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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自动气象观测记录异常数据分类

宁惠芳1,范邵华2

(1.甘肃省气象信息与技术装备保障中心,兰州 730020;

2.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北京 100081)

     中图分类号:P412.1      文献标识码:B

  应用A文件质量控制软件,对全国2400多

个气象站2011年全年A文件进行质量控制,应用

“人机交互审核”方法,即应用 “地面资料审核程

序”再结合人工审核技术全方位进行数据质量控

制。但是上传到中国气象局的A文件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1)降水自记与首行参数的不匹配问题

较多 (659次占38%),这主要是我国北方许多地

区由于冬季结冰停用雨量传感器故无自记降水,

造成观测要素与A文件首行参数不一致,此问题

只要在停用雨量传感器的月份对台站首行参数的

自记降水项加以修改即可解决。(2)跨月降水连

接值的问题 (486次占28%),主要是有些省的台

站因对报表的制作不熟悉,造成制作A文件时漏

输入跨月降水量。 (3)格式问题 (359次占

20%),主要有封面内容填写不规范和漏输项目,

报表封底不按规定输入等。包括台站地理环境项

空白、报表传输日期有误、纪要栏、气候概况栏

和备注栏填写不规范或不正确,A文件各要素输

入格式不正确等,格式问题比较多且繁琐,但此

类问题只要台站熟悉A文件的数据格式并严格按

格式规定输入便可解决。(4)其他方面问题 (97
次占6%),主要有云和降水现象的配合,降水现

象与自动降水量是否匹配;能见度与天气现象的

配合,云、日照及温度三者的关联问题,温度、

湿度、日照及风速等要素对蒸发的影响;误判和

漏记天气现象、疏漏天气现象的连续记载等;气

象要素之间的配合问题很复杂,要求观测员具有

专业的气象业务知识,观测员要认真观测、分析

判断、准确及时的记录每一个观测要素,日照纸

的涂药、季节性的观测项目要特别重视,防止漏

测项目和误测数据。 (5)数据异常问题 (146次

占8%):气压、温度、湿度、降水、风、自动蒸

发等要素均有可能出现异常数据,包括仪器故障、

性能不稳定、对仪器的维护和操作不当引起的异

常等。因异常数据出现的原因复杂,以地温为例

重点阐述。

1 J文件数据异常引起A文件极值异常

J文件 (分钟数据文件)的异常值没有进行

分析、判断和处理,致使J文件的异常值会成为

A文件的极值,导致A文件极值亦出现异常。这

时应利用 “人机交互审核”的方法及时查看J文

件相关数据是否正确。在判断J文件时还要考虑

有的要素的 “异常”稳定,即:长时间维持在一

个值或很小的范围内,就要查看仪器受外界影响

或数据传输故障,例如风速长时间维持在静风或

小于0.3m/s的范围内,风向长时间处于同一范

围,夏季要考虑风向风速传感器被雷击的可能,

冬季就要考虑风向杯和风向杆被冻结或被卡,或

者是传输系统出现了故障。其值长时间处于不合

理稳定时要结合其他要素及天气状况综合分析判

别。

2 自动站仪器故障造成的记录异常

自动站采集的数据是否异常首先要查明仪器

运行是否正常,对于可疑数据应进行时间一致性

  收稿日期:2012-08-28

  作者简介:宁惠芳 (1970—),女,汉族,甘肃和政人,本科,大气探测高级工程师,从事地面气象资料质量控

制和研究。

14 2013 (1)                  陕 西 气 象



检查、空间一致性检查,然后分析其时空变化规

律,再进行相关要素间的对比分析。对于地温还

要考虑台站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地表状况

(是否有降水、积水和积雪现象等)、土壤性质及

含水量 (沙土、粘土)、以及当时的天气气候背

景等,对于无法判别的异常记录应结合历史资料

和调用邻近站的资料加以综合分析判断。

通过审核软件和地温变化规律发现石渠站

2011年12月9日13时—17日11时的320cm
深层地温数据可疑。该时间段前后的浅层地温均

没有明显变化,但气温和湿度均缺测,且备注:
“温湿传感器于本月09日10时11分—17日13
时41分出现故障。”当日亦没有特殊的天气气候

因素影响,通过时间序列和空间要素分析,再结

合当月的备注信息综合判断以上时段的40~320
cm地温传感器亦故障,数据按异常缺测处理,0
cm及5~20cm的浅层地温作为可疑数据加以备

注。

3 自动站仪器更换引起的记录异常

庄浪站2011年12月深层地温 (80~320
cm)于1日11时明显下降了近2.0oC。经过进

一步的查看发现40cm的地温在此时段亦有相同

的变化,而且变化趋势一致且稳定,但是浅层地

温在此时段没有明显的温度变化,其他气象要素

亦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通过查看 A 文件的备注栏相关信息发现:

本月1日 “10:10—10:25”更换了地温采集

器,此时段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天气,即:未出现

影响温度变化的气象因子,在正常情况下深层地

温是很稳定的,变化幅度很小,但1日10时更

换采集器后40~320cm的地温在1h内突然下

降了2.0oC,因此可以判断地温异常是由于更

换仪器引起的,故1日11时的40~320cm地温

用内插求取。

4 由于自动站仪器性能不稳定或人工维护不当

造成的数据异常

德格站2011年12月26—30日5cm地温均

有几个时次的异常,特别是27日24时和17时

的地温异常下降,30日17时的地温突然升高

(图1),经综合分析判断是由仪器性能不稳定引

起的,对于由仪器性能不良或受外界干扰引起的

数据异常,在准确判断和按规范处理的基础上,

要查明原因及时处理,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出现

异常值的概率。自动站仪器在运行过程中也有因

台站维护或操作不当引起的数据异常,如清洁仪

器不当造成仪器感应失灵,地温感应器安装不当

或感应器内管进水造成的数据异常等。

图1 德格站2011年12月27日和30日5cm
地温变化曲线

5 讨论

5.1 要注意对自动仪器的日常维护,仪器故障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尽早发现,及时解决。自动

站仪器正常运行是获取准确气象数据的前提和保

证。

5.2 地面气象资料已有众多的质量控制软件,
各软件有不同的侧重点,使用审核软件大大提高

了资料的质量控制时效,但目前质量控制软件的

方法主要是对要素项目的气候界限值、极值及时

空一致性的检查,而引起气象要素变化的因素很

多,各要素的时空变化和相互影响很复杂,各台

站均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所以单一

的使用软件设定的气候界限值进行异常值的判别

很有局限性。应完善审核程序再充分利用 “人机

交互审核”功能,结合台站的地理位置、地形地

貌、气候背景、台站值班日记及 A文件备注栏

的信息等加以综合分析,对异常记录做出准确的

判别和处理,以便更好的提高地面气象探测数据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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