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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信息资源在县级气象局的有效利用
蔺忠林，马周恩，齐军歧
（扶风县气象局，陕西扶风７２２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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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建设向县级气象局的延伸，特别
是１９９９年以来陕西省ＰＣＶＳＡＴ单收站系统、
Ｘ２５分组网、ＡＤＳＬ等在县局的推广和普遍安
装，目前县级气象局已经能够接收到大量的气象
信息。充分利用和有效发挥气象信息作用是县气
象局面对的现实问题。
发挥单收站信息资源优势的必要性

为地方党政领导提供决策气象服务，积极配
合当地政府做好气象灾害防御是县局气象服务工
作的重中之重。要深入理解县局在新一代天气预
报业务技术体制中的分工，减少重复劳动；最大
限度的发挥信息资源和网络优势，做好指导预报、
分县（片）预报等产品的解释应用；总结县站天
气预报经验、局地灾害性天气发生规律，利用全
省雷达拼图、重要天气报告等即时信息，开展上
下游联防协作，进一步做好本县（区）灾害性天
气短时和临近预报。
有效利用现有信息资源
２１以指导预报产品解释应用为主

上级气象台（中央、省、市）指导预报产品
品种、形式日益丰富，特别是省台分县要素预报
（７２ｈ）、滚动１０ｄ中期预报技术的业务化，将可
以满足县局预报服务的需要。

ＰＣＶＳＡＴ小站指导预报产品的处理和保存
包括：中央气象台天气公报、未来１０ｄ中期预报、
月预报传真图、省气象台城市预报报文的翻译处
理和分县要素预报等。宽带辅以Ｘ２５专线，通过
重新修改编译ＭＩＣＡＰＳ系统程序（Ｔｒａｎｓｄａｔ

ｅｘｅ），实现省、市气象台指导预报产品的自动传输
和保存。内容包括：全省短期预报、关中短时预
报及短时预警、滚动４～７ｄ预报、周预报、旬预
报、月气候预测、省农气旬月报、陕西气候与农
情、气候公报、市气象台分县预报、短时预报、中
长期预报等指导预报产品。

建立了上级指导预报产品业务平台，纳入县
局新一代预报服务流程建设。包括：指导预报产
品的ＭＩＣＡＰＳ文字及图形显示、文本及ＨＴＭＬ
浏览器等。
２２县气象局预报服务作业方式的改变

县局气象业务服务流程集合了信息收集、获
取、加工、分发、质量或效益评价、跟踪服务。切
实改变原有手工操作、检索的作业方式，以人机
交互预报系统为工作平台，是提高县局预报服务
产品加工制作水平和能力的重要内容。
２３主要探索

走访了解县级政府部门对气象决策服务的要
求和需求，确定了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形势
下气象服务方向。建立《扶风决策气象服务周年
方案》，规范决策气象服务产品提供的方式、时间、
内容和工作程序；与农业部门合作，建立土壤墒
情监测体系，实现数据共享；制定规划，使预报
服务产品、气象信息的分发方式现代化，建立农
业气象服务信息网站，做好省级农网推广等。

创造条件，确定县气象局科研方向，以科研
带动业务服务的可持续发展。高度重视和坚持
ＭＩＣＡＰＳ二次开发及本地化、农气技术的开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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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自动气象站系统半年初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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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有线综合遥测仪（Ⅱ型）从２００３年１月
１日起在榆林站已运行半年有余，期间各传感器
运行良好，各观测要素与人工站资料对比基本正
常，没有出现粗值和野值。
各传感器评估
１１气压

气压传感器运行较稳定，人工观测时间（每
时５６分）与自动站记录时间（００分１５秒）接近，
气压本身变化较平稳，与人工站相比，月平均值
偏低０２～０５ｈＰａ。各定值比人工观测值低０５
ｈＰａ左右，个别低１０ｈＰａ，可能由观测员视差及
气压表调整水银面引起。也有一次高０４ｈＰａ。
１２温湿度

气温传感器运行稳定，与人工观测值比较，月
平均值１—２月偏低０１～０２ｏＣ，３月持平，４—
６月偏高０２～０３ｏＣ。定时值相差在－０５～１８
ｏＣ间，因为二者观测时间差异造成的。在冬季１１
时、夏季０８时由于升温明显，相差较大。如果没

有时间差，与人工站差０１～０２ｏＣ。
湿度既有本身的变化，又受温度变化的影响，

定时观测值与人工站比较，相差不大，差值范围
为－１５％～１５％。月平均比人工站低１％～３％，
总体运行也较好。
１３地表温度

１月自动站月平均比人工站高２３ｏＣ，主要
受降雪影响，自动站为雪下值，人工站为雪面值。
其他月平均值比人工站高０１～０７ｏＣ。定时极差
范围为－１１７～１５４ｏＣ。自动站地表温由４支传
感器组成，每１０ｓ取１个样，１ｍｉｎ去掉最大、最
小值加权平均，与玻璃表有一定差异，加之地表
温度本身变化剧烈，从理论上讲，自动站比玻璃
表准确性高。观测时间的不同也是差异的原因。
１４浅层及深层地温

各月平均值与人工站相差不大，变化稳定。层
次越深，稳定性越好。
１５风向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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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应用。建立了ＰＣＶＳＡＴ重要天气报告的翻译处
理程序，使预报员及时掌握最新雨情、过去１ｈ上游
台站的重要天气等即时资料；建立了扶风基本气候
资料（１９５８－２０００）数据库和应用平台，实现本站任
意时段各类气象要素的查询、统计以及模式因子的
选取，表格显示、图形化显示和输出。建立农业气象
灾害历史数据库。利用农业区划成果，建立主要农作
物（小麦、油菜）与气象条件指标数据库；建立苹果、
辣椒作物全生育期的有关气象指标。

建立决策气象服务产品发布工作平台，发挥
本地局域网络作用，引导气象信息产品制作流程
向着“网络化、无纸化”方向改革。将气象信息
产品存放到指定产品目录，供局内大院用户共享；
翻译处理单收站城市预报报文，开发利用
ＭＩＣＡＰＳ预报文本自动生成程序，形成更加具体
的预报文字产品，可供１２１、电视天气预报合成使
用；保存到预报数据库，供预报质量（降水、温
度）评分和事后效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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