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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气象观测业务调整后如何提高业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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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4月1日起,陕西省100个国家级地

面气象站完成了地面气象观测业务调整,按照新

的业务技术规定开始运行。调整后台站的观测任

务、业务流程等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业务考

核办法也相应进行了修订,工作重心转向数据质

量控制。本文就业务调整后如何提高业务质量进

行分析。

1 业务工作主要变化

基准站实现自动化观测的要素,人工定时观

测次数由24次调整为1次,人工观测与自动观测

双轨运行转向自动观测单轨运行,云和能见度定

时观测由24次调整为8次;基准 (本)站夜间天

气现象连续观测调整为4次定时观测;所有台站

采用新格式的上传数据文件 (新长Z文件)代替

了天气报 (加密天气报),强化了数据质量控制功

能。

调整后,优化了台站人工观测任务,简化了

地面气象观测资料传输流程,观测员逐步从单纯

的观测工作中解放出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

数据质量控制、装备保障知识的学习和技能提高。

2 业务考核指标主要变化

2.1 错情统计

修订后的 《地面气象观测质量考核办法 (试
行)》,主要增加关于自动站数据质量监控、数据

传输和异常数据分析处理等考核内容,增加了数

据维护错情统计、数据传输错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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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了SAWSS软件的日志文件中。若值班员未

来得及看清楚异常显示窗口,这时只要打开日志

文件,从里面的记录中就可查询异常提示。

正点地面观测数据维护窗口给出了降水量、

气温、相对湿度、本站气压小时内逐分钟数据和

曲线图,如气温每分钟变化达1oC或以上时,曲

线锯齿跳动很厉害,通过曲线变化,可以方便地

对逐分钟值变化合理性进行审核。

用鼠标在分钟数据的表格中选定某一区域时,

软件会自动挑取这个区域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及出

现时间。当小时最高 (最低)值缺测时,可以由

软件选定区域挑取,当小时最高 (最低)值与分

钟记录矛盾时,可以选定区域挑取判断记录的正

确性,不用像以前需要打开质量控制软件才能查

看。

5 异常数据处理方法

气温、相对湿度、本站气压要素在正点有异

常时,点击小时值的相应单元格,弹出自动气象

站分钟数据,按规范规定用前后10min记录代替

异常值。

正点记录异常,分钟数据也异常或缺测时,

压温湿记录用人工补测记录代替。代替时右键点

击单元格,会出现人工器测值替代自动气象站观

测值窗口,按要求录入人工补测值即可。

由于仪器原因,会出现降水结束后还有降水

量或小时无累计降水量而分钟有降水量的矛盾记

录。结合降水结束时间判断小时或分钟降水量,

两个小时之内追加到降水停止的那一分钟,否则

删除小时和分钟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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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可用率

修订后的 《全国自动站实时观测资料质量考

核办法》,以数据可用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补充

了质量控制信息反馈率、日累计降水量数据可用

率等统计信息。

2.3 传输及时率

业务调整后,中国气象局对国家级自动站数

据的传输及时报时限做了调整,对省一级的考核,

及时时间从正点后15min提高到正点后10min,

逾限时间从正点后60min提高到正点后30min,

超过30min就视为缺报;对台站一级的考核,及

时时间为以上时间的70%。

2.4 可用性

《综合气象观测系统仪器装备运行状况通报办

法》没有调整,主要考核国家级台站自动气象站

的可用性。

3 提高业务质量途径分析

从业务考核指标的变化,可看出业务调整后

各项指标要求更高更严,但不论是错情率、可用

率、还是可用性,最终考核的都是观测数据的及

时性和准确性,因此提高业务质量需注意以下几

个方面。

3.1 加强业务培训和学习,提高业务素质

业务调整后提高了对业务人员的素质要求,

要求观测员不仅要熟练应用测报业务软件,而且

要熟悉新的业务规定和流程,不仅要严格遵守各

项规章制度,而且要熟悉自动站的原理、构造、

数据采集流程,掌握基本的维护维修技能。

3.2 加强监控,及时反馈

台站人员在值班期间每正点前10min要按时

巡视仪器,查看自动站监控软件显示的数据是否

正常,避免到正点时才发现自动站故障,无法应

对。正点后对已经自动上传数据进行复查,从省

信息中心监控网站、中国气象局综合气象观测系

统运行监控平台 (ASOM),查看是否收到数据文

件,是否正确,是否有疑误数据下发。若有疑误

数据须立即核实,并在规定时效进行反馈。

3.3 及时发送更正数据文件

值班员发现有异常数据,要在有效时间内及

时启动软件进行数据维护,发送更正数据文件。

在自动站故障时,按照规定以人工补测数据代替

自动站,按时上传数据文件,即使自动站全部瘫

痪,在定时观测时次也不能缺数据文件,须用人

工观测数据完成数据文件的上传。

3.4 提高保障时效

值班员发现自动站数据异常时,首先要迅速

判断故障点,是计算机硬件、软件故障,还是自

动站采集器、传感器故障,还是通信网络故障的

故障,然后尽快采取措施,如不能修复的要及时

报告上级部门,请求援助,在未修复之前进行人

工观测和数据上传,尽最大能力减少数据的缺测。

3.5 加强日常维护

台站要定期检查自动站防雷接地是否达到标

准,电源线路是否老化,保持各传感器的清洁,

汛期特别要加强对雨量传感器的检查,以防堵塞

影响正常工作。

3.6 提高应急能力

各台站应制定简单易行的应急预案,并经常

进行演练,出现突发事件及时应对,熟悉发电机、

UPS的使用,熟悉应急传输方式。充分发挥备用

计算机的作用,做到备用机上业务软件参数和数

据文件同步备份,如业务用计算机出现故障,可

立即切换在备用机上。

4 结语

科学、准确、可靠的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是

开展气象业务和科研活动的重要基础,是提高天

气气候预测、预报水平的重要保障。当前观测自

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业务调整后,地面观测工作

面临巨大的挑战,必须从人员技术、运行监控、

装备保障、质量控制等多个环节来提高业务质量。

24 陕 西 气 象                 2012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