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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错情 在A文件中,如果全月无降水,降水

段方式位错。原因 主要是由于省级CDQC审核

软件与台站OSSMO软件编制规定不一致造成的。

对策 全月无降水,当方式位为6时,第1、2数

据段各自用 “=<CR>”表示;预审员应人工检

查,用 “记事本”进行修改,并保存。修改后即

为:“R6= = 降水上下连接值及日期”。

2 错情 积雪观测数据段、质量控制段方式位原

“Z=,QZ=”,应 “Z0=,QZ0=”;冻土深度观

测数据段、质量控制段方式位原 “A=,QA=”,

应 “A0=,QA0=”。原因 夏半年尽管无积雪

和冻土,但参数应选为有此观测项目,表示观测

未出现。对策 全年选中积雪和冻土的台站参数。

3 错情 降水上跨日期、降水量和降水下跨值错

误。原因 未校对降水上跨日期、降水量和漏输

入下月1日20—08时降水量。对策 月末日的值

班员和1日的值班员在进行当日B文件维护时,

牢记对上月末日的B文件维护,校对降水上跨日

期及降水量和在下月1日20—08时降水量栏输入

下跨降水量;预审员在A文件维护时复校降水上

跨日期、降水量和下月1日20—08时降水量输入

是否正确。切记:当下月1日20—08时降水量为

0.0mm时,一定要输入0.0,切不可漏输。

4 错情 台站未作维护。原因 A文件维护时

“质量控制方式”未选择 “台站维护”。对策 预

审员在A文件维护完保存之前牢记将 “质量控制

方式”选择为 “台站维护”。切记:在预审过程中

一旦对B文件有修改,重新操作 “B转A、J文

件”后,一定要再次进入A文件维护,将 “质量

控制方式”选择为 “台站维护”。

5 错情 降水终止时间与分钟降水量值矛盾。原

因 对滞后降水量和影响降水量未做处理。对策

 值班员在班内记录降水终止时间时建议在分钟

数据中查看分钟雨量记录时间,避免记录矛盾;

对维修仪器等产生的影响降水量班内及时进行处

理,并备注。

6 错情 J文件首行降水参数和降水方式位错误。

原因 季节转换参数改变,在B转A时未对参数

项进行选择。对策 B转A时在左边的 “台站基

本参数”栏对降水参数进行选择,关中、陕南地

区4月转换3月报表时应选 “无”,11月转换10
月报表时应选 “有:自动站”。

7 错情 地理环境未填写。原因 台站参数不正

确。对策 软件安装好后输入正确的台站参数,

非管理员严禁修改参数。

8 错情 温度或相对湿度内插处理,水汽压和露

点温度也内插处理。原因 概念不清。对策 当

温度和相对湿度中有一个以上内插处理时,水汽压

和露点温度应反查求得,并在A文件备注栏注明。

9 错情 地温数据异常,未做处理。原因 对

记录的变化范围未做分析。对策 每月 A文件

机审完后,需人工对记录的的连续性变化进行分

析,如深层地温小时内差值超过0.3oC时应进

一步判断是否为异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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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自动站异常现象的处理及分析

唐 承 乾
(宁陕县气象局,陕西宁陕 716000)

  2010年7月25日傍晚宁陕县气象站出现强

雷暴后,自动站运行正常。然而次日06时值班

员重新启动计算机后,自动站监控软件出现故

障:监控软件初始化数据30%后死机。重新启

动计算机,故障依旧。

首先检查室外采集器的电源系统。①检查串

口隔离器。关闭主机和采集器,卸下两边的串口

隔离器,再接回通信电缆,打开主机和采集器电

源,启动计算机和监控软件后,故障仍未排除。②
根据采集器各指示灯定义,判断其工作状态是否

正常:采集器工作状态指示灯(D1)为红色,正常

每隔3s闪烁1次;电源系统直流指示灯 (D2)

为绿色,应常亮;蓄电池充电指示灯 (D3)为

红色,正常充电状态下应常亮,蓄电池充满后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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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错情 J文件中60分记录缺测或异常,处

理错误。原因 对于 “J文件的分钟数据必须是

自动站原始采集数据”理解不清。对策 不可用

内插数据代替60分记录;60分记录用A文件正

点记录代替时,不能用 A文件中内插或人工站

代替的正点记录代替。

11 错情 自动站定时记录缺测时记录处理错

误。原因 对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121页自动

站缺测记录处理方法理解不透。对策 按照先用

正点前后10min记录代替,再用同类仪器记录

或人工补测记录代替,最后使用内插法或缺测的

原则处理。尤其注意:4次定时记录按规定进行

人工补测,不应采取内插法。内插法不适用风、

降水量缺测记录的处理。

12 错情 自动站不完整记录的统计备注错误。

原因 对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123页不完整记

录的统计规定理解不透。对策 严格按照规范规

定进行备注。

13 错情 云状和天气象现象不配合,如:AS
op云下米雪、下毛毛雨、下雷阵雨。原因 对

云的机理和有关天气现象的成因没有吃透。对策

 认真学习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22页表6.1,

严格按照规范规定记录有关云状和天气现象。

14 错情 能见度与天气现象不一致。如:雾

19:48结束,能见度记为1.5km。原因 能见

度观测时间为50分到正点,对 “观测时”概念

不清, “观测时”应指 “45—00分”。对策 能

见度必须记录为小于1.0km的值。

15 错情 雷暴、大风天气现象记录错误。如:

漏记雷暴的方向、雷暴方向大于等于180°时漏记

中间方向;两段大风出现的时间间歇在15min或

以内时应用点线连接。原因 对雷暴、大风天气现

象的记录规定不熟练。对策 严格按照《地面气象

观测规范》25~26页雷暴、大风记录规定记录。

16 错情 多记闪电。如: “171444—1605,

13,801520—1633”。原因 对雷暴和闪电的概

念不清楚。雷暴表现为同一次系统中既见闪电又

闻雷声,也可无闪电只闻雷声;而闪电指不闻雷

声的积雨云间或云地之间的放电现象,伴有电

光。因此上例中多记了闪电。也可能闪电是前一

日20时转记过来的,那么前一日20时天气现象

转记顺序错误。原因 对天气现象连续性的认识

不足。对策 养成20时转日界按当日天气现象

顺序转记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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