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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规定等压面风资料录入文件质量控制方法

林 莉,张 智
(宁夏气象信息中心,银川 750002)

摘 要:2012年中国气象局要求各省开展 “历史高空气象观测记录表数字化处理”。对宁夏气象

局在高空规定等压面风资料录入文件质量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进行总结,以供气象部

门在今后的档案数字化工作中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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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历史高空气象资料的数字化处理起步较

晚,目前业务和科研中使用的高空资料大部分是

收集于实时高空观测业务的探空报和测风报,由

于实时处理时限紧、环节多且未经质量检查,其

资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和质量状况都受到一定程

度的影响;此外,由于早期纸质报表内容设置不

完善,部分观测记录内容没有编制到月报表中,

造成观测记录不完整,特别是缺少各规定等压面

的测风资料,使资料无法有效利用,直接影响了

1981—2010年高空资料的整编工作。目前只有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从2000年开始对高空气象观

测记录月报表 (高表-1、高表-2)进行了数字

化扫描和数据录入。2012年中国气象局开展

“历史高空气象观测记录表数字化处理”,要求各

省完成所属高空站1951—2010年气象观测记录

表(高表-11、高表-12、高表-13、高表-14、高

表-16)的图像扫描、规定等压面风 (GAAF)

资料录入处理,并建立图像文件和数据录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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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复制率。只有有效剔除学

术不端稿件,才能够净化学术交流平台,提高期

刊学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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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对宁夏气象局在高空规定等压面风资料

录入文件质量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进行

总结,以供气象部门在今后的档案数字化工作中

借鉴与参考。

1 质量检查内容

高空测风记录表中规定等压面风资料录入数

据文件是进行数据集制作和数据产品加工的基础

数据文件,录入数据文件的质量直接影响最终数

据集的质量。高空规定等压面风数据录入文件质

量控制统一使用中国气象局预报与网络司下发的

“高空数据录入文件质量检查软件”,分别对录入

数据文件进行格式检查 (命名格式和内容格式)、

数据界限值检查、相邻层一致性检查、同层一致

性检查、B01文件对比检查、循环检查、文件对

比清单等,对检查程序提示的错情和疑误信息,

逐条进行人工核查、修改,并形成错情说明文档

保存备查。

2 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方法

由于是首次系统地对高空观测记录表进行数

据录入,并且1980年代中期PC-1500计算机打

印的纸张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变质、字迹严重变

淡等现象,加之外包公司不熟悉记录纸的数据格

式等,录入数据文件还存在较多 “高空数据录入

文件质量检查软件”未检出的问题,如规定等压

面高度录入错误、时间录入错误、终止层误录

入、漏录补放小球数据、漏录规定等压面数据、

规定等压面数据缺测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宁

夏气象局项目组编写了若干检查小软件,对录入

数据文件进行检查、修改、补录,提高了录入数

据文件质量,保证了高空规定等压面风录入数据

的完整、准确。

2.1 规定等压面高度录入错误

PC-1500计算机打印高表时,遇有高度个

位和十位为0时不打印,但外包公司录入人员不

清楚高表格式,录入数据时则在高位补0,造成

录入数据错误。如将850hPa高度打印为015,

实际高度为1500m,误录为00015,正确应录

为01500。通过利用软件检查,共检查出高度录

入错误607处,经过与原始记录表核对后全部修

改。

2.2 规定等压面时间录入错误

规定等压面时间低层应早于高层,遇有低层

时间晚于高层时间时则提出疑问,需查看原始记

录纸上规定等压面层的时间,以确定正确的时间

录入。由于PC-1500计算机打印的测风高表存

放时间长,纸张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变质、字迹

变淡等现象,“3”和 “5”、“3”和 “8”、“2”和

“7”、 “1”和 “7”辨认不清,造成数据录入错

误。如1994年5月1日07时300hPa时间原

221误录为271,200hPa时间原283误录为

233。通过软件检查,共检出时间录入疑误信息

118处,经过与原始记录表核对后修改了124
处。

2.3 误录入终止层数据

外包公司录入人员不熟悉录入文件中规定层

序列,误把终止层当做规定等压面层数据录入。

软件检查规定等压面是否在该序列中,如果不在

该序列中则提出疑误,根据疑误信息把终止层删

除。

2.4 多录入规定等压面层

银川探空站从1987年4月开始使用PC-
1500计 算 机 打 印 高 表,增 加 了 600hPa、40
hPa、15hPa三层规定等压面的高度和时间,因

为不发报就没有计算风向风速,录入数据时则不

需录入。通过软件检查出1987年04月—2000
年1月期间多录入144处600hPa、55处40
hPa、26处15hPa数据,全部删除。

2.5 观测时次少于5层

当某日的规定等压面层数少于5层时,需查

看原始记录表是否有漏录现象,或是经纬仪测

风,以判断录入的数据是否正确。通过软件检

查,共检查出93次日规定等压面层少于5层的

记录,经过与原始测风记录表核对,其中54次

是经纬仪测风,17次为雷达故障、探空仪停转,

22次为漏录。

2.6 缺少规定层

2000年前规定层序列为:1000、850、700、

500、400、300、250、200、150、100、70、50、

30、20、10hPa;2000年开始规定层序列为:

1000、925、850、700、600、500、4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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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200、150、100、70、50、40、30、20、

15、10、7、5hPa。当规定等压面缺少任一层数

据时,需查看原始记录表,以确定该规定等压面

是否缺测,如果原始记录纸有数据,则要补全该

日规定等压面数据。通过软件检查,共检查缺少

规定等压面476层,经过与原始测风记录表核

对,补录346层;130层为原始记录缺测,其中

34层为气球过南过北造成风向风速计算时缺测。

2.7 当某组数据缺测时给予提示

一份日数据由若干条记录组成,每个记录占

一行,每行有五组数据,出现任一组数据缺测

时,需要查看原始记录纸。当规定等压面高度或

时间缺测时,应查看高表-14图像文件,以补录

缺测的数据;当规定等压面的风向或风速缺测

时,应查看高表-13图像文件,根据各量得风层

的风向风速,用时间内插等方法,计算规定等压

面的风向、风速,以补录缺测的数据。通过软件

检查,共检查出475行规定等压面有缺测数据,

经过与原始测风记录表核对,删除经纬仪观测期

间多录入的只有高度与时间、没有风向风速226
行;原始记录缺测70行;补录142行,其中补

录高度27组、时间53组、风向32组、风速68
组;删除终止层只有高度与时间、没有风向风速

37行。

3 造成数据缺测的原因

3.1 原始记录数据缺测

①施放瞬间丢球、雷达故障、停电、旁瓣抓

球、探空仪空中停转或仪器变性等原因造成规定

等压面数据缺测;②天气原因造成低层规定等压

面数据缺测;③气球过南过北造成规定等压面风

向风速计算时缺测,1987年高空观测开始使用

PC-1500计算机处理以后出现此类情况较多。

3.2 预处理时数据缺测

①在预处理时把超出扫描页面的高表裁剪掉

没有及时粘贴在背面,造成规定等压面数据缺

测,甚至出现规定等压面数据全部缺测现象,需

重新计算风向风速数据并录入。

②预处理时由于粘贴不规范,造成规定等压

面高度、时间、风向、风速一组或二组数据缺

测。

3.3 录入数据时缺测

①850~700hPa遇有补放小球的,外包公

司录入人员在录入数据时未录入补放小球数据。

②PC-1500计算机打印高表存放时间长,

纸张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变质、字迹变淡等现

象,录入人员由于看不清楚未录入,造成规定等

压面高度、时间、风向、风速一组或二组数据缺

测,有的甚至出现风速日数据全部缺测的现象。

③测风高表粘贴在原始记录纸的不同位置,

录入人员不熟悉原始记录纸格式,没有认真查找

原始数据,以致很多录入数据文件出现前面缺少

几层或者后面缺少几层数据,造成录入数据不完

整。

4 建议

4.1 在起始等压面和终止等压面之间,如果任

一规定等压面数据缺测,应将该规定等压面录

入,其它四组数据则用规定位数 “/”补齐,以

便于与现行的高空月数据文件 (G文件)衔接。

4.2 完善 “高空数据录入文件质量检查软件”

功能,以保证软件检查后录入数据文件的完整、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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