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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气象年报数据文件 (简称 Y文件)是

气象台站1年逐日观测记录的统计值,反映了该

站当年基本气候特征。Y文件是在月地面观测数

据A、J文件的基础上,用地面气象测报业务软

件 (OSSMO2004)编制,人工录入封面封底信

息而成。由于台站每年制作一次,间隔时间长,

预审人员更换频繁,预审员单靠机审,缺乏人工

审核经验,所以在审核年报中发现不少问题。结

合工作经验,介绍 Y文件制作、OSSMO质量

控制、人工质量控制过程。

1 Y文件制作

1.1 生成Y文件

将审核合格后的当年1—12月A、J文件和

上年度7—12月 A文件放在同一文件夹下,打

开地面气象测报业务软件,用 “数据维护/Y文

件维护/加载文件”功能,选数据所在文件夹,

确定后在 “云量/降水”分页中,勾选 “从J文

件挑取时段最大降水量”,存盘后在此文件夹下

生成名为YIIiii-YYYY.TXT的Y文件。

1.2 Y文件维护

1.2.1 数据结构 Y文件由台站参数、年报数

据、附加信息三个部分构成,前两部分是 OSS-
MO软件从A、J文件中统计得到,附加信息是

人工录入相关内容。

1.2.2 台站参数 为Y文件的第一条记录,由

10组数据构成,排列顺序为区站号、纬度、经

度、观测场海拔高度、气压感应器海拔高度、风

速感应器距地 (平台)高度、观测平台距地高度、

观测方式和测站类别、质量控制指示码、年份。

1.2.3 年报数据 由地面16个要素的统计项目

构成,每个要素在文件中的排列顺序是固定的。

1.2.4 附加信息 包括年报封面、本年天气气候

概况、备注、现用仪器四段,其标识符分别为

FM、GK、BZ、YQ。用OSSMO软件加载已生成

的Y文件,在对应数据段人工录入相关内容。封

面记录台站和报表制作人员信息。气候概况数据

段包括主要天气气候特点、异常气候现象、重大灾

害性和关键性天气及其影响、持续时间较长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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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影响、天气气候综合评价。各条记录文字描

述内容为不定长,可在各月天气气候概况的基础

上综合而成,文字要求简明扼要。备注段内容分

气象观测中一般备注事项和有关台站沿革变动情

况记载。一般备注事项包括对某次或某时段观测

记录质量有直接影响的原因、仪器性能不良或故

障对观测记录的影响、仪器更换 (非换型号)、非

迁站情况的台站周围环境变化对观测记录的影响。

台站沿革包括变动项目标识码、变动时间、变动

情况数据组成,具体变动标识及内容规定如下:

01—台 站 名 称、02—区 站 号、03—台 站 级 别、

04—所属机构、05[55]—台 站 位 置、06—障 碍

物、07[77]—观测要素、08—观测仪器、09—观

测时制、10—观测时间、11—守班情况、12—其

他变动事项、13—附加图像文件。现用仪器数据

段录入年内使用的主要观测仪器的有关资料,年

内未使用的仪器不必录入。同一类仪器,台站如

有不同规格型号的仪器同时进行观测时,只录入

用作正式记录的观测仪器的规格型号、号码等。

2 OSSMO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是对 Y文件的全部内容进行格式

检查和质量检查,用测报软件格检审核 Y文件

功能,加载Y文件,对审核提示的疑误和错误

信息逐个校对,处理错误记录。

3 人工质量控制

虽然现在用软件对 Y文件审核比较简单,

但实际操作中,人工审核必不可少,近几年影响

年报质量最主要的原因是Y文件缺乏人工审核。

3.1 首部参数审核

首部参数是从当年12月的 A文件中读取,

共10组数据,其中质量控制码组最容易出错。
“0”表示Y文件没有经过质量控制, “1”表示

Y文件经过质量控制。台站经过质量控制后,质

量控制码组应该为100,而不应为000。

3.2 各时段年最大降水量

各时段年最大降水量是从J文件的分钟降水

数据中滑动挑取的24个时段最大值,对每个时

段的年最大降水量逐一审核后,还要把24h年

最大降水量和一日最大降水量 (全年定时降水量

中挑取的一日最大值)比较。二者都是24h的

降水量,由于一日最大降水量取自定时雨量筒,

24h的年最大降水量取自雨量传感器,所用仪

器不同,挑取方法不同,所以存在差值。当一日

最大降水量与24h最大降水量相差很大时,应

分析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判定正误。

3.3 初终日期

在生成Y文件过程中由于月数据文件不全

而出现以下错误:缺少当年的J文件则各时段年

最大降水量栏空白;未选取上年度7—12月的A
文件则霜、结冰、最低气温≤0.0oC、地面最

低温度≤0.0oC等现象的初日全部出现在当年

的1月1日以后。这些错误OSSMO无法审核,

需要人工审核判定。

3.4 年统计项

年报统计的各要素年值应逐一校对,对应做

年统计却缺测的要分析原因,查看备注栏是否注

明原因。如:有的台站每年大型蒸发和小型蒸发

交替使用,所以蒸发不做年统计。未进行草温观

测项目的台站,在2010年年底通过传感器升级,

增加了草温观测项目,但草温记录只有几日,年

报中12月草温仍有极端最高和最低值,年极值

中也包括极端最高和最低值,分析认为该记录的

月、年统计值不具有代表性,故删除。

3.5 封底审核

对天气气候概况中所涉及的主要要素的数

值,如本年度平均气温、极端气温、年总降水

量、日照时数等,要逐个判断是否正确。

备注栏首先审核该站任务是否正确,比如夜

间是否守班、是否配有自动气象站。其次是对输

入的备注内容进行逐条审核,查看属一般备注还

是台站沿革备注,如:由于站址迁移,台站参数

改变或2009年全省台站名称改变,这些均应在

沿革中备注,而不应在一般备注中。

现用仪器栏审核仪器名称是否齐全,检定日

期是否正确,如:某站水银气压传感器的检定日

期错误,为2009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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