　互联互通整体架构图

平台整体上分为国家级、省级两级部署方式，重

点强调对整体数据交换过程的松耦合、统一规范、可

扩展、可管理。

国家级的数据交换平台由数据交换管理平台、

数据采集工具、国家级前置数据库组成。其中数据

交换管理平台、数据采集工具两个部分是平台的核

心组成部分，国家级前置数据库是平台中间数据的

承载部分，是平台的重要补充。省级数据交换部分

和国家级数据交换部分配置相同。

在纵向上，以国家、省两级前置库构成了基础的

数据同步架构，两级平台通过数据交换管理平台，采

用消息中间件［２］产品，完成上下级交换库之间的数

据交换管理。

在横向上，国家级、省级横向操作模式相同，以

省级为例，重点是完成了业务数据从办公内网的采

集到传输网的交换前置库的过程。在国家级，完成

了从传输网的交换前置库中的数据到办公网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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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过程。在横向的数据交换中可以利用 ＥＴＬ数
据采集工具来完成数据的采集过程，形成标准的格

式化文件。办公网与传输网之间的文件传递可通过

拷盘的方式来完成。

４　平台主要功能
互联互通平台最核心的功能是数据传输，同时

为提高传输过程管理能力，提高传输效率，需配有平

台监管、数据统计、权限管理等功能，如图４。

图４　平台主要功能

４．１　数据交换功能
数据交换从整个流程上来说有数据抽取，数据

处理及数据传输三个环节。数据抽取指通过数据采

集工具从数据库中将数据抽取成格式化数据文件。

数据处理是指对抽取的数据进行加工、过滤等处理，

以保证正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数据传输指通过

省、国家两级交换前置库的方式来实现数据的上报。

４．２　平台监控功能
互联互通平台的监控主要包括环境监控、业务

监控两方面。环境监控主要是指对各个交换节点以

及整个交换网络的监控。通过事先配置好的交换网

络拓扑图，可以清晰的监控到整个交换网络及网络

中各交换节点的状态是否正常。当发现交换节点有

异常的显示后，可以查看此交换节点详细的监控，包

括交换服务器资源占用情况、交换服务器上各交换

流程的运行情况等信息。业务监控主要针对数据传

输是否正确、完整，指定业务交换流程是否按时启动

等方面进行监控。，

４．３　数据统计功能
能够对交换的业务数据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统

计；并对关心的监控信息设置任务，形成报表。从多

种维度进行数据内容审计配置，记录什么时间交换

了什么数据等。

４．４　权限管理功能
平台用户分为系统管理员和普通用户两类，系

统管理员具有用户信息管理、查询功能。普通用户

输入相关信息并通过平台验证后，可进入平台进行

数据传输操作。

５　互联互通平台的特点
５．１　独立性

各省级粮食局目前均建有各自的业务管理系

统。为保证现有业务系统正常运行，数据交换平台

应对现有业务系统没有影响或尽量减少影响，保持

相对独立，两者在衔接上保持相互隔离和透明。因

此，在平台设计中引入前置概念，由前置库来屏蔽数

据交换平台与业务系统的紧耦合。

５．２　统一性
在进行数据交换时，连接到数据交换平台的各

个业务系统应遵循统一的标准。统一性的要求有利

于在各种业务系统之间、异构数据库之间、不同网络

系统之间提供整合手段，保证整个数据交换平台的

数据一致性，便于管理和监控，简化各个业务系统与

交换平台互联的开发量。

５．３　兼容性
随着业务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必然会涉及软、

硬件平台需要升级，在软、硬件系统升级时，数据交

换平台需要平滑过渡。随着业务扩展，系统升级，所

有的处理过程，包括程序代码均不需要做任何修改，

即可平滑的迁移到新的平台上。同时，数据交换平

台应能够适应各个部门的各种软、硬件平台。

５．４　安全可靠性
在进行平台设计时，应综合考虑采用多种安全

技术手段保障系统的安全性，对相关应用的数据资

源提供严密保护。系统底层应基于成熟可靠的中间

件技术，保证其高度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６　结束语
近年来，我国粮食行业信息化建设水平不断提

高，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整体上处于零散、随机、无

序、低层次的发展状态。粮食信息大量沉淀在企业

及各级管理部门，未能实现信息的共享。迫切需要

通过标准规范的统一、相关技术方案的实施，有效实

现信息的互联互通，构建国家层面的粮食行业大数

据资源池，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为行业

管理、宏观决策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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