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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降水异常数据审核及处理实例
妙娟利１，李亚丽１，杨家锋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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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水数据的审核和记录处理最易出错，主要
分两类：①地面气象测报业务软件未审出，需人
工判断；②预审员对错误或可疑信息处理不当。
降水与天气现象开始时间矛盾

某站２００９年９月Ｊ文件省级质量控制后提
示错误：１３日降水与天气现象开始时间矛盾。查
数据文件，该日Ａ文件备注栏空白，Ｊ文件０８：
１６、０８：１９各有０１ｍｍ降水量，雨开始时间为
０８：２０。雨量传感器正常，前面数天无降水，分
析判定属值班员责任心差，值班期间未严格守班，
漏记天气现象开始时间，造成矛盾记录。故１３日
雨的开始时间按缺测处理，备注栏注明缺测原因。
自动站雨量传感器故障
２１整个降水时段传感器故障

绥德站２０１０年６月数据文件质量控制后无
误，人工审核Ａ文件附加信息部分，１６日备注因
雨量传感器故障，降水记录异常，１５—１６时小时
和分钟降水用人工遥测雨量记录代替。查１６日Ｊ
文件，１５：３３有１９ｍｍ降水量，是人工遥测雨
量计值。这种处理似乎符合规范规定，自动站降
水记录异常时，用其他雨量计的自记记录代替，实
际在处理自动站降水数据时要考虑Ａ、Ｊ文件的
一致性。《地面气象观测技术问题解答２００６年１
号》中有自动气象站降水记录不正常时，该时段
的小时降水量用雨量自记记录代替，分钟降水做
缺测处理。该日记录正确处理为：Ａ文件维持原
记录，Ｊ文件以降水开始时间为准，从１５：２５—１６：
００按缺测处理并在备注栏注明。
２２部分降水时段传感器故障

宜川２０１０年７月数据文件质量控制后无误，

人工审核Ａ文件附加信息部分，１５日备注：１０：
００—１２：５１雨量传感器因漏斗堵塞致记录异常，
人工站雨量计也异常，１１—１３时小时和分钟降水
记录缺测。据《地面气象观测技术问题解答２００６
年１号》，自动站出现漏斗堵塞，若自动站记录的
过程总量与人工雨量筒观测的量的差值百分率与
其正常时相当，按正常处理。当日自动站降水过
程总量为１３２ｍｍ，人工雨量筒观测的量为１３４
ｍｍ，两者相差１５％，在允许范围之内。故可按
上述解答处理此记录，Ａ文件１５日１１—１３时记
录漏斗堵塞过程总量，Ｊ文件分钟降水做缺测处
理，并在备注栏注明。
降水结束仍有降水量

富县２００９年８月Ｊ文件省级质量控制后提
示错误：１６日１４：３５的０１ｍｍ降水量与天气现
象矛盾。查天气现象，１６日０９：４３—１３：４８记有
阵雨。据《地面气象观测技术问题解答２００６年１
号》，降水现象停止后，仍有降水量，若能判断为
传感器翻斗滞后，且滞后时间不超过２ｈ，可将该
量累加到降水停止的分钟和小时时段内。故该记
录应做以下正确处理：Ｊ文件１４：３５的０１ｍｍ删
除，记入１３：４８，Ａ文件中删除１４—１５时降水量，
记入１３—１４时，并在备注栏注明。
小时降水量为空而分钟降水有缺测符号

府谷２０１０年５月Ｊ文件省级质量控制后提
示错误：１３日０３—０５时、０７时小时降水量为空，
而分钟值有缺测符号。查数据文件，Ａ文件天气
现象栏空白，Ｊ文件相应时段有缺测，记录矛盾。
按照分钟降水和小时降水必须与天气现象相匹配
的原则，正确处理为：删除０３—０５时、０７时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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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住宅小区防雷设施调查分析
杜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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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设施现状及潜在危害
２００９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２月，对西安市未接

受防雷检测的居民住宅小区建（构）筑物防雷装
置的外观进行抽样调查。发现住宅楼顶的避雷针、
避雷带等接闪器受损情况严重，部分防雷设施被
任意更改，使居民住宅楼被雷击的风险增加。８６
个小区中有６８个小区的防雷设施存在安全隐患，
占７９％，甚至有些小区同时存在多种问题。存在
问题有：①部分建筑物的防雷关键区未在防雷装
置保护范围之内，此类问题占１５％；②屋顶（屋
脊）避雷带（钢筋、扁钢）断（裂）开，占４０％；
③避雷带倒覆、锈蚀、支持架脱焊，占８０％；④
违规在避雷带上附着入户的金属线缆等，占
２５％。还有，个别业主在屋顶上增设大型金属物
体，如自行改（扩）建（金属）棚房，且未采取
任何防雷措施，占２０％；架设太阳能集热器、天
线，其高度高出避雷接闪器，占３０％。

安装在楼房顶面的接闪器，其架设高度、分
布位置、材质规格、牢固程度等都有严格的技术
要求，任何一项出现问题，均可导致防护失败。避
雷带上附着其它金属线缆，雷电流有可能沿线缆
窜入室内，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毁。屋顶上任

意自行改（扩）建（金属）棚房，架设天线、太
阳能集热器等大型金属物体，且无防雷技术措施，
使住宅楼被雷击的风险增加，导致防雷接闪器不
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更危险的是，不仅这些金属
物体可能遭受雷电袭击，而且还会殃及室内人员
和设备。
防雷安全隐患原因分析

造成居民住宅小区建（构）筑物防雷安全存
在隐患的原因：①小区物业管理层对防雷减灾的
重要性认识不足，拒绝防雷电安全定期检测，致
使雷灾隐患没有及时发现和整改；②住宅小区建
设时，个别建筑物防雷装置存在设计、施工缺陷；
③受雷击等自然因素影响，避雷装置出现断裂、脱
焊、锈蚀等问题；④部分住宅小区房顶的防雷设
施被业主任意更改，甚至损坏；⑤小区物业员工
对防雷装置及其重要作用了解不够，致使日常维
修、维护楼房时，避雷装置受到损坏，且得不到
及时有效地修复；⑥业主和物业人员防雷意识淡
漠，在屋顶架设太阳能热水器、天线、供电、通
信线路等，或对原有建筑改建、扩建，未按有关
防雷技术标准和要求采取相应的防雷避险措施；
⑦相关物业收费政策规定不明确，住宅小区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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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的缺测符号，并在值班日记上注明即可。
结语

预审员和测报员要严格依据《地面气象观测
规范》和相关的技术解答处理记录。要杜绝出现
异常降水记录，测报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责任心，值班期间严格守班，加强业务学习，提
高业务水平，在班内对不正常记录及时在月基本
数据库文件（简称Ｂ文件）中维护；预审员利用
机审的同时，人工审核记录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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