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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气象探测设备运行监控与
评估体系构建与运行

孟 珍,张世昌,杨家锋
(陕西省大气探测技术保障中心,西安 710014)

摘 要:建立现代化探测设备运行监控与评估体系,对综合气象观测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结合气象技术保障工作的实际需要,以 “三级管理”的组织结构为基础,建立了气象探测设备运

行监控与评估体系。该体系通过优化组织结构、规范业务管理、丰富评估产品、整理技术规范等

方式,提高了技术保障服务水平,使得陕西省观测网络业务质量逐年提升。通过对陕西省国家级

自动气象站的近些年业务质量分析,验证了该体系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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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气象观测逐步由人工

观测向自动观测转变[1],如何有效地实时监控探

测设备运行情况、综合评估业务质量成为气象观

测工作的主要问题之一[2-3]。结合陕西省气象技术

保障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了陕西气象探测设备

运行监控与评估体系。该体系以 “三级管理”的

组织结构为基础,实现了业务流程的规范化、评

估产品的多样化以及技术资料的完备化,提高了

气象技术保障服务水平,使得陕西省观测网络业

务质量逐年提升。

1 监控与评估体系的构建与运行

结合 “省、市、县”三级的运行监控业务特

点,陕西省大气探测技术保障中心在现有监控系

统的基础上,建立了特色鲜明的陕西气象探测设

备运行监控与评估体系,依据维护维修、供应业

务和决策层、管理层对监控信息的需求及监控信

息的影响力等,设计了多种监控产品,并规范了

运行监控业务流程。

1.1 监控业务的组织和信息系统结构

设备运行监控信息 (即监控业务产品)是指

能够准确、完整表示设备运行状况、维护维修情

况,以及供应和检定情况的信息,包含文字、数

字、图表等内容,可通过纸质文件、网络等传送。

监控信息的获取、流转、加工和使用贯穿整个技

术保障业务、管理系统,是监控业务发挥作用的

决定性因素之一。而监控业务组织结构的设计、

建设和运行又决定着监控体系功能的发挥,监控

业务组织和信息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省、

市、县级技术保障业务部门作为监控业务的组织

机构,分别承担所辖范围内各类气象探测设备运

行监控信息的推送。此外,监控信息的流转是从

保障业务部门的监控平台发出,主要流向包括:

①保障单位内部有关岗位;②上下级保障业务部

门;③同级和下级管理部门;④设备供应商。各

相关部门接到监控信息后,根据自身职能进行相

应的处理。因此,该系统依据管理部门、业务部

门和装备生产企业各自的职责,明确了监控信息

在它们之间流转方式。

1.2 监控业务产品的设计

监控业务产品指根据监控业务收集的信息加

工后形成的,以相对规范的文本方式为主,通过

网络等发布,能反映设备运行状况和技术保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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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运行监控信息系统结构图

作状况的信息集合。监控业务产品主要分为常规

产品 (包括警报信息、综合评估)和专题产品

(见表1)。监控产品的发送对象 (即监控业务的

服务对象)包括各级决策层、管理层和保障业务

单位,每个产品的发送范围根据期望效益而有所

不同。其中,专题产品指在特殊时期 (如应急响

应期间、国家级和省级重要活动保障)增加的专

题评估报告。如陕西省大气探测技术保障中心在

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期间制作和发送的178
期 《全省大气探测设备运行日报 (西安世园会专

报)》。

监控业务产品按照规定制作和发送,每份报

告都需要经过主管科室负责人审核和中心负责人

签发。常规评估报告通过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发送

给省局、观测处、省大探中心相关领导及人员,

并根据实际需要发送各市 (区)局相关领导和人

员;专题评估报告的报送人员除与常规评估报告

的相同外,还包括省 (市)政府的相关领导和省

(市)相关政府部门的领导和人员。此外,半年

评估报告和全年评估报告需要设计并制作纸质报

告,呈送省局、观测处、省大探中心相关领导。

1.3 监控平台及其业务系统

在中 国 气 象 局 观 测 系 统 运 行 监 控 平 台

(ASOM)的基础上,针对省、市、县三级的监控

业务,开发了陕西省技术保障监控平台 (ASOM-
SX)。该平台作为ASOM的扩充、延伸,在省级

监控层面上涵盖了全省所有运行的大气探测设备

的检测,包括自动站、天气雷达、探空雷达、区

域站、闪电定位仪、大气电场仪、大气成分设备、

土壤水分监测仪等,以及在功能上特别设置了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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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陕西省气象探测设备运行监控产品

类别 名称 制作时间 发送范围 发送时间 发布方式

常规
产品

专题
产品

故障警报 不定时 相关单位、人员 发现故障后10min 手机短信

手机日报 每日 省、市局领导和业务管理 每日08时 手机短信

日报 每日 全省保障业务单位 每日08时 网络

周报 每周 全省 周一18时 网络

月报 每月 全省 每月10日前 网络

半年报 每半年 全省 7月15日前 网络、纸质

年报 每年 全省 1月31日前 网络、纸质

汛期报告 汛期制作1期 全省 汛期结束后1个月内 网络、纸质

应急日报 应急响应期间 对应管理单位 按应急要求 网络、纸质

专题报告 不定时 按照具体要求 按照具体要求 网络、纸质

障处理、保障供应、运行评估等。对于地市级设

备的监控主要依靠是ASOM、ASOM-SX和区域

站中心站业务系统。台站级 (雷达站、国家级自

动站及其他各种观测站)设备监控的实现主要依

靠是ASOM、ASOM-SX和探测设备配套的业务

软件系统。此外,为保证该监控平台使用的有效

性,采用设置各级专用值班电话 (包括固定电话

和自动站、天气雷达站专用值班手机)的方式,

随时应对技术咨询和故障报告,可以及时联络、

反馈设备运行状态信息,方便监控业务的开展。

1.4 监控评估业务技术规范

技术规范是保证监控工作业务化、规范化,

实现科学管理的依据。陕西省大气探测技术保障

中心针对自动气象站、天气雷达、探空雷达、雷

电监测仪、土壤水分监测仪、大气成分设备、沙

尘暴设备等气象装备制定了各自的技术保障规

范,各项规范从相应类别设备技术保障业务的组

织方式、技术手段、业务平台、信息加工和流转

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明确规定。其中,《气象

装备技术保障手册 (自动气象站)》和 《气象装

备技术保障手册 (CINRAD/CB)》成为全国气

象部门技术保障工作使用的通用手册。该系列规

范不仅可为保障人员提供操作指导,而且也为气

象保障资料完备性构建提供了有利的补充。

2 成效分析

陕西省自2008年起开始对全省气象探测设

备进行监控和评估,于2011年基本建成陕西气

象探测设备运行监控与评估体系。以国家级自动

气象站为例,分析该体系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图2为2008—2012年陕西省自动站监控信

息和分级维修次数。由图2可以看出,监控信息

发送量从2010年前每年不足300条快速增加到

图2 2008—2012年陕西省自动站监控信息和分级维修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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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辐射月报数据文件质量检查结果

张 红 娟
(陕西省气象信息中心,西安 710014)

摘 要:根据中国气象局预报网络司辐射基础气象资料建设工作安排,陕西省对西安、安康、延

安3个辐射站1993—2012年的辐射月报数据R文件进行了全面质量检查。检查结果表明:辐射资

料错情主要集中在1996年以前的资料中,错情类型大多为原始报表错和信息化时录入错。陕西省

补录了1993—2004年R文件中辐射表号码,对历史资料中的错误数据逐一核查更正,形成了高质

量的辐射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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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辐射观测数据是我国天气气候监测网收

集的基本气象资料之一。为了提高辐射历史资料

的可信度,中国气象局预报网络司启动了全国辐

射资料质量控制工作。陕西省有3个辐射站,西

安 (2006年迁至泾河)为二级站,辐射要素包含

总辐射和净辐射;延安和安康为三级站,辐射要

素只有总辐射。

1 数据文件结构

辐射数据R文件为文本文件,由台站参数、

观测数据、质量控制、附加信息四部分组成。台

站参数为文件第一条记录,由8组数据构成,排

列顺序为区站号、纬度、经度、观测场拔海高度、

测站级别、质量控制指示码、年份、月份;观测

数据由作用层状态和各项辐射量构成,排列顺序

  收稿日期:2013-03-25

  作者简介:张红娟 (1966—),女,陕西高陵人,学士,高工,从事气象报表质量控制。

3800条 (2012年),说明通过信息发送量的迅速

增长实现了气象监控信息全方位、全时段的流转,

从而提高了气象技术保障水平。同时可以看出,

省级与市县级下站维修比例也发生了变化,由最

初的发生故障主要依赖省级保障部门维修,变成

了由市县保障人员就可较快地解决,而且各级下

站维修总次数显著减少。这是因为随着监控业务

的规范化和监控产品的多样化,市县局处理故障

的能力迅速提升,可快速的解决现场问题,从而

提高了自动站业务质量。在中国气象局综合观测

司公布的国家级自动站业务质量报告中,陕西省

自动站可用性显著提高,由2011年的99.84%增

长到99.99%,排名从2011年全国第24名上升到

2012年全国第1名。

3 结论

根据气象技术保障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了

陕西气象探测设备运行监控与评估体系。该体系

实现了业务流程的规范化、评估产品的多样化以

及技术资料的完备化,从而提高了气象技术保障

业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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