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４３５４（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３３－０３

酸雨月数据文件质量控制方法
妙娟利１，杨家锋２，李亚丽１

（１陕西省气象信息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２陕西省大气探测技术保障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酸雨观测是大气特种观测业务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一项基础性的业务工作。酸雨观测数
据能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大气环境监
测方面日益增加的需求，是研究酸雨时空分布
及变化趋势的依据。２００６年起，陕西省气象部
门酸雨观测站点从西安１个国家站增加到１５
个站。酸雨月数据文件的质量控制，对确保酸
雨观测数据可靠、准确非常重要。本文总结了
酸雨月数据文件的质量控制方法，便于台站业
务人员提高酸雨观测质量。
酸雨观测资料

酸雨观测资料数据文件，是观测站一个月内
酸雨观测资料的集合，命名为Ｓ文件，它涵盖了
酸雨观测记录簿中所记录的全部内容。

Ｓ文件由台站参数、观测数据和附加信息三
部分构成。台站参数记录的是台站基本信息，包
括区站号、经纬度、海拔高度、测站类别和夜间
守班情况、采样方式、年、月。观测数据由月统
计数据和逐日观测数据两部分构成。附加信息部
分由附加参数、现用仪器和备注三个数据段组成。
质量控制方法
２１设置质量控制参数

质量控制参数用于设置降水样品ｐＨ值，电

导率（Ｋ）值测量时站内、站外复测的界限值，是
酸雨观测测量中进行质量控制的重要依据之一。
站内复测界限值每年年初从前３ａ的酸雨观测资
料中统计得到。站外复测界限值，由各站依据历
年极值设定。

ｐＨ值站内复测界限值包括上限值和下限
值，挑取时根据各站平均年降水日数确定。上限
值挑取：平均年降水日数５０ｄ以上的地区，选取
前３ａ的所有降水ｐＨ值中的第５位极高值［１］；平
均年降水日数２０～５０ｄ的地区，选取前３ａ的所
有降水ｐＨ值中的第３位极高值；平均年降水日
数少于２０ｄ的干旱地区，选取前３ａ的所有降水
ｐＨ值中的最高值。下限值挑取：平均年降水日数
５０ｄ以上的地区，选取前３ａ的所有降水ｐＨ值中
的第５位极低值；平均年降水日数在２０～５０ｄ的
地区，选取前３ａ的所有降水ｐＨ值中的第３位极
低值；平均年降水日数少于２０ｄ的干旱地区，选
取前３ａ的所有降水ｐＨ值中的最低值（Ｋ值界限
值挑取方法同理）。

例如：某酸雨观测站年均降水日数大于５０ｄ，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极值统计如表１所示，则依据表
１可以将该站２０１０年度ｐＨ值站内复测上限设置
为７２６，下限设置为４２３。

表某酸雨观测站年度ｐＨ值站内复测上下限
年份 前５位极高值 前５位极低值
２００７ ８００，７５１，７２６，７２０，７１１ ３４６，３９９，４０９，４３２，４３５
２００８ ７５４，７２２，７１５，７０４，７０３ ４２３，４５０，４５０，４６１，４６４
２００９ ７３１，７２５，７１３，６９２，６８９ ４０１，４５８，４６４，４８０，４９２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８００，７５４，７５１，７３１，７２６ ３４６，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９，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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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台站参数审核
台站参数存入数据库ＯＳＭＡＲＬｉｂｍｄｂ中，

审核时酸雨软件审核程序将Ｓ文件的首行参数与
台站参数库中的数据一一比较。若在审核中提示：
文件首部参数与台站参数不符，审核员需核实不
符的原因。若是报表参数错误，需核实台站参数
信息，修改Ｓ文件首行错误记录；若确因站址迁
移、测站类别等而引起的参数变化，则需对软件
中参数重新设置。
２３观测数据审核
２３１ｐＨ值、Ｋ值日数据主要针对ｐＨ值、Ｋ
值两大降水特性指标以及降水的常规项目等审
核。报表中“ｐＨ值”栏的读数是降水样品ｐＨ值
的第１、２、３次初测读数及平均值，“Ｋ值”栏的
读数是降水样品Ｋ值的第１、２、３次初测读数及
降水样品２５ｏＣ时的平均值。审核时注意：所测出
的ｐＨ值、Ｋ值是否超出当年台（站）内、外复测
上、下限的范围，若超出此范围必须认真分析原
因，查看报表第一页“复测情况”栏编码不为
“０”，备注栏应注明是台（站）内复测还是台
（站）外复测值。对于超出站内复测的ｐＨ值、Ｋ
值，应结合此次降水过程的天气系统和气象条件
进行分析。如陕北春季多沙尘天气，在沙尘天气
过境时，测量的ｐＨ值较大；如果没有特殊天气，
测量的ｐＨ值较大，则要结合距离较近的站点测
量值进行对比，判断是真值还是由于仪器故障或
人为而导致的该记录不可用。
２３２风、降水、天气现象风向、风速栏对应
采样日界内１４、２０、０２、０８时的自记风向、风速。
当自记风向、风速缺测时，用定时观测的风向、风
速代替，不得空白。降水量栏填写降水样品所对
应时段内雨量定时观测降水量。天气现象符号，以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２］规定为准。
２３３月统计值ｐＨ值月最大、月最小和出现
日期等相关项目均由软件自动挑取。若月最大ｐＨ
值出现２次或以上时，则挑取和记录降水量最大
的一次；若降水量也相同，则挑取和记录降水时
段最长的一次（月最小ｐＨ值和出现日期的挑取
方法同理）。因此，审核月统计值，人工审核降水
量和降水时段必不可少，这２项指标的数值应与

气表－１中对应的数据一一校对。
２４附加信息审核
２４１附加参数附加参数记录台站Ｓ文件从
制作、预审到传输中的附加信息。报表制作中，附
加信息填写项目最容易忽略。其中，省（区、
市）名、档案号、台站名和地址从台站参数库中
自动导入，只要台站参数设置正确，即可确保这
几项无误。除上述几项外，台（站）长、报表输
入、校对、预审等人员姓名及传输日期需要在制
作过程中手工录入，如某项空白或错误，则在审
核过程中提示封面格式错误的信息。传输日期的
填写尤为重要，很多站存在出站报表传输日期错
误的情况，主要表现为月份错误，如２０１０年１月
报表传输日期为２０１０年１月５日（正确应为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到５日）。
２４２现用仪器栏“现用仪器”栏记录观测中
所使用的仪器情况，应逐项对各项记录复查。初
次安装或更换ｐＨ计、电导率仪，“现用仪器”栏
需记录仪器的型号、编号、购置时间、使用时间、
开始使用（更换）日期等。为避免由于ｐＨ计的复
合电极老化影响测量的准确性，须在每年４月定
期更换复合电极。电导率仪的电导电极正常使用
期为２ａ，到期必须更换。
２４３其它项目观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及有
关特定情况，必须如实在报表“备注”栏中予以
填写、记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１）《酸雨观测
站环境报告书》的上报；（２）标准缓冲溶液的配
制、启用和停止使用；（３）降水样品的延时测量；
（４）降水样品过少弃样；（５）降水样品异常；
（６）降水样品的保存和运送情况；（７）复合电极
的更换、启用、活化情况；（８）测温探头的校准
及其结果；（９）ｐＨ值读数不稳定情况；（１０）站
内与站外复测ｐＨ值、Ｋ值；（１１）电导电极常数、
启用和更换情况；（１２）纯水Ｋ值的测量结果；
（１３）ｐＨ计和电导率仪的仪器送检、送修和更换
新仪器的情况；（１４）其它应当备注的情况。预审
时应根据规范规定逐项检查以上情况在“备注”栏
中有无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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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共用接地技术要求及常见问题简析
刘兴元１，胡琪１，杨东亮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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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介绍共用接地技术的几种形式及各自优缺点，针对共用接地措施在实际设计施工中
存在的误区和常见问题，探讨和分析共用接地的技术要求及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共用接地；地电位反击；安全距离
中图分类号：Ｐ４２９ 文献标识码：Ｂ

现代防雷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接闪、分流、
均压、屏蔽、接地、合理布线等技术措施。随着
城市发展，建筑物间的距离不断变小，防雷接地
（包括直击雷接地和感应雷接地）与工作接地、安
全接地、屏蔽接地、防静电接地、设备接地等无
法保持有效的安全距离，而共用接地技术能较好
地实现各接地间既保证安全距离又防止地电位反
击和相互干扰的目的。通过分析探讨共用接地常
见技术问题及解决方法，以期为实际工作提供参
考。
共用接地的方式及其优缺点

共用接地是将需要接地的各系统连接到一个
接地网，使之成为线路相通、共用一个接地装置
的统一线路。共用接地有多点接地和单点接地两
种方式。多点接地是指将不同系统、设备或功能
的接地分别用专用引线连接到接地端子或接地母
线的不同点位。单点接地是将不同系统、设备或
功能的接地引线连接到接地母线的同一点。多点
接地的优点是以多个线路同时泄流，并以最短路
径接地，减少泄流时间，有效抑制因电容效应产
生的干扰；单点接地方式则能消除公共阻抗耦合
和低频接地环路引起的干扰，适用于低于１ＭＨｚ

频率的干扰。
共用接地技术要求
２１抗干扰能力

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共用接地都存在不同程
度的干扰，因此首先应根据需要接地的系统和引
入共用接地的其它系统的工作频率、电平、环境、
电磁兼容能力等因素综合考虑，选择单点或多点
接地方式，达到最有效的抗干扰能力；其次各接
地引线应合理布线，两个接地引线包围的面积应
最小，敷设的平行引线有条件的应有效隔离或绞
绕，降低耦合干扰；对防雷接地地电位反击风险
较大、抗干扰能力较弱的共用接地系统，可安装
瞬态均压设备，使不同系统的接地在常态下保持
隔离状态，降低干扰，在雷击高电位引入的瞬间
使不同系统的接地实现均压。
２２防高电压反击能力

雷击高电位引入共用接地网，在引入点与其
它系统的接地点间易产生高电压，造成地电位反
击，致使接地设备击穿损坏，导致系统瘫痪等严
重后果。为了防止雷击高电位对系统和设备的反
击，不同性质、不同种类、不同耐冲击过电压能
力及抗扰度的接地各自均应采用多点接地，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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