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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维护要点
１１根据天气状况，及时擦拭切割头组件

采样器属于室外工作仪器，累积的气溶胶粒
子及沙尘、降水等天气都会对仪器性能及采样的
精准度产生影响。不及时清除，累积的气溶胶粒
子和沙尘天气会导致采样结果失真；持续较长的
降水会使采样器内湿度增大，易导致滤膜受潮、颗
粒物变性。以泾河大气成分站为例，由于地处工
业开发区，空气污染较严重，为了确保采集结果
的真实性，每三个月应清洗一次切割头组件；遇
沙尘天气频发的季节或连阴雨天气，根据实际情
况缩短清洗周期。

清洗步骤为：①用低尘擦拭纸擦拭过滤网、防
变型圈、滤膜托、切割头连接组件等；②用酒精
棉球擦洗切割器、撞击盘并自然晾干；③切割器
清洗干净后，每次取少量硅酮用汽油按１∶２的比
例稀释，再用滴管滴入撞击盘内。
１２采样过程中遇降水天气时的处理方法

采样器不具备防雨功能，故在采样过程中如
遇降水天气，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以防止
采样器进水：雨强较小时，采样器可继续工作；雨
强较大且判断为长时间的连续性降水时，为防止
采样器进水，应立即停止采样并将采样器收回室
内，采样滤膜废弃；雨强较大且判断为阵性降水
时，可暂停采样并将采样器收回室内，待降水停
止后继续采样（一般情况下，暂停时间不应超过
４ｈ）。

若采样器不慎进水，应立即关闭仪器，查看
流量计和进气管是否进水。若少量进水，用吸耳

球吸出，自然晾干即可；若进水较多，可用电吹
风吹干，直到流量恢复正常。
１３滤膜的存放

由于采样用滤膜为石英纤维滤膜，质地轻脆
易碎，故应将其密封置于专用冰箱冷藏室内，防
止受外界温度、湿度等气象条件影响，发生破裂
等情况。
１４仪器采样期间的日常巡视

采样期间，应定时巡视采样器。台站可根据
实际情况灵活安排时间，但应保证上、下午各巡
视一次。巡视过程中，应做到：①仔细辨别仪器
运行时是否与支架撞击，若有，应检查仪器是否
固定牢靠；②注意观察仪器前面板的流量指示是
否在５Ｌ燉ｍｉｎ，若小于５Ｌ燉ｍｉｎ，应全面检查流量
器、进气管和橡皮胶囊，逐一排除是否有破损现
象；③用手掌轻触机身，若持续轻微震动，表明
工作正常；④记录每次采样的开始、结束时间及
累计工作时间，确保每次采样时间不少于１８ｈ。
常见故障及维修

采样器常见故障一般表现为无法正常启动，
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２１橡胶气囊破裂

橡胶气囊破裂漏气常引起仪器无法正常启
动。因此，首先应判断橡胶气囊是否完好，若发
现其轻微破裂，可用５０２胶水粘合即可；若因橡
胶老化而引起的气囊破裂，应更换新气囊。
２２电池与仪器接触不良或馈电

电池未安装到位、正负极接反或与仪器接触
不良等都会引起仪器无法正常启动。若电池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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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运行以来，自动站滞后降水量处
理不当一直是许多台站报表不合格的一个重要原
因。本文从加强测报管理、值班员班内及时修改、
日数据维护弥补、月末预审员把关四方面阐述如
何处理好这一问题，确保报表合格。
加强地面测报管理使记录的处理制度化

加强测报管理，尤其加强自动站仪器操作、维
护等方面的管理，杜绝因漏斗堵塞、下水不畅导
致的滞后降水量等现象。若仪器正常情况下翻斗
滞后形成的降水量（一般为０１、０２、０３ｍｍ，
且滞后时间不超过２ｈ），可将该量累加到降水停
止前的最后１ｍｉｎ和１ｈ内，否则将该量删除（参
看中国气象局《地面气象观测规范》技术解答第
１号）。台站可以将这项工作加入到值班工作流程
中，要求观测员尽量在班内处理记录，每日２０时
后进行日数据维护时，要严格检查降水现象与分
钟数据是否矛盾，若存在矛盾，同样遵循上述原
则处理。每月月初上报上月的报表前，预审员要
校对上月所有降水现象和降水分钟数据，把好最
后一关。这样可使记录的处理制度化，为报表合
格打好基础。
班内如何做好滞后降水量的处理

值班期间每小时正点前约１０ｍｉｎ查看自动

观测实时数据是否正常［１］，尤其是在降水结束后，
如果出现了滞后降水量，在正点数据采集完成后，
应及时启动“定时观测”或“天气报、天气加密
报、热带气旋加密报”进行修改。
２１没有天气报、天气加密报或热带气旋加密报
的时次启动“定时观测”

在ＯＳＳＭＯ２００４软件界面中，单击“观测编
报”菜单，选择“定时观测”或点击快捷图标，即
会弹出交互界面，在“其它自动采集数据”表格
中，给出了小时降水量和该小时的降水分钟数据，
若滞后降水没有跨越小时，即该小时有降水现象，
则将降水结束后的降水量移至降水结束前的最后
１ｍｉｎ。具体操作方法：点击有滞后降水的单元格，
“剪切”（或删除）降水量，然后点击降水结束前
的最后１ｍｉｎ的单元格，将滞后降水量“粘贴”
（或输入），“保存”即可。若该小时内没有降水现
象，即滞后降水跨越了小时，如果该量出现的时
间已经超出降水结束时间２ｈ，则将小时和分钟
降水量均删除；如果未超过２ｈ，还要再一次启动
降水结束的那１ｈ的“定时观测”，将该量添加到
降水结束前的那１ｈ的最后１ｍｉｎ。例如降水结束
时间为１１：３６，在１２：５０检查自动站实时采集数
据时发现“小时累计”降水量为０１ｍｍ，应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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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仪器仍不能正常工作，则可判断为电池馈
电，应立即更换电池。
２３气温过低导致仪器不能正常启动

外界气温过低也会影响仪器正常启动。当气

温在０ｏＣ左右时，橡胶气囊僵硬，不能带动抽气泵
抽取空气，采样器无法启动。遇此情况，可等气
温回升，气囊正常后再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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