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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实现气象要素的自动观测以来，观测方式

的改变使测报错情的类型与以往有较大区别。
编报错误
１１重要天气报中的ＧＧｇｇＷ０组出错

（１）１ＲＲＲＲ组
陕西省规定，凡日降水量（２０—２０时，北京

时）≥００ｍｍ时，基本站（基准站）在次日０８时
需编发１ＲＲＲＲ重要天气报，故在ＧＧｇｇＷ０组中
Ｗ０应为１，但在ＯＳＳＭＯ软件中，常常自动编发
为０。０８时观测员在编发完天气报后，再编发重

要报，未注意Ｗ０的正误，致使发报错。
处理方法人工干预将Ｗ０修改为１。
（２）９５ＶＶＶ、９５７ＷＷ组
由于启动重要天气报后，读入窗口的初始时

间取自计算机系统时间，一些观测员常忘记修改
为重要天气出现时间而导致ＧＧｇｇＷ０中的ＧＧｇｇ
编发错误。特别是９５ＶＶＶ、９５７ＷＷ所报的视程
障碍现象由前一日持续到本日２０时后的，或白天
守班台站视程障碍现象由夜间持续到０８时后的
ＧＧｇｇ（夜间未发报），应编发为２００１或０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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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６谨慎使用移动存储设备针对移动存储
设备的使用，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做
好移动存储设备使用前的安全扫描和病毒查杀，
也能减小病毒、木马等恶意代码的危害性。
３３７提高系统属性安全控制严格控制系统
属性权限，比如：限制关键目录和文件的删除权
限；严格控制具有修改、查看、删除权限的登录
用户；限制对系统关键的ｄｌｌ文件、注册表信息、
执行文件、隐含文件、共享文件的属性修改等。
３４完善管理机制

当气象短信系统网络受到攻击或威胁时，没
有健全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会失去气象短信信
息安全的可控性；当安全事故发生后，没有相应
的应急预案，就无法追踪攻击来源及依据，在第
一时间恢复系统正常运行。因此，建立和完善气
象短信系统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方案，使气象短
信系统网络安全工作有据可循。同时还应建立常

态化安全培训机制，不断提高管理员的安全责任
意识和技术水平，组织操作人员系统学习网络安
全知识，提高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尽量避免因
操作人员的误操作导致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
结语

目前，陕西气象短信用户已超过百万，保证气
象短信业务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显得愈加重要。随
着网络应用的不断发展，计算机病毒形式及传播途
径日趋多样化，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复杂化。只有将
技术把关、完善设备、严格制度、规范操作等紧密
配合，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防护体系，才能确保
气象短信业务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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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承担发天气报或加密天气报任务，发报时间
较紧，观测员未注意检查时间组是否正确，匆忙
发报造成ＧＧｇｇＷ０中的ＧＧｇｇ编发错误。

处理方法将重要报编报窗口右上角的时间
控制条修改为正确时间。
１２天气报或加密天气报中的雨、毛毛雨和雪量
级出错

在天气报或加密天气报中，雨、毛毛雨和雪
都有量级编报，而地面测报软件目前尚不具备判
断降水量级的功能，因此不管当时降水量多大、连
续或间歇，７ＷＷＷ１Ｗ２中ＷＷ一律编报５０、６０
或７０。有的观测员不熟悉降水量级如何划分，或
仅在气簿－１的ＷＷ栏记录正确，而不注意校对
计算机上ＷＷ编码是否正确，未进行人工干预，
造成７ＷＷＷ１Ｗ２编发错误。

处理方法编报降水量级的参考量，一般为
小时降水量００～２０ｍｍ编报小雨，２０～４０
ｍｍ编报中雨，大于４０ｍｍ以上编报大雨。根据
不同的地区和站点参考量应有区别。对连续性降
水或间歇性降水的划分，可参考《地面气象电码
手册》［１］。观测员应根据当时的天气实况和连续观
测综合判断，并在值班日记中简单描述。判断量
级后，还需注意对测报软件的人工干预。
１３大风起止时间出错

自动观测方式下，大风的起止时间记录与人
工观测方式有很大区别，在日常工作中因大风起
止时间记录错误而导致发报错误仍比较常见。

处理方法在自动站采集正常时，可按
ＦＪｔｘｔ文件记录大风的起止时间。即在ＦＪｔｘｔ文
件中，风速大于或等于１７０ｍ燉ｓ的第一次出现时
间即为本次大风现象的开始时间，风速小于１７０
ｍ燉ｓ的对应时间减１５ｍｉｎ为一次大风现象的终
止时间。ＦＪｔｘｔ文件采用滚动方式存贮，最新一
次数据存放在第一条记录。但若ＳＡＷＳＳ采集不
正常，会导致ＦＪｔｘｔ文件记录不正常，为避免漏
记大风现象，观测员必须随时注意监测大风数据。
记录失真
２１雨水飘进百叶箱或采集器造成记录失真

此类情况多发生在恶劣天气下，一般是大雨

夹狂风，大风吹开了百叶箱门或采集器箱门，雨
水灌进箱内。但观测数据仍会正常显示、卸载及
上传，易造成观测员麻痹大意。如果仔细审核，会
发现部分观测数据失真。当出现此类情况时，须
对数据进行质量控制，否则会造成连续数小时的
数据失真。

处理方法雨水灌进百叶箱，用干抹布擦干
箱内，更换温湿度探头内的滤纸；雨水灌进采集
器箱体，应关闭采集器，用电吹风吹干后重新启
动。这两种情况都应在随后的数小时内密切关注
数据的变化。因此在判断将有恶劣天气发生时，应
提前扣紧百叶箱、采集器箱门，防患于未然。
２２安装、检定仪器等造成记录失真

此类情况主要是在更换仪器或检定仪器后。
按照规定，自动站仪器每两年检定一次，检定仪
器应尽量避开正点观测时间。但是某些仪器的检
定，需要较长时间，比如：检定浅层和深层地温
需挖开土层，检定完毕后重新填土掩埋，此时因
填土时破坏了原来的土层，自动观测的地温会发
生跳变，需要稳定一段时间后数据才会恢复正常。

处理方法在浅层和深层地温检定仪器后３
～５ｈ内，当判断其不正常时，用人工定时观测记
录代替，不能代替的可对该层地温按缺测处理。非
定时观测时次也可在正点进行人工观测，以保证
记录的完整。
２３电磁干扰造成观测值跳变

自动气象站的工作原理是电子感应元件感应
气象要素值的变化，经过处理后转换为相应的数
值。因此如果观测场附近有较大功率的发射机、电
焊作业等干扰，易引起电子感应元件的跳变，从
而影响观测数据。此类情况较为隐蔽，一般不会
造成所有观测值发生跳变，多是部分数据异常。

处理方法在判断有异常后，应首先用人工
观测记录代替，不能代替的如果符合内插要求的
按内插处理，前两者均不符合按缺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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