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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面气象观测中正点发报时次,若出现自

动站数据异常,对于出现的突发问题处理不当,

加上发报时限短,精神紧张,容易造成发报错误

或迟发气象电报,影响工作质量。本文介绍正点

发报时次出现无数据和输入方法不当问题的处理

方法。

1 正点00分30秒地面测报业务软件弹出编发

报界面,数据全无。

返回地面测报软件 (OSSMO)界面,重新

进入观测编报的子菜单,天气报或加密报 (代航

空报)项,即可进入编发界面,显示观测数据,

然后录入人工观测数据,进行正常计算编报和资

料传输。如果重新进入编报界面,仍然无数据显

示,可在自动站监控软件 (SAWSS)数据采集

中,选中常规数据卸载,进入卸载选项,选中对

应的时间后,卸载实时数据和上传文件,退出该

页面,进入地面测报业务软件观测编报界面,此

时应显示观测数据,录入人工观测数据,即可正

常计算编报和资料传输。若仍无数据显示,立即

人工补测相关要素值,用人工补测记录发报,气

压传感器与水银气压表不在同一高度的,要在水

银气压表读数输入时其后加 “H”,所计算得到

的本站气压即是经过两个感应器高度差订正后的

值,从而进一步计算得出正确的海平面气压值。

2 观测次数和成功次数过多 (一般超过了1万

次)

这种情况容易造成个别要素未能写入正点数

据,计算编报时有缺漏报文现象,如无海平面气

压4PPPP组。这时关闭自动气象站监控软件

(SAWSS)和地面测报业务软件 (OSSMO),然

后重新打开,再次进入编发报界面录入人工观测

数据,即可正常计算、编发报。

3 无法输入人工观测数据

在输入人工观测资料时,有无法输入的情

况,如在雷暴终止时间后要输入雷暴的开始和终

止方位,输入方法正确,但仍提示输入格式不

对,可重新打开地面测报业务软件,进入编报界

面正确输入后即可正常编发报。

4 输入数据方法不当

(1)在自动雨量传感器停用期间,需要人工

输入量取的降水量,若先输入降水开始和终止时

间,再录入降水量,提示 “有降水天气现象无编

报降水量”,导致无法输入降水量,此时可以将天

气现象编码删除,返回到编报量栏输入降水量。

  (2)如观测记录为Csfil,输入总云量后,

误将云量输入到编报量栏内,云状栏输入时

提示 “云高不能为空”,但编报量无法删除。

处理方 法1:可 在 云 高 栏 内 输 入 大 于 等 于2
500m的值,而后返回编报量栏将云量删除,

再删除云高,云状栏即可输入Csfil,正常编

发报。方法2:提示 “云高不能为空”,点击

确定后,会进一步提示 “有总云量无云状”,

确定后,删除 总 云 量 重 新 输 入,编 报 量 就 可

正常删除,云状栏即可录入Csfil。

输入数据方法有误时,也可重新打开地面测

报业务软件,进入编报界面,按正确方法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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