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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气象台站历史沿革信息存在的问题
王小宁，刘芳霞，李亚丽

（陕西省气象信息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依据《气象台站历史沿革数据文件格式（ＱＸ燉Ｔ３７—２００５）》，制作陕西地面、高空气象
台站历史沿革数据文件，对陕西省气象台站历史沿革档案状况和历史沿革信息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分析，发现陕西台站历史沿革信息主要存在：对台站位置的变化记录不详细或记录错误、台站周
围障碍物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全、观测仪器记录不详细或没有记录、台站沿革有关记录相互矛盾等
问题，造成台站沿革数据不完整，使资料的利用存在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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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台站历史沿革，就是台站观测业务的变
动情况，是气象观测记录数据的重要背景信息，是
了解气象数据、管理气象数据、应用气象数据所
必须的基础信息。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和许多
国家都十分重视气象台站历史沿革信息的收集、
存档和利用，并成为国际间气象数据交换所必须
提供的元数据重要内容之一［１］。在我国，气象台站
沿革数据作为气象资料序列均一性检验和订正的
重要依据，越来越被气象部门内外广大气象资料
用户和业务管理者关注。
气象台站历史沿革数据文件简介

按照《气象台站历史沿革数据文件格式（ＱＸ燉
Ｔ３７－２００５）》，气象台站历史沿革数据内容包含
１７项，即台站名称、区站号、台站级别、所属机
构、台站位置、台站周围障碍物、观测要素、观
测仪器、观测时制、观测时间、守班情况、观测
记录、观测规范等的变化沿革情况。气象台站历
史沿革数据文件简称“Ｌ文件”，为文本文件。按
行标要求，“Ｌ文件”文件命名由数据代码（地面
ＬＤ、高空ＬＧ、辐射ＬＲ）、区站号（ＩＩｉｉｉ）、专用
标识码（ｘ）和开始结束年份标识
（Ｙ１Ｙ１Ｙ１Ｙ１Ｙ２Ｙ２Ｙ２Ｙ２）组成。

气象台站历史沿革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类

原始记录报表、观测簿、自记纸和各类台站档
案，例如地面台站历史沿革数据主要来源于地
面气象观测记录月报表（气表－１～气表－８）、
年报表（气表－２１～气表－２５）、观测记录簿、自
记纸、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文件（Ａ文件、Ｙ文
件）等。
陕西省气象台站历史沿革档案状况

２０００年前，全国共进行４次气象台站历史沿
革档案整理。陕西省气象档案馆现存台站沿革档
案资料有：１９５３年的台站工作情况表、１９５６年的
气象台站登记证（观测部分）、气象台站历史沿革
表（观测部分）、１９６４年的气象台站登记证、气象
台站历史沿革表、１９８３年的台站档案。１９８３年后，
全省没有系统地整理过台站档案，只是个别地市
对１９８３年后的台站档案做了续加。

２００３年，按照２００２年中国气象局下发的《中
国气象台站历史沿革数据文件格式标准（试行）》
制作了原２０个国家站的台站历史沿革数据文件，
这些数据文件与２００５年的《气象台站历史沿革数
据文件格式（ＱＸ燉Ｔ３７－２００５）》要求有较大出入。
２００９年，按照“ＱＸ燉Ｔ３７－２００５”行业标准，制
作了原８０个国家一般站和４个高空站的台站历
史沿革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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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气象台站历史沿革信息存在问题
采集一般站台站历史沿革数据信息时，发现

存在问题较多，由于历史原因，很多问题无法补
救，使台站历史沿革数据缺乏完整性，给数据的
利用带来缺憾。

（１）台站名称。由于台站名称变化较多，有
些报表上的名称和公章不一致，又找不到变化的
依据，这时就要将几种报表封面上前后几个月的
名称同时进行比较做出判断，确定其正确的名称。

（２）台站位置。对台站位置的变化记录不详
细或记录错误。台站位置的变化主要是依据经纬
度和海拔高度的变化来判断。有时报表上的台站
地址改变了，但台站经纬度和海拔高度没有改变，
有时经纬度和海拔高度改变了，但台站地址没有
变化，也没有观测场变动的记载。对于这两种情
况要综合考虑，台站地址改变了，其经纬度和海
拔高度没有改变，可能是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引
起的；台站经纬度和海拔高度改变了，其地址没
有变，有两种可能，一是台站经纬度和海拔高度
的测量方法改变了，二是报表封面经纬度误写。报
表封面经纬度误写的情况很普遍，特别是２０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

（３）台站周围障碍物。台站周围障碍物指的
是观测场周围影响观测要素代表性的障碍物，
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４年的台站登记证记录较全面，但之
后观测场周围障碍物的形成及消失的记录情况，
全省大多数台站都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全。对于没
有记载或记录不全的只能做“不明”处理。

（４）观测要素。开始和结束时间记录不清楚。
例如气象要素在观测簿和报表上的开始时间不一
致，一般是观测簿时间早于报表时间，这种情况
以观测簿上的时间为该要素的开始时间。人工站
和自动站平行观测期间以资料正式使用时间作为
要素的开始、结束时间。

（５）观测仪器。观测仪器的名称、型号、生
产厂家、安装高度、更换时间等记录不详细或没
有记录。气象要素观测所用的仪器非常重要，会
直接影响观测数据的准确性。２０世纪６０至８０年

代仪器生产厂家几乎全为简写，无法确定是哪个
厂家；仪器更换时间好多站没有精确记录到日，有
的到年、有的到月。陕西省大部分地面台站从
１９６５年前后至１９７８年，地面报表都没有记录观
测仪器的任何信息，报表封底空白。

（６）观测要素的开始、结束时间和使用仪器
的开始、结束时间矛盾。有气象要素就应该有观
测该要素的仪器，如果该时段没有仪器记录，相
应时段仪器以“？”表示。

（７）台站沿革有关记录相互矛盾。有些台站
记录在不同载体中相互矛盾。例如气象台站沿革
记录除了气象记录报表和观测簿以外，还有台站
档案、台站登记册、台站沿革表等记录，地面一
些台站沿革历史记录在相应的月报表（气表－１）、
年报表（气表－２１）、台站档案记载不一致，对这
种情况，原则上以月报表（气表－１）的记录为准，
２０００年后的沿革记录以年报表（气表－２１）为准。
高空台站沿革历史记录在相应的月报表（高表－
１、高表－２）、台站档案记载不一致时，原则上以
月报表（高表－１、高表－２）记录为准。
结语

为了进一步完善气象台站历史沿革信息的收
集、存档工作，管理部门应规范台站沿革信息的
记录内容和要求，健全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台
站应按规范要求，制作报表文件时，对台站位置、
环境、周围障碍物、观测仪器等的变动情况及时、
详细记录，保证台站沿革信息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建立科学、有效的气象台站沿革信息编报、存档
业务流程，开发相应软件，从地面月报Ａ文件、年
报Ｙ文件、日射Ｒ文件等观测数据文件中自动采
集沿革信息，实现气象台站历史沿革数据文件的
自动追加和归档。建立气象台站历史沿革查询系
统，实现台站沿革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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