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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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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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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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固定的;质量控制分为质量控制码段和更正数

据段。质量控制码分为三级:台站级为百位数,

省级为十位数,国家级为个位数。更正数据段是

订正数据和修改数据更正情况的记录[1]。订正数

据是指原始观测数据疑误或缺测,通过一定的统

计方法计算或估算的数据。订正数据不得替代观

测数据部分的原数据,应按规定格式在更正数据

段记录其订正情况。修改数据是指原始观测数据

疑误或缺测,经查询确认正确的数据。修改数据

应替代观测数据部分的原数据,并按规定格式在

更正数据段记录其修改情况。

2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首先要做格式检查。辐射数据R文

件数据有固定格式,其存储格式有统一标准,通

过检查其文件分类编码是否准确,文件是否为空

及数据存储格式是否统一、标准等,确保数据格

式正确。质量控制方法包含气候学界限值、要素

允许值范围检查,如总辐射量不能为负值;气候

极值检查,如总辐射最大辐照度<2000W/m2;

内部一致性检查,如时 (日)总辐射曝辐量≥时

(日)净全辐射曝辐量,日总辐射最大辐照度≥日

净全辐射最大辐照度;合计值检查,对各要素重

新计算合计值,与资料中原有的合计值比较,可

检查出资料中有无明显的错误。

  辐射资料质量控制工作分两阶段。第一阶段

为质量检测,第二阶段为质量控制。

2.1 质量检测结果

质量检测的对象为1993—2004年的R文件。

首先对陕西省西安、安康、延安1993—2004年R
文件补录辐射表号码,总辐射表号码每月七组数

据,净辐射表每月八组数据,共补录数据4350
组。补录过程中发现纸质报表有抄录错误,经查

询分析,对原始报表的错误一并进行更正;补录

校对了西安1999—2004年气表-33备注栏中记录

的每日作用层编码,共计2192组数据;照气表

-33,对西安、安康、延安总辐射、净辐射日最

大辐照度及出现时间逐一核对,更正不一致的数

据,并记录更正结果。共核对35064组数据,发

现错误33处,错情基本为极值或出现时间录入错

误。

2.2 质量控制结果

质量控制的对象为西安、安康、延安1993—

2012年所有辐射R文件共计720个。该项工作在

质量检测工作全部完成后开展,应用CDQCR2.0
省级质量控制软件进行质量控制。辐射审核员反

复翻阅历史报表,询问台站观测员,对出现的疑

误信息再三核对,共处理疑误信息1096条。两

个三级站错误较多,西安站资料质量相对较高。

陕西省辐射记录疑误信息主要分为三类:数据文

件格式错误;纸制报表信息化时录入错;原始数

据错误。

数据文件格式错误。安康站1999年12月R
文件漏输入记录器标识符YJ;西安站2005年2
月漏输全月作用层编码。

纸制报表信息化时录入错。由于历史资料中

有相当长年代的资料开始时是以纸质报表存储,

随后由录入员录入,这种错情陕西省1996年以前

的资料中特别多,对于此类错情,对照纸质报表

逐一改正。

原始数据错误。出现频率最高的错误类型为

“总辐射日总量不等于时总量合计值”,此类错误

系报表统计错,延安、安康1996年以前的记录特

别多;安康1994年10月至1996年4月间出现了

大量的时总量为-0.01MJ/m2 的数据,出现时间

为日出的第一小时或日落的最后一小时。这显然

是错误记录,时总量最小值为0.0MJ/m2,不可

能为负值,处理方法是都改为0.0MJ/m2;西安

站出现了净射时总量大于总射时总量的矛盾记录,

总射最大辐照度小于净射最大辐照度的矛盾记录,

处理方法将总射记录缺测。

通过对陕西省西安、安康、延安1993—2012
年的辐射月报数据R文件进行全面质量控制,对

资料中的错误数据逐一核查更正,补录了1993—

2004年R文件中辐射表号码,形成了高质量的辐

射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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