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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坪站址迁移对气象要素均一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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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佛坪国家基本气象站观
测场由佛坪县袁家庄东面山梁迁移到佛坪县
袁家庄镇。新观测场位于旧址的西南方，二者
直线距离约１５００ｍ。新观测场海拔高度比旧

址低２６０５ｍ。为掌握新、旧站址因地理位置和
观测环境不同所造成的气象要素均一性的差
异，２００１年１、４、７月在新、旧站址（见表
１）进行了对比观测。

表佛坪气象站新旧观测场比较

观测场 经度 纬度 海拔高度
燉ｍ

气压传感器
海拔高度燉ｍ 地理环境

新址 １０７°５９′Ｅ ３３°３１′Ｎ ８２７２ ８２７９ 城区
旧址 １０７°５９′Ｅ ３３°３２′Ｎ １０８７７ １０８８６ 山顶

资料及方法
所用资料为佛坪站２００１年１、４、７月新、旧

站址本站气压、气温、风向风速的对比观测资料，
洋县、留坝两站相同时段的相应资料及以上三站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的整编资料。

对佛坪站新旧站址资料的日、月平均值对比
分析并对月平均值进行显著性检验。选取１９７１—
２０００年间未迁站的洋县、留坝两站作为参考站，
对两站２００１年１、４、７月气压、气温、风速亦做
显著性检验。如果参考站的气象要素与历史序列
没有显著性差异，而迁站的佛坪站气象要素有显
著性差异，则判断显著性差异由站址迁移引起。

显著性检验以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的月平均资料
为标准气候值，其月平均值、标准差能代表观测
序列总体，以其为标准，统计检验月平均数据与
历史序列有无显著性差异。采用牠［１］统计量检验。

牠＝牨０－牨牕牞牕
牕－１槡牕＋２，

其中，牨０为待检的月平均值，牨牕、牞牕分别为１９７１—

２０００年相关历史资料的月平均值、标准差，牕为
样本数。在显著水平为５％的前提下，查出对应临
界值牠ａ，若燏牠燏＞牠ａ，则待检要素与历史资料有显著
性差异。
结果分析
２１气压

佛坪站迁站后新观测场比旧观测场气压传感器
海拔高度低２６０７ｍ，由于气压随海拔高度的增加
呈指数率递减，新旧站址气压差异很大（见图１），新
旧址３个月的日平均本站气压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规律性较好；２００１年１、４、７月新址的月平均气压分
别比旧址的相应值高３２４、３２０、２８８ｈＰａ。

图１佛坪２００７年１月日平均气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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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佛坪气象站新址１、４、
７月月平均气压与历史序列同期值相比出现显著
性差异，旧址仅１月出现了显著性差异，而作为参
考站的洋县和留坝１、４、７月月平均气压与其历史
序列同期值相比均没有显著性差异，佛坪站因迁站
２００１年４、７月气压出现不均一现象。
２２气温
２２１结果佛坪站新址１、４、７月月平均气温
分别比旧址偏高０８、０７、０５ｏＣ（见表２）；月
平均最高气温１月新址高于旧址０２ｏＣ，４、７月
新址低于旧址０１、０５ｏＣ；月极端最高气温新址
普遍低于旧址，１、４、７月分别比旧址偏低０７、
１５、２６ｏＣ；月均最低气温和月极端最低气温
２００１年１、４、７月新址普遍高于旧址。

２２２原因分析新旧站址海拔高度相差
２６０５ｍ，气温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因海拔
高度变化造成的温度差异可按平均温度垂直递减
率０６５ｏＣ燉１００ｍ来估算，高度相差２６０５ｍ可
使温度相差１６９ｏＣ，这一数值与所统计的实测差
值有一定差异，说明两站气温的差异不仅仅是海
拔高度变化引起的。月平均气温、月均最低气温
和月极端最低气温新旧站址的差异符合气温随海
拔高度的升高而降低的基本趋势，月极端最高气
温新旧站址的差异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受
周围环境影响。新址位于城区，人口稠密，工业
生产、居民生活、交通运输所排出的热量直接增
暖了大气，旧站址位于山顶，远离居民生活区，受
人类活动影响较小。

表佛坪新旧站址气温对比 ｏＣ

月
份

月平均气温 月平均最高气温 月平均最低气温 月极端最高气温 月极端最低气温

新址 旧址 新址 旧址 新址 旧址 新址 旧址 新址 旧址
１ ２３ １５ ７６ ７４ －１５ －２１ １２４ １３１ －５７ －６１
４１２８ １２１ １９５ １９６ ７６ ６９ ２８３ ２９８ －０２ －２９
７２４１ ２３６ ３１１ ３１６ １９１ １８３ ３４６ ３７２ １４３ １３４

２２３显著性检验因迁站佛坪７月月平均气
温与其历史序列值相比出现了显著性差异。
２３风
２３１结果由表３可看出，佛坪新址的２ｍｉｎ
月平均风速都小于旧址的相应值，１、４、７月新旧
站址２ｍｉｎ月平均风速差值绝对值分别为０６、
０８、０５ｍ燉ｓ，４月绝对差值最大。新旧站址３个
月最多风向都为静风，但新址静风频率远高于旧
址的静风频率，１、７月尤为明显；次多风向及出

现频率７月新旧站址相同，４月次多风向相差
１８０°，出现频率新址低于旧址２％，１月次多风向
不同，新址次多风向频率低于旧址８％。
２３２原因分析根据研究［２］，在平坦开阔地
区，近地层风速随高度的垂直分布可采用对数率
模式，即

爺＝爺１ｌｎ牂－ｌｎ牂０ｌｎ牂１－ｌｎ牂０，

表佛坪新旧站址风向风速对比

月
份
２ｍｉｎ平均风速燉（ｍ燉ｓ） 最多风向 最多风向频率燉％ 次多风向 次多风向频率燉％

新址 旧址 新址 旧址 新址 旧址 新址 旧址 新址 旧址
１ １４ ２０ Ｃ Ｃ ４６ ３３ ２次 Ｎ １５ ２３
４ １７ ２５ Ｃ Ｃ ４５ ４２ Ｓ Ｎ １６ １８
７ １２ １７ Ｃ Ｃ ５４ ３９ Ｓ Ｓ １９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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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站与自动站测墒差异及原因分析
董亚龙

（铜川市气象局，陕西铜川７２７０３１）
摘要：用铜川气象站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００９年８月人工测墒结果和河南产ＧＳｔａｒ－Ⅰ自动土壤水分
探测仪测定结果对比分析，发现人工测墒与自动测墒结果各层次在秋季表现为正差值，春季正负
差值均有，规律不明显，夏季表现为负差值，平均绝对差值在１５％～２０％之间；秋季０～２０ｃｍ差
值比较接近，４０～５０ｃｍ差值有增加趋势，夏季差值随深度有减小趋势；人工与自动测墒差值绝对
值在０％～２０％之间概率为５４％～６６％，＞３０％概率在１１％～１４％。应重视自动测墒仪器的校对、
订正，为干旱服务提供更科学的基础数据。
关键词：人工站；自动站；测墒结果；差异分析
中图分类号：Ｐ４１２１ 文献标识码：Ｂ

铜川于２００８年８月底建成土壤水分自动监
测站，设备采用河南产ＧＳｔａｒ－Ⅰ型自动水分探测
仪，投入使用１ａ，发现探测数据和人工观测数据
差异很大，给日常服务工作造成很大困惑，对比
分析两者１ａ的探测结果，试图找到差异规律和
产生差异的原因，提高测墒结果的可靠性和可使
用性，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好的干旱决策服务。

２００９年探测设备的参数修改过。２００８年秋季
探测资料为参数修改前的数据，２００９年春季、夏

季资料为参数修改后的数据。因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正式向中国气象局上报土壤水分资料，因此所用
资料是试验性的，分析是探索性的。
资料和方法
１１资料来源

选取铜川气象站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００９年８月
土壤自动探测仪测墒结果和同期人工测墒结果，
采用统计分析、概率分布等方法对比分析。

人工测墒采用烘干称重法，观测地段在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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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爺为牂高度处的风速，爺１为牂１高度出
的风速。牂０为下垫面的粗糙度，在平坦地面最低，
牂０＝０００１ｃｍ，而在城市最高牂０＝２００ｃｍ，在市
镇次高牂０＝１００ｃｍ。

风速与高度及粗糙度有关。佛坪新址位于城
区，建筑物较多，增大了地面粗糙度，建筑物阻
挡气流，并在其背风面形成湍流，从而使风速减
小；风速在近地层随海拔升高而增大，佛坪新址
海拔低于旧址２６０５ｍ，从而导致新址风速明显
小于旧址，新址静风频率远高于旧址。
２３３显著性检验佛坪因迁站４月２ｍｉｎ平
均风速与历史序列值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佛坪迁站后新址气压明显高于旧址；新址月

平均气温高于旧址；新址月平均风速小于旧址，新
址静风频率远高于旧址的静风频率。因站址迁移，
佛坪站气象要素均一性遭到破坏，气压２００１年
４、７月平均值与历史资料同期相比有显著性差
异；７月月平均气温、４月２ｍｉｎ平均风速有显著
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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