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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班时
（１）检查室内外所有仪器的安置是否正确，

有无破损（包括线缆）。冬季尤其要注意检查冻土
器的安置是否正常，有无漏水，内管有无破损，管
内固定观测结冰用的链子或铜丝、线绳有无断裂，
发现异常及时处理，以免影响０８时观测。

（２）默记当时各人工要素值，通过ＳＡＷＳＳ
中的实时数据与状态窗口或ＯＳＳＭＯ中的日数据
维护窗口，将默记的人工数据与自动站数据对比，
判断自动站运行是否正常。通过大风资料查询窗
口检查值班期间有无大风现象，为校对上班记录
和处理本班记录提供依据。
值班期间

（１）每小时正点前约１０ｍｉｎ一定要查看显
示的自动观测数据是否正常，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避免影响正点数据。通常可通过ＳＡＷＳＳ的实时
数据与状态的基本要素和常规数据窗口，分析判
断数据采集是否正常。在常规数据窗口中，若某
要素不在该要素的可能值或气候极值范围内，则
该数据用红色给出，这时观测员要合理判断该数
据正确与否。当正点数据卸载后，还要通过日数
据维护窗口，与前一时次数据对比，检查数据的
变化是否合理，以判定该小时数据有无异常。

（２）每小时正点前必须巡视人工观测仪器，
保证人工观测仪器正常运转。巡视人工观测仪器
时，默记下各要素读数，以便在每小时自动站正
点数据卸载后，帮助分析判断该小时数据的正常
与否。冬季还要根据天气情况，做好湿球溶冰等

准备工作，以备在天气报（天气加密报）时次，自
动站温湿数据异常或缺测时，用于补测干湿球。

（３）值班中，不能只注意检查正点数据文件
上传情况，忽视数据内容的检查。当打开ＣＮＩＳ，
发现无正点数据上传记录，以为是网络通讯故障，
结果花费不少时间在这些方面检查，延误了时间，
导致正点数据逾限。其实有时是正点数据未正常
卸载，自然也就不会有上传数据记录。因此，观
测员每小时正点后３０ｓ左右，务必打开定时观测
或日数据维护或正点数据查询窗口，检查自动站
当时的正点数据是否存在，是保证自动站正点数
据按时上传的重要环节和有效手段。

（４）定时观测或天气报（天气加密报）处理异
常数据后，应尽量避开参数设定的正点数据文件
上传时间保存，否则易导致死机。
降水观测

（１）有降水时，每小时正点前观测员应注意
巡视雨量传感器漏斗有无堵塞，正点数据卸载后，
注意通过“定时观测”窗口或“日数据维护”窗
口检查降水量是否正常，降水量与降水时间是否
矛盾等。

当出现异常情况或滞后降水量时，应按规定
立即处理；能在“定时观测”窗口处理好的记录，
最好在“定时观测”窗口处理，以保证上传正点
数据的正确性及可用性，且最好在正点后３ｍｉｎ
内完成修改，否则，会以ＣＣＡ形式再上传一次；
在２０时后日数据维护时，还须做进一步的规范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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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当有较大降水，而自动站无记录时，观
测员自然会检查雨量传感器的漏斗是否堵塞，但
有时从盛水器上面看并未堵塞，这时还应检查雨
量传感器底部接水盒出水口是否堵塞，因其堵塞
后，流入的降水量不能及时排出，盒中水满，浮
起翻斗，使其无法翻动，导致自动站无降水记录。

（３）自动站单轨运行后，遥测雨量计仍保留，
每年４月１日—１０月３１日启用，照常换纸，但不
观测，自记纸在自动站正常时也无须整理。建议
台站在０２时（一般站除外）、０８时、１４时、２０时
正点时次观测遥测雨量计计数器读数，并记录在
值班日记中，以便与自动站雨量进行对比。
大风天气现象观测与记录

自动站采集正常时，通过ＳＡＷＳＳ中大风资
料查询窗口查阅大风现象的起止时间，该日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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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ｍ燉ｓ的对
应时间减１５ｍｉｎ，为本次大风现象的终止时间。
ＯＳＳＭＯ业务软件

（１）观测员应熟知ＯＳＳＭＯ文件夹中每个文
件，尤其是业务软件管理员，本目录下的所有文
件一律不得随意删除，一旦发生操作不当，丢失
某一文件而导致业务软件运行不正常时，从备份

的ＯＳＳＭＯ文件夹中复制相应文件，使自动站尽
快恢复正常。ＳｙｓＣｏｎｆｉｇ文件夹（系统的配置信息
都在其中）尤为重要，不可丢失；日数据无法维
护，无法进入天气报（天气加密报）界面，可能
是ＢａｓｅＤａｔａｍｄｂ丢失；交接班操作提示错误，不
能进行交接班，则可能是ＷｏｒｋＱｕａｌｉｔｙ丢失。

（２）当自动站程序出现故障，需要重装时，切
记只需备份ＡｗｓＮｅｔ、Ａｗｓ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ａｔｅ、
Ｌｏｇ、Ｒｅｐｏｒｔｆｉｌｅ、Ｒｅｓｔｏｒｅ、ＳＹＮＯＰ、ＳｙｓＣｏｎｆｉｇ、
ＷｏｒｋＱｕａｌｉｔｙ，然后将它们复制到重装后的
ＯＳＳＭＯ２００４文件夹中，不能将备份的ＯＳＳＭＯ
２００４文件夹全部复制，否则业务软件仍然无法正
常运行。
采集器维护

采集器死机或正常维护需要重启时，应注意
关机后间隔２ｍｉｎ再开机，否则，有时会导致采集
数据不正常。如关机后即开，监控软件
（ＳＡＷＳＳ）显示数据正常，有分钟数据写入，也能
形成Ｚ ＳＵＲＦ Ｉ ＩＩｉｉｉ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ＳＳＯＡＷＳＦＴＭｔｘｔ
并正常上传，但无正点数据写入（即上传的是空
文件），若出现此问题应按正确方法重启采集器，
一般可恢复正常。

天气现象符号的输入与输出
天气现象符号在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中的字体文件名称为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ｙｍｂｏｌ．ｔｔｆ，天气现象符号对应

的区位码编码见《地面气象测报业务系统软件操作手册》。在已安装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ｙｍｂｏｌ字体的计算机上，
利用区位码输入法可在ｗｏｒｄ文档中输入各种天气现象符号。Ｗｉｄｏｗｓ操作系统自带区位码输入法，若
计算机中无区位码输入法，可在输入法设置里选添加→键盘布局燉输入法→中文（简体）→内码即可。
在ｗｏｒｄ文档中输入天气现象符号时，字体必须设置为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ｙｍｂｏｌ才能正确输入。在未安装该字体
的计算机正常显示和打印天气现象符号，需应用字体嵌入技术。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ｙｍｂｏｌ字体属于全真字体，支
持几乎所有的输出设备，因而无论在屏幕、激光打印机、激光照排机、彩色喷墨打印机，均能以设备
的分辨率输出。因此，在保存Ｗｏｒｄ文档时可将文件中使用的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ｙｍｂｏｌ字体采用嵌入方式一并
存入文件之中，使整个文件中的天气现象符号方便地传递到其它计算机中使用。虽然嵌入字体会增大
文档的大小，但可确保使用了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ｙｍｂｏｌ字体的文档能够在其他计算机上正常显示。操作方法是：
存盘之前在“工具”菜单上单击“选项”，再单击“保存”选项卡，在“保存”选项下选中“嵌入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字体”复选框，最后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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