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者移动方向有约90°夹角,接近于垂直;阵风

锋水平尺度可达150km,宽度3~5km,回波

强度10~30dBz,生命史3h,开始呈直线状,

后呈弧状。

5.2 阵风锋后容易触发强对流单体的产生,阵

风锋的强度与对流风暴的强度密切相关,对流风

暴增强,阵风锋增强,反之亦然。

5.3 阵风锋在速度图上表现为移动速度先增加

后减小,与在反射率因子图上的特征相比,出现

晚,结束早。

5.4 阵风锋过境时气象要素出现较大变化,表

现为温度降低、湿度增大、风速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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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一次地温异常现象分析

  自动气象站运行以后有效避免了人工观测方

式下地温的误读现象,提高了地温数据质量。由

于自动观测模式对仪器质量及维护方法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因此观测人员应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

责任心。维护不当,自动采集的数据可能发生系

统性错误。本文通过地温数据质量控制的一个实

例,警醒一线观测人员。

在对千阳站2012年11月月数据文件进行质

量控制时发现该站5日09时40cm和80cm地

温异常。从表1可看出,5日09时40cm地温

明显偏高,80cm 地温偏低,各层次变化不连

续。因为地中温度变化不像气温或地面温度那样

剧烈,而且深度愈深,其变化幅度愈小。若将逐

日各深度的地温日平均值分别点出并连线,则同

一天各深度的点都居于一条平滑的曲线上。5日

09时气温为-1.4oC,这时地温的变化应该是

随深度而升高。80、160、320cm地温属深层地

温,同一时刻相邻层次的温度变化一般在6oC
以内,而5日09时160cm 与80cm 地温相差

6.1oC,因此从各层次地温变化趋势看,40、

80cm地温异常。

  位于千阳正南方向的宝鸡站11月5日09时

表1 千阳2012年11月15~160cm各层地温 oC

层次/cm 15 20 40 80 160

5日09时 6.3 8.3 14.6 11.4 17.5
5日日平均 8.6 9.4 14.6 11.3 17.4
11月月平均 7.5 8.0 12.5 9.5 16.1

40、80cm地温分别为12.5、15.3oC;位于千

阳西北方的陇县站11月5日09时40、80cm地

温分别为10.4、13.1oC;位于千阳东南方的凤

翔站11月5日09时40、80cm 地温分别为

10.7、13.9oC。这三站是距千阳较近的相邻

站,根据气象要素的空间分布规则,同一时刻、

同一要素的分布在空间上具有连续性,而从千阳

的3个邻站的数据分析,千阳站11月5日09时

40cm地温明显偏高,80cm地温偏低。

查看千阳11月全月数据,发现40cm月平均

地温高于80cm月平均地温,各层次变化不连续,

属异常现象。经千阳站观测人员检查自动站地温

仪器,发现40cm和80cm地温接线头接反。
(张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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