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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测报错情实例分析及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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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自动气象站的应用,地面测报工作出错

的概率明显减小。但由于自动气象站故障和台站

观测人员对观测规范和技术规定理解不透彻、责

任心不强等原因,造成地面测报错情时有发生。

根据 《自动气象站测报质量考核办法》,结合工

作实践及业务检查中发现的测报错情典型实例,

从观测、操作和发报三方面进行归类,分析错情

产生的原因,同时提出同类错情防范措施。

1 观测错情

(1)轻雾和霾转记错误

某国家基准站全天能见度小于9.0km,除中

午 (12—14时)记霾,全天记录轻雾。查逐小时

记录,当日相对湿度较大,只有中午相对湿度降

到60%以下,观测员根据相对湿度变化将轻雾转

记霾。轻雾是一种水汽凝结现象,形成时要求空

气潮湿、稳定;霾是大量极细微尘粒均匀浮游空

中,使空气普遍混浊的现象[1],一般空气干燥、

稳定,范围较大,不会数小时就结束,通常伴见

一定的天气系统。相对湿度的大小可以作为判断

轻雾、霾的参考依据,但不是唯一判定条件,应

从成因、颜色、当时的天气条件来综合考虑。早

晨记轻雾后,到中午时,其它条件仍符合轻雾的

规定,仅测站相对湿度较小,则仍记轻雾为妥。
(2)天气现象与云状不配合

某国家基本站14时云状栏记录Scop,天气

现象判断为连续性降水,现在天气 WW 编报61
或63、65。类似错误有:云状栏记录Ns,天气

现象判断为间歇性降水,现在天气 WW 编报60
或62、64;云状栏记录Actra或Acop,天气现

象判断为连续性降水。根据 《陆地测站地面天气

报告电码》(GD—01Ⅲ)的规定,连续性降水一

般持续时间较长,在降水过程中强度变化很小,

多降自Ns与As云;间歇性降水一般时降时止,

强度时大时小,多降自As与Sc云[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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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记雾且按雾编发报重要天气报,有航危报的台

站编发恶劣能见度危险天气报,报文中的天气现

象编雾。强降水影响能见度一旦降水变小,能见

度会迅速好转,而雾一旦形成会持续一段时间。

4 讨论

能见度的观测,一是要熟悉各方向的目标物

情况,如各目标物的水平距离,颜色及变化特点;

二是要严格按规范规定的观测方法观测,不能随

意简化;三是要能熟练观测,快速判断各方向的

有效水平能见度,并综合判断出四周视野中二分

之一以上的范围能看到的最大水平有效能见距离;

四是要连续观察,提前留意,做到快速准确。

雾的观测要把握三个要点:雾没有形状和规

则的边界,下界接地;记录雾时要留意相对湿度

是否接近100%;因雾天空云状不明时记雾,而

不能习惯性记为Sc或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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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层地温长时间数据跳变

某国家基本站80cm地温数据采集异常,小

时间变化幅度≥0.3~0.5oC,表现为数据曲线

为 “锯齿形”,观测人员未能及时发现,误以为

正常,导致数日数据只能按缺测处理。对2010
年近120个自动气象站月数据文件 (A文件)附

加信息进行检索发现,深层地温数据出现跳变比

较频繁,没有得到及时处理,故障持续时间长,

对数据质量造成影响。
(4)防范措施

观测错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云、能、天

等人工观测项目。观测员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理论

学习、集体观摩等,熟知各种云、天气现象的成

因与特征,特别是综合考虑云、能、天和气象要

素记录的一致性,能够准确判断天气现象,迅速、

正确地记录和编报,防止错情发生。二是自动站

故障数据的处理。自动站故障后,一般会表现为

数据错误、缺测等。观测员要加强对逐小时观测

数据的检查,每日做好自动站与人工站对比观测,

分析差值,及时发现问题,确保数据的可用性。

2 操作错情

(1)分钟降水量与降水现象记录时间矛盾

某气象站天气现象记录如下:雨08:25—09:

30,但自动站分钟降水量09:35仍有0.1mm降

水,带入报表,产生错情。自动站发生滞后降水概

率较大,滞后时间在2h之内的,可追加到降水停

止的那一分钟,2h之外的作野值删除。若观测员、

预审员均未对滞后降水量作及时处理,会造成分钟

降水量与降水现象记录时间不一致。
(2)人工观测项目录入与原始记录不一致

自动站单轨运行后,云、能、天等人工观测

项目仍需观测员手工录入。此类错情表现为:云、

能见度、天气现象、日照、冻土深度、雪深、下

月1日20—08时降水量值等人工观测项目漏录入

或与原始记录不一致,数据文件 (A文件、B文

件)与原始记录、打印记录不一致;基准站由于

人工站与自动站双轨运行,也会出现目测观测项

目人工站与自动站录入不一致的情况。
(3)自动站缺测记录处理和统计方法错误

某基本站自动站遭雷击,造成09—16时数据

全部缺测,观测人员按规定开展人工观测、发报。

但日数据维护时,误将14时定时观测数据全部按

缺测处理,缺测数据处理和统计方法不符合规定,

导致该日4次、24次平均缺测,并影响了气温、

气压等要素月平均值。
(4)防范措施

操作错情主要包括录入、对时、维护等方面

差错。防范操作错情,要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认真对待每一次定时观测,对云、能见度、天气

现象、日照、雪深、冻土等人工观测项目,要明

确录入、校对责任人。每班对录入数据进行校对、

检查,特别对可疑、错误数据及时处理。作为预

审员,要校对全部原始数据,熟悉缺测记录处理

和统计方法,运用测报软件、质量控制软件,合

理设置审核规则库,开展人机互审。基准站报表

制作时,预审员应加强人工和自动观测记录的交

互检查,如应用 《人工站及自动站报表校对系

统》[3]进一步校对。

3 发报错情

(1)重要天气报发报时间与发报原始记录矛盾

某基本站大雾开始时间02:11,拍发一份

重要天气报告,发报时间GGgg=0211,气簿-1
备注栏记录为 “≡111 [800]”,与发报时间矛

盾。根据2008年中国气象局下发的重要天气报

告发报补充规定,雷暴、雾、霾、浮尘达到发报

标准,应在备注栏备注重要天气出现时间,作为

原始记录保存,以便日后核查。此例中出现了发

报时间与备注栏记录不一致的错误。
(2)多发大风重要天气报告

某一般气象站19:14瞬时风速为16.6m/s,观
测员发大风重要天气报一份(91117 91534),造成

多发一份重要天气报的错情。根据陕西省重要天

气报告的发报规定,大风始报、续报标准分别为瞬

间极大风速≥17.0m/s、24.0m/s,且每天最多拍

发2份大风重要天气报。也就是说风速必须在

17.0m/s或以上方可发报,风速16.5~16.9m/s,

不能四舍五入而多发大风重要天气报。
(3)重要天气报告指示码 W0 编错

某基本站08时拍发重要天气报,只有省编段

即昨日20—20时降水量,误将指示码 W0 编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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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作物观测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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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作物观测是研究气象条件对小麦生产影

响和开展农业气象服务的一项基础工作,对提高

小麦产量,减少灾害损失尤为重要。陕西省24
个一级农气站中有14站开展小麦观测,观测内

容主要包括:发育期观测,生长状况评定,高

度、密度、生长量测定,产量结构分析,农气灾

害、病虫害及生育期气象条件评价等。近几年,

由于台站周围环境变化,特别是城市化建设加

快,严重影响农作物观测环境,加之农气观测人

员变动频繁,缺乏实际操作培训等,小麦作物观

测中存在诸多问题。在此,探讨小麦作物观测中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注意观测地段的选择

由于近几年城市发展加快,许多台站观测环

境受到严重影响,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作物观测

地段难以寻找,有的观测地段频繁变动,有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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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即08000,正确应为08001)。重要天气报

告编发中,按本省 (区、市)要求的发报标准编

发的重要天气报告,W0 报 “1”;按国家气象中

心要求的发报标准编发的重要天气报告,W0 报

“0”;同时符合本省 (区、市)和国家气象中心

要求的发报标准时,W0 也报 “0”[2]37。陕西省

基本、基准站08时编发前一日日降水量,属本

省发报标准,W0 报 “1”,在测报业务软件可以

采取人工修改报文的办法实现。
(4)天气现象转记时漏发霾重要天气报告

某基本站从轻雾转记霾,能见度小于5.0
km,漏发霾重要天气报。重要天气报告发报标

准规定,霾能见度小于5.0km要编发报。实际

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夜间一直记轻雾,能见度持

续小于5.0km,白天如转记霾,此时要特别注

意及时拍发霾重要天气报。
(5)气温日极值编码出现野值

某一般站08时天气加密报最低气温组编发

错误 (21429,即-42.9oC),超过该站气候极

值,出现野值,导致发报错情。此种情况多发生

在自动站故障后,温度、湿度等要素值出现野

值,观测人员未能及时处理,编报时也未认真校

对报文内容,将野值带入天气报 (天气加密报)

中,造成发报错情。
(6)防范措施

编报错情一般有发报错、多发报、漏发报、

发报顺序错等。主要出现在编发重要天气报,

云、能见度、天气现象编码,自动气象站故障等

环节。台站观测人员平时要加强对各类发报技术

规定和手工编发报的学习和演练,特别是熟悉各

类定时、不定时发报的要素临界值、发报时次、

电码规定。自动站出现故障后,观测人员要对出

现的野值进行判断,特别对发报有影响的不正常

记录要立即处理,编报过程中,坚持人工校对报

文,确保正确、及时地进行观测和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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