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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站异常记录处理二例
自动站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文件（以下简称Ａ

文件）是由一个站的台站参数、观测数据、数据
质量控制码和附加信息构成。Ａ文件易出现异常
记录，本文介绍两例异常记录处理方法。

实例１
某县站２００７年８月自动站Ａ文件出现了全

月无偏西风向的情况。在Ａ文件风的统计页，表
现为ＮＥＳ方向有风的统计，ＮＮＷＷＳＳＷ方
向全部空白，偏西风向全月未出现。

原因分析自动站风向的故障比较隐蔽，虽
然风向数据显示正常，但也可能是错误的数据。该
自动站主要是风向传感器光电管因雷击出现故
障，使观测数据严重失真，更换风传感器后，数
据恢复正常。观测员每天要与人工站风向进行对
比，同时要进行自动站风向的目测对比；另外在
制作月报表时要注意“风的统计页”是否存在某
风向全月未出现的情况，如果存在，要查找原因。

处理方法虽风向传感器光电管故障，但风
速正常，该月Ａ文件中２０：０２分钟风向用人工记
录代替，１０ｍｉｎ风向记录用订正后的自记记录代
替，其余时次的２ｍｉｎ风向因无法处理而缺测，并

影响本月和年度风的统计。以上情况须详细备注。
实例２
某县站１１月自动站计算机出现故障，由于更

换计算机前数据无备份，更换计算机后在月末做
Ａ文件时，才发现Ｂ、Ｚ文件不全，造成了自动站
Ｂ、Ｚ部分数据文件意外丢失，后从备份数据中补
全，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原因分析因没有按规定定期对计算机查毒
杀毒，或者没有及时升级病毒库造成的。

处理方法首先用自动站质量控制软件打开
Ｚ文件，查看ＡＷＳＲＴＤ文件中的相应数据是
否正常，对Ｚ文件进行弥补，导入成功后保存形
成完整的Ｚ文件即可。在导入ＲＴＤ数据时，天气
现象无降水时，自记降水量数据易出现缺测的错
误，把缺测符号改为４个空格即可；对于分钟数
据文件也可用自动站质量控制软件从备份ＡＷＳ
ＲＴＤ文件中转换出来，存入分钟数据文件即
可，这样Ｂ文件因为Ｚ文件的完整而完整，由Ｂ
文件转换成的Ａ、Ｊ文件也正确。

（郭小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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